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优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高年级学生在学习中能否获得积极良好的情感体验，不仅是
能否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活动使学习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还关系到学生能否受到良好的情感教育，从而促进个性健康
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不仅把小学语文教育看作是科学知识的
教育，更看作是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看到的就不是被封闭在“知”与“不
知”的动态平衡上，而是放到了每一个学生充分活动的“问
题”与“解决”的广阔的空间里，使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
中一次次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教学本课伊始，我先给学生声情并茂地讲了一个切合文章寓
意的故事，再根据故事提出问题导入新课，学生兴趣浓厚。
在学生基本读通、读顺课文后，再让学生感知课文内容。

在理解古文每句话的意思时，我注重先扶后放，渗透学法指
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先交流自己预习了哪些词
语的意思，再让他们质疑，最后运用老师提示的方法，自主、
合作译文。

学生在读完后，都积极地进行思考，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抢着
回答问题，只是在回答的过程中，个别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还比较差，但是其他学生能及时地给予更正。



我认为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模式，让学生在质疑之后分工合
作解决疑难，从而读懂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方法比较适
合高年级的古文教学。在汇报交流中，畅所欲言，打破了传
统，形成了开放式课堂，也扎实、深入地理解了古文每句话
的意思，突破了教学的难点，是这次教学的可取之处。

但是，指导学生理解寓意的教学缺乏层次性，加上对教学时
间安排得不够合理，前松后紧，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寓
意的时间不够充分，所以有些学生对《叶公好龙》这个成语
的意思理解得可能还不够深刻。另外，在学习过程中，对叶
公这个人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教师应在尊重学
生个性化理解的前提下，启发引导，展开讨论，对叶公进行
多元评价，这节课上教师对这一点也关注得不够。

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本节课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开始。在教学中我做到两点：

1、从动物学校开学的情境入手，利用小学生喜欢的小动物，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试着数出自己最喜爱的小动物，
并说出小动物的数量。在数数的过程中给学生广阔的选择空
间，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2、联系生活学习数学。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寻找“校园中的
数”、“身体上的数，”“教室里的数。”使学生体会到数
学就在我们身边。对数学产生亲切感。

《标准》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为学
生从事数学活动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日常生活中的实际
经验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基础。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把
数的认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数数、读数
的过程中，还逐步引出数字表示的符号。认识数的实际意义，
通过生动有趣的活动，使学生在玩中学，并初步培养学生观
察、倾听等良好的学习习惯。



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孙老师在进行写字时，她不是向我们
那样，把这篇课文要求写的字进行指导，她是把生字进行归
类，这节课她指导的都是带有“心字底的字，把本册书中出
现的带有心字底的字都带进课文，注意观察它们的相同与不
同之处，做到举一反三。她指导生字时叫学生先写一个，再
写一个，写字环节落得实。

一节课不可能上的那么完美，一定有不足之处，但我们只有
取长补短，自己的课堂才能少一些遗憾，多一些精彩。

在教学这一课时，总觉得学生对毛主席那种为人民着想、为
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好品质的感情，学生感悟不深。因为毛
主席的年代离我们的学生太远了，他们未曾目睹炮火硝烟，
未曾品尝贫穷落后。他们生活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代。
加上我们这里用水很方便的，家家都有自己打的井，因此，
学生对老百姓立碑纪念毛主席的行动感受不深。

如何突破这个难点呢?我是这样做的：

一、影象渲染。我播放了一段江西老表去老远地方打水，以
及老表们在一口脏兮兮的池塘里洗衣、洗菜视频，让学生在
视觉上引起感想。

二、实践活动，为“井”取名。创设情境，老师当记者，学
生当乡亲，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井旁立块碑呢?那我们来帮井取
个名字吧?在小组内讨论一下，并说出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交流“革命井”因为在革命时期挖的。“毛战乡井，因为是
毛主席带领战士们和乡亲们挖的。”“我们小组取的井名是
主席井……”清甜井、团结井、忆井……”通过这样的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从而
使学生对乡亲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体会的更深一些吧!
最后，补充《红井》这一故事，升华学生的感情。



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辩论是学生乐于参与的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调动
知识贮存，激活思维，使其在言语交锋中得到听力、思维、
表达、交际等多方面能力训练，更能使观点更趋明晰、科学。
果然，在我有意的引导下，学生起初的互不服气、声嘶力竭
转为互相质问、据理力争。“我们要相信科学。终有一天，
我们可以在月球上建起人造仿地球庄园!”“人类有多少，而
月球有多大?”“火星之家?在建成之前，恐怕人类已经因大
自然的报复而所剩无几了!”“也许我们可以发现在遥远的外
太空，还有一个‘地球’存在，但是，有多少光年?我们要在
茫茫宇宙中漂浮多久?那里是否已经有了主人?”学生的思辩
能力得到展示与成长的舞台，而同时，“只有一个地
球”“必须保护地球”的观念也随之深入人心。

课堂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最明显的，是在辩论时，几名课
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的学生充当了主辩手，而大部分同学
成了偶尔插几句。其他同学发言不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

1.视野狭隘，对课外知识知之甚少;

2.心中有数，但表达能力差;

3.缺乏自信，担心说得不好而被笑话。

鼓励学生丰富课外知识、为不善或不敢发言的同学提供更多
的表现机会，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使课堂的活跃性不
流于形式。

可爱的校园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这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开始。教材从动物学校开学的情景入手，
根据低年级学会僧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把孩子引入神气的



动物世界的童话中去，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试着数出动物的
数量，再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数一数实际生活中的物
体，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从而获得良好的情趣体
验。

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数学与声后的联系和学习数学的愉悦，
让孩子通过身边和生活的物体数出数量是10以内的物体个数，
并和小伙伴、家长说一说数一数。

初入学的学生，培养他们形成狼毫的学习习惯是教学中的关
键，由于学生学前受的教育不同，难免有些差距。要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把学生带入情景之中。

本节课是学生入学第一天的第一节数学课，因此消除学生对
老师、同伴、学校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要
任务。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喜欢数学的情感。学生只有喜欢老
师、喜欢数学，才能热爱学习，学好数学。因此，在教学中
力图实现玩中学、做中悟、活动中拓展的目标。

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导师，学生只有亲近教师，才能喜欢
所教的学科。正所谓亲其师，乐其道。为此，上课伊始，我
正式地向同学介绍自己，并且让同学们把自己与以前的教师
作比较，同时让学生自我介绍，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学生
与教师，与同伴的陌生感，缩短心理距离，从而使学生能尽
快地适应新环境，走近老师。

密切联系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是新的课程标准所倡导的
重要理念。因此我不吝惜时间，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校园
中去观察，去计数，然后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一方面为
了落实本课的教学目标数出10以内物体的个数，另一方面在
熟悉学校环境的基础上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

由于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不多，因此，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感受数学学习的快乐是本节课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我设计



了猜老师年龄这一活动。其次，在猜测年龄的过程中，渗透
了朴素的区间套步步逼近的思想，使学生感受数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