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 从不同角度画
物体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一

在给四年级上《从不同角度画物体》一课，为了让学生更准
确把握圆柱体的透视画法，我特意加强不同角度下笔筒呈现
的形状讲解。

首先我让学生观察在平视与俯视下圆拄形的不同效果，帮助
学生理解不同角度看物体的`透视变化。很多学生都能感受到
越接近的平视，圆柱体上面的圆面越小，俯视角度越大，看
到的圆柱体上面的圆面越大。看学生说得头头是道，我也以
为他们都掌握了。

结果在学生课堂练习作品中发现一个问题，有些学生把圆柱
体下面的圆面画成了平角。这说明学生还没掌握圆柱体透视，
于是我把圆柱体透视画法示范了一次,并特别强调下圆的画法,
突出讲圆柱体下面看到的圆是前半圆，还有后半圆挡住了，
看不到，但不是不存在。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二

每到秋天来临之际，都是城市的环卫工人最忙碌的时候，有
的城市为了加强城市管理，让环卫工人24小时连续工作，根
据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所知，市属公园首次尝试不立即清扫景
区落叶，而且还打造出20出最美落英缤纷景点，让市民赞不
绝口，同样是处理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收获，就像一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莱
特一样，所以我认为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会有意想
不到的结果，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小学挺认真读书的我升到初中时变得贪玩了起来，在上课
时，不是睡觉就是和同桌玩，没有一点儿想读书的样子，之
后成绩下滑的非常厉害，这时父亲就发觉不对劲，找我谈话，
但是当时处于叛逆期的我更加的心烦，我变本加厉的玩，偷
偷的`玩，直到班主任发现了我没有在学习，而是在玩，班主
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去学习，而是要玩，
我说：“我讨厌那个数学老师成天给我们布置铺天盖地的作
业，每天都累得跟狗一样，作业都没有完成过的一天，而且
做不完还不可以睡觉，我讨厌他的做法，所以不想上他的课，
只想着玩休息。”班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可以换
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作业的问题，你看老师布置这么多作业
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学业，你以为老师不辛苦
吗？这是老师自己出的题目，还要老师自己改，你应该好好
体谅老师，老师也是为了你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我仔细
的想了想，老师确实也是为我们的学业考虑着，不做大量的
题怎么会有提升呢？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就不
会让自己那么冲动。

那一次之后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这给
我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可以给同学不同的意见，可以让自己
有更多的想法，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其实一个问题
有许多的看法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自己要学的其实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要用哪一种方法可以让利益最
大化，这就是值得我们锻炼的地方。

我们要解决问题，完美的解决问题，就要学习用不同的角度
看待问题，这样你才能够找到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才能让
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所
有的困难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多感官参与创新思维活动，体验参与集体游戏的
乐趣

2、激发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培养求异思维的习惯及初
步的创新意识。

3、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与辩论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运用自己喜欢的的方式表达表现。

【活动准备】

物品各种若干、用废旧物品制作的玩具若干、课件、制作玩
具的废旧物品材料若干。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二）出示课件，欣赏故事《小熊过生日》

1、结合课件讲故事：

第一幅：画面上的小动物在干什么？幼儿1：在共同举杯祝小
熊生日快乐。幼儿2：在喝饮料。

第二幅：小兔和小狗怎么了，它们在争论什么呢？小狗说：
易拉罐喝完就没用了，扔到垃圾桶就好了。小兔说：不是的，
易拉罐还可以做笔筒。



第三幅：他们吃完饭又做了些什么？面对一堆铅笔屑他们又
在讨论什么呢？

第四幅：哦，原来小狗说：铅笔屑是垃圾，丢在地上是不卫
生的，而小兔说：铅笔屑可以做装饰画。

2、教师小结：引导幼儿简单总结故事内容，让幼儿初步了解
原来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他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从不同的
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说法。

（三）游戏：从不同角度说

孩子们回答。

教师总结：有烟盒、药盒、火柴盒、粉笔盒、鞋盒等，纸杯、
挂历纸、蛋壳、旧电池、酸奶瓶、vcd片、玉米秸、竹竿等。

2、小朋友，你们真聪明，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课件：

请幼儿观看物品，并请俩个幼儿分别说出他们不同的观点，
从不同角度说出该物品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说得越多越
好，观点越新颖越好。培养幼儿求异思维习惯。

教师小结：

小朋友，任何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作用，你们
千万不要小看身边任何一件看似没用的东西，说不定用处可
大了，所以，以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要从多个角度去看，
去想。

（四）组合创新和分组操作：

小小设计师《我来变》



你们喜欢当一名小小设计师吗？（喜欢）那我们一起动动小
手选择不同的废旧材料物品设计有趣的作品，比比谁设计的
作品新颖独特。（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

引导幼儿用不同的物品，通过画、剪、粘贴、包装等组合创
新出新颖独特的玩具和物品。从中体验成功的乐趣。

（五）活动结束：

作品展，对孩子的创新设计加以肯定和鼓励。

【活动反思】

用不同的知识解答应用题一课是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已学的知
识来解答应用题，主要是比的关系，分数关系，倍数关系三
种分析方法。虽然方法不相同，但是这三种关系之间是可以
相互转化的。根据这些数量间的转化，就可以灵活运用不同
的知识来解答一道应用题。

引入部分，我创造了一个情景：计算机报名参加比赛，据张
老师统计男女生人数比5：2，由此让学生说出知道相关数学
信息，由此学生了解是比的关系，分数关系，倍数关系，由
此近于新课，问题是在小结时，我的总结不到位，比分数倍
数是可以互相转化。虽然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学生认
识到倍数关系分数关系比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在后面具体
解题过程中能够从从角度解应用题，达到了我设计的目的，
在那道练习中，学生已经突破了转化数量关系这个难点，由
此得出了我都没有预料到的多种解法。

例题为了贴近生活，所以没有用课本上的例题，而是改编成
学生身边的事情，虽说数字没变，但内容改编了之后学生很
感兴趣，比原题感觉要轻松，让学生根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
转化得到另几种关系后就放手让学生分组自由解答，我在巡
视的时候特意加以引导，基本上人人有不同解法，最多学生



得到了9种的解法，我巡视中发现做不出来或做得的不错也能
说不清楚的学生就引导学生画图，对后面集体订正讲解的时
候效果很好，学生说的清楚，大家听得明白。

课后练习中我还是改编已知条件男生和全班人数比5：7，目
的便于学生加深理解。最后安排的练习颇有难度，是判断一
道应用题的几种解法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错在哪里。
因为放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很短，所以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这
个练习应该怎样设计还有待商榷。

课后收获1：课前引导部分铺垫做的好，课上的重难点就容易
突破。例题过于死板，要更加贴近生活，可以大胆修改。

课后困惑：应用题的复习课，练习应该怎样设计？因为要留
给学生思考分析时间，练习量少而精，我觉得练习设计还存
在问题不顾开放。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篇四

这一节课让学生在“拼摆”和“观察”中探讨从正面、侧面、
上面看到的是上面图形。要让学生能通过想象，从实物中抽
象出观察到的平面图形，让学生在拼摆得过程中体会多种摆
设，但不要求学生个个都要摆出不同的摆法。

教学时通过背诵古诗引入要学的内容进行新授教学。新课教
学时，先让学生收集信息，了解信息窗中得活动场景，给学
生创设观察的氛围。紧接着根据所给信息提出相应的问
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面看到了什么形状？”学生进行小组
合作，借助学具动手摆一摆，下哦那个不同位置去观察、去
发现。小组成员在合作的过程中分别从正面、侧面、上面去
观察物体，并将观察到形状互相交流，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
数学思维模式与学习习惯。在此环节中，由于对学具的使用
方法教师交待的不清楚，学生在观察时的方法指导还不够确
切和详细；而且由于学具太小，不利于学生观察，观察的实



效性降低。

在观察了三个正方体组成的物体后接着又让学生观察“再加
一个正方体，从不同的方向看会是什么形状呢?”本环节让学
生与同伴充分说明自己的想法，并倾听他人的看法，从而进
一步与亲身实践结合起来，跟上步伐，作验证。发展学生的
空间想象力。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五

教育篇：

1.每天花半个小时和孩子交流。

2.和孩子在家也要使用文明用语，“早上好，请，谢谢，晚
安”等等。

3.让孩子养成爱卫生的好习惯。

4.多听听孩子的声音!——用耐心、用爱心、用开心，心是长
着眼睛的!

5.不要为了提醒孩子，而总是揭孩子的伤疤。

6.严肃指出孩子的错误!

7.不要总对孩子一本正经，要多和孩子一起欢笑：因为笑声
能让孩子更加热爱生活;引导孩子积极、轻松愉快的看待事物。

8.给孩子讲故事，要有耐心，故事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9.不要把当年未曾实现的理想强加在孩子身上，想让孩子去
实现。



10.关爱孩子但适当时候适当的惩罚也是需要的，不要护孩子
的短。

11.教育并不一定只是讲道理，有时适当可以采取一些强硬的
措施。

12.结合孩子的表现，每天思考至少一个关于孩子成长的问题。

13.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培养幼儿高雅的审美情趣，注意引
导、丰富幼儿的感性认识，在大自然中加深幼儿的情感体验，
是非常有益的。

14.对于幼儿时期的孩子，不要让他们长时间地和自己的父母
住在一起，隔代更亲，不利于教育。也许没有科学道理，但
绝对适用。

15.注意培养孩子的善心。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
小而不为。

16.教会孩子微笑，微笑面对生活的一切，微笑面对人生。

17.对孩子不要乱许愿，承诺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兑现。

19.给孩子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同时给一定的压力和责任!

20.向孩子说明，他本身已经很可爱了，不用再表现自己。

21.从来不说孩子比别的孩子差。

22.绝不用辱骂来惩罚孩子。

23.在孩子干的事情中，不断寻找值得赞许的东西。

24.不要吓孩子。以免造成孩子过分胆小、怕事。



25.不要当众批评和嘲笑孩子，以免造成心理畸形，失去自信
心等。

26.不要对孩子过分严厉。以免孩子惧怕、害羞不敢发表自己
的观点，养成面善心恶的性格。

27.不要过分夸奖孩子。以免孩子养成“沽名钓誉”的不良习
气。

28.不要暗示孩子做不良的事。比如，打架一定要打回来、自
己的东西不给别的吃、乘车不购票等。

29.让孩子正确树立心目中的偶像。

成长篇：

1.给孩子一些私人空间。

2.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3.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伙伴、朋友。

4.让孩子做想做的事。

5.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洗洗自己的衣服、烧水
煮饭等，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分子。

6.为孩子准备一个陈列架，让他在上面展示自己制作的物品。

7.认真地对待孩子提出的正经问题和看法。

8.把孩子当作成人一样，和他平等相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
朋友。

9.及时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懂得赏识孩子。



10.记得对孩子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宝贝!

11.记得经常的亲吻你的孩子，抱抱他(她)，摸摸他(她)的头，
让他(她)知道你的爱!

12.随时关注他(她)的进步，并也让他(她)自己知道自己的进
步!及时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懂得赏识孩子。

13.多与孩子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与孩子同行。

14.不要给孩子贴上“笨”的标签。

15.家长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烦恼。

16.要学会真诚地赞美孩子，而不是像对宠物一样说句“你真
聪明”。

17.让孩子经常有机会和他的同伴在一起。

18.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更关注孩子的情感需要。

19.先成人再成才，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一个健全的人。

20.在生活中创设一些困境，和孩子一起度过。

21.鼓励孩子尽量不依赖成年人。

22.了解孩子有哪些朋友，这很重要。

生活篇：

1.给孩子一些钱，让孩子学会理财。

2.没有得到孩子的许可，不要看孩子的日记与信件。



3.经常和孩子郊游。

4.睡前给孩子讲讲故事，让孩子笑着入睡!

5.给孩子一个主要供他玩耍的房间或者房间的一部分。

6.如果有条件,每天晚饭过后和孩子到户外散散步。

7.快乐与孩子一起分享!

8.对小家伙开心的笑，并希望他(她)也常笑!

9.帮助孩子与来自不同社会文化阶层的孩子正常交往。

10.鼓励孩子与各种年龄的人自由交往。

11.给孩子留出真正的“玩”的时间和空间。

12.教会孩子骑自行车，游泳,这都是进入社会的一种基本技
能。

13.每天早上与孩子相互问候，让他感受到美好的一天的到来。

14.夫妻实在要吵架，请一定要记住：避开孩子。

15.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孩子，首先微笑着问他一遍：孩子，你
今天快乐吗?

16.不给他留有太多的物质遗产，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他
一个健康的心理，一个快乐的人生。

17.着重进行孩子的生活能力和行为习惯的培养。

18.只要与创作尘埃有关，不要责备孩子房间里或者桌面上乱。



19.父母对自己的双亲要孝敬有加，让孩子觉得家中充满了爱，
同时父母也是他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20.父母之际间要互相谦让，相互谅解。

21.不要太关心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以免孩子养成
以我为中心的坏习惯。

22.不要太亲近孩子。让他与年龄相仿的孩子多交往，以免孩
子养成性格孤僻的恶习。

23.不要孩子要啥买啥。让他知道“劳动与所得、权得与义
务”的关系。以免孩子羞成好逸恶劳的性格。

24.生活中的困难以及一些家庭大事有时可以和孩子商量商量。

25.对孩子的爱要稳定，不要一会儿晴，一会儿阴。

学习篇：

1.和孩子一起读书，家长可以看看报，一个好的学习伙伴很
重要。

2.孩子在家学习，家长切莫搞一些娱乐活动，一个舒适的学
习环境很重要。

3.不要逼孩子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4.不要因为孩子的成绩而责骂孩子。

5.不要因为孩子试卷上的低分而认为孩子没有出息。

6.教他(她)足以带来成就感的知识：古诗、数字、故事、家
务、玩耍、交朋友···



7.教育孩子读好书、好读书

8.不要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表示太大的关注，那样会造成孩子
学习紧张，压力增大。

9.不要把孩子的成绩与其他孩子相比，要分析一下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反思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责任。

10.孩子的房间要有自己的书桌，书桌上要有几本自己爱看的
书籍，如《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

娱乐篇：

1.和孩子一起看他喜欢的动画片、一起听他爱听的故事等。

2.和孩子一起玩游戏、锻炼身体。

3.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每天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