
教学反思小学(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反思小学篇一

课文通过描写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
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这是一
所美丽的学校：美得很有特点，各民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
民族服装，把学校装点得绚丽多彩；古老的铜钟，还有凤尾
竹，更增添了学校的乡村气息和民族特色。这是一所团结的
学校：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穿戴不同，语言不同，但都
成了好朋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
生活，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这是一座充满了欢乐、祥和气
氛的学校：孩子们课上认真读书，课下尽情玩耍，连小动物
也来聆听读书和来看热闹，可见对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
羡慕。

在课堂上，学生对于民族小学的特殊之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对小动物们的到来感到很新奇，在课堂上大家都积极
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一所民族小学是十分令人怀念的，
在那里读书也是十分幸福的。

在读书中学生可以很好地把握情感基调，课文读得有感情，
学生好像身临其境一样。这是一所美丽的学校，这更是一所
团结的学校；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民族，
但都是好朋友，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紧密地团结在
五星红旗下。学校的美丽和团结既是作者所要赞美的内容，
也是引起自豪的原因之一。



孩子都知道该怎么读。马晓燕很会说，立即说这是因为我们
很自豪，应该很自豪的读。我把这个词写在黑板上了，表扬
了马晓燕的感悟很准确，便问孩子什么是自豪呢？有同学立
即喊出来是骄傲的意思。可是立即有反对的声音，很坚决的
声音“不是，不是骄傲的意思！”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进
一步反问孩子是吗？我看到马兵正在玩着什么，故意以他为
例子，说了“马兵最近的字写得很有进步，老师表扬了他，
他立即得意洋洋，骄傲极了！这是个骄傲。”接着又举例说
当我看到中国健儿站在领奖台上看着中国的国旗冉冉升起的
时候，我的心里真是无比骄傲！请同学们说说这两个骄傲意
思一样吗？在这么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孩子立即分辨出不一
样，立即说第二个骄傲就可以用自豪了。那么我们课文里的`
自豪是为什么自豪？“为这所学校的美丽自豪！”“为小朋
友在这里快乐的生活自豪！”嗯，已经点到了，我就此止步。
还是用读的方法，读了孩子喜欢的句子，有一些学校环境美
的句子，一些窗外安静的句子，请孩子们多读读这些句子，
读好这些句子。在生字的学习中，我只重点和大家学习两个字
“舞”和“戴”两个难字，其余的几乎略过不说。看到孩子
们的作业交上来时，我发现大部分孩子能够写正确，个别孩
子不对。不过书写的质量不高，写得不漂亮，我又花了半节
课时间练书写。写一手好字，是语文课应该追求的，应当是
每节课都必须要的。

教学反思小学篇二

音乐对学生的美育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中蕴涵着道德哲理
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因而在欣赏教学中，通过让学生仔细地
聆听乐曲，张开想象的翅膀，在广泛的时间，空间里遨游，
用心去感受，体验音乐的美，从中找出最佳的答案。

1、如在欣赏课《小狗圆舞曲》中，初听时，让学生初步感受
乐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再听时，让学生按节奏的变化区为乐
曲分段，并辨别哪两个部分基本相似。



2、分段听时，分析比较两个主题在旋律进行及节奏上的特点，
联想这两个主题各描写了小狗怎样的形态，并随着音乐模仿
小狗的不同神态，动作；接着分小组讨论，可用哪些形式来
表现乐曲。

3、于是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有的创编故事，有的创编小品，
有的用绘画等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乐队员后出示一条旋律，
学生仔细观察后找出提示中的旋律进行及变奏规律，进行创
编乐曲。

4、然后分别视唱改编前后的乐曲，再次体验旋律，节奏等因
索与乐曲情绪的关系。这样经过在不同层次上的反复聆听及
亲身体验，合作参与后，使学生在体验，内化的基础上得出
音乐的旋律进行及节奏变化与音乐所表现的情绪之间的内在
联系。

5、最后通过再次合作，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
问题，从而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
这样的欣赏教学，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实践能力均有提
高；思维及反应能力较前敏捷；自修心增强；研讨气氛形成。

教学反思小学篇三

在网上学习了一些课堂评价方式，才发现许多经常被我使用
的评价方式原来是存在问题的，小学教学评估反思。

在英语课堂上，对于中低年级的小朋友我经常会采用竞赛的
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各个小组在竞赛活动中十
分活跃，各组组员争先恐后的举手发言。我会给获胜的小组
加上一颗星，得到的小组就发出一阵欢呼声。而失败的小组
则垂头丧气。活动结束时，获胜的小组兴奋不已，而失败的
小组则很丧气，提不起精神来，学习积极性也下降了。

在竞赛过程中，我有时会轮番向各组提问，回答正确的小组



可以得分，当我提问到第一组的时候，有许多学生举手了，
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也勇敢的举起了手，我就让他来
回答，可是他却说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按小组竞赛规则，
他们组就不能得分了。这时，同组的其他同学就可能会去指
责他，教学反思《小学教学评估反思》。“都怪你，本来我
们组可以得分的。”这样，就很严重的打击了该生学习的积
极性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网上找到了可行性的方法，就是在竞
赛规则里加入一条，竞赛时小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
可相互指责或埋怨，否则该组就会被减去一定的分值。

在课堂上，只要学生说对了，我就带领全班学生拍手齐
说：“one,two,good!”.一节课下来，就会有很多次这样的形式。
其实这样的评价方式实际上是把教师的评价强制性的变成学
生之间的评价，拍手说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对学生
的评价。评价语也是教师规定的，而不是学生的真实感受。
这种形式主义色彩极浓的评价方式不仅会干扰学生的积极思
维，而且显得机械、呆板，还忽略了评价的内容。

近些年来，广大小学英语教师在课堂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尝
试，其中有成功的欣喜，也有失败的困惑。需要我们不断实
践和不断改进。

教学反思小学篇四

本学期我校推行“高效课堂”，在实施摸索过程中，老师们
都在进行尝试，这无疑又是一次推动教师素质提升的大好时
机。

我在教学《桃花心木》一课时，我针对理解、领悟“不只是
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这句话蕴含的道理，
（这是本课的教学难点）我确立了这样的预习思考题：



1、树木的“不确定”是指什么？人的“不确定”又是指什么？

2、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3、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第一题学生能通过树木的“不确定”指上文“老天下雨是算
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定”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经
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 第二题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
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立的人的事例。经过引导，有的
学生还能从反面谈到一些人被优越条件娇惯成了“温室里的
花草”，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两相对比，最后归纳到
第三题的问题上“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
生活的考验”？学生通过事例很快就明白了那些生活在艰苦
环境的人，接受的考验和磨练更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
须克服依赖性，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在不确定中生活的
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自己亲自去实践，去竞争，
去拼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
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尊重”、“艰辛”、“珍
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作，体验到奋斗的艰难，珍
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学生在理解了这句话后又明白了做人的
道理，即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会有自立、自强的精
神和本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得到生存与发展。反之，长期
在确定中生活的人，依赖性强，生存能力差，甚至会成为废
物，被社会淘汰。 由于我备课充分，再加上我提前给了学生
预习题目，因此，课堂上我所费时间不多，却使学生从文和
道两方面受到启迪，既学习了语言，又受了教育。所以，我
想：“高效课堂”其实是给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备课要求，
只有我们教师对教材吃透了，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
更好的引导学生抓住知识点去训练，才能真正高效地完成教
学目的

教学反思小学篇五

“搭一搭”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第78页~79页的内



容，它属于“空间于图形”的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数学
课程标准》指出：空间与图形是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描述生活
空间并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根据标准以及分析了教材，制
定了教学目标：1、能正确辨认从不同方向（正面、左面、上
面）观察到的立体图形（5个小正方体组合）的形状，并画出
草图。 2、能根据从正面、左面、上面观察到的平面图形还
原立体图形（5个小正方体组合），进一步体会从三个方向观
察就可以确定立体图形的形状。3、通过借助思考和空间想象
解决由立体画出平面、由平面还原立体图形的问题，再通过
动手操作验证，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数学思考水平。
4、通过动手操作，增强与同伴的合作意识，学会相互评价，
从中获得积极的数学学习情感。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我
说你摆”，第二个活动是 “我问我摆”。两个活动通过情境
演示让学生观察。每个活动我都比较注重活动的层次性，让
学生亲身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活动1、淘气用四个正方体搭积木，笑笑根据淘气的指令搭出
同样的形状，中间用屏风隔开。这样的活动很有意思。一个
学生要观察物体的相对位置，并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另一个
学生不仅要想象物体的相对位置，还要根据对方的表达来理
解这种交流的含义。学生通过观察情境也跃跃欲试。然后按
照这样的主线继续展开这个活动：观察情境，了解规则——
师生合作，理解方法——同桌合作，开展活动——小组交流，
说搭的方法——全班汇报。

活动2、是一个有点颠倒的活动，笑笑已经搭好了一个立体图
形，淘气通过问问题，搭出同样的立体图形。在活动时让学
生先观察情境，提问“通过观察，你知道这个游戏应该注意
什么？”，让学生自己说出活动规则。提问的同学要充分展
开想象，想一想怎样提问，被问的同学要表达，提问的学生
要根据表达去理解、想象。当然学生问的水平有高低，问题
又多少，不管学生情况怎样，都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活动。



学生在活动中交流，思考哪种提问的方法比较好，在比较中
筛选，优化提问的方法，对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思维能力
都很有好处。

另外，我又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练习：1、想一想：从正面、上
面、侧面各观察到什么样的平面图形;2、数一数图形有几
个;3、根据一个要求搭图形，让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

本节课的`教学，我感觉到活动在数学教学中十分重要，教师
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通过活动亲身经历知识
的形成过程，进而促进学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