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 无处不在的
能量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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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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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篇一

《无处不在的能量》一课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抓住了教育
的契机，适时地对学生进行了教育。如学生在汇报实验结果
时，通过其他同学的`评价和补充，使结果更加完善。以小组
为单位在全班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完善、相互补
充，形成对能量的整体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切当地
加以评价和引导，使交流活动有序进行。采取边汇报边交流
的方式，让学生到讲台上展示自己搜集到的文字及图片资料，
揭示生活中各种能量的表现形式，应注意引导学生尽量避免
重复资料的解说，提醒学生学会聆听别人的发言，及时发现
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能量转化既有简单的，
又有复杂的。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可能用能量间的转化联
系起来。这一过程对学生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教师要给
予适当点拨、指导。

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篇二

一节历史课，我给同学们介绍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在
讲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时，突然有学生插嘴：“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我很恼火他打断了我的话题，于是没好气地
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高兴地指着墙壁说：“在那儿贴
着呢，还有孔子的画像。”我一时语塞，多好的教学资源，
我怎么就没注意呢。



反思：

我应该感谢“插嘴”的同学，是他让同学们了解了更多的知
识，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学资源无处不在。学生插
嘴是许多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它带给我们的或许
是担心，或许是困惑，但更多的应该是欣喜与思考。新课程
倡导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倡导宽松、融洽的教学
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插嘴”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
它不是“乱”，而是“活”，是新课程改革中一朵绚丽的浪
花。当学生的“插嘴”具有挑战性时，教师应如何应对，如
何调整教学计划，如何让学生的“插嘴”变成一种学习资源，
才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研究的课题。

面对学生的“插嘴”，我们不仅要认真倾听，耐心等待，而
且要为其喝彩！

反思后则奋进。我们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多多反思，不断改进，
才能真正走进新课程。

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篇三

上周学校在学生当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制作、发明创造、
实验设计、电脑绘图等动手、动脑、动笔的科学小论文写作
活动，作为再有一个月就要参加中招考试的九年级学生来说，
我考虑到他们的时间紧、学习压力大，分分秒秒对他们来说
都非常重要，怕耽误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因此这项活动我
并未刻意要求人人参与，谁知本周一到校后，90%的学生都交
上了自己的作品，而且无论从字体、字数，还是内容上都写
作的非常好，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动了脑筋下了功夫的。比如，
张碧珂同学写的《垂布雨伞》，想象力丰富，构思精巧、可
操作性强，赵博同学写的《防震自救报警仪》，外表美观，
实用性强，江山同学的《节水水池》，字里行间透露出她的
节水意识和高尚情操。齐麟飞的《楼道节能电灯》、苏雪的
《神奇的手表》……无不体现了他们的`学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的科学素养和空间想象力。

同学们致认为，作业任务重，时间紧，但闲暇之余或疲劳之
余静下心来，理一理思绪的时候正好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还有的同学在处理作业时由作业内容突然引发感想，灵感突
现，赶紧记下，然后进一步成熟思路，完成构思，便完成了
科技论文或小发明。

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篇四

正能量就像天上的云朵，少了它就会失去光泽；正能量就像
天上的太阳，少了它就会失去光明；正能量就像吹来的风儿，
少了它就会失去凉爽。

正能量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你用心观察，用心去看，去找，
你一定会发现很多的正能量，正能量不分大小多少，只要是
对人有帮助的，都是正能量。

正能量的分布非常广泛，正能量分布在社会上，家庭里和校
园里等。校园中的正能量，是无处不在的。虽然这些正能量
很不起眼，但在我看来，他们做的都是最了不起的事。这个
世界，黑暗总是与光明并存，我们无法逃避黑暗，但是我们
可以选择光明。生活注定不是平坦大道，每张不再年轻的面
孔都带这时光剩下的伤痕，可他们仍会选择勇敢的向前走，
追寻光明。人家还是姹紫嫣红，我心已万古荒凉，所有的经
历，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对待，都会变成生命的美好时尚。

在校园中，虽然它很不起眼，但他不是为了让别人都欣赏他，
而是让别人不受伤害――他就是我们校园的看门的大爷。他
虽然很瘦，有点老，但他还是坚持帮助学校看大门。

有一次，我和朋友将我的被子放在他那里，让他给我看着，
我和朋友就回教室了。放学后，我忘记了我的被子，就走了。
回到家后，感觉少了点东西，一看，哎呀！我的被子还在看



门的大爷哪里呢，我马上让爸爸骑着车带上我去拿被子，我
一路上，感觉他已经走了，到了那里一看，他正拿着我的被
子在门口等着我，我马上跑过去，对他说了声：“谢谢，我
对自己的冒失跟你说声对不起。”而他却对我说：“没事，
每个人都会忘记事情，何况你现在主要是学习，难免会忘记
一些事情”。她微笑地对我说：“快回家吧！”面对着他的
笑容，我感觉心里酸酸的，无以言表。

校园中的正能量，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落在哪，就在哪儿生根、
发芽、成长。

校园中一个最有魅力、最有正能量的人就是老师了。他们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着，不管下雨天，还是狂风天，他们就会
来给我们上课。在上晚自习的时候，老师们应在家陪自己的
孩子的，但他们没有陪自己的孩子，而是来陪我们。

我认为老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
他们费劲心思地想出各种方法来提高我们的成绩，但有的同
学却不知感恩和不知老师的心思，这实在是让人寒心啊。但
有的同学不负众望，考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

生活中，学校中的正能量与我们同在，想要发现就必须用心。

窗外夜雾漫漫，所有的悲欢，都已如彩蝶般飞散，岁月不再
复返，但我们身边的正能量依然存在。没有了正能量，我们
的世界将会是一片黑暗。

每个人都应有一个正的'心，让正能量伴我们成长吧。

美无处不在教学反思篇五

《恐龙》是一篇知识性短文，通过生动的语言介绍了恐龙的
种类、形态和生活习性。可恐龙毕竟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几千
万年的史前动物，离学生的`生活十分遥远。于是我把这课设



计为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课，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
的优势进行学习。

恐龙生活在非常遥远的古代，而且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几千万
年的史前动物，离学生的生活十分遥远。我想如果教师只凭
借一张嘴、一支粉笔进行教学，很难使学生充分感知课文，
领悟情境，可能还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甚至教学效果不
尽人意。为此，我鼓励学生回家和父母一同上网查询恐龙的
相关资料，然后有条件地把资料打印出来或者重要的记录下
来，让大家在晨会课上进行恐龙知识的交流，从而使学生初
步了解了一些恐龙的知识。

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借助网络资源，查到了
很多相关资料，并制作了《恐龙》的课件。在制作过程中，
为了体现各种恐龙不同特点，我们反复查阅资料，集文字、
声音、图像于一体，竭力再现恐龙生活时代的场景和意境，
力图使学生身临其境，获得生动、真实、亲切的感受，促进
学生的思维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时，一开始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我就播放了
有关恐龙生活场景的录象。当画面上出现成千上万不同种类
的恐龙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奔跑、嬉戏、漫游的宏伟场景时，
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惊叹不已。悠扬的音乐声，美丽的画
面，拉近了孩子与文本间的距离。孩子们仿佛进入了恐龙的
时代，他们兴奋不已，对自己所要学习的对象又有了一个初
步的认识。

恐龙生活在遥远的古代，谁也没见过，其种类、外行和习性
都是科学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所进行的研究推测。正因为
如此，作者在文章多处运用了打比方、列数据、作比较等说
明方法，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为了让学生了解不同种
类的恐龙形态、生活习性等，我在制作课件时也力求图文结
合，即每一种恐龙都和相应的图片和文字说明相配。



为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在研读课文，了解恐龙的教学中，为
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设计了竞猜活动——请读一读有
关自己喜欢的恐龙的句子，但不要读出恐龙的名称，让大家
听听，猜猜这是什么恐龙？在猜中了解恐龙特点，在猜中了
解说明方法。

虽然这节课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但还是存在许多不足。如在
指导朗读方面还不够到位，在课堂评价学生这方面语言不够
丰富，由于时间关系在让孩子们交流“你所了解的恐龙及它
的特点”和“你们猜测一下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两个环节
时，时间比较仓促，对个别学生关注不够等等。

通过教学实践，我体会到媒体的运用能使语文课增色不少，
充分借助现代教育媒体，突出教学重点，解决教学难点，发
挥语文学科的功能，拓展学生创新思维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
用。但它不可能完全代替语言文字本身，不可能代替所有的
教学手段。在运用过程中，怎样做到恰到好处，化难为易，
需要今后的不断实践探索及老师们的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