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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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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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是一节“造型表现”课，刻印版画与喷雾画相结合。

《唱起来跳起来》就是希望学生从生活中找到素材，以唱歌
跳舞的动作为主题进行刻画。课堂中我让学生先随音乐而跳，
体会愉悦感，激发学生学习情趣。由于少数民族的服饰及舞
蹈较为有特色，易于出效果，所以我找了一些少数民族舞蹈
图片让学生欣赏并模仿。

总结本课得失，有以下几点：

1、课堂导入比较新颖。采取合理的启发、引导，激发学生表
现欲望，帮助学生酝酿情感，积蓄创作热情，同时也培养学
生用爱心、善心帮助别人的良好品质。

2、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把
更多的时间、空间和学习的权利交还给学生，在律动环节中，
让学生演一演，做动作，表现动作的美感，老师帮助学生进
行修改与添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表现欲、创造欲
更趋强烈，达到了预设的课堂效果。

3、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创造性思维。情感交流和创造
思维的培养和开发，是新课改环境下小学美术教育最重要的
人物之一。让学生敞开心扉，用爱和美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
大胆交流，大胆着笔，创造最美的、独具个性的形象，画出



自己最想画、最想表现、最有意义的内容。

但是，在教学中也存在一定的教学失误，前半节课的课堂很
热闹，可是到学生自己创作的时候却很难，只刻画简单外形，
并且图案很小不易刻画或者不能更好的把握舞蹈人物的细节
部分，结果作业主要以一些简单舞蹈人物外形为主。在第二
个班的.时候我通过示范用撕纸的形式表现人物的动态，在示
范时注重引导学生对于人物细节方面的处理，如人物的五官、
服饰的花纹等。通过教师示范，孩子们能够较好的完成本课
的任务。但有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没有很好地参与进来，教师
应该鼓励其学生激情创造，大胆夸张，让学生享受创造的乐
趣，快乐地投入角色，不一定要以现实世界的标准决定其合
理性。

因为时间很紧，备课时间短，对于学生作业中可能会出现的
问题考虑不周，部分学生画的内容简单、空洞，人物形象过
于简略问题没有仔细研究对策，导致课堂教学过程中没能很
好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致使一部分
学生的课堂作业不够完整，缺乏表现力，影响了最后环节的
呈现。如何引导孩子表现真，善，美，还需要在今后课中注
意。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上《长城和运河》，不少孩子都收集了资料，这使我很
是欣慰，因为收集资料不仅是孩子们的事，家长也往往需要
参与，现在看来不少家长都能参与孩子的成长了。

今天的教学我以朗读为媒介，使学生领会文中“我”自豪和
骄傲的爱国豪情。开始学生朗读出现拖音现象，为纠正这个
问题，我先作示范，然后通过语言和学生收集的材料，激发
学生对长城、运河修建者的敬佩，引发学生自身做为中国人
的自豪。这样学生的情绪上来了，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朗读
了，拖音现象荡然无存。



一点愧疚：

在指导学生看长城和运河图片写话时，我只是提供了一些词
语供他们选择，而没有做详细的指导，等学生写后，我看了
看，基本上空话较多，没有通过观察对长城整体有个映像，
然后再分布重点描述长城的.一个特点，最后抒发感叹。本来
我想：为了让孩子们能根据自己的个性特征写作，我不必要
给他们搭建框架。可是我现在意识到，班上的孩子需要细致
的指导，现在不是放手的时候。这个只有在今天下午找时间
补了。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三

总结本课得失，有以下几点：

采取合理的启发、引导，激发学生表现欲望，帮助学生酝酿
情感，积蓄创作热情，同时也培养学生用爱心、善心帮助别
人的良好品质。

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把更多的时间、空间和学习的
权利交还给学生，在律动环节中，让学生演一演，做动作，
表现动作的美感，老师帮助学生进行修改与添加，学生的学
习兴趣更加浓厚，表现欲、创造欲更趋强烈，达到了预设的
课堂效果。

情感交流和创造思维的培养和开发，是新课改环境下小学美
术教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让学生敞开心扉，用爱和美表达
自己丰富的情感，大胆交流，大胆着笔，创造最美的、独具
个性的形象，画出自己最想画、最想表现、最有意义的内容。

但是，在教学中也存在一定的教学失误，因为时间很紧，备
课时间短，对于学生作业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部
分学生画的内容简单、空洞，人物形象过于简略问题没有仔
细研究对策，导致课堂教学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帮



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致使一部分学生的课堂作业不
够完整，缺乏表现力，影响了最后环节的呈现。如何引导孩
子表现真，善，美，还需要在今后课中注意。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四

亮点一：理解"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句时对比古今长安，有
利于学生的理解。

亮点二："亡，百姓苦"可以理解，但是"兴，百姓苦"怎样理
解呢?这个问题好，很有必要，也很有启发性。

亮点三：在复习《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赤壁》《水
调歌头》《过零丁洋》时又一次理解意思，再次进行默写巩
固。

亮点四：师：作品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生：忧国忧民。
作者更看重(关注)的是谁?生：百姓。后一问很好，直指作品
主旨，简练有力。

遗憾一：字的读音值得注意，华山的华(应读去声)，兴亡的兴
(应读平声)。

遗憾二：师：峰峦象征历史的繁盛，波涛象征人民的愤怒(?)，
能体会到吗?生：能。学生怎么能体会到呢?勉强能理解就不
错了。这属于不当(无效)的.提问。

遗憾三：默写复习四首诗词的时候，应注意宫阙、低绮户、
汗青、铁未销、凄凉、寥落、玉宇等字的音和形，注意过的
笔顺和字形。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是一课拓印版画技法学习课，但是，感觉本课学习需要



任课教师最好能歌善舞，作为男教师，这一点是天上的缺陷。
因此，我在设计教案时，采取扬长避短的方法，没有从肢体
语言和动作方面多家强调，而是从情感态度角度激发学生表
现欲望。从课堂导入就开始给学生设下“陷阱”，一步步引
导学生从自己的幸福生活联系到去年汶川地震孩子们的心理
辅导问题，引导学生表达同情心和爱心，认识到本课作业的`
意义和价值，引起学生对作业质量的重视，从而为顺利完成
课堂教学打下基础。

新课改环境下的美术学习不仅仅重视学生的美术技能技巧训
练，更重视的是一种思想学习，情感体验，小学美术教育也
不再是单纯的技法学习，而成为一种文化学习，注重的是培
养学生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以学生的全面发展目标，注重
培养、发展学生的审美意识、感知能力、想象力、表现力等，
课堂上更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

在关注整体的同时也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关注学生个性化
成长和全面发展。新课改強调注重培养学生艺术学习兴趣，
强调学生主动学习，个体之间的合作学习成为新的教学目标
之一。教学中，強调学生情感体验，关注学习过程，力争通
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从看电视说起教学反思篇六

《热起来了》是第二单元的起始课，这课内容相对简单，学
生根据生活经验能说出多种使身体热起来的方法，并且能说
出这些方法是怎样使身体热起来的。课堂开始，我给学生3分
钟的时间讨论并记录，学生发言时争先恐后，课堂马上
就“热”起来了。本课的实验操作难度也不大，所以我把重
难点放在学生对实验方案的研讨上。在验证“衣服能不能产
生热量”的环节中，我设计了充分研讨、设计方案、动手验
证的活动，学生经历了“问题——猜想——实验探究”的过
程，对热现象会有初步的认识，并能产生继续探究的兴趣。



在课堂中，学生能想出很多方案，比如：1、给温度计穿上一
件、两件衣服，每隔1分钟记录下温度计的'读数；2、给人体
测量穿衣前后的温度；3、取一杯水，测量水温，给烧杯包裹
上衣服，每隔一分钟记录读数。根据学生的讨论，我让学生
自己选择合适的方案，由我提供所需的材料，实验完成较快
的小组可以多尝试几种方法，寻找多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猜
想。在20分钟内，快的小组基本上能完成两种实验方法，但
是过程中也出现了以下问题：

1、在前概念的调查中，4个班200来个学生中只有不到20人是
认为衣服能产生热量的，其余的学生在认知上都认为衣服只
能保温，不能产生热量。现在的学生掌握的知识面远远超过
我们的预期，学生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再去探究意义已经
不大，在实验前就有学生说“真没意思，温度肯定不会变的。
”所以课堂中我及时调整思路，把重点转移到寻找证据上，
找到更多证据的小组能获得奖励，学生实验起来也比较积极。

2、个别小组在给温度计穿上衣服后测量时发现温度在刚开始
有轻微的上升，有的学生解释说是人体的余温，有的学生解
释说是读数误差，因为之后温度又有所下降。

3、有的小组为了让实验效果更明显，给温度计穿上了好几件
衣服，还抱在怀里，结果用力过猛，打碎了好几只温度计，
虽然不是水银温度计，但毕竟还是污染了衣服，这个意外是
我课前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五年级的孩子经过了这么多次实
验训练，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看来还是我对学生的期望值
过高。

4、第一次在五（3）班上课时，发现学生会把温度计拿出来
读数，在之后几个班的教学中我强调了温度计不能拿出来，
这样学生的记录会更准确。

在实验完成之后，再向学生提出“为什么晚上睡觉时被窝是
冷的，而早上是暖的”的问题，学生能很好的解决，下次上



课时可以再做延伸，提问“为什么夏天卖冰棍的人要给冰箱
包上棉被”，让学生明白衣服、棉被不仅能够阻止热量散失，
也能够阻止冷热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