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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步
骤。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一

《冬夜读书示子聿》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作品，是用冬夜读书
生发的感想来教育儿子子聿的。前两句的意思是说，古人做
学问是不遗余力的，而青少年时期花的功夫往往要到年老时
才能有所成就。这句话，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我在教的'
时候，让学生读读、说说比较轻松。而后两句的知识，学生
比较难以理解。这只有用实际的经验才好感悟，学以致用！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二

钱学森向同伴们袒露心迹，想早日回国，为祖国服务，尤其
是他说日夜盼望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因为她贫穷，更需要我们共同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
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之情，跳动着他的一颗火热的爱
国心，语言是多么朴实自然。本文选择钱学森出国留学，心
系祖国决心回归贡献力量这几方面写，更加表现他的始终如
一的爱国情。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三

近一段时间在六年级上课，总感觉学生的情绪调动不好，我
也很迷惑，于是就查阅一些教育学理论的书，从教育心理学
的角度看，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之一是学习者的.
情感控制。



英语学习成功的因素中，除了智力因素外，更重要的是那些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学习动机、兴趣、情感、
意志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动机和态度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英语教师的教学重点是放在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和考试形式
上呢，还是将教学注重点转移到学生的性格、兴趣、情绪等
方面的培养和控制？事实证明，认为自己“民主、开放、平
静、友好、体贴、乐于助人、聪明、富于逻辑性和快乐”的
人，一般来说，其学习英语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于与上述性格
相反或相差极大的学习者。

另外，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学习者会
出现焦虑沮丧烦躁不安等情况，英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应注意对外语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培养和控制。尤其是
在小学阶段，英语教师要培养对学生的亲近感。于是我决定
近段时间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注意激励学生，关
注学生学习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还是把体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心理感受，使学生
喜爱英语课当重点，把教学的形式和学生当成备课的重点。
尽量让教学形式多样，生动形象，激发个体的参与欲望，课
堂的气氛要尽量轻松、愉快，重个体、重基础，让每个学生
都能先把重点词句掌握牢固。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四

这一单元是谈论儿童节。这个话题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
也是学生喜爱的话题，作为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想必
孩子们想过一个非常难忘而有意义的儿童节。

这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内容是ab部分。主要掌握谈论儿童
节的活动计划。在这一课的开始，我设计提问，从谈论日期
开始引入到六一，一个很开心和重要的`日子，然后谈论儿童



节将做什么事情。在新授短语时也注意分了两个部分，一个
是在儿童节在学校如何度过，包括在学校里参加学校派对可
能参与的活动也一一引导学生说出来，这既是复习，又是为
后面的语言输出做铺垫。另一个是儿童节没有课，在家如何
度过，巧妙地将对话中出现的短
语(havenolesson,havearestathome等)顺利自然地呈现出来，
并引出之后的活动(gotothetheatre,gotothemuseum)。

我觉得本课的优点部分是各环节设计衔接自然，且有梯度。
从谈论自己的儿童节计划，到谈论他人的儿童节计划，再到
了解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孩子的儿童节活动，再到拓展谈论
很多其他重要的日子的活动计划，一步步引导学生表达，并
且引导学生意识到并乐意享受我们生活的美好。

需要改进的地方：学生整个的表现还是有些放不开，包括课
文对话文本的展示，但是已经是他们比较好的状态。在拓展
会话的时候，如果能够试着不利用学案的对话提示性单词和
句型，能够非常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活动计划，将会非常好。
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还是掌握得不够熟练。另外，面
对镜头还是有一些紧张，对话中也有个别地方出错，但是也
说明真实。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五

整堂课追求“朴实”。从教师演示，师生协商，学生探究，
到数据分析，后续研究，整个结构和课件都追求一种常态化
的朴实路线，似乎都没有太多新颖的处理。然而这恰恰是我
们要提高日常教学实效所需要的科学课。

1、以“三问”拱形承受力强是什么原因而建构整堂课的研究。
虽然问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每一问又都是其不同的意义和价
值的。如“一问”各种建筑中都设计了拱形是什么原因？旨
在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通过前一课（形状与抗
弯曲能力）研究后得到的认识；“二问”同样的纸为什么拱



形的承受力更强？旨在引起学生对实验的反思和在数据的分
析后，重新对照自己的观点，并利用现有的证据对现象作出
解释；“三问”为什么增加抵住拱足的力量就能增强拱形的
承受力？旨在引导学生在解释实验现象的同时，重新审视和
修改自己的观点，从而认为到“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性”。

2、演示实验引发学生认知需求。可能我们现在的科学课，太
多的小组活动，而冲淡了教师演示实验的功能，更多的是教
师在小组内帮扶着学生完成实验。其实，演示实验有着其独
有的作用与价值。在课堂一开始的演示实验紧紧吸引住了学
生的眼球：当一个垫片放到平纸上时……，当一个垫片放到
拱纸上时……，现场寂静而又有点紧张。同时，借助这一演
示，把实验的注意事项，如纸要相同、跨度要一致、放垫圈
的位置也要一样等都高效而自然的得到所有同学的认可，为
后面实验的规范性和公平性打下了良好地基础。

3、学生探究实验用时约15分钟。我们的学生太需要长时间段
的探究空间了。本节课中，让学生有将近15分钟的活动时间，
是给学生以主动的一大保证。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有机会反复
验证自己的实验结果；学生有机会通过讨论来确定下一步的
活动；学生能反思我们的实验，进行改进……等等。这才是
真正的探究实验的开始。

4、师生交流中对“某个数据”的较真。在学生探究实验后的
交流活动中，对于一个有异样的数据的分析和探讨，体现的
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素养，即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分析数据。
这也将给孩子们以潜移默化的强大影响。

当然，在课堂实施过程中，还肯定存在许多有待改善之处，
但是就“尊重孩子的真实需求、尊重科学的实证意识、尊重
课堂的时效实效”等方面来说，本课还是具有一定的探讨价
值的。

做一个朴素而真实的科学教师，给学生一个安全而自由的探



究空间，把科学素养的培养和学生的个性发展结合起来，这
将是小学科学课堂新的趋势。

六年级学生反思与计划篇六

我采用了《装饰画》的课件展示各种装饰画面，充分吸引学
生注意力，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及求知欲望。想法和课件都
不错，但是在解说部分有点面面俱到，应有所侧重，这样不
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加深学生记忆。

接下来我设计了查找资历这一环节，旨在拓宽学生视野。但
学生查找的资料有限，没有把装饰画的相关知识淋漓尽致的
体现出来，知识性、趣味性体验不深，教师在课前应充分带
领学生查找资料。在观看课件——装饰画与我们的生活有哪
些联系时，我觉得让学生充分讨论比观看课件效果要好，可
以拉近教材与生活的距离。

最后展示部分，学生绘画的.作品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新课
改的精神，体现了人人有特色及合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