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模
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篇一

在学习这一课之前，学生有了一些色彩基础知识，在学这些
色彩知识时已经没有了兴趣，在学习《色彩的对比时》我就
发现学生的参与度不高，课堂很沉闷，我就在思考如何让在
课堂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让色彩动起来》这节
课时，我也有意识采取一些小办法，吸引学生的目光，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欣赏安德烈·德兰的《查灵克罗斯大桥》这幅油画时，选
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音乐，一个是节奏快，富有动感跳跃感
的恰恰舞曲，另一个是缓静悠扬的中国古典音乐，让同学们
分别听着两支乐曲，选择适合这幅作品的音乐，并说出自己
选择的理由。学生通过视听两种感官，体会画面的动感、色
彩给我们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用音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充分体会画面色彩的效果，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为了让学生们更直观的感受有动感的造型能增加画面的动感，
我用低年级小朋友画的花朵、树丛，与梵高画的向日葵、树
丛进行比较，学生突然就很感兴趣，想看看到底谁的造型更
具有动感。我并没用课件给大家展示，由我模仿画在黑板上，
学生屏住呼吸，充满期待的看着我在画，最后知道梵高所画
的动感造型确实很有生命力。也许是我太急于求成，整个教
学过程像是我牵着学生的'鼻子走，我出示问题，再由学生一



一解决，课后我反思，可以设点悬念，能引起学生探究的欲
望。可以这样说：“人能动、动物能动、‘风吹草动’、可
没听过色彩会动，怎样让色彩动起来呢？”

学生们就会想些让色彩动起来的办法，由学生积极探索，最
终解决问题。

我想，今后，多用心思考各种合适的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求知欲，最终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篇二

为了让学生们更直观的感受有动感的造型能增加画面的动感，
利用低年级小朋友画的花朵、树丛，与梵高画的向日葵、树
丛进行比较，学生突然就很感兴趣，想看看到底谁的造型更
具有动感，直观生动。

教学中，我通过对作品的比较、分析来认识对比色在色环中
的位置关系，使学生体会到对比色给人们带来的运动感，难
决了教学难点。课堂教学中我充分以学生为主体，巧设悬念，
引起学生探究的欲望。加强示范，让学生直观的认识对比色
的形式美感，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反思本节课欠缺
之处，环节中深层次挖掘还不够，新知识没有更具体的强调，
观察让学生自己体验，感受。学生观察大自然中的色彩对比
带来哪些视觉的感受，如何捕捉自然界和生活中见到的对比
色，更应该从探讨中发现各自的特点，从而真正理解对比色
如何运用在画面中使色彩更加丰富。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欣赏绘画作品过程中观察
与分析，培养了学生利用色彩对比知识表现跳跃的画面。

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以学校音乐会上的唱歌、器乐比赛引入，让学生感受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从而产生问题：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呢？教师为学生创设猜想假设的情境，比如：可以带来吉他
为学生弹奏，可以指导学生在说话时，摸自己的喉咙，感受
声音的产生。在这个环节，学生猜想出声音是摩擦、敲击、
击打、拨动等产生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学生直接说出：声音
是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对于此种情况，是我没想到的，但是
在课堂上，我因势利导，那怎样证明声音是物体的振动产生
的呢？学生可以通过预习课本和已有的知识基础，能够简单
地说出证明的方法。这时我因势，出示小鼓和一些碎纸屑，
帮助学生验证想法。在实验验证环节，给学生时间去玩音叉，
在玩音叉时，学生可以感受到音叉的振动。这再一次证明了
物体振动产生声音。这节课最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多种途径
证明声音是物体振动产生的，难点是教师该怎样组织学生进
行这些实验，实验材料的准备，实验方法的选取，实验记录
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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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中营造一个情趣盎然的课堂学习环境，可以引导同学



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积极探索科学知识。在科学教学活动中，
激发同学兴趣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小同学好动、好想、
好问、好说、好比的心理特点，课堂上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
式的教学活动，激发同学的学习兴趣。

我在教学《怎样让小球动起来》一课时，在课前我在网上找
了很多小球动起来的精彩的动画，上课时，我首先用电脑出
示了小球运动的动画，让同学尽情感受小球动起来的精彩的
画面，然后对同学说：“现在，大家的桌上静静的躺着很多
的球婴幼儿，它们也非常渴望感受一下动起来的快乐，谁能
想方法协助他们呢？”于是组织同学充沛展开讨论，同学根
据生活中的经验和前面所学知识想出了许多的方法，都非常
信心十足，跃跃欲试，于是我又鼓励他们亲自动手进行实践，
课堂气氛异常激烈，我就趁热打铁，因势利导地组织和引导
同学进行观察、动手尝试、不时改进、寻求答案，让同学
在“玩”中体会到力能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的道理。这样，
同学在愉快的气氛中主动参与了教学活动，并在参与中出色
的完成了“探索”任务。

跳动起来会怎样一教学反思篇五

在《怎样让小球动起来》这一课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培养
学生创造性思维，而“产生新思想或新方案”是创造的核心，
因此在使用教材时要以引导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为指导，每个活动要有明确的目标，包括能力、知识和情感
态度价值观方面，尤其是重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发挥创
造力，利用头脑风暴、联想法等方法产生出尽可能多的假设
和解决问题的新想法、新方案。

例如“有几种方法能让小球动起来”，还有在以前学过的课
中，“由‘电’一词你想到了哪些？”，“畅想未来通讯”，
“设计一个磁控开关”等，这些问题和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
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同时，在开展科学课教学时，还要制订恰当的评估标准，开
展多种评价形式，多主体参与，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活动，
鼓励学生利用批判性思维对产生出的所有新想法、方案或成
果进行评估，选取最优的或通过改进和完善产生出最优的方
案和成果，评选出小发明家、小设计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