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优
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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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篇一

1．本课教学多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意在培养学生
与他人平等地交流与合作，学习民主地参与集体活动的能力。

2．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通过动手操作，欣赏感悟等多
种形式，让学生感受到成长在集体中的幸福，从而培养学生
的集体荣誉感、集体责任感。

3．儿童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知识和能力的发展、经验
的.积累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教学活动要注意活动之间
的连续性，帮助儿童获得彼此联系的、不断深化的经验和体
验。

4．适当使用多媒体，设置不同的情境，引导学生深入其中，
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自觉地做到心中有集体，
心中有他人，树立处处为集体争光的思想。

5．在实际教学中，要关注后进生，给予适当帮助，使之愉快
地完成学习任务。

6．对学生的评价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从班集体的整
体面貌进行评价：班集体的凝聚力是否增强，班纪班规是否
建立，班风学风是否好转；其二，从学生个体角度进行评价：



学生对班集体的活动参与积极性是否提高，对班集体的关心
程度是否有所增强等。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篇二

一个学期的工作已经结束，下面对该学期的教学工作作总结
以及反思。

在这一个学期里，我在思想上严于律己，热爱党的教育事业。
去年下半年我向学区党支部递交了，所以这一学期来我都是
以党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
力争在思想上、工作上在同事、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榜样的
作用。

在"七一"那天，我还荣幸地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使自己的
思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是对自己思想上严格要求的
一个新的.开始。一学期来，我还参加各类政治业务学习，努
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
配合领导和老师们做好校内外的各项工作。

在教学工作方面，整学期的教学任务都十分重。但不管怎样，
为了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我坚持经常翻阅《小学数学教
学》、《优秀论文集》、《青年教师优秀教案选》等书籍。

还争取机会多出外听课，从中学习别人的长处，领悟其中的
教学艺术。平时还虚心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每上的一节课，
我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的信念是：决不打无准备的仗。在
备课过程中认真分析教材，根据教材的特点及学生的实际状
况设计教案。

这学期主要担任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思想品德的教学及其
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因为已经接手第二学期，学生的思
想、学习以及家庭状况等我都一清二楚，并且教材经过上学
期的摸索，对教材比较熟悉，所以工作起来还算比较顺利。



培优扶差是一个学期教学工作的重头戏，因为一个班级里面
总存在几个尖子生和后进生。对于后进生，我总是给予特殊
的照顾，首先是课堂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

然后是在课堂上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课后多
找他们谈心、交朋友，使他们懂得老师没有把他们"看扁"，
树立起他们的信心和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最后是发动班上的优生自愿当后进生们的辅导老师，令我欣
慰的是优生们表现出十分的踊跃，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
当辅导老师，他们说："老师都那么有信心他们会学好，我们
同样有信心。""我相信在我的辅导下，他必须有很大的进步。
""我想全班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是那么好。"

于是，我让他们组成"一帮一"小组，并给他们开会，提出"老
师"务必履行的职责，主要就是检查"学生"的作业，辅导"学
生"掌握课本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给后进生根据各自的状况定
出目标，让他们双方都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老师"们确实是十分尽责，而"学生"时刻有个"老师"在身旁
指点，学起来也十分起劲。两个班所定的9对"一帮一"小
组，"学生"们全班都有进步，有的进步十分快。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篇三

琦君

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

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
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也有，我曾在走
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
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
宅院中，前后两大片旷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惟有



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
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小加入图片时候，
我对无论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
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花……我除了记些
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树那么有姿态，
笨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开花季节也得仔
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可是桂花的香气
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可以
吃。“吃花”在诗人看来是多么俗气？但我宁可俗，就是爱
桂花。

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故乡是近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
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忌”。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
了，“可别做风水啊。”(就是台风来的意思。)她担心的第
一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
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
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
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
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闻十里，至少
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
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
过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
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
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
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
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
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簟，帮着抱住桂花树使
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撮一
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
袅袅，两种香混和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
兴发了，即时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
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
但在我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簟子里，
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
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
香中。念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垅，一座小
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
一定去满觉垅赏桂花。“赏花”是藉口，主要的是饱餐“桂
花栗子羹”。因满觉垅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
成熟，软软的新剥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
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即
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本身就带
有桂花香。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
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心中有点不忍。这大概就是
母亲说的“金沙铺地，西方极乐世界”吧。母亲一生辛劳，
无怨无艾，就是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玻璃琉璃的西
方极乐世界。我回家时，总捧一大袋桂花回来给母亲，可是
母亲常常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

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
桂花雨。

桂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作为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名花，
桂花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桂花的名称很多，因其叶脉形如圭而称“圭”；因其材质致
密，纹理如犀而称“木犀”；因其自然分布于丛岩岭间而
称“岩桂”；因开花时芬芳扑鼻，因而又叫“七里
香”、“九里香”。桂花变得很多，一般把开黄白色或淡黄
色花的称银桂；开黄色花的称金桂；开橙色花的称丹桂。其
中八月桂香气最烈，是桂花中的上品。此外还有花香较淡，
但能多次连续开花的四季桂。

中国是桂花的故乡。桂花喜温暖，抗逆性强，既耐高温，也
耐寒，所以分布很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



南、湖北、浙江等地有野生资源，尤以成都、武汉、南京、
桂林、杭州、苏州等地栽培最多，湖北咸宁、广西桂林更是
盛产。

桂花树高可达10米，树冠球形，树干粗糙，叶大浓绿，四季
常青，树姿挺秀，可称得上是重要的庭院观赏花木，也可盆
栽或插瓶观赏。每到仲秋时节，桂花开放，花香浓郁，让人
心情舒畅。桂花的果实为紫黑色核果，俗称桂子。桂花除了
能供人观赏外，还有多种用途：桂花具有镇静止痛、通气健
胃的作用。桂花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丰富的。维生素，桂花
食品主要是吃花瓣。桂花还能入茶、酿酒。桂花茶是我国特
产，历史悠久；桂花酒甜中带香，嫩黄的酒色中带着淡淡的
翠绿，晶莹剔透，让人惊奇。

1、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
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赏析]通过双重否定句式“不说……没有不……”，间接写
出桂花开得最茂盛时浓郁的香味；而一个“浸”字，更是将
桂花香的无形却无处不在展示得淋漓尽致。

2、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赏析]作者的高喊，直接点出了桂花香，虽然没有下面描写
桂花的多，但是透过桂花从枝头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都是，
真像下雨一般，可见桂花的多与香。

3、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赏析]桂花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仅可以闻，还可以吃。一
个“沉浸”，说明桂花让全村人分享它的香，共享它的花。
一年四季带给全村人花香和甜蜜，让人魂牵梦萦的桂花，在
全村人心目中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



再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写摇花乐的。

4、“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问：“妈，
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
来的。”

[赏析]作者没有一下子描写摇桂花，而是欲擒故纵，采用铺
垫的手法。“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这就为下
文“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赶紧吩咐人提前
摇桂花”埋下了伏笔。

5、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
劲摇。……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竹席上，晒上
好几天太阳。桂花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
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

[赏析]作者摇桂花和摇桂花后的“铺、抱、摇、拣、铺、晒、
收、泡、做”等一系列动词，充分体现了摇桂花和吃桂花的
无穷乐趣。

6、母亲洗净双手，撮一点桂花放在水晶盘中，父亲点上檀香，
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于是父亲的诗兴发了，即时
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
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

[赏析]檀香与桂花的香混合在一起，让人的心灵非常沉静，
就像进入了仙境一般。父亲的诗虽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在作
者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诗中
的“甜”字直接点出了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带给小作者心中的甜蜜，连做的梦都是甜的！可以说，桂花
伴随作者尽享美好的童年生活。父亲的诗从侧面反映出一家
人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和心灵祥和的美好境界。

7、以后我从外地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可母亲



常常说：“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
金桂。”

[赏析]通过对比，显示出家乡金桂的香。其实，外地的桂花
未必真的香不过旧宅院子里的金桂，金桂的母亲心中的地位
是他乡的桂花无法取代的。那摇花的快乐，那父亲的诗歌，
以及全村人的甜蜜，都融在金桂的香味之中了。母亲心中那
份金桂的甜蜜、寻份家庭甜甜的和睦情、那份浓得化不开的
乡情，是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见到桂花，闻到桂花
的香味，引起的是母亲的乡愁，母亲一生辛劳，无怨无艾，
就是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的极乐世界。

8、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
桂花雨。

身心奉献给人类的精神也留在了作者的心里，悄无声息地融
化在作者的血液之中了。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篇四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部分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反复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两次出现。扣住
花香，感受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的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的体会
了“摇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注重对于作者盼望“摇桂花”
的`迫切心情和“摇桂花”的快乐，我引导学生阅读文字，从
领会对话和动词入手，用分角色朗读和让学生说说这样读的
理由，在阅读中体验和感悟作者的急切和快乐之情。

在引导学生感受“桂花雨”的时候，我借助课件提问，从课



文当中找出什么是”桂花雨”，用课文中的原句回答。孩子
们找到后，我又借助课件上的图片，让孩子们再次感受“桂
花雨”的情景。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带着这种感
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字，读出其中的感情，我运用了创设情
境——想象画面，让学生感受桂花雨的飘落，感受到桂花飘
落的快乐。可惜就是由于时间关系，学生创设的场景无法展
示出来，匆匆带过了，有点可惜。

对比母亲的话，杭州的桂花再香，也比不过家乡的桂花。这
里，出示杭州满觉陇的桂花，的确是非常美非常香，但是为
什么母亲还是认为家乡的桂花更香更美呢？回文再读，再次
品味那摇花乐，那桂花香。于是这份快乐更乐，这份花香这
香，情感上自然也就提升到了思乡的层面。

这样的处理，不仅老师的教路非常清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也以一个
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

课文最后我试图通过琦君其他作品，来总结琦君作品最多表
达的一个主题——思乡情。

另外，在时间安排上，我要尽量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自主
学习，当然自主学习不是把时间都留给学生，而是要有老师
适当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在提问内容和理答方式上要注意避
免重复答案或者简单的鼓励，而是要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引导、
激励性的评价。在备课时，要围绕课堂教学目标、内容，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同时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地、主动地提出有
价值的问题，才能提高课堂提问质量。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篇五

春天正是我的`故乡油菜花开花的季节，每年我回到故乡，都
会看见油菜花像黄皇后一样高傲地挺立着。



小时候爸爸逗我：“天天，你知道那个是什么花吗？”我看
着花不知道它叫什么？于是蒙了一个说：“小黄花。”爸爸
笑了笑，告诉我它叫油菜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它的名字。

我喜欢油菜花，因为它看上去很高傲。一棵棵像皇后一样高
傲地抬着头，挺着胸，高高在上，放眼望去，黄澄澄一片，
犹如黄色的湖泊，静静地怒放着。

每年秋天我可以看见许多人在收割“油菜花”，于是我又好
奇地问爸爸：“油菜花不见了，人们在油菜地里忙什么？”
爸爸告诉我，油菜花已结果实了，它就是油菜籽。油菜籽可
以用来榨油，我们吃的食用油就是它榨出来的。我好奇地拉
着爸爸跟着爷爷奶奶去收油菜籽。这是我第一次拿着割刀去
帮爷爷奶奶收油菜籽，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我喜欢的“油菜
花”。原来它是个宝，难怪如此高傲。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油菜花了，因为科学发达了，有了各种
油，油菜花也少了。

我又想起收“油菜花”的快乐情景，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也是我忘不了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