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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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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信教学反思篇一

自从本学期开展学习《弟子规》以来，我很重视。想了许多
方法。为了使学生学得扎实，计划每月背诵一篇，达到背诵
熟练，理解意思，结合实际改正自己没有做到的方面。为此，
让学生每人复印学校发给老师的那一张《弟子规》内容解释。

每天早上，让领读班长带领学习两行，达到背诵。并且逐一
对照理解意思。为了提高背诵积极性，让男女生比赛，班长
打着快板背诵。学生也确实背诵积极性很高，从总序到出则
弟背诵相当熟练，当老师随口提到一句，学生也能说出意思。

马上就要进行期中考试了，像这样的理解力，怎能考出好成
绩？

以后教学时，应该启发他们多角度思维，开动脑筋，遇到问
题多想办法。更主要的，是引导他们多读书！

弟子规信教学反思篇二

《弟子规》教学反思今天教了弟子规的片段。内容是“冠必
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
致污秽。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
食，不如人，勿生戚。”弟子规内容总是朗朗上口，精简干



练，所以孩子们诵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弟子，学生的意思。
规，行为准则。前两行讲的是怎么穿戴和放置衣物。“冠”，
帽子。“纽”，纽扣。“切”，密合。意思是：帽子要戴正，
纽扣要扣好，袜子要穿好，鞋带要系紧；衣服、帽子、鞋袜
等要放在固定的地方，不要随意乱放，以免弄脏弄乱了。后
两行讲的是要注重德学才艺。意思是：如果发现自己在品德、
学问、才能、技艺不如别人的时候，就要勉励自己，奋发图
强；至于穿着打扮、饮食方面不如别人的则不要悲伤难过。
虽然句子精炼短小，但内涵贴切生活，与学生日常行为息息
相关，因此，除了教会学生学习，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理解。
在教学中，未采用以读代讲的`形式让学生诵读识记。首先，
先让学生自由朗读，在这一过程中提醒学生读准字音，读顺
句子。接着我来进行示范朗读，学生再次练习，注意朗读节
奏。然后，我出示难字难词的意思，引导学生自己发现意思
并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大致内容。最后学生反复练习，熟读
成诵。

弟子规信教学反思篇三

1、认真设计教学过程，增强《弟子规》教育的实效性。

教学中，我把教育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紧紧围绕“事勿忙，
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这三句话的思想教育内容
展开，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真正明白如何去为
人处世，切实把思想教育的核心牢牢抓住。

2、认真开展以《弟子规》为内容的班级活动，巩固教学实验
效果。

课堂上我设计了运用《弟子规》的环节，要求学生根据特定
的环境，使用恰当的《弟子规》语言，来规劝或赞扬别人。
这个环节主要是促进《弟子规》的运用，真正让《弟子规》
学习落实在学生的行动中，使《弟子规》得思想深深在学生



心中扎根。

弟子规信教学反思篇四

我们班在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这门课前，我们班有些幼
儿在课间的举动很随意，就如书上写的：“勿践阈，勿跛倚;
勿箕踞，勿摇髀。”上到这些内容时，我觉得很有必要纠正
幼儿这些不良的行为。因为课堂教学是进行“诵读经典诗
文”重要途径之一，如何发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验，我主
要坚持“三个认真”。

教学中，我把教育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紧紧围绕“事勿忙，
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这三句话的思想教育内容
展开，和幼儿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幼儿真正明白如何去为
人处世，切实把思想教育的核心牢牢抓住。

课堂上我设计了运用《弟子规》的环节，要求幼儿根据特定
的环境，使用恰当的《弟子规》语言，来规劝或赞扬别人。
这个环节主要是促进《弟子规》的运用，真正让《弟子规》
学习落实在幼儿的行动中，使《弟子规》得思想深深在幼儿
心中扎根。

弟子规信教学反思篇五

《弟子规》是清代学士根据张示孔子言行的《论语》，以三
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所提炼的做人道理，适用于幼儿的
启蒙教育。古老的文化中蕴含着的是一脉相承的渊源文化和
行为准则。大班幼儿的社会性行为更加广泛，语言表达能力
和理解逐渐加强，辨别能力有待加强，特别是自己处在特定
的环境，小朋友该如何去处理，弟子规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很
好的行为参考，帮助幼儿愉快、大方，有礼貌的与人交往。
作为简练、深刻的古文，《弟子规》能帮助幼儿积累丰富的
文化底蕴，培养幼儿灵性。



在领导、本组老师的共同帮组下，我较顺利的完成了这节观
摩活动。活动中孩子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喜欢参与，乐于诵
读，能较好的理解活动内容。

国学经典学习是我们刚刚涉及的活动领域，它深奥、枯燥、
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但其中又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如何
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认识、接受、参与，是我想要和大家
探讨的，为了设计这次活动，我从寒假就开始构思，虽然考
虑到了要以游戏的形式来开展，但还是没能完全脱离成人的
思考模式，活动显得趣味性不足，对孩子的吸引力不够。但
通过四次试讲，不断地修改，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
兴趣也是越来越浓厚，参与性约束越来越强。

虽然国学经典深奥、枯燥、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但只要
教师在活动环节的设计上能充分的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实
际能力，注重趣味性，孩子一定会喜欢国学活动，乐于参加
国学活动，并一定能从中收获很多很多。

通过这一次的观摩课，在不断地反思、改进的过程中，也让
我发现了自己在国学教学中的不足，学习到很多教学技巧。
我学会了更多的教学技巧，也反思到自己在教育教学能力和
技巧上的.不足。如缺乏灵活性，不善于抓住教育契机等。我
一定会好好反思，仔细消化，将在本次活动中的心得体会运
用于日常教学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