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说课稿巩固提升 说课演讲心得体
会(优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一

第一段：引言（200字）

说课演讲作为教育教学中重要的一环，对于教师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近期我有幸参加了一次说课演讲，通过自己的亲身
经历，我深刻体会到了说课演讲的重要性和方法。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分享我在说课演讲中的心得体会，同时也希望能
对其他教师的说课演讲提供一些参考。

第二段：准备工作（250字）

在进行说课演讲之前，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选取
合适的教学内容是关键。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教材和教学方法。其次，研究教材，深入理解教学要点和重
难点，充分了解教材的背景和特点，为演讲做好充分准备。
同时，还需要对所要讲述的内容进行逻辑分析和结构安排，
保证演讲能够有条理、连贯地呈现。

第三段：演讲技巧（300字）

演讲技巧对于说课演讲来说至关重要。首先，以简洁、明了
的语言表达清晰地要点，避免产生歧义。其次，注意语速和
音量的控制，以保证语言的清晰度。此外，演讲时的体态和
肢体动作也需要注意，保持自然，避免紧张或做出夸张的动



作。在演讲的过程中，我还注意了与听众的互动，通过提问
和引导来增强听众的注意力和参与度。最后，利用多媒体工
具和实物展示来辅助演讲，可以更好地帮助听众理解演讲内
容。

第四段：问题回答（300字）

在说课演讲中，问题回答环节是常有的。在这个环节中，我
认为要有反应迅速、思维敏捷的能力。对于意外出现的问题，
我会积极思考并给出合理的回答。此外，对于不了解的问题，
我会耐心和所有者合作寻找答案。这样能够展现自己的积极
求知和责任心，增强自信心，同时也能够促进教师与听众之
间的交流和互动。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50字）

通过这次说课演讲，我收获了很多。不仅增强了自己的教学
能力和表达能力，还提高了自己的思维逻辑和问题解决能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加强对教学内容的研究和准备，
不断提高演讲技巧，做到准备充分、答辩灵活，并注重与听
众的互动。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将能够更好
地进行说课演讲，为学生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

总结：（100字）

在这篇文章中，我分享了自己对说课演讲的心得体会。通过
准备工作的重要性，演讲技巧的应用，问题回答的能力以及
自我总结和展望，我希望能对其他教师的说课演讲提供一些
帮助和参考。说课演讲是教师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
能力，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教学环境。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说课是教师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说课可以使学生更好
地理解教材内容，提高学习效果。在我进行说课的过程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说课的重要性。本文将以谈说课的心得体
会为主题，结合自身的经验，分享我在说课中的收获和心得
体会。

第二段：准备工作（250字）

首先，在说课的准备阶段，我认真研读了教材，了解了教材
的内容和目标要求。然后，我根据教学大纲制定了详细的教
学计划，设计了合适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资源。为了保证说课
的顺利进行，我还制作了教学课件，并准备了相关的教学素
材。通过这些准备工作，我为说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增
强了自信心。

第三段：说课过程（300字）

说课的过程是一个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展
示教师能力和水平的过程。在说课过程中，我注重语言表达
的准确和流畅。我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了教学内容和目标，
同时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在阐述教学重难点时，我结合生动
的教学案例进行阐述，让同学们更加直观地理解。同时，我
还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在解答学生提问时，我能运用丰富的
知识储备给予准确的回答，增强了说课的说服力。

第四段：反思与改进（300字）

说课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也发现了不足
之处。首先，我在说课的过程中有时会言之过急，没有给学
生足够的思考时间。在下一次说课中，我会注意放慢语速，



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其次，我在阐述教学重点时，有时
会过于依赖课件，让课件成为主导。在以后的说课中，我会
减少对课件的依赖，更多地运用板书和教学示范来进行讲解
和演示。

第五段：总结感悟（200字）

通过这次说课，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说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说课不仅是教师展示自己的机会，更是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
梳理和反思的机会。通过说课，我不仅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提高了教学效果，还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授课能
力。每一次说课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相信通过不
断地实践和反思，我能够在说课中取得更好的表现和成果。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三

习题设计这一环节，教师本着"重基础、验能力、拓思维"的
原则，设计以下几道练习题：

1、拍手游戏。（教师拍手）每次拍4下，拍3次，共拍几下？
列出加法和乘法算式。

2、找朋
友。7+7+76+6+66×31×51+1+1+1+19+9+9+9+99×57×33、观
察教材主题图，根据图中内容列出乘法算式。

这三道题由浅入深，紧扣重点。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结构严
密、层次清楚，而且趣味性特别浓，使学生的知识与思维得
到同步发展。尤其第三个问题，让学生自由选择问题解决，
给了学生一个想象和发展的空间，使学生思维的创造性、灵
活性、深刻性等品质得到训练，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四

第一段：引入与背景介绍（约200字）

身为一名教师，我深知教师的素质与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教
育成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课堂上，课堂教学的效果不仅
取决于教师的授课内容与教学目标，还包括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技巧。近年来，新式的教学方式——
说课在教育界中得到重视并广泛推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近期也在进行说课的尝试。本文将就谈说课的经验进行总
结与反思，以期提高我的教学水平。

第二段：对说课的认识理解（约300字）

首先，在谈说课之前，我意识到说课是一种能力的展现，是
对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考察。而且，说课的目的不仅仅是告
诉观课者自己的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说课展示自己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因此，在准备说课的过程中，我要深
入地理解课程内容，把握好教学目标，明确自己的教学理念
和方法。其次，说课是展示教师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机
会。通过清晰、准确、流畅地表达教学内容，能够让观课者
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我的教学观点。

第三段：说课心得及收获（约400字）

在参与说课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说课的好处和意义。
首先，说课能够促使我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在准备说课
的过程中，我需要彻底梳理知识点，找出重点难点，并整理
出合适的教学方法，这使我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更加准确，对
学生问题的回答更加得心应手。其次，说课能提高我的表达
能力。通过反复梳理和练习，我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思路，让观课者更好地理解我的教学理念。说课过程中的
互动也让我有了更多从容自信的经验。最后，说课能够促进
教学理念的交流与分享。观课者的反馈与指导都是宝贵的意



见，通过和他们的互动，我能够更好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
学智慧，提高我的教学水平。

第四段：遇到的困难与解决办法（约200字）

在说课过程中，我也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时间的安排始终
是一个难题。若是时间分配不合理，会导致内容不充实或过
长的情况出现。我通过反复的训练和自我调整，逐渐掌握了
一个合适的时间分配，保证足够的内容展示，并与观课者进
行有效的互动。此外，在说课过程中，有时我会遇到观众态
度不清晰的情况，导致我的展示效果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
况，我通过着重提问与讨论，并适时引导观众思考，尽可能
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约200字）

通过谈说课的练习，我收获颇多。我深刻认识到说课是教学
能力的一种展现，也是教学素质的一种提升。通过说课，我
不仅提高了教学准备和组织能力，也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理
解。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我会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说课
能力，用更好的方式与观察者和同行进行教学交流与分享，
并不断完善教学理念和方法，提高我的课堂教学水平。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五

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片花瓣诉风情。”——有一些人，见过
就忘记，有一些事，经过就结束。然而，也有一些小小的事，
却能让人终身难忘！窗外雪花飞舞，我的思绪也飘回了那次
说课。

说课这个词在农村幼儿园普及也就是近几年的事。记得第一
次接触是在20xx年初吧，记得是镇教办组织全镇青年幼师进
行一次说课比赛，幼儿园就我和另一位较年轻的老师参加。
当时并不明白到底何为说课，因为在农村幼儿园信息比较闭



塞，再加之外出学习的机会太少近乎为零，就经验主义认为，
幼儿园的活动不外乎设计教案或上课展示吧，作为工作了十
多年的我应该没啥问题。

比赛前一天在小吃店吃早饭遇到了小学老师。一贯好学的我
就问了她关于说课的事。不问则已，一问倒吓了一跳。“说
课不是简单的写教案或上课，说课要求你贯穿理论知识，你
的教学方法……”那老师说了许多我都没听进去，唯一的感
觉就是“快找一篇说课稿借鉴一下，拜托了。”我这个人的
心理素质较差，那时的手忙脚乱就别提了。上完一天的课，
我和另一老师去小学找说课稿，仔细研究说课稿的格式，自
己揣摩幼儿园的说课稿该怎样写，决定晚上依葫芦画瓢学写
一篇先练练手。

阴雨蒙蒙的天气使我的心情明朗不了。坐在比赛的教室里听
其他老师的嘀咕使我的紧张缓解了不少，大家都对说课感到
陌生，这个新鲜事物在幼儿园还没有发芽。当肖校长写下说
课题目《发现》时，我没慌，我想到了前天给孩子们讲故事
《三只蝴蝶》时孩子们的发现：课题来源于生活，我按照说
课稿的格式设计了语言活动《三只蝴蝶》，写完我长长舒了
口气。接下来还要表达自己的说课稿。这下我完全清楚了，
说课说课就是先写后说。也许是自己发现的感触，我连说带
比划，终于很有感情地结束了说课。猜猜比赛结果？哇！两
名选手参加县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我是其中一个。

高兴之余更多的是不轻松。说课到底说什么，我才感知了一
个框架，她的灵魂到底如何把握？我不清楚。作为幼儿园的
骨干，我只有领悟透了才能带动大家。谁来帮帮我？我常常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本科学历，高级职称，在幼儿园工作足
够了，只要把我的`爱给孩子，没什么难得倒的。每天尽心尽
职地做好一切就够了。好象“学习”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已
疏远了。在农村基层幼儿园没有专家引领，没有名家讲学，
再不自我加压，勤奋学习人就会赶不上这个课程改革的趟了。
没人能帮，只有自己帮自己！



课？你为什么设计这个目标？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准备？你
为什么要尝试这种教学方法？……解决了为什么，你的说课
就成功了。”要解决这么多的为什么谈何容易！平时设计一
节活动只是自己觉得这个环节好像孩子接受有困难就再改一
下，没细想为什么开始孩子不能接受是因为不符合幼儿的认
知水平还是我的教学方法不当？说课是用科学知识来诠释活
动的环节，引领活动的成功。我恍然大悟。解决为什么的切
入口就是理论知识充电。

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要求的口号是：“读书读书，再读
书。”他进一步指出：“教师若不读书，若没有在书中的精
神生活，那么提高他教育技能的一切措施就都失去了意
义。”“一些优秀教师教育技巧的提高，正是由于他们持之
以恒地读书，不断补充他们的知识的大海”。我首先阅读的是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但从没细
细研读。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的潮流中我能舍她而弃之吗？
纲要中五大领域的内容、目标我烂熟于心，纲要中幼儿的年
龄认知水平、能力，教师的教育策略、角色转换等我倒背如
流。那时在课堂上为孩子们上课，不管是知识讲授还是指导
操作，纲要中的经典都会在脑中闪现“教师要为幼儿创设一
个宽松的民主的氛围，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
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教师要成为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作
者……”我重拾了皮亚杰的认知理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等等，我做了大量的理论
卡片。专家的理念真的很好，能拓展我们的思路。这是他们
心血的结晶。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结合国情，结合本地、本
校、本园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实施新的教育理念。我们要
用善于观察的眼睛来了解每个孩子，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运用我们的所知所学来制定适合孩子的发展计划。这是我读
书后的反思。我要学会用科学的头脑来思考课程问题。那段
时间我激情澎湃，我每天翻阅幼教杂志，做笔记，写心得。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一有什么所思所想就记下来。我并
不光是为说课准备了，我觉得我是在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素
质了。这时的说课已经跟我毫无芥蒂，心中的理论知识的支



撑，眼中孩子世界的缤纷足以让我游刃有余了。

忘不了这个故事，因为它锤炼了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功，
记录着我——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之路上的足迹！老师是什么？
是种植孩子美好感觉的土壤。如果土壤营养丰富，你的庄稼
就会长得茂盛；如果土壤贫瘠，庄稼就会颗粒无收。为了幼
教田野的硕果累累，吾将上下而求索。用敢于创新的自信，
迎接新的挑战！坚信明天会更好！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六

说课演讲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同行展示自己的教学设计和
教学方法的重要环节。通过说课演讲，教师可以分享自己的
教学心得体会，同时也可以从其他教师的演讲中学习到更多
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在进行了一次说课演讲后，我深感这是
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仅让我对自己的教学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还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在准备说课演讲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准备充
分才能教得好”的道理。说课演讲需要教师提前仔细研读教
材，了解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同时还需要准备教学用
具、素材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只有对教学内容有着深
入的理解和准备，才能在演讲中流利地表达出来，并能够回
答同伴们提出的问题。准备充分不仅能够提高说课的质量，
还能增强自己的说课信心，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展示教学设计
和教学思路。

其次，在说课演讲中，我发现与同行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是
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在演讲过程中，同伴们会根据自己的
经验和理解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这也促使我对自己的教
学设计和教学思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同行们的交流和互
动，让我受益匪浅。通过与同行们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我
不仅能够了解到更多不同的教学思路和方法，还能够从同行
们的反馈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



然后，在说课演讲中，我体会到了教学过程中细节的重要性。
在演讲过程中，同伴们会关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行为举
止等方面的细节问题。这让我意识到，教师的言行举止和对
学生的关心与尊重，都能够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注重课堂教学的设计和实施，还需要
在细节上做到严谨和完美，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更好的教育。

最后，说课演讲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学的艺术性。在
演讲中，我意识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我也了解到不同教师在教学中喜欢运用
不同的方法和策略，这也促使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勇于尝试，
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的艺术性在于教师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只有敢于尝试和创新，才能够在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说课演讲心得体会，是我在教学实践中的宝贵财富。通过这
次说课演讲，我深觉准备充分、与同行交流互动、注重细节
和发挥教学的艺术性等是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具备的
素养。这让我更加明白，教学是一个持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在教育教学的道路上，我仍然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教
学能力，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七

月光的美是画不出的。印象派画家莫奈有名作《日出》，而非
《月出》。摄影、电影和电视也不行。音乐呢？贝多芬的
《月光奏鸣曲》，阿炳的《二泉映月》，都是悠悠地传出了
月光之情的。但毕竟只能勾起一点想象，终难有置身月光的
视觉与触觉的感受。

秦少游《踏莎行》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个"迷"
字便摄住了月光的精灵。

阳光浴人躯体，月光荡人心魄，进入精神深处，引得离却人



间烟火，如在梦里游，长久置身月光之中，人会"异化"为幽
灵的么？这或与嫦娥有关。与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有关，
与她的绵绵乡愁织就的悲剧氛围之网有关吧。

人们灵魂深处潜伏着一种梦思，一经被月光点燃，便"里应外
合"地着了迷，身不由己，仿佛坐在一条船上，抑或摇篮中，
晃荡着，颠簸着，飘飘忽忽，神志迷糊，完全被月光编织的
梦境所环绕，所牵引，所左右。我害怕却又迷恋于此。对于
月光，只能在想象中追逐，寄期望于一个"如梦的行者"，让
他作我的替身，到月光中去飘忽、去历险、去陶醉吧。

月光是清冷的。水的青色，雪的微寒，且有颤颤的感觉隐约
其间，像一角轻纱，一片叶子，或是失血的嘴唇抖动。月光
的神秘性在于她似静犹动，在于她的孤独和不安，如同手指
握不住的一支残烛，一叶信笺在抖索。而当她依附于什么，
笼罩着什么，便与她难以分割地构成一种幽暗的黏合，幻化
出万千种迷离之境来了。

是吴刚么？伐木者的汗珠在月光里幽幽地闪烁。

寻梦者走着，走着，旷野无垠，前边有绵延的山岭逶迤。"淮
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他念着姜夔的诗句，一
个"冷"字该是咏月诗的千古绝唱了。那些山岭全在月光中半
隐半现，冷僻而高远，且有一座古塔倾斜，立体的月光从塔
顶滑下，似有丝绸碎裂的声音相伴。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八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说课稿！

一、说教材

《买文具》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北师大版实验教材一年级第
二册第六单元购物的第一课。这一课的主要教学目标是让学



生在现实情境中认识元、角、分，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通过购物等活动，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购物情境
中进行简单的计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合理使
用人民币和爱护人民币的意识。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是本
节课的重点，在购物情境中进行简单的计算，解决简单的实
际问题是本节课的难点。

二、说教法

一年级学生一般对人民币都有了一点认识，能大致分辨出人
民币面值的大小.学生比较困难的是元、角、分之间的关系及
如何使用人民币进行购物，如何付钱、找钱等。我根据学生
的原有的认知基础和年龄特点，在教学时突出了以下几点：

1、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寻找知识与经验的联系。

《国家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应该是从学生的生活
经验和知识背景出发，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和交
流的机会。导入中谈话内容的设计，不仅很自然的将学生引
入新课中，更让学生感受到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源于生活，
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和亲切感。

2、在教师的主导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本课的设计我将自己定位为学生学习路径的引导者、学习材
料的提供者、学习活动的组织者，试图让学生发挥他们的主
体作用，在认识人民币这一环节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在落实双基的基础上渗透应用性和开放性。

理解和掌握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任何时候都是数
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再适当渗透应用性和开放性，
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本课的教学
设想之一。本课中的购物和小小银行活动的设计正是源于这



种构想。

三、说学法

这节课是一年级的教材，学生的年龄小，但对人民币的有关
知识并不是一片空白。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买卖活动已丰富了
学生对人民币的感性认识，故在教学时，我对学生放的放开，
尽量让学生多说，力图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引导
者这一教学理念。

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教学时，
我设计让学生每4人一组，小组活动讨论将人民币进行分类和
共同参与到购物、兑换活动游戏中，使学生在情感、价值观
等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

四、说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师：你们陪爸爸妈妈买过东西吗？买东西需要什么？你们知
道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要用到钱？（生自由发言）看来钱的
用处非常大，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要用到钱。同学们，
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钱又叫什么吗？（人民币）今天，老师
和同学们一起来认识人民币。（板书课题）

（二）人民币的认识。

1、认识人民币。

（1）出示几张大面额的人民币让学生认识。

（2）利用cai出示常用的小面值的人民币，提问：你们认识
哪些？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和同桌之间交流一下。



（3）向学生介绍盲点，教育学生爱护人民币。

2、分一分。

师：还记得上学期学过的分类吗？假如要把全班同学进行分
类，该怎么分？现在你们能把盒子里的人民币按照一定的标
准分一分吗？在组内分一分。分好后小组汇报交流。教师小
结各种分法后，教育学生要养成用完人民币及时洗手的良好
卫生习惯。

3、认识人民币的单位。

结合学生的分法，引出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并板书。
说明：在人民币中，元是最大的单位，分是最小的单位。

（三）认识元、角、分之间的关系。

1、创设商店购物的情境，问：一本数学本2角钱、一把尺子1
元钱，你们可以怎样付钱呢？小组讨论后付钱。在活动中明
确1元=10角。问：我这儿有张卡片5分钱，但是我要两张一起
卖，你该付给我多少钱呢？小组讨论后付钱。在活动中明确1
角=10分。（板书：1元=10角，1角=10分）

2、结合歌曲《一分钱》教育学生拾金不昧，养成不乱花钱、
节约的好习惯。

（四）巩固练习。

1、填空：人民币之间的简单换算。

（设计成小小银行的游戏。）

2、抢答。

[这一题的设计，旨在进一步巩固深化，拓展思维，确保学习



任务的圆满完成。]

（五）全课总结。

[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梳理。]

说课稿巩固提升篇九

依据《新课标》的要求和教学内容，确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为：

1、初步认识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2、会把相同加数和的加法算式改写成乘法算式，并会读乘法
算式。

3、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认真观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