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教学反思(精选6篇)
辩论是一种挑战自我的活动，通过辩论，我们可以认识到自
己的观点和知识的不足之处。3.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好准
备，并进行清晰准确的陈述？如果你希望提高自己的辩论能
力，可以阅读一些相关的辩论教材和参考资料。

小学教学反思篇一

学生不会提问，是因为他们不知从哪入手，不知提什么样的
问题。起始阶段，教师应注意通过示范提问，向学生展示发
现问题的思维过程，使学生受到启迪，有法可循。当然，在
示范提问的基础上，教师还应注意启发引导，让学生尝试提
问。

1、从课题上质疑

教材中许多课文的课题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引导学生针对
课题提出问题，既有利于探究和理解，又能培养学生的质疑
能力。如教四年级科学《固体、液体和气体》，出示课题后，
引导学生质疑。问学生：谁能分清固体、液体和气体?你能举
例说明吗?为更好地理解物质的状态做了铺垫。

2、从课题的重点，难点处质疑

对课题重点、难点的质疑，既有利于学生深入探究本课主题，
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课题进行教学。

3、从矛盾之处质疑

细心呵护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
求知欲，引领他们学习与周围世界有关的科学知识，帮助他
们体验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法，使他们了解科学、技术与社
会的关系，乐于与人合作，与环境和谐相处，为后继的科学



学习、为其他学科的学习、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学习这门课程，有利于小学生形成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科学的
自然观，并将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发展他们的个性，开发
他们的创造潜能。

小学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反思又称反思性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在先进
的教学理论指导下，批判地观察自我的主体行为表现及其行
为依据。通过观察、回顾、诊断、自我监控等方式，对教学
实践进行思考、反馈、评价、探索，解决教学中的的实际问
题，针对教学中的“教”与“学”两方面活动的过程及效果，
对它们的合理性做出准确的判断，查摆自己缺陷，扬长避短，
不断改进教学。

新课程背景下小学科学教育的责任和目的是：注重培养学生
良好的科学素养，通过科学教育使学生逐步领会科学的本质，
乐于探究、热爱科学，并树立社会责任感；学会用科学的思
维方式，解决自身学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小学阶
段，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他们乐
于动手进行具体操作，这一时期是培养科学兴趣，体验科学
过程，发展科学精神的重要时期。

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而
科学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的科学教育将对一
个人科学素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承担科学启蒙任务
的科学课程，将细心呵护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
科学的兴趣和求知欲；引领他们学习与周围世界有关的科学
知识；帮助他们体验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法；使他们了解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乐于与人合作，与环境和谐相处；
为后继的科学学习。学习这门课程有利于小学生形成科学的
认知方式和科学的自然观，并将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发展
他们的个性，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现将自己的科学反思谈
一下：



小学教学反思篇三

这里重点是分层施教和分层练习。在课堂教学中，对优生
以“放”为主，“放”中有“扶”，重在指导学生自学；对
中等生和后进生以“扶”为主，“扶”中有“放”，重在带
领学生学习。这样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各不相同的“最近
发展区”前进，后进生必须基本上达到课程的要求，优生尽
其所能拔尖提高。尽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全体学生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积极作用。

小学教学反思篇四

在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
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
“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
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
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
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
的甚至阻碍。

小学教学反思篇五

这一点是生本教育最根本的一点体现吧，封住自己的嘴的同
时，意味着教师要做大量的工作。如何让学生学的多，怎么
样学生才愿意学。课前的准备工作不言而喻是很有挑战的，
如何在课前设计有趣味性、有探索兴趣的问题，这是一节成
功研讨课的关键。起初，预习并不顺利，学生只是作为一项
任务把它完成，再加上孩子的识字写字能力还很差，所以预
习作业往往完成的不佳。低龄儿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自主
学习的能力当然就不是很强，但是对于挑战性的任务甚感兴
趣，比如，和别人比赛谁的方法好，谁学会的快，谁能自己
解决较有难度的事情，谁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优胜者。正是
基于这些易刺激学生大脑兴奋的诱因，我在预习中多加入了



挑战性的问题解决，学生的兴致提高，已能慢慢主动提高作
业的质量，多展示自己的想法。

小学教学反思篇六

在课外阅读中我了解到分层教学，它是在教学过程中，针对
学生不同的个性特征与心理倾向，不同的知识基础与接受能
力，设计多层次的教学目标，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从
而使全体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学有所得，先后达到课程的
要求。在一年教学的实践中总结，我认为分层教学的方法，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