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 人生教学反
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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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苏教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下册教材第1单元《我们长
大了》中的第3课。通过本课的学习，要让学生认识人生命周
期的一些基本情况，主要了解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哪几
个阶段，从胎儿到成年再到老年，对人的一生有一个系统的
认识。

在这一堂课的.教学中，我先引用古希腊神话故事“斯芬克司
之谜”入手，猜测这种动物是“人”来激发学生们学习研究
的兴趣。在神话故事中就告知了可以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
段：幼年、成年、老年。但我们不惟课本，可以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标准来划分阶段，不要求按严格意义上的生理和心理
标准，只要合理、恰当就行。充分体现了《科学课程标准》
中这样一个教学理念：用教材去教，而不是教教材；是让学
生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在进行人的一生阶段划分时，我并没有只告知一种划分方法，
而是倡导多种划分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但认识了教材上的
划分方法，而且还根据了自己的标准进行划分，划分的结果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

不足：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部分学生在
开展调查活动时，流于形式，遇到麻烦了没有很好地想办法
去解决，遇难而退，使得调查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在今后



的教学中，应更多地对学生进行开展调查工作的指导。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一首抒情诗。诗人用充满激情昂扬的笔调，激励人们在
人生“辽阔的战场中”，“壮丽的舞台上”要振作、要奋斗，
有追求、有所为，要“永远满怀着理想和期望。”

第一节：诗人激昂地发出号召，号召人们在人生的历程中，
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时刻“当一名闯将”，要战斗，要勇往直
前。

第二节：告诫人们要时刻直面现实，勇于乘风破浪，不怕困
难和挫折。

第三节：诗人跳跃空间，从人生的成绩角度告诫人们都能向
伟人那样留下足迹，留下成果。

第四节：再次变化角度，告诫人们我们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
度，辉煌的人生成果会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会激起别人
的斗志。

最后一节：收束全诗，再次向人们发出号召：人生要有理想，
有追求。诗人的这个“行动号召”的深层意义是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要时刻振奋精神，鼓起勇气，积极生活，怀着理想和
追求，不怕任何困难，时刻乘风破浪，最终定能成功。

在教学中，为让学生能与诗产生共鸣，我不仅注重通过多种
形式的朗读与体会相结合的办法，让学生理解、感悟、体验
文中的情感，还特别注重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我给了学
生四个主题，让学生仿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歌。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篇三

1、教育部制定并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的全新阅
读教学理念。显然，新课标视野下的阅读教学是以发展师生
（尤其是学生）的主体功能为宗旨的，就其深层而言，它不
仅是一种“对话式”阅读教学，更是一种“个体式”阅读教
学。它提倡轻教重导的教学原则，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让学生自己对文本进行品味、求真、索疑。在教学过
程中，要注重他们的个性，关注他们鲜活而新异的见解。鼓
励他们与文本、与作者、与编者、与教师、与学生进行积极
主动的对话，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主体作用。

2、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主体作用发挥上的正、负向性，它
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而一味迁就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
是作为阅读主体存在，同时还兼有阅读计划的.拟定者、阅读
信息的提供者、阅读情境的设置者和阅读过程参与者的作用，
鼓励学生自主地运用问答、陈述、撰写等方式对阅读效果进
行自我评量。因此，教师不能独霸课堂，但也不能撒手不管、
放任自流、作壁上观。

3、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要力避空
洞的训诫，要在现实的情景之中，熏陶学生，感染学生。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进来，他们
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的课堂教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痛苦的经历，对学生来说
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完课我感到浑身没力，心里难受。
主要问题是上课内容不充实，四十五分钟只上了大半节就上
完了内容，课堂没有吸引力，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可能的原因是这课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太抽象，与学生的情感
有一定的'距离，这从课堂中要学生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文学
作品及其原因时的那种表情可以看出来。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备课不足，准备不充分。不是说我花在其
中的时间不多，花的时间是这个课时中最多的，但一直没有
清楚地理解课本的内容，课本内容看了三遍后在头脑中也没
有形成一个完全的理解。同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昨晚找了
一个晚上基本上是无所收获。备课不足自然也就没办法上好
这节课。

采用学生自学阅读法进行教学，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
参与性，然而学生自学并不能让他们对课本内容有一个基本
的理解，学生在问题引导下的自学积极性并不高，学生的自
学习惯没有养成，自学能力比较低。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只
是简单地写了两个问题在黑板上引导学生自学，这可能影响
了学习效果，如果能把着相关的材料印成书面资料可能效果
会更好一点。

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反思篇五

“海尔现象”：没有任何借口，体现出的是一种负责、敬业
精神，是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是一种完美的执行能力。

有效实现教学目标环节-----30分钟（预习展示、教师点评、
学习新知识、学生质疑、总结提升）做到：“三讲”（核心
问题必讲、疑点问题必讲、思路方法必讲）“三不讲”（独
立解决的问题不讲、不讲也会的问题不讲、过偏过怪的问题
不讲）

巩固教学成果环节------10分钟（检测）

当堂讲评总结环节------5分钟



一是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习惯
逐渐养成、能力稳步提升、成绩突飞猛进、减负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了教师责任意识，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强化责
任意识、团队意识、质量意识、科研意识）

一个目标----永争第一；

两个故事-----希望就在前方、从内心决定要拿第一；

三句话-----我教我管我负责、我学我研我提升、我苦我累我
快乐；

四首歌-----《国际歌》、《爱的奉献》、《敢问路在何方》、
《明天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