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 三年级
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篇一

从体验活动的设计过程中，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设计体验
活动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想：

1、让学生现实生活情境中亲身体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求知欲，让他们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增长科学
探究能力。

2、要利用儿童常见而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的活动引导体验，
帮助学生更细致地关心生活。

3、注重启发引导，在教学中渗透学习方法及环保知识。

在收获的同时，也有失败，我在教学之后深深体会到自己的
不足。

1、对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以让学生课前去观察，收集
信息，学生学习兴趣会更好。比如，在这课教学之前，我如
果让学生去调查一下家乡的饮用水情况，也许就会有学生发
现有的水源被污染了，意识到要保护水，让孩子亲身体验，
比教师在课堂上讲述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2、在导入设计时，不但要让学生感兴趣，重要的是教师的设
计要能真正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主动去探究、学习，



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3、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理解和挖掘，吃透教材，以便更好地教
学。

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篇二

一我会写一些在本单元学生在单词，或是在句型等方面的困
难点，或是在本单元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这两方面。二 还
有就是学会听他人的课.把其教学过程进行实录下来,对其教
学中的做法进行分析和推敲,记下你的体会,试想你上课会出
现的情景,......多实际,多体会,多推敲,或许你会有你自己
的观点去写教学反思。

三 还有更重要的是多层次反思

3 学生的学习情况如何即使是学的比较开心你也要考虑下是
否有效率，而不是空觉得好玩课堂很热烈但没有效率（甚至
只是玩没学到什么）

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篇三

《七颗钻石》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童话。描述
了地球上发生了大旱灾，许多人和动物都焦渴而死，一个小
姑娘抱着水罐出门为生病的母亲找水，爱心使水罐一次又一
次地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最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
又新鲜的水流，从水罐里跳出的七颗钻石升到了天上，变成
了七颗星星。这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寄寓着作者的道德期盼
和某种社会理想：无私广博的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爱
心能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未来；爱心是永恒的，它像星星一样
晶莹闪烁，普照人间。读爱心的神奇故事，体会爱心对别人
乃至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

这篇课文情节比较简单，但内涵比较深，教学中应引导学生



以读为本的方式引导学生用心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感知童
话丰富的想象力。体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心对待生活。
现在，我将结合课堂教学环节，谈谈我的本课设计中想体的
教学思想。

新课标积极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
于是，我努力将这一理念体现在识字教学中。我运用直观形
象的课件，进行识字教学。先通过学生自主识字来培养他们
的自主探究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
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
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习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
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我努力以
上思想运用教学实践中。

1、读书指导具有层次性。教学中我利用自读，读通难读的长
句子，感情朗读来推进教学。而且每次读的要求不一样，层
次也不一样。

2、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中我让学生再读通课文的基础上让
学生默读，画出学生最感动的语句，并思考是什么让你一次
又一次的感动。然后让学生再小组内交流，最后全班交流。
在全班交流的时候，我根据学生的立足之出，指导学生感情
朗读，并让学生在各种读的方式下，总结出如何将课文读得
又感情，如何去体会课文所蕴涵得情感。让学生在感情朗读
得同时习得读书得方法。

我会用汲取本节课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用于以后的课改之路
上。



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篇四

“引乐”是教学的关键。是实现由“乐”到“创”的中间桥
梁。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切不可机械地注入语言点，而
应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思维空间，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积极思
维，主动获得知识。如：在教身体部位时，我巧妙地引
入monster一词，让学生扮演各种怪物作自我介绍。学生感到
很新奇，其思维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纷纷举手介绍各种各样
的怪物。有四只眼睛，两个嘴巴的怪物，有三只耳朵，八条
腿的猛兽等等。各种各样新鲜、奇怪的句子在学生们超乎异
常的想象中脱口而出。培养了其独特的思维能力。

“启创”是教学的发展。具有创新能力是二十一世纪人才最
重要的素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
和亲身实践的机会，启发他们大胆创新。如：在学习介绍in
时，我让学生以自己的学习用品为例，任意摆放，自设情境，
自编对话。形式多样的对话，丰富的表情和动作，把学生们
带进了一个亲身演绎、自主实践的乐园，学生的创造力在实
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三年级上时分秒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给初一上课，学习的主要话题是用英语问候他人。教学
内容大多以学生整体感知课文为主。以前教授时我针对课文
内容作如下的安排：

1、学生听录音，感知课文。

2、听音，识图。

3、听音，重复课文。

4、分角色朗读课文。



上完课我发现学生非常的听话，总是被我牵着走。老师让做
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学生始终处于被动中，可是这样的学
习是不会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对教案做了重新调整，在本课中，我采用了
“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在热身复习之后，我交待了本课的
学习任务，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多学一些礼貌用语。我们要
开展评比“礼貌星”的活动。看谁能获胜。任务的明确，给
了学生一个学习的动力，让他们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的积
极性就高了。当我组织学生参加“找朋友并问候你的朋友”
的活动时，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