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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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一

讲解摆的秘密的时候，我想整个问题的设计及程序的设计还
是比较好。我还需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首先实验的设计的方面，需要进一步进行改进。在设计的实
验的时候，要积极的鼓励学生进行设计。但是回答问题的学
生还是比较的'少的。因此要积极的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参与
到实验设计之中。

其次学生实验的分组选择的问题。我想学生进行分组。应该
给予学生选择进行实验的机会。在分配任务的时候，我进行
指派。我想这个问题需要给以学生以选择机会，使学生设计
哪个，就进行验证哪个。这样就好使学生非常完整的完成体
验过程。

班级的教学管理组织。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之中有少部分的学
生不能够进行听课，扰乱课堂秩序。我这个方面，处理的不
好。虽然有老师在听课，我想如果有学生在扰乱课堂秩序，
还是要该怎样进行处理，就怎样进行处理。这样我想就会有
较好学习效果。

最后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讲的较多，学生的机会较少。
需要再加强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个需
要在良好的课堂环境为前提。我想在这个方面我加把劲。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二

“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并且学生是探究的主体”，对
影响摆的快慢因素的研究就是一次探究。在探究中，学生自
己作出假设，自己制定研究的计划，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
下完成实验、收集数据、得出结论。而老师只起到了一个组
织者、参与者、引导者的作用，对他们进行宏观调控，帮助
他们最终完成探究任务。“学生是科学探究学习的主体”在
这一节课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学生自主探究的权利得到了
充分的行使。

纵观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有以下二个特点：

一、注重探究，强调合作

本节课的前半部分为研究影响摆的快慢因素，按照科学探究
的方法及一般思路，让学生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
计划——实验——收集整理数据——表达交流，让学生经历
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在科学探究中，强调合作，先是全班
合作，在两个因素中让每个组只选一个因素研究，教师进行
宏观调控，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资源共享。再者在小组
研究的过程中，让学生主动提供自己的想法，分享他人的智
慧，体验合作的愉快，同时合理地分工为小组实现个人价值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抓住学生的好奇、好玩、好动、好胜来组织教学

小学生的心理有四大特点：好奇、好玩、好动、好胜，教师
进行换位思考，从学生角度出发，利用“四好”组织教学，
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课堂一开始，教师就抓住了学生
的好玩、好奇心理，创设了一个问题情境，学生对摆角的大
小不影响摆的快慢感到很惊奇，进而产生问题。接着教者抓
住学生“好玩、好动”的天性，让学生自己动手去研究。当
然，在学生动、玩的同时，有一定的任务，教师也要给予一



定的指导。最后教师抓住学生好胜的心理，让学生在自己设
计一个摆，把课上的内容延伸到课外。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三

1、歌曲中的难点节奏通过游戏的方式先得以解决。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所以通过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练习
节奏进行闯关。

2、利用漂亮的盒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盒子里的
秘密产生兴趣，从而认真学习，早点发现盒子里的秘密。

3、学习歌曲《甜甜的秘密》时，学生能较好的感受歌曲的情
绪，能用正确的情绪演唱，特别是第一乐段和第二乐段能用
不同的情绪演唱。

1、由于歌曲中的难点节奏比较多，比较难以掌握，所以让学
生自学节奏有些难度。课前如果采用比较好的方法，如，运
用节奏选择法、节奏递进法等等不同方法引导可能会有比较
好的效果。

2、出示秘密—桔子，应该给学生看得清楚一些，不应该匆匆
就把秘密扔到一边。这样的话就感觉有点虎头蛇尾。

3、在表演歌曲时应该把秘密盒子利用起来，或者让学生拿着
秘密盒子表演，可能表演唱效果更好。

4、可能做课件的话课堂效果会更好些，学生的注意力也会被
吸引住。因为在音乐室上，所以也没有条件。

5、整堂课下来感觉不是非常出彩，作为平时的音乐课是很好
的，如果作为公开课的话很多地方还需要改进。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四

这次音乐活动，我选取了《八桂大歌》中苗族音乐“摆呀
摆”让孩子们在欣赏苗族歌“摆呀摆”中，感受苗族人民喜
获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孩子们在活动中欣赏、互学、创编，所展现出的参与感、自
信心，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很好地体现，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表
现美、创造美的情趣。

一、幼儿的参与积极性较高

苗族音乐“摆呀摆”的旋律较为欢快流畅，节奏感较强，幼
儿很感兴趣。在播放音乐进行表演时，大部分孩子都很踊跃
地与老师、小朋友一起舞蹈，喜欢参加这次音乐活动。只有
个别男孩子对活动不感兴趣，在旁欣赏同伴、老师表演。

二、幼幼互学，进步很大

舞蹈表演时，我发现部分孩子不单自己跳，看见同伴的动作
不错时，自己也跟着跳。他们在互相学习的同时表演起来动
作就很丰富了。其中谭天华、石欣怡、李千益较为出色，进
步很大。

三、表现力的提高

这次活动，给孩子们提供了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大胆
地表现自己。黄龙颖、卢泓洁、陈晓雪等几个小朋友在音乐
伴随下，在同伴面前自由编动作，很有节奏，非常棒！在最
后一次表演时，孩子们的表现更是大胆而丰富。

我从此次音乐活动中，得到了不少启示：

一、老师的表演要富有感染力



我在表演苗族舞蹈时，应更具感染力，动作幅度应更大点，
表情、眼神应随音乐高低变化而变化，体现苗族舞蹈“摆呀
摆”的风格。这样才更好地感染孩子，让孩子得到美的熏陶。

二、幼儿的能力给我们惊喜

在《喷泉与小鸟的乐园中》有这样一句话：老师的工作是相
信孩子具备所需的才能来超越我们能想像的境界，然后尽可
能地保留孩子们在创造和实际参与过程中的真实面貌。

在激发幼儿创编动作时，很多孩子都讲了手可以摆，腰铃可
以摆等，潘嘉豪小朋友说：“老师，女孩子的辫子也可以
摆”。孩子们的想法真的很棒，我们应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在这次活动中，我最大的体会是：音乐课的形式真的可以多
种多样，我们要用心观察有发现、创造力的孩子，让他们得
到更好的表现。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属于典型的探究学习，因此在教案设计时也着重体现
了这一点。整节课下来，我觉得有以下几方面是做得比较到
位的：

一、小组合作，体现自主学习。

新课标指出，品德与社会课要培养学生能用多种办法收集资
料，并进行简单的整理和应用。并能与他人合作、交流，分
享感受、想法或活动成果。于是，课前我已经让学生就王老
吉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在批发市场、超市、便民商店、餐饮
店等场所的具体标价进行了调查，并对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
销售点为什么价格不一样的`问题参访了商店老板、售货员等，
做好采访记录。等这些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在课堂上，我
让学生以4人小组为单位，每位组员汇报他的采访记录，然后



小组进行讨论，对其中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进行筛选，选取
其中最有效的因素，最后由小组长进行归纳总结。待小组活
动结束后，每位小组长进行汇报，这样不仅体现了全员参与
性，也让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成长。

二、合理利用课件，清晰明了。

如在教学“橘子的旅行”这这一环节，我把橘子从生产地到
销售点的每一个过程，价格的变化通过ppt的形式直观的展示
出来，学生一目了然。并结合上一环节所掌握的影响价格的
因素，很快学生就理解了橘子价格变化的原因。

三、注重品德教育，升华主题。

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环节，在本课中，我
通过带领大家分析――讨论，从而领悟任何一件商品都凝聚
了复杂多样的劳动，使学生从心底里敬爱从事这些劳动的人
们。

当然教学是门遗憾的艺术，这节课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如
学生对课堂掌握的知识应创设更多的场景让学生动脑思考、
动手操作，以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而不是学过就忘了。因
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要多看、多听、多思考，获得更多的
教学经验。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六

一节课下来，我对这堂课上出现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反思，通
过这节课教学对对阅读教学颇有心得。

一、教学设计

上课伊始我讲述奇怪的梦激学生探索乐曲中奥秘的兴趣，为
本课学习开了一个好头。为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声学的震动原



理，我在教学第四自然段的时候，先让学生先阅读，然后创
设实验的氛围：“我们是声学实验室的研究员，现在我们动
手实验探索声音的秘密？”通过亲自实验学生自然而然的总
结出：“声音的传送方式主要靠的是震动，而不是打击。”
让学生理解声学振动原理中没有教师“牵”生的痕迹，让学
生始终处于一种学生要读、愿说的良好氛围中。但是由于课
上学生发挥的不是太好，还有学生的注意力没有调动起来，
所以这个环节就没用上，反而真是把学生“牵”过来的，直
接得出了声学振动的原理：是靠振动，而不是打击。这样使
学生理解不够深入扎实。

二、走进文本，重视学生视角

本节课我从兴趣入手，转化角色以孩子的视角研读教材，设
计教学环节，我让学生在课堂上大胆的放手走进文本进行对
话。凭借课文的描述进行内心的勾画，与帕斯卡一同探索声
音的秘密。当阅读第六自然段时我让学生大胆的说出想对帕
斯卡说的话，但是学生都说不出来，使后面的内容就变成我
在说了，学生只是在听无法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了。

三、问题意识，走进学生心理

本节课上我将提问的权利还给学生，板书课题后我便让学生
提问题：是谁发现了声音的秘密？声音到底有什么秘密？但
学生只提出了一个问题，提的问题少，质疑不够，然后我提
示学生，学生提出了问题，围绕问题进行教学。

学生在读课文和回答问题有错误的地方，我直接改正了，没
有指出来，再更正。在读课文时让学生自由读课文和开火车
读，但没有范读课文，因为设计的内容太多，所以把范读课
文这一环节直接删去了。

反思这节课的教学我深深的感受到在教学中优点太少，不足
太多，在今后的教学中多多学习，深深体会，希望以后把课



讲的更好。

恐龙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七

有一种承诺可以抵达永远，而用爱心塑造的承诺，穿越尘世
间最昂贵的时光，12个共同的秘密其实只有一个秘密：爱可
以永恒。

这篇课文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爱的故事，讲了一个矿工因矿
难去世，矿工们在队长的带领下长期帮助去世矿工的家属，
约定每天到去世矿工妻子的馄饨摊上去吃一碗馄饨，帮助这
对母子维持生计。当我合上书本，心也被这十二颗金灿灿的
爱心所感动，所震撼！这十二颗爱心让这位早年丧夫的妻子
维持生活，让丧父的孩子得以成长，让身边的每一个有爱心
的人闻之感动，为之泪下。

课文中所描述的情形与学生实际生活有距离，这给学生理解
课文的内容、感悟文章的中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些会影
响整堂课气氛的渲染，会造成学生对文章感悟理解不够，更
难感受这人间真挚的情感。为了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课堂中
我出示一幅幅矿工遭遇矿难事故的画面，出示一幅幅家属们
悲痛欲绝的画面，通过我的叙述，将学生带入矿工们生活的
环境，感受他们生活的贫困、艰难……又将最让人感动的场
面从全文中提炼出来，通过对关键词句的理解、品读，让学
生感受到矿工队长在弥留之际仍然想着要去帮助自己的兄弟，
让学生在读队长说的话深受感动。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问题，常常是一系列积极思维的开端；问题，往往是发明
创造的起点。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质疑能力，发展
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这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我们教
师在教学中应该孜孜以求的最佳的教学境界。可是在平时的
学习中，我们发现学生往往不知如何质疑，有的学生甚至认
为课文一看就懂，没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加强对学生质



疑的指导，让他们学会质疑，形成能力。

借助找中心句来质疑——上课伊始，我检查学生预习“读过
课文，你们知道这个共同的秘密是什么吗？”学生纷纷举手
交流他们找到的答案，那就是矿工队长在弥留之际告诉妻子：
“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替我每天去吃一碗馄饨。这是我
们12个兄弟的约定，自己的兄弟死了，他的老婆孩子，咱们
不帮谁帮。”这是文章的点睛之笔，队长的临终遗言感人至
深，只要让学生从这些话中找到“疑点”，因势利导，在释
疑中受到熏陶和感染，不仅对理解课文有利，还可以达到道
德、审美、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教师教会学生善
于捕捉教材内容的“关键点”，使他们做到自疑、自悟、自
解、自得。针对队长的话进行质疑，二班学生真不愧是一群
思维活跃的孩子，感性而又不失理性的他们在思考之后纷纷
举手发问“既然是做好事，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为什么这
个秘密要到临死前才说出来？为什么这个秘密要那么多人一
起信守？……”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高质量的，对于整篇课文
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抓住矛盾处质疑——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课文前后有
矛盾的地方告诉他们这些地方往往正是质疑的关键，从矛盾
中发现问题，是质疑的最直接和最实用的方法。例如，当读
到矿工队长找到了去世矿工的妻子并告诉她说矿工们都不爱
吃矿上食堂做的早饭，建议她在矿上支个摊，卖些早点，一
定可以维持生计。我问学生：“读到这里，你心中又产生了
什么疑问呢？”学生质疑：矿工队长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她
一定可以维持生计？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帮她？然后引导学生
想象矿工遇难后，队长让矿工的妻子摆一个馄饨摊，队长会
对别的矿工说些什么？由于合理地引导，学生提出的这些问
题不仅是本课的教学重点，而且学生通过发现矛盾学会了一
种提问的方法，达到了知识和能力的双丰收。

课堂教学总离不开这三要素。怎样能使教师、学生通过文本，
实现三者之共鸣，这是很重要的。教师角色的转换就是把教



师融入教学之中，教师要用学生的心去看自己的教学，要换
位思考；教师要融入文本之中，用心去感受文本的真实内涵，
要和文本的本质合一；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是组织者、指
导者、引领者，是使课堂更加充满活力的催化剂。教师所做
的一切完全为了学生，没有学生全然的投入，老师的努力又
会有何意义？所以教师通过预设的、随机的、悠然生发的主
导作用，来体现学生的学习主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