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 美术方面的教
学反思(优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关于总结
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
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在一次美术特长课上，我在黑板上范画了一只鸭子，大大的
眼睛，长长的睫毛，扁扁的嘴巴，黄黄的羽毛在水里游泳，
真是可爱极了。于是，我就让我们班的小朋友仿照我的范画
每人画了一张，还要他们和我比赛看谁画得好。

小朋友都一笔一画地认真在画，我在幼儿间巡回检查。看他
们画得这认真劲儿，我心里甭提多高兴。可当我走到了李烨
珉小朋友身边时，我发现他画了一只只黄黄的`鸭子，没有一
只是按照我教的笔画来画的。我笑着说：“李烨珉，你这次
输定了，看你画了的鸭子，没有一只能比得上老师画的鸭子，
是吗？”这时，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既惊讶又高兴，他
说：“老师，我画的鸭子是好孩子，她人好，因此有这么多
小朋友跟她玩,你的鸭子是个坏孩子，别人都不理她，都不愿
意跟她玩。”他的这番话，是我没有想到的，这话可真有意
思。于是，我灵机一动，大声对班上小朋友说：“李烨珉小
朋友发现老师画的鸭子有一个缺点，请他告诉小朋友，好
吗？”李烨珉说：“老师画的鸭子没有朋友，不是好孩
子。”我又接着对其他孩子说：“你们的鸭子有朋友吗？他
在做什么呢？”这时，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
了，“我的鸭子在唱歌，我的鸭子在捉鱼，我的鸭子在洗
澡……”小朋友们高兴地说着，趁着小朋友有这么高的热情，



我连忙说：“看看哪个小朋友们想像力最丰富，画的鸭子和
别人不一样，大家赶快行动吧！”经过这么一讨论呀，幼儿
开阔了视野，发挥了想像，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展现在
我眼前，让我感到了孩子们想像力的巨大空间！！！

通过这件事，让我感触颇多。一个孩子的一句话，不仅打开
了所有孩子的想像闸门，同时也使我这节课不再停留于传统
教学模式中。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开设美术课，不仅仅是以画
画为目的，更重要地是如何去培养孩子的动手，想像和创造
能力。这将会对我今后的美术教学带来一定的帮助和启迪！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线条是最基本的美术造型语言，线的表现力极其丰富：水平
线有广阔、宁静感；流动的曲线使人感到柔和、轻巧、优美，
给人轻快愉悦的感觉……线的粗细、刚柔、滑涩、虚实、疏
密等变化产生不同的美感。理解线条的节奏与情感是比较抽
象的，需要全面的知识技能和创造思维，要让三年级的学生
在短时间内了解不同线条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

上课时我准备了几件物品，如铅笔，树枝，树叶、苹果等让
学生用线表现出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感性地
认识线条，感受线的魅力。在课堂中我积极创设情境，激发
学生兴趣，让他们参与有趣的美术游戏，增加了直观性，也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
线条的表现力。学习观察、欣赏画面的方法，进而体会、认
识到线条这种造型语言的魅力。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任教初中物理多年，在过去的教学中，只是单纯的注重知识
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愿望和学习方式的注重。自使用新教材



后，我们普遍感到压力，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来满足
新课程的要求。新课程的精神就是把教师和学生从繁重的教
学和学习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新课程
的要求教师能够结合本学科的特点，针对所教学生的实际情
况，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创新。以前教材中偏难，
偏旧，没用的东西不少，而现在有用的有价值，有用的内容
多了，并且在教学中能给学生留有更多的空间，有利于学生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说得多，做得多，学生说得少，做得
少。在新教材的使用中，我们经常有“惊喜”的发现。过去
老师讲，学生被动的听，效果不理想。在现在的教学中，教
师应尽可能组织学生运用合作，小组学习等形式进行实验，
开展学习。让学生自由探索，设计实验，分析实验数据，总
结规律。在这种氛围下，学生乐于探究，主动参与，勤于动
手，也经常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有新的发现，也有经常被学
生难住的现象。新课程改变了教师一味传授的权威，拉近了
师生之间的距离。现在学生普遍反映，现在的课堂教学形式
多了，经常开展讨论和交流合作学习。老师鼓励的话多了，
比以前和蔼可亲了，上课经常能够联系，接触社会实际，从
生活中来学习，思考。经常做家庭小实验，上网查资料，学
生学习比以前更轻松了，更喜欢上学了，对学习也比以前更
有兴趣，更积极了。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教师总是对学生讲：要注重审题，看
清题意后再做题；学生解题出现错误，我们总是呵斥学生，
你们做题都是随便弄弄的，题目都不清楚就开始做题，这样
的解题有什么质量。可我们站在学生的角度想想，真的是他
们不认真做吗？我看未必，除了个别同学确实是因为作业多
或是不爱学习的缘故，作业题随便对付一下外，据我的观察
和了解，大部分同学还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作业



多，而随便应付，也没有因为作业多而抱怨我们教师，大部
分同学的作业还是非常认真，兢兢业业的。

据我的分析判断以及和学生的交流，大部分同学在解题中出
现的错误（数学基础还可以，基础太差也谈不上怎么样去审
题），都和没能有效审题，正确理解题意有关。审题不清，
匆匆忙忙做题，学生自身有责任，但反思我们的教学，就难
道没有一点责任吗？我想不是这样的，作为教师，我们在审
题教学中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在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审题
方面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首先教师和学生要在观念中重视数学习题的审题，据一项权
威调查，学生在解题中出现的80%的失分基本上都和审题不清
有关，只有20%可能和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有关。由此可见数
学审题在数学解题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很多教
师可能在观念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平时在习题解学中多
注重解题过程的推导和解题方法的指导，而很少肯花时间去
进行审题方面的指导，总认为这是学生的事情，学生基础太
差，好的学生不用指导，自然会做，差的学生讲了也不懂。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好的学生也需要科学的审题指导，有
利于他们解题速度的提高和答题的规范性，减少不必要的失
分。基础差的学生更离不开审题的`指导，审题都不会，题目
都看不懂，只会让他们对数学作业完全失去兴趣，解题能力
越来越差。

教师的观念还不难改变，因为现今随着中考命题的改革，更
注重学生对题目的解读和领悟，多做题不一定能提高分数，
所以很多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还是很注意这一方面的，尽管
没有很具体的指导，但至少在观念上还是重视的。

但在学生方面，审题观念的转变这一情况不容乐观，很多学
生拿到一个习题之后，总是一边审题，一边忙于做题写解题
过程，往往题目还没看懂，就匆匆下笔，做完之后是漏洞百
出，错误成堆。因为很多学生总认为审题不是很重要，我只



要会做题就可以了。能做出来，题目自然看得懂。学生审题
观念的转变是很难的，需要我们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和习
题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审题的重要性这一观念，并在教学
中，以自已的科学的审题方法对学生潜移默化地加以影响，
从而帮助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审题观念。

其次在审题教学中，要教给学生科学、有效的审题方法。题
目呈现之后，让学生先读一读、理一理、问一问、想一想，
把题目看懂、看透。读一读就是题目拿到之后，引导学生先
在心里多默读几遍，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题目
读多了之后，自然就有一点懂了；理一理就是读完之后，对
题目中的一些数据、关键词，已知条件和要求的结论，用笔
在题目的文本中圈记和梳理一下，从而加深对题目的解读；
问一问就是对文本中还不懂的地方，先问一下自已，也可以
问同学，实在不清楚，也可以问一下老师，从而做到彻底把
题目读懂。所谓想一想，就是题目经过以上三个步骤，读懂
之后，再想一想解决本题的方案（或策略），为正式解题
（动笔书写）作准备。我个人认为只有经过以上四个步骤，
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审题过程。可能有的老师要反问，如果每
个题目学生都要这样弄，哪有时间呀！是的，刚开始是可能
比较费时间，学生也不一定习惯，但时间长了之后，学生掌
握了科学有效的审题方法，解题效益是巨大的，前面审题花
的时间越长，题目审得越清楚，后面正式解题（书写）花的
时间可能就非常少了，总体来讲相对于匆忙审题，盲目去做
题所花的时间而言，反而是更合算的。

平时，老师们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很多同学在做作业
解题时，连题目的要求都没看清，题目中所要求的结论都弄
不清，往往题目做完之后，答非所问，或是不要写的多写，
要写的少写。在近些年的中考命题中，杭州市数学教研员经
常提到这一问题，有些题目在设计时，本意是增加学生思维
含量，减轻学生书写的负担，但往往很多同学在答题时，没
有科学审题，没有正确把握题意，在解答时，多写很多解题
步骤，还不得要点，即得分不高，又浪费了不少时间，对后



面的解题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在平时
的习题教学中引起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一定就是学生的错，
因为每次中考阅卷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同学出现这种审题问
题，就足以说明我们教师在平时的习题教学中对学生科学合
理审题缺乏应有的指导。

汽修方面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通过几次考试来看相当一部分同学会失去一些本不该失去的
分数，我让学生们分析失分的原因，他们一般都简单的解释为
“不会，问题太难，粗心，马虎大意”等等其实，根本原因
不在于“问题太难”，更不在于“粗心”，而恰恰在于学生
审题能力差。而这一般不明确给予方法指导，是自己忽视的
环节。

自己感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