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 快乐的歌教学反思
(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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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篇一

在进行探究的`时候，我还是按照平常的思路进行？怎样证明
颜色深的物体比颜色浅的物体吸辐射热多呢？这个问题一看
就是一个对比实验的实验设计。因此学生们比较容易的设计
本次实验的方法。

实验非常的好设计，但是做起来就是不容易了。因为本课安
放在本册书的最后一单元，这个时候是冬天，天气的阳光不
是很强烈，因此学生在阳光下进行实验，就会比较难以得到
结论。如果在刮风或者阴天的话，就很难进行探究。因此我
想这节课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以后的上课的过程中放到刚
开学的时候，这样的效果还是学生就能够得出比较明显的实
验效果。

还有就是学生小组进行试验的时候，还是发现有小组成员不
能够积极的参与活动中来，而是在一旁进行玩耍。我在组织
小组进行活动的时候，对于小组组长要严格要求，同时我对
于小组每个成员也要严格要求，这样使学生不敢偷懒，不敢
做一些无关的事，同时学生只有参与活动才能激发兴趣。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篇二

满足学生正常的心理需要，让孩子们在生动、和谐、自在的
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使他们得到快乐的心理感受，学生的人



格才能全面地、健康地发展。

我认为，教育的最优化，就在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饥饿
心理认同所产生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是理智和情感
结合的爱。教师应当拥有为学生既热爱又敬畏的形象。“热
爱”和“敬畏”都是心理认同的表现。我认为，这种“敬
畏”是对教师所代表的真理的敬畏，是自身不足的惭愧，又
是怕失去老师之爱的担忧，是自我教育使之行为规范符合社
会要求的内动力；是“热爱”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教师对学
生的爱，是对学生真正的理解和热切的希望，以及最佳的教
育方法的总和，又是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艺术的集中表现。
正常的学生都需要一份“理解”；上课不专心听讲，不一定
是有心不守纪律；在校天天扫地不一定爱劳动；-------我们
必须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给予充分的
理解，扬长避短，才能引导儿童健康地发展人格。同时，教
师对学生的爱要严而有度，有些学生需要其自尊心，给以严
峻的爱；有困难受到伤害的“差生”，需要细腻的爱；有情
感强烈的学生需要以温柔的爱；------这样让各种性格、各
种心态、各种层次的学生都能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理解和重
视，感到老师给了他们以理智的塑造和情感的感召，并在不
断的、大大小小的进步中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而发现自己
对社会的价值，体验到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快乐”。

我认为，团结向上的`班集体，应该有相对统一的精神，有较
为稳定的风格，有权威性的舆论；有带倾向性的价值观；引
导学生建立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只有以“爱”为纽带，将
学生与周围的人及生活联系起来时，才会使他们产生责任感
和自觉性。所以在培养学生对集体的爱时，我首先为学生创
造了许多为集体服务的机会，并及时得到集体的认可，哪怕
是一次优秀作业或一种礼貌的行为等，都能得到集体的肯定。
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爱学校、爱同学、爱老师，关心、爱护
和帮助。从而使学生在集体活动中“如乘春风，如沐春雨”。

我认为，高质量的语文教学活动就能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使



孩子们的学习过程成为他们体验、追求和创造美的过程。
变“教给”知识为“发现”知识，学生由被动“接受”为主
动地“发现”，可以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变“苦学”为“乐
学”，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遵循学生认识和发展规律，提
倡自主、探究与合作的学习方法，改变了以教师为中心、课
堂为中心和书本为中心的局面。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篇三

在《快乐的人》一课备课过程中我已预设到学生遇到的困难
会比较多，加上我校教学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电线材料的
准备、剪开和连接上学生制作起来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种
技能性较强且又涉及到安全问题的课，不仅需要学生多多锻
炼，而且需要更合适的场地和时间才更妥当。那是否就选择
放弃?(因为教学进度所限等原因，以往我们也会对一些实施
有困难的教学内容选择不上)可是再看看课题《快乐的人》，
我又实在不舍得放弃一次感受快乐的机会。

于是我灵机一动，艺术是相通的这一道理应该更适用于本领
域的学习。教学中，我建议学生采用各种自己喜欢的、有风
格特点的线来画一画快乐的人，然后用各色油画棒围绕着人
儿涂涂抹抹，那些直线的、曲线的人儿闪闪发光，他们有的
在草地上舞动、有的在运动场上奔跑跳跃、有的在木马上旋
转、有的在飞机上飞翔、有的在秋千上荡漾、有的在恐龙乐
园里追逐恐龙……内容丰富极了，题材新颖极了!

不仅轻易解决了本课材料准备和制作时会遇到的困难，又体
会了一番独特的画画感觉，孩子们释放出无比的快乐!他们快
乐了，我们的课题《快乐的.人》也似乎更真实更有价值了!
由此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教师对于教材的创新使用以及对学
习方式的转换和特殊表现形式的尝试，不仅会有效果独特的
作品出人意料地呈现出来，更会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欣喜，
何乐而不为呢?此时脑中突然冒出某优秀同行的一句话：“艺
术是需要规则的，而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篇四

苏教版第十一册教材在《我读书，我快乐》栏目中安排了阅读
《鲁滨逊漂流记》。在开学初，我就让学生通读课本，了解
到本册教材推荐的课外阅读的书籍是《鲁滨逊漂流记》，可
以提前购买、阅读。教学课文《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时，
全班同学几乎都看过了。那么，我们现在读《鲁滨逊漂流记》
有什么意义呢。

我首先布置一个作业，把每一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然后
出示《鲁滨逊漂流记》读书报告单：鲁滨逊一生漂流过哪些
地方？鲁滨逊在荒岛上有哪些劳动创造？鲁滨逊在孤岛上读
什么书，是在什么情况下读的？书中的哪些话，你觉得特别
有意义？把它们摘下来。读完这本书，你最想说什么？在此
基础上，写一篇读书笔记。

我们这辈子去航海或者去孤岛的可能性都不大。为什么还要读
《鲁滨逊漂流记》呢?我组织学生交流读后的感想，在交流中，
鲁滨逊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他自力更生，不依靠父母；勇
敢地承担后果，动脑筋解决面临的困难；勇于尝试，不怕失
败；不安于现状，拼搏进取，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和有顽强
的意志；聪明机智，在困境面前保持良好的心态，善于创造
性劳动等。

阅读《鲁滨逊漂流记》，不仅认识了鲁滨逊这样一个真正有
力量的人，而且从他身上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品质，不光是一
本男孩子必读的书，也是一本女孩子必读的书，正是我们现
在阅读此书的目的。

快乐的圣诞节教学反思篇五

《谁爬得快》是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第69页—第70页
的“循环小数”。本节课让学生通过计算蜘蛛和蜗牛每分爬
行多少米，从而发现余数和商的特点，知道什么是循环小数。



会用四舍五入法对循环小数取近似值。培养同学们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利用ppt课件出示生活中
的一些现象，让学生通过感受生活中的一些交替、重复出现
的现象，如：交通中的红绿灯，白天、黑夜的交替出现等等，
让学生了解这种现象其实在数学中也存在，从而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为新知的探究作好了铺垫。

二、新知探究，应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放手让学生计算73÷3
和9.4÷11的.商，自己去发现余数和商的规律，从而引导学
生像这种从小数部分的某一位开始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数
就叫做循环小数，并介绍循环小数的表示法。通过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经历了新知的形成过程，这符合学生
的认知规律。）

三、充分挖掘教材，了解更多知识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数
学万花筒”，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循环小数的一些知识，从
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四、灵活应用新知，体会学习数学的价值通过一些适当的练
习，来巩固新知，给学生提供一些轻松拓展题，体会循环小
数在生活中的应用。让学生进一步感受我们学习数学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