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在复习有性生殖的基础上，再学习无性生殖。

1生成概念：通过诗配画《草》全文导入新课。每种生物都不
会因个体的死亡而灭绝，诗中描述的草考什么方式繁殖后代
的？（根）

七上生物所学的桃树的生殖过程是怎样的呢？引导学生回顾
桃树的生殖和发育过程。问：这两种生殖方式有何主要区别
呢？由此引入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概念。

延伸拓展：我们所学生物的生殖方式哪些是有性生殖方式？
（细菌、真菌、病毒、动物）

2通过视资料介绍植物无性生殖在生产实践中两种主要方法：
嫁接和扦插，并讨论操作过程中注意方法。（如枝条切口方
向，带芽数目等）

3动手操作，增加生活经验，提高实践能力。让学生亲自动手
尝试扦插和嫁接，并相互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积极引导和
拓展，使教学过程符合认知规律。

不足之处有：过分依赖多媒体，板书较少；学生动手实践能
力不足，引导不十分到位；学生实践操作时，活动秩序有些



随意。

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垂线和平行线，并且学会了画
垂线的方法的基础上安排的。通过回顾整理让学生进一步理
解垂直和平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位置关系。
而如何去准确的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则是学生对画垂线的
一次综合运用。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教法上采用先学后教。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动手尝试操作，
在所有学生尝试之后找不同画法的几名同学讲明自己的画图
步骤。然后引导学生比较后找出最优画法。最后在小组内合
作交流，总结画图步骤。学生学习效果很好。

2、练习设计上层层递进。

先练习画给定长、宽的长方形，再让学生将一个长方形补充
完整。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容易。

3、对练习的效果采用同桌互判的方法，让学生即会画，还会
检验。

4、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培养。学完画法，我引导学生回顾解
决问题的方法步骤：阅读与理解、分析与画图、回顾与反思。
这样做，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方法和思考习惯。

不足之处：

1、学生在口语表达上不够流利。

2、学生动手能力不够强，使用三角尺画图操作不够灵活，画



图时间较长。

总的来说，本节课课前我认真研读了教参，了解到课本呈现
的画法是最优画法，教学时我没有直接去呈现课本上的方法，
而是采用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学生就很愿意接
受最优的画法。这让我看到了尊重的力量。也使我更深的认
识到研读文本编排意图的重要性。课堂上所欠缺的就是今后
要改进的，我会在以后的教学时间里努力改善！

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篇三

四年级的学生还处于习作的起始阶段，我将习作教学的主要
目标定位为：凭借孩子感兴趣的方式，给孩子以实实在在的
指导，降低难度，培养孩子习作的兴趣和自信心，在习作中
学会做人。删繁就简、化难为易是我不变的追求。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和大自然打交道：变化多端的天空、
汹涌澎湃的大海、美不胜收的公园……可是，当我们在课堂
上让孩子说说印象最深的自然景观时，占主流的往往是这样
两种回答：或“记不清楚了”，或“不知怎么说了”。面对
这样的情形，即使我们讲再多写景的方法恐怕都收效甚微。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笔下的景活起来呢?我的做法如下：

写作源于观察，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写景的作文尤其离不
开观察。上习作课的前一周，我便把观察的任务布置下去：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处自然景观，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
做好记录。针对现在的孩子在观察方面存在的问题：1、观察
粗糙、笼统不仔细;2、观察混乱，缺乏顺序性;3、观察对象
比较孤立，观察一点就会做出简单的判断，我在布置学生观
察的时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准确、全面、精细。让学生
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捕捉到大自然的神奇，这是教学成
功的第一步。

习作指导课上，我注重了交流这一环节：讲讲自己印象深刻



的自然景观，看能不能让听众也为之心动。我注意选准时机，
将写景的方法融入到具体的作文情景中，比如：学生讲到仙
湖植物园的全貌时说：“那里有的是树，有的是花，有的是
草……”我马上追问：“像什么呢?”学生们便七嘴八
舌：“像世外桃源”，“像人间仙境”，“像一个绿色王
国”……当学生讲到碧云草的颜色、形状时，我首先肯定他
抓住了特点，然后又问：“有风的时候，碧云草又会是怎样
的呢?”学生说到了“翩翩起舞”、“说起了悄悄话”等。在
交流这一环节中，我将具体的写景方法：抓住特点、考究顺
序、动静结合、点面结合、虚实相映、情景交融等一一渗透
进去，学生自然而然习得。而学生在表达中出现的语病等问
题，更在具体的语境中得以点化。在思维碰撞中，学生心中
的景越来越清晰了。

作文之所以难教，习作之所以难写，主要原因是被人神秘化
了，高高在上，脱离生活实际。其实，“作文即生活,生活即
作文”。学生动笔之前，我真诚地对他们说：“你们人人会
说话，所以人人都能写好作文。现在就拿起手中的笔，把自
己心里的神奇景象记下来，让别人也来分享你的快乐，这岂
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解放孩子的心灵，他们一定会
在阳光下舞蹈。

现在的大人孩子大都迷恋游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游戏永
远给人希望。如果我们的作文课堂始终能给人带来希望，那
还有人厌倦它吗?学生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你说全是
废话，相信没有人不沮丧的;点评习作如果能不断地给学生注
入成功的喜悦，这样的课堂谁不喜欢呢?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
样一种情形：总有几个孩子缠在我身边问：“老师，什么时
间讲评作文啊?”那眼睛里燃烧的是写作的热情啊!身为教师，
我要做的就是保护它，让这种景象更加壮观。为此，点评习
作时，我让学生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的习作，分享别人的
经验;而我更是放大优点，热情鼓励。孩子们俨然自己做了一
件了不起的事呢。



这堂课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幅画，最神奇的一道景。

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垂线和平行线，并且学会了画
垂线的方法安排的。通过回顾整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垂直和
平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位置关系。而如何去
准确的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则是学生对画垂线的'一次综合
运用。

成功之处：

1、分层递进，掌握画图方法。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动手尝试
操作，在尝试中发现学生操作中的缺点，及时进行纠正；然
后让学生用心观察比较发现知识之间的联系，小组内合作交
流，总结得出结论，这样在理解的基础上学到的知识才深刻。
整节课让学生分为三次画长方形，逐级上升要求，第一次尝
试画出长方形，找到方法；第二次按要求准确画出长方形；
第三次巩固画长方形的方法，转化为能力。

2、补充知识内容，巧画长方形。根据长方形的特征，长方形
的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例如画一个长5厘米，宽3厘
米的长方形。先用三角板画一条3厘米的闲，三角板不动，再
用另一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靠着这块三角板，另一条边上下
滑动，在3厘米线段的两个端点分别画两条5厘米的线段，再
连接这两条线段的另外两点，即可画出一个长为5厘米，宽3
厘米的长方形。

不足之处：

学生在画长方形时，光靠目测，没有好的画图习惯，不用直
尺和三角板，导致画的不标准。有的长与宽长度不够，有的
四个直角不够标准，导致出错。



再教设计：

规范学生画图的方法，并从错例中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消
除学生不愿意依靠画图工具，只凭目测的观念。

呼吸与健康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设计有两个明确的想法：

二是在认识植物的有性生殖过程后对有性生殖的概念有更深
的理解。

在教学设计上：

将“自我评价”化整为零，使评价与学习过程紧密衔接，成
为认知的最后一个环节，目的在于缩短认知与评价的间隔，
巩固知识结构，使评价成为知识拓展与升华的手段。 通过课
后向学生征询意见，认为这节课方式灵活，组织严谨，教师
语言风趣幽默，教学效果不错，学生学习的兴与生产实践紧
密联系，但学生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教师可多举一些这方面
的例子，例如展示马铃块茎，还有姜、蒜、番薯等实物，增
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列表对比有性生殖与无性生殖的本
质区别；通过播放录像，让学生认真观察，了解嫁接和扦插
的方法，并能学以致用。都得到了培养，不过，课堂上的学
生活动还要更多设置学生动手性的实验或实践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