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拓展的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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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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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的教学反思篇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90岁生日前夕，我有幸对他
进行了独家专访。

袁：那是60年前吧，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亲眼见到农民们为
了换一点良种，翻山越岭，不惜血本，还是饿着肚子。我就
想，民以食为天，我是学农的，知道杂交优势，就选择了杂
交稻。

我：那袁老，当时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交优势的观念
是权威理论，您当时怎么想的？

袁：既然我认定了走杂交稻的道路，就特别关注孟德尔、摩
尔根的遗传学新理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我只想着
怎样提高水稻的产量。

袁：第一次呢，是发现6株天然雄性不育植株。水稻开花时，
我们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跑遍了华南的山山水
水。第二次嘛，是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的配套成功。
为此，我们整整花了8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
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能成功。于是，我们栽培稻的小
圈子，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
为此，我们又跑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
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不育株。接着，我们选用1000多个



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袁：这个，我倒记不太清楚了。嗯……让我仔细想想。对了，
文革的时候，他们说我是搞资本主义，要割我的尾巴，结果
把我的实验田全毁掉了。我看到一口枯井盖边有秧苗，就不
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袁：我有两个心愿：一是把“一系法”“超级杂交稻”合成；
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这样，我就能含笑九泉了。

采访结束了，我漫步在稻花香里。吟哦着“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袁隆平院士临别时的话又在耳畔
回想：“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
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
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袁老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的两个心愿因为他六十
年的情有独钟，已经变成了现实。

拓展的教学反思篇二

着重突破的难点有两处：

一是理解点燃氢气前为什么要先验纯的原理，进而引出“爆
炸极限”的概念；

二是理解纯净氢气点燃安静燃烧，不纯氢气点燃可能会爆炸
的原因。

教学过程分析：

在教学目标引导教学的思想规范下，我的教学设计突出了如
下几个方面。



一、课堂的引入震撼人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上课时就能吸引学生、激发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尤其重要。

我是这样做的：如右图装置，去掉底塞后，点燃这瓶氢气。

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然后通过质疑引导学生探究这节课
的重难点（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这瓶氢气能
安静燃烧，过了一会儿却发生了爆炸？）以达到以质疑引导
探究的作用。

二、重视课堂小结。

教学中，引导学生自己反思、自己整理、自己归纳，并通过
习题练习的'反馈，强化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三、注重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过渡自然。

如进行“[活动与探究一]氢气流吹肥皂泡”实验，学生归纳
出氢气的物理性质后，向学生介绍：我们学习一种物质，不
仅要了解它的物理性质，更重要的是学习它的化学性质；氢
气在常温下化学性质稳定，但在高温或点燃条件下，能跟许
多物质发生反应；氢气的化学性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引导
学生猜想）？从而过渡到氢气化学性质的学习。

拓展的教学反思篇三

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自己如何学，教
中学，学中教。本文很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教学反思的认识
和理解。然后围绕“真”、“善”、“美”这三个方面分别
论述了自己是如何写好教学反思的。说明作者在教学中非常
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中一句“但偶然看到‘真、善、
美’三字时，突然发现，原来写教学反思，正是在教学生命



中对这三个字的孜孜追求。”很有新意。虽然说文章不长，
但把要论述的内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的老师写论文的
时候千万不要“无的放矢，不知所云”。论文应有鲜明的论
点，所论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失去目标，空发议论，便失
去了论文的价值。一篇优秀的论文，它的观点应该语言精练，
紧扣中心，并能准确地概括自己所写的内容。如果你想让自
己的教学有生命，那么你就坚持写教学反思吧！

教学反思写什么？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对它进行描述。写
教学反思有什么用？我也无法很理性地予以梳理，只觉得在
翻阅以前的备课本时，浏览一下日常的教学反思，便勾起一
个个小回忆，好像看到了一颗颗珍珠，虽不耀眼但依然光亮。
教学反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魔力”？“独上高楼，望
断天涯路”，依然无法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偶然看
到“真、善、美”三字时，突然发现，原来写教学反思，正
是在教学生命中对这三个字的孜孜追求。

“随机抽取五名男生到讲台复述，磨蹭了好半天，结果3人开
了口，2人一言不发，且站立的姿势不端正，他们自己都觉得
尴尬，我这个老师也不安。随后，又点了平时口语表达不错
的学生上讲台复述。当时剩下5分钟，但这位学生对课文也不
熟悉，复述时还不时看黑板提示，最终全班只有3人作了很流
利的.复述。可见本文复述难度较大，备课时学情估计不足，
课堂上又没有及时调整，实在是一次失败！”（茨威格《伟
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教学反思追求的“真”，即真诚、
真实。给人评课，总难免带些世故。但写教学反思，给自己
评课，则大可不必这样前思后想、怜香惜玉，可以直奔主题，
用百分之百的真诚对待自己的课堂教学。

《土地的誓言》教学反思写完了，但依然被自己的激情所感
动。上课时的激情，写反思时的激情，仍然难以抑制。寻思
自己的心情为何这般激动，激情为何这样高昂？是被作者端
木蕻良对关东原野“炽痛的热爱”所感染，还是自己的心原
本就“喷涌着热血”在“泛滥着一种热情”？是许多学生原



本淡漠的心绪被我所打动，还是学生燃烧的激情影响着我？
不管答案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写这节课的教学反思，
让激情继续延续，让热血继续沸腾。――教学反思追求
的“善”，是指善良，有善意、有爱心等，是一种人本主义
关怀。对我们教师而言，则主要是指高尚的师德、纯洁的师
魂。在向善的过程中，教师会积极调整价值取向，不断改变
教育观念，努力完善自我人格。

文言文该如何教？怎样让兴趣与实效成为孪生兄弟？“自
读――点读――自译――质疑――复述―――探究”，以学
生为主体、以诵读为主导的文言文教学模式逐步在教学反思
上呈现出来，课堂精彩高效，学生兴趣盎然。如何提高学生
的阅读水平？如何让个性化阅读走向农村学生？用批注作杠
杆，改变了学生被动式的阅读，拨动了无问题学生的阅读神
经。用交流批注方法打开基础薄弱、缺乏自信学生的嘴。阅
读作批注，互相交流批注，在农村初中学生与个性化阅读之
间建起桥梁。――教学反思也追求“唯美”，即对教学方法
的不断优化，对教学艺术的不断追求。在追求“唯美”的同
时，教师积极探寻适合农村中学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努力
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实现了从搬运工向研究者的角色转换。

有位教育名家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的教案不可能成为名
师，如果写三年教育反思能成为教育行家。”坚持写教学反
思，我们的教学艺术和教育思想，就能迈向“真、善、美”
的更高境界！

《拓展性课题最轻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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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的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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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课题名称

《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课题反思

教学反思

百分数的意义是在学生学过整数、小数特别是分数的概念的
应用题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百分数的
意义，解释生活中的百分数的具体含义，体会百分数在生活
中的巨大作用，也为学生能够正确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打
好基础。



通过教学，我觉得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本课设计意图：

一、学习生活中的百分数

《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数学教学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
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
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
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在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进步发展。因此，这一课的设
计抓住了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利用学生熟悉的生
活用品来体验百分数的意义，体会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好处，
并利用北京奥运会筹备的一些资料，生活中的淡水量资料，
要求每位学生找身边的百分数等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
现实生活情境中轻松地感受和体会百分数的产生、意义和作
用，做到知识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学，到生活中去，真正
学习生活中的数学。

二、充分体验百分数的意义

运用学生收集到的百分数的例子来表达百分数的意义，充分
体会百分数是表示两个量之间的一种倍比关系，学生学习不
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新课标》中提到：
数学教育应该“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
础上”，“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过程中真正理解
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
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在教学中，学生在新的环境中，有
些拘谨，使课堂气氛不是那么浓郁。这也需要在进后的教学
中训练，使课堂充满思维活跃的因素。

三、巧用生活中的实例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为学生能够理解百分数便于比较的优势，我收集了营养快线、
哈百利、思慕分析其果汁含量来决定买哪种产品，收集了啤
酒、干红葡萄酒、汾酒的酒精度，根据个人需要来决定什么



酒，不仅增长了生活常识，也能体验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缺点：本人课堂教学中，语气比较平淡，没有抑扬顿挫。使
得课堂有些平淡。由于在23/100米相当于46/100米的50/100
中，学生对百分数的理解出点一些问题，使自己有些紧张，
没有处理好，影响后面的一个教学环节漏讲。说明我课堂教
学处理能力欠佳，不能很好地处理课堂的突发事件。

拓展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通过实验可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热情，注意引导学生
观察及比较分析其中的化学内容。通过氢气的可燃性，增强
对氧气助燃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燃烧与燃料进
行典型案例的铺垫；通过氢气用途中涉及的氢气的还原性，
增强对氧气氧化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中形成还
原性、还原剂等概念进行初步的铺垫；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
形成可燃性气体必须验纯和如何验纯的知识与技能。

教学中在注重上述知识与技能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围绕本单
元的'教学中心——启蒙微粒观。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和爆炸
极限，适当渗透一些微观粒子运动分析，为宏观到微观的思
维分析搭桥，为今后学习物质的微观结构奠定基础。

总之，教师需要明确，这节课主要学习哪些内容，这些内容
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