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 选修环境
保护教学反思(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的生存环境一直呈恶化趋势，气候的
冷热反常、臭氧洞的出现与扩大、洪涝旱灾、泥雨酸雨、大
气污染、土壤和水质污染、愈来愈频繁的沙尘暴等等，特别
是土地的沙漠化一直呈加速之势，已被社会公认为当今世界
的头号环保问题。洪涝使长江、嫩江流域的人民生命财产遭
受严重损失；干旱又使许多地方庄稼颗粒无收，人畜饮水十
分困难。农药的滥用、工厂废水的排放、大气的污染直接或
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频繁的沙尘暴使西北地区人
民的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沙尘暴由60年代的8次、70年代
的13次、80年代的14次急剧上升到90年代的23次，沙尘暴袭
击的范围也愈来愈大。沙漠面积的急速增长，土地荒漠化吞
噬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沙漠化
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已成为中华民族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仟，如果我们不
从现在做起，携起手来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人类最终
将用自己的双手毁灭自己。

2、环境恶化的原因及保护措施

造成目前生存环境恶化使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对人类严厉惩罚
的原因很多，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滥垦过牧、滥用化肥
农药、工业三废的随意排放等。就近年来大范围的干旱洪涝、



沙尘暴、土地荒漠化则主要是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
用水资源造成的。地球上生态系统中所需的能量都来自太阳，
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固定
在它们所制造的有机物中，转化成人和动物所需的能量，因
此，绿色植物成为生态系统的主要部分。过度的放牧、采伐，
破坏森林植被，绿色减少，流向人类的总能量减少，而人口
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又更加变
本加厉，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绿山变秃岭、草原荒化。有统
汁表明，采1斤发菜可使20亩草原荒化、采1斤甘草能使10亩
草原变成沙漠。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不仅使生态系统中蓄
积的总能量锐减，而且使绿色植物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蓄
养水分、防风固沙的能力下降，致使旱天更旱，雨天更涝，
水土流失，土地荒化，沙漠面积增加，干旱洪涝、飞沙扬尘
频繁光顾，使人类生存的环境逐步恶化。绿色是生机，是人
类永恒的追求，保护环境必须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遵守
大自然的生态规律，保护森林，发展草原植被，植树种草，
科学种田，治理三废，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积极
主动地改造自然，使我们生存的家园成为绿色王国，使我们
生存的环境得到改善。

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七年级《生物》第二册第五部分第三章，讲述了生物与环境、
生态系统、人口与环境、环境保护等问题，教材在讲了人口
与资源危机之后，在第四节对"环境保护"进行了专题叙述。
回想起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怒涛和20xx年春沙尘暴
的肆虐，无不让人悚然犹在，教训在耳。在进行本节教学时，
教师应该进一步搜集近年来环境恶化的一些资料，向学生进
一步说明目前环境恶化的实际程度，使之惊心动魄切实受到
教育并树立起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根据教材内容应
进一步向学生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拓展教育：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的`生存环境一直呈恶化趋势，气候的
冷热反常、臭氧洞的出现与扩大、洪涝旱灾、泥雨酸雨、大



气污染、土壤和水质污染、愈来愈频繁的沙尘暴等等，特别
是土地的沙漠化一直呈加速之势，已被社会公认为当今世界
的头号环保问题。1998年洪涝使长江、嫩江流域的人民生命
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干旱又使许多地方庄稼颗粒无收，人畜
饮水十分困难。农药的滥用、工厂废水的排放、大气的污染
直接或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频繁的沙尘暴使西北
地区人民的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沙尘暴由60年代的8次、70
年代的13次、80年代的14次急剧上升到90年代的23次，沙尘
暴袭击的范围也愈来愈大。沙漠面积的急速增长，土地荒漠
化吞噬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沙
漠化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
的生存，已成为中华民族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保护生态环
境、维护生态平衡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仟，如果我
们不从现在做起，携起手来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人类
最终将用自己的双手毁灭自己。

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绿山变秃岭、草原荒化。有统汁表明，
采1斤发菜可使20亩草原荒化、采1斤甘草能使10亩草原变成
沙漠。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不仅使生态系统中蓄积的总能
量锐减，而且使绿色植物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蓄养水分、
防风固沙的能力下降，致使旱天更旱，雨天更涝，水土流失，
土地荒化，沙漠面积增加，干旱洪涝、飞沙扬尘频繁光顾，
使人类生存的环境逐步恶化。绿色是生机，是人类永恒的追
求，保护环境必须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遵守大自然的生
态规律，保护森林，发展草原植被，植树种草，科学种田，
治理三废，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改造
自然，使我们生存的家园成为绿色王国，使我们生存的环境
得到改善。

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本次习作通过学生对周围事件发表个人看法，提高学生明辨
是非的能力，培养学生观察生活、关注社会的良好品质，是
对学生道德观念、社会公德、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一



个考察与教育。提供的范文，分别从发现生活中的现象谈起，
引出蜻蜓对人类的贡献，发出保护的倡议。教学时，首先我
从19课陶行知和小朋友的对话中，让学生谈谈对蜻蜓的了解。
并结合实际让学生谈谈对伤害蜻蜓这种现象的看法。学生在
反刍课文情境，角色体验后，真切地感受到作为弱小者的痛
苦与辛酸，唤起了对动物们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为动物们呼
喊的责任意识也就呼之欲出了。然后通过例文指引使学生明
白如果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使之有说服力，还需运用一些相关
资料使文章更具体，更有力。并以课本中的插图为例，引导
学生抒发保护青蛙的心声，提供思路上的引领和模仿。最后，
在明确了习作要求后，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联系生活实际交
流自己的看法，以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及表达能力。

在本节习作指导课中还存在诸多不足，暴露出不少问题。一
是学生筛选、运用材料的能力欠佳，课前我已经布置学生搜
集相关的资料，但学生往往抓不住重点，搜集了许多不能证
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并且多数学生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料。
二是学生的思维太过局限，在学习过例文后，对某件事的看
法仅仅局限于保护小动物方面，纯粹模仿而表达自己观点的
较少。

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让学生根据画面内容讲故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
样很快抓住学生的好奇心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一、学生随之提问：蝉、螳螂、黄雀，他们各吃什么？它们
是什么关系？（食物关系）。

按“谁被谁吃”的方法用（箭头）把它们串连起来，为正确
书写食物链打下基础。接近主题。

接着，看课件——蔷薇花丛，仿照上面的写法写出花丛中各
种动植物之间食物关系，于是教师提问，这些食物关系像什



么？揭示主题之一——食物链。

二、像这样的食物关系在大自然中一定很多，举一些例子吧，
课件辅助，出示多条食物链，判断书写是否正确，强调食物
链的正确书写方法，从植物开始到比较凶猛的动物结束，同
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蚯蚓吃腐殖质，这条食物链就是从腐
殖质开始的，腐殖质又吃什么（微生物），自然导出——生
产者和消费者。

三、做游戏。课件展示——水田画面，通过学生戴头饰游戏，
把自己书写的`食物链串连起来，让学生自己研究发现什么
叫——食物网，这样充分发挥学生合作意识,这样很好地培养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精神。

四、生态平衡，让学生把收集的资料向大家汇报，从而了解
食物链上任何一环发生变化，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恶性循环,
最终危害人类。

保护生态平衡对于我们人类至关重要，他需要我们大家共同
参与，今后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如何保护生态平衡。

保护环境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一、激趣导入：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激发与维持,很大程
度上不是由于内在的学习需求,而是更多地借助他人的肯定、
课堂气氛、情境创设等外在因素,因此,其学习过程往往伴随
着浓厚的个人情绪,他们觉得有趣，就学得积极、主动；反之，
就学得消极，被动。在本节课中，我努力创设良好的教学情
境，变抽象为形象，变无趣为有趣。

上课伊始，我请学生看优美的画面，并充满激情地说
道：“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景色优美，今天，老师就带大



家一起去游览一番，好，我们出发了！”课文导入直观、自
然。课伊始，趣即生。学生充满了好奇心，马上就被老师给
吸引过来，使整堂课对学生有吸引力，让学生有滋有味地学，
兴趣盎然地学。

二、批文入境：

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始终让学生进入课文的情景，带他们
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风景秀丽的江南,细雨蒙蒙,杏花格外
娇艳;海岛盛夏,骄阳似火,高大的椰树绿荫如盖;塞北秋风瑟
瑟,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冰雪覆盖的`高原上,牦牛在缓慢前进。
课堂上，我让学生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介绍风光美景，设
计了“我是小导游”的环节，学生的语句完整，语言丰富，
仿佛真的当上了小导游，正向大家介绍美景呢。最后，我让
学生说说自己家乡的风光，并让他们用词串的形式写了下来。
如果能同时配上相关的音乐《天堂》等,生动的画面,各具风
情的音乐,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获得深刻
的体验,让学生被深深打动，效果会更好一些。

三、读中悟情：

在朗读指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中一个个词组成了
一个诗篇、一幅图景，应该让学生充分地读，读出自己的感
受，读出韵味。如果能给学生的朗读配上音乐。如，朗
读“塞北”这一组词串时，配上一段塞北风情的音乐，学生
会读得更高昂、激扬；在朗读“江南”这组词串时，如果配
上一段江南风情的柔和些的音乐，学生就会读得轻柔、悠扬。
让学生入情入境，以感情朗读的方式外现表达自己的感受,激
发学生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这样的教学效果会更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