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优秀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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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篇一

?我和动物交朋友》是义务教育小学课程《品德与生活》（人
教版）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让家园更美好》其中的一个主
题。通过这节活动课要是学生知道动物使人类的好朋友，让
学生充分感受到动物的可爱，激发学生喜欢动物的情感、愿
意和动物交朋友，并在活动中明确和动物相处时要有爱心和
责任心。

在授课时，让学生动起来，在活动中加深感受、体验、动物
的重要性这样才能达到此项活动的总目标。纵观本节课的教
学，我认为这是一堂课，主要从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利用多媒体制作各类动物的课件图片，使学生更直观地感
受到动物的可爱。而且节约了课堂教学的时间，提高了教学
的效果。在让学生观察动物的同时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引
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动物。激发学生爱护动物的激情，
从而对学生进行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的
教育。我们的学生均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对家养动物特别喜欢。
让学生在阐述交流中，唤发出学生真真切切的感受，让他们
从而真切地体会与动物友好相处的快乐。我又在学生的实际
生活中更好的加强品德教育。我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进一步
探究和加强的教学反思的问题。



2、教学中的激情、环节来源于生活。例如在激情这个环节中
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动物，并说出为什么喜欢它。明
理环节，这些动物都是学生平时生活中喂养和观察过的小动
物。通过学生互相介绍初步表达了自己对动物的喜爱。再利
用日常生活中学生和动物的密切接触，让他们说说动物的生
活习性及特点，把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不爱护动物的不良
行也话说出来，更加热爱动物。

这节课，首先，对教材内容的重点确定为从学生身边的小动
物出发，通过对小动物的观察和亲密接触，使学生明确要和
动物成为真正的朋友，一定要有爱心和责任心，把“爱”的
教育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之中。其次，学生始终是学在
教学中，通过每个小组议一议说一说，增强了学生保护动物，
爱护家园的意识。学生在和动物的交往中观察，去感受、去
体验，使每个孩子在活动中都对动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
高。

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篇二

我在这节课评价学生作业时主要采用了多元的评价方式，我
非常注意评价的角度和方式。在过去的教学中，无论是学生
回答问题，还是学生作画、制作手工作品等，都是由教师作
单一的评价，学生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评价的方式也很单
一，长期下来就导致了学生只会听教师评价来区分好坏、对
错，或者合理不合理。

在本节课的作品展示环节中，当孩子们的作品展示出来时，
所做的动物作品可谓是构思巧妙、形状各异、色彩纷呈，很
多作品都是出乎于我的意料之外，这时我觉得如果我们仍以
成人、常规、传统的评价观念、思维方式去评价一件学生的
作品，那将是对学生心灵展现的封杀，个性表现的抹杀，创
新能力的扼杀。我们作为孩子们的艺术启蒙者应以人为本，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允许奇思异想，于是我决定要鼓励学
生敢于与众不同，并给予学生客观、多元的评价。



例如：在本节课作业赏评环节中，我以魔法师的身份说同学
们本节课中表现很好，为了奖赏同学们特邀请学生去参
观“动物王国”（实际上是让学生互相观赏各自的作品），
创造互赏互评平台，而在评价时我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评价
（引导他们从材料选择、技法运用、颜色搭配等方面进行评
价），同学们一个个表现得很有热情，大胆互评，有赞赏的，
有批评的，有提出建议的等等，课堂氛围变得非常热烈、浓
厚；然后再转变为师点评，从选材、配色、技法等方面促进
学生表现创新能力的发展。在让评价者的面变广，评价的方
式变多的同时，我还要求他们要学会善于观察，并在评议时
先是告诉大家值得学习的地方，再提出诚、合理的建议。于
是，本节课中孩子们学会了欣赏自己，欣赏别人，发现别人
的优点，学会了宽容，学会了交往，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自
由、轻松、和谐的气氛。

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篇三

首先，在揭示课题后，我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了各种各样的
动物范作图片：纸碟、纸杯、卡纸、纸盒、黑豆、牙签、布、
夹子、瓶子、树叶、菜、香蕉、橡皮泥等等材料制作的各种
动物。通过学生的欣赏、观察、分析、自主地发现了不同动
物可用不同材料的表现方法（材料适合法，就是不同造型、
色彩、质感、性格的动物采用适合表现的材料，恰倒好处地
把动物的个性美感表现了出来。），在造型上丰富了学生的
视觉，启发了学生的想象力，运用缤纷的材料、色彩使学生
突破了原有动物的色彩概念，为下面创作的多样性打下了基
础。

接着，我又提出：“如果让你来做魔法师，你会把他们变成
什么样的呢？”提出两个问题：（1）你会做什么动物？（2）
你会用什么材料、方法来表现？学生通过小组热烈的讨论，
然后在班级中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不同的材料表
现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材料表现同种动物，同种材料表现不
同的动物，以及各种材料的制作方法等几个方面发表了各自



的想法。）将自己的奇思异想描述给其他同学听，形成一种
交流会，无形中互相之间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学习交流，更促
发了各种创新，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在这个环节中学
生在我的引导下挖掘创新了不少新的材料和制作表现方法，
我根据学生的想法引导他们归纳出各种材料的基本技法。
（例如：水粉、水彩、蜡笔可以用画、涂、印、吹、染、印、
刮等技法；卡纸和荧光纸以及瓶子等可以用剪、贴、折、插、
撕、搂空等方法；粘、贴、压、刻、划、点、挖、折、插等
等方法；以及综合运用法。）

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篇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美术的内在动力。学生
的学习兴趣一部分是来自学生自身，一部分来自外在刺激，
另一部分则来自教师的激发与调动。这样师生互动进入到一
个有趣的课堂，因为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同学们在课堂上争
先恐后的发表自己的看法，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动物的特点，
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表
现欲。教学中充分运用课件展示欣赏图片，适时有效的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节约了课堂时间，增加了学习知识面。
为创造出好的美术作品打下了良好基础，使学生学的轻松自
如，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我喜欢的小动物教学反思篇五

生活世界多姿多彩，人们对生活的评判也因人而异。教师结
合教材内容，选取生活中的两难问题，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
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评判，情感态度的培养与价值观的
导引也便落到了实处。

如：选取一些生活中的道德两难画面，让学生进行讨论、辩
论。这些生活中可能碰上的两难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去
对话，去碰撞，去寻找真知灼见，去建构认识。



又如：通过课件出示公益广告、回顾地球上那些曾经鲜活的、
已经消失的动物的资料，想象如果地球上缺少了他们的存在，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引导学生认识，动物是我们在地
球上赖以生存的伙伴，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其实懂得关心
动物就是关心我们人类自己，让孩子们与动物和谐相处，成
为真正的好朋友，让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孩子的心
中生根、发芽。道德理性在学生的心里就逐渐培养起来了，
让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在生活情境中深化了认识，
提高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