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圆的特征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圆的特征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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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的特征教学反思篇二

在《春天的秘密》活动中，我和幼儿一起把春天的秘密分为
动植物、食品、服装、日用品等类别，并让幼儿自由组合为
若干小组，选出组长，一起去寻找春天的秘密。

幼儿寻找到后，就用图画的形式进行记录，然后相互交流寻
找到的结果并记录在分类表上。在交流中教师引导幼儿观察
同伴记录的方法，幼儿会从同伴那里获得新信息、新经验，
从而促进自身的不断思考，完善自己的想法或构建新观点、
新策略。教师还应放手让幼儿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如怎
样选组长、在共同记录时怎样才不会重复等，这些问题的答
案不应由教师来给予，而应让幼儿在教师的适当帮助下解决，
使他们不断地获得有益的经验。

圆的特征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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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圆的特征教学反思篇四

《鲁本的秘密》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美国小男孩



鲁本为了给母亲买一枚价值五美元的胸针作为母亲节的礼物，
大约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捡了一百条麻袋，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才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的动人故事。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是
对学生进行回报父爱、母爱教育的一个良好契机。

同时这也是一篇略读课文，文本文字又浅显易懂，因此我把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全部放在预习里，放手让孩子们自学，课
堂上只是检查孩子们的自学效果，让学生自读、自悟，读中
自由谈体会，把主动权，选择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
教学中的主体。教学时我这样安排：我先要求学生自由朗读
课文，在学生读得正确、流利的基础上，让学生读读“阅读
提示”，按照提示的要求自读课文，着重抓住：

（1）用了多长时间？

（2）共捡了多少个麻袋？

（3）作了怎样的努力？

（4）鲁本为什么要筹钱给妈妈买礼物？等问题共同讨论、交
流，领悟鲁本为给母亲买礼物所付出的代价，体会到鲁本对
母亲的爱。

然后我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对照鲁本对母亲的关爱
谈谈自己的感受，相机教育学生珍惜母爱，学习鲁本从小事
做起，学会关爱父母，使学生从心灵深处受到感染教育。紧
接着我又让学生谈谈今后打算如何用实际行动为爸爸妈妈献
上自己的一份爱？有的学生说：“到了爸爸妈妈的生日时，
我要制作精美的贺卡送给他们。”有的说：“我要努力学习，
用优异的成绩向他们报喜。”有的说：“我要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事，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我想通过这个环
节，学生一定懂得了父爱、母爱的伟大无私的，懂得怎样回
报父母的爱，从而也就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重点。



另外，我把课堂的重点放在朗读上，让学生通过读来体会鲁
本对母亲的深爱，再把体会读进课文里。整个教学以一
个“情”字贯穿始终，唤醒了学生心中那沉睡的亲情，使学
生与主人公鲁本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

但是，由于我在理解文本时，领悟还不到位，重点段的`处理
还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在课堂环节的过渡上，还缺乏灵活性；
在对学生的评价上明显地感到语句贫乏。从开始准备到这节
课结束，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不仅应具有教师的
基本素质，更应具有较好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正确解读文
本，读活文本，唤醒文字背后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平时
要多读书，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有
底气，才能微言大义，发人深省，才能更机智、巧妙地捕捉
和处理课堂生成的各种资源，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预约到
不期而至的精彩。

圆的特征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的活动是安全教育教学活动《滑滑梯》，滑滑梯对于中
班的孩子来说，吸引力非常之大。每一次在玩滑滑梯的时候，
小朋友总是争先恐后，身体像一条条小鱼一样接踵而至地往
下滑。今天，我们通过儿歌的形式帮助孩子了解各种动物滑
滑梯时的不同特点。由于孩子本身对动物的特性有自己的认
识，如小兔子会跳、小松鼠会跑、小刺猬则会缩成一团向球
一样滚。为此我就利用孩子对动物特征的`了解，迁移到小动
物在滑滑梯时又是怎样的呢？让孩子自己来对《滑滑梯》这
首儿歌进行建构。在活动中发现小朋友们对原有知识掌握得
很好，孩子都能较好的表述出动物滑滑梯的样子，只是不能
正确的运用“哧溜”、“扑腾”、“叽里咕噜”等象声词。
但在给予他们“哧溜”、“扑腾”、“叽里咕噜”这些词后，
孩子也很容易理解。孩子学习的兴趣很高，很快就能朗诵这
首儿歌。但在请孩子自己来创编还有谁是怎样猾滑梯时，他
们只会对自己滑滑梯时的过程进行创编，“小朋友滑滑梯，
哧——一声滑下来。”我想可能是我对孩子的兴趣与经验还



把握不够。由于幼儿的能力差异，孩子在活动中探索发现有
深有浅、有快有慢，对能力比较强的幼儿，教师能启发引导
他们想更多的方法，能力比较弱的幼儿在旁边小朋友的影响
下，能模仿别人的操作，每个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多
次的尝试活动，自己找到了滑动的部位，整个活动始终处于
一种积极的尝试氛围中，活动结束时幼儿还余犹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