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交往礼仪教学反思 学会人际交往
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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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礼仪教学反思篇一

上厕所的路上，贺飞的鞋带开了，我赶紧帮助他系上，生怕
他在路上被绊倒碰伤；孩子们发生争执后生怕孩子们中的一
方受到伤害，我会赶紧冲上去解决矛盾，这样的例子屡见不
鲜。这是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小，也迫于家长过于关爱孩子的
压力，我们幼儿教师都很尽心，精心的照顾着每一位孩子，
代替包办的事时常会发生。

不久前的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想法。

户外活动投球游戏中，子轩不小心把球扔到了树杈上，好多
孩子跑来告状，当时我正忙着，就告诉投球的孩子们，一会
就替他们取球，先让孩子们玩别的。等我后来去帮孩子们
（jy135幼儿教育）取球时，发现树上已没有了球的踪迹。孩
子们正在投球，玩得热火朝天。我赶紧走过去问他们，是怎
样把球从高高的树上取下来的，有没有受伤的孩子。孩子们
争先恐后的告诉我取球过程。子诺告诉我：我们先试着爬树，
可树太滑爬不上去；找来了长杆子，可球卡得太结实，长杆
子够到了球，但用不上劲，也没能成功。家镇说：“我们搬
来了梯子，爬上梯子用小棒把球捅了下来。”仁轩说：“老
师我们有办法，我们能行。”说完后孩子们非常开心，就像
得了奖杯一样。听了孩子们的话我向他们伸出了大拇指。

好奇、爱探究是孩子们天性。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试图通
过各种动手动脑的方式，尝试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积累生活



经验。这次事件后我反思了自己的教育行为，也试着改变自
己的教育观念。不再过多干涉孩子们，大胆放手，相信孩子
们一定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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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礼仪教学反思篇二

《学会鼓励》是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练习六中的一则口语
交际，旨在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口语交际的能力，学会真
诚地鼓励别人。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懂得：“鼓励”在
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学会坦诚地给予鼓励，
并用适当的方式接受别人的鼓励，掌握鼓励他人的技巧。针
对话题，教师在进行教材解读，教学设计时，主要围绕本话
题的生活性来展开，立足生活，在生活中寻找源泉、找内容、
找过程。

学生在生活中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鼓励，而是缺少鼓励别人
的意识。教师针对这点，在口语交际的教学中，首先想到的
是唤醒学生的反思意识，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入手，让学生
深入其中，真实地讲出自己心里的话，以激发学生进行交际
的兴趣和愿望。学生们通过老师的引导，很真实地流露出自



己的情感，为下一环节打下了很好的铺垫。教师在第二环节
中，根据教学内容设计“讲故事”、“观看真实生活中实情
的录像”，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使学生知道怎样鼓励
别人，在情境中培养学生鼓励别人的能力。

课堂中，教师还创设了学生生活中的话题“运动会”，孩子
们对刚刚举行的运动会还历历在目，很多学生都有过这种经
历，学生们滔滔不绝、娓娓道来，课堂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
潮。在“说一说你遇到的不开心的事和你成功鼓励过别人的
事情”这一教学环节中，孩子们群情激昂，竟相讲述自己付
出的“爱”和得到的“爱”。教师穿巡在他们中间，倾听着、
感动着，细细品味着来自于学生个人世界的美好情感和他们
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

课堂在轻松的环境下进行，学生的思维平和而积极，表演的
同学都极为投入，有几个在平时中从没有表现过的同学在表
演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课末，教师对学生说出这样的话：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假如当你不开心时没有人鼓励你，
你该怎么办？对！鼓励自己！用积极的口吻对自己：“我一
定会好的！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在这节课的表现中，你
想怎样来鼓励自己呢？做上手势大声对自己说：“我真
棒！”，对你的朋友说：“你真棒！”

另外，在口语交际的课堂上也易出现一些尴尬场面，老师讲
得唾沫横飞不停的'往里带，可学生无动于衷就是进不去，甚
至嘻嘻笑笑全当好玩儿。教师在第一次试讲时就发生了这样
的情况，当时的情境是班上的运动员比赛失利了，很难过，
需要鼓励。可是学生不论台上还是台下都哄堂大笑，完全进
不了状态。这个时候，也不能批评学生调皮捣蛋，因为入不
了戏也许是导演的问题，也许是剧本的原因。于是，第二次
上课，教师将情境换成了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因伤退出比赛
时的视频播放给学生看。悲伤的音乐、痛哭的观众、刘翔落
寞的背影，瞬时就将学生打动，不少人看完视频后已热泪盈
眶，于是，“入境”也就变得轻而易举。从这件事情，发现



教师在把学生带入情境时，可能要花一些心思，教师的表演、
语气、态度都至关重要。另外，一些教学素材合理的使用也
是必不可少，一首切合情境的音乐、几张感染力强大的图片
等，可能比老师的苦口婆心要来的实用、有效。

未尽事宜，不能一一尽述，望能得到大家的指导和帮助。

交往礼仪教学反思篇三

《学会人际交往》作为八年级学生的一节心理健康课。在这
一课的教学实践中要想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新课程的
理念，就要摆脱以往教学中过分注重知识结论的.僵硬模式，
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注重
结合多媒体教学的前提下，进行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生本
对话，使课堂行进在对话教学的天空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首先是师生对话，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教师设计了一系列
恰到好处的提问，循循善诱的启发学生去回答。如上课伊始，
用心理游戏导入，并进行及时提问，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动机和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其次是生生对话，合作探究。学生表演《说话的艺术》，学
生有了亲身的体验，其他同学一起分享，并针对这一幕情景
剧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大家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了吗？学生
进行讨论，这种对话增加了开性问题在教学中的份量，将问
题的解决权交给学生去探索，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
生创造了相互对话的机会，进而体现了这门学科的开放性的
特点。

再次是生本对话。注重引导学生阅读课外知识，并获得有效
信息，实现学生与文本的视界融合，从而扩充了学生的知识
水平。



交往礼仪教学反思篇四

礼仪展风采教学反思在《礼仪展风采》这一课中，要让学生
懂得什么是礼仪，礼仪有什么作用。掌握基本的社交礼仪，
并能够在交往中加以运用。乐于以礼待人，形成讲文明、讲
礼貌的交往态度，从内心愿意做讲礼仪的人。上完本课后，
我有如下的一些感想：

一、教材内容要敢于整合。

老师在备课时，必须的一个工作就是阅读教材，弄清楚本课
的教学目标。基础课程改革后，使用的新教材与老教材的不
同点就在于新教材更形象，不如老教材的知识体系清晰。所
以初一第一年使用新教材，当我亦步亦趋的跟随教材的时候，
有的课却是别别扭扭的，仿佛已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了。现在
适应了新教材，我也不再迷信教科书了，我想在大的教学目
标方面一致就可以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教材内容，所以我
对本课的教学内容大胆作了整合、加工、处理，使本课的结
构层次更加的紧凑、清晰。我对教学内容重组后，分成四块：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讲
究礼仪的意义（重要性）；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礼仪和少数民
族礼仪；社交礼仪的形成。

二、活动设计要为教学目标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礼仪，礼仪
是一种美，我应该让学生表现这种美，欣赏这种美，接受这
种美。所以我设计了两个学生的表演活动，表演展示的就是
日常的给长辈打电话的礼仪，招待同学的礼仪。学生对礼仪
的了解不会那么详细，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事先要把礼仪的
细节设计好，达成教学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礼仪的
教学方面，我觉得用正面的表演要比反面的效果要好。班杜
拉曾经作过一个实验证明人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的。学生
观察到正面的积极的刺激越多，对他们的积极的行为的影响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要慎用表演，表演虽然能令气氛热烈，
但如果内容不恰当，反而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每个表演
活动完之后，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表演活动中体现了哪
些礼仪细节，让学生从同学的表演中自己说出基本的礼仪要
求，在这个环节中，我充分运用了学生的教学资源，引导学
生学习，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是，表演中如此
讲礼仪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情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很近，
所以学生也很容易分析讲礼仪的意义，那么就把表演深化了，
达成本课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三、教学资料要勤于创新

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课前问好有无必要？学生还是知
道尊师的。由此达成了教学目标：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所
以，教师的教学资料在拿用其他教师资料的同时，还要勤于
创新。

交往礼仪教学反思篇五

口语交际最注重的，就是学生能否在课堂上学到各种交流的
技巧，并让学生能够在生活中去运用这些知识。学生的参与
面也是衡量口语交际课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本堂课而言，
我尽量选择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在训练的时候，也尽
量选择学生在平时最容易用到的情境为主，同时也注重
了“应急求助”这个情境。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引用了《弟子规》的内容和“荀子”
的话，让学生感觉到“求助”真的很必要，求助的方法和注
意事项更是有讲究，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信服你的观点，
并有一定的文化积淀。

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充分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
到交际中来，才能充分的训练学生，即使他们在表演、交际



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也用不着紧张，这说明我们的教学
还需要不停的反复训练学生的交际方法，在我的这堂课上，
就有这一点，学生展示的不好，通过大家的评价后，再上去
重来，给他们时间直到交展示好为止。这样的'课上下来，才
有效果。

当然，没有完整的人，也没有完美的课，只有不停的“探
索”，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这堂课上，如果能够在训练的
方式上改变一下，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通过掌握方法之后以小
组的形式去训练、评价、再训练，我想会让更多的同学有一
个提高的机会，而不仅仅局限于上来表演的同学。

总之，备课和上课的出发点就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求
助”的方式方法，并能够在生活中去运用他，本课基本上达
到了这个要求，同时所有的功夫均在课外，上课只是教师素
养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积累的平台，只有不断的研究探索实
践再探索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