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不一样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不一样的教学反思篇一

《不一样的你我他》是三年级下册品德与社会第二单元的第
一课。本课体现《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的要点是：了解
自己的特点，发扬自己的优势，有自信心。知道人各有所长，
学会欣赏和尊重别人。

在本课教学设计中，本着营造“真实、真情、真味”的课堂，
我把所有的活动溶入到游戏中，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悟提高
道德认知，从真实体验中，品味不一样的你我他。

在活动教学中，注意了活动的层次性、目标性。我设计了五
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听一听”，通过听声音辨别动画人
物，让学生感受声音的差异。第二个活动是“猜一猜”通过
每个学生各具特色的自画像，介绍自己、理解自我，并通过
与他人比较，初步意识人与人存在着差异。第三个活动
是“夸一夸”生活是学生最好的老师。让学生通过观察身边
的同学，表扬身边的同学，很好地实现了课堂与生活的接轨，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生活的乐趣，从而使学生懂得要
在生活中善于发现。让学生评出班里有哪些“小明星”，让
学生意识到：正因为每个同学的不同，我们的班级生活才会
丰富多彩。第四个活动“画一画”，通过大家作画，让学生
知道，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想象。第五个活动是
“演一演”，让孩子大胆展示自己的特长，让学生明白要对
自己有信心，要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才能给我们的班级创
造精彩，思想在此受到了震撼，得到了升华，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明白道理，学到知识。这几个活动的设计都是有目的
的，贯穿着逻辑性，可以说是逐步提升。

本课的教学设计，以学生真实生活活动为基础，以培养学生
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良好品德为目标，从学生直接生活经
验入手，设计了源于学生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审
视自我，体验不同。每一个环节均体现出“真实、真情、真
味”的课程理念，如让学生在听一听、猜一猜中感受声音、
长相的差异，在夸一夸中寻找性格的差异，在画一画中展示
想法的差异，在演一演中比较特长的差异，最后让学生在领
略差异的风采中礼赞差异，促使学生由感性认知升华到理性
认知，将课堂真实化。

新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的课程生活，要了解儿童是不
容易的，所以教师要变“备教材”为“备儿童”。由于新课
程强调师生互动，课堂上就会不断生成新的问题，这就需要
教师具备更好的教学艺术和智慧去面对学生生成的问题。在
此次的教学中，还有许多的不足，如让学生学会尊重不同的
难点还没有突破，今后还需要不断改进，不停探索。

不一样的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东明打电话跟我说“你去男生宿舍看
一下，文杰把宿舍楼梯的玻璃打烂了”。我刚洗完澡在床上
准备第二天的班会内容，打算弄好就早点睡，这四天来空余
的时间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睡觉”。可是那是我们班的
学生，他犯错了，我也要负责！

我穿着拖鞋拿着手机就来到男生宿舍的楼道，看着文杰拿着
扫把在扫玻璃碎片，他一脸内疚又害怕的样子，我真的不忍
心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劈头盖脸一顿骂。如果我是他，我不
服气！虽然是做错了事，但是并不是故意的。

因此最后无言的我只问了一句“是你做的吗？”他轻轻的点



头，没有犹豫也没有推脱。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我确实不
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的内心一直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无论
如何我都要护着我的学生，也许我天生就护短吧！

但是没多久主任就说要通知他的`家长来，从文杰听到说家长
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的脸色有点不对劲，在后来与他的
谈话中可以知道他的父亲极有可能会揍他一顿。然而这样我
是不愿意的，我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他被打被骂，孩子也是
讲理的，只要他们认识到错误就好了，何必这样对他们呢？
而且这件事他确实有错，但他并不是故意的，所以我打了李
主任的电话，我请求他不要把文杰家长叫过来，可，他并没
有同意。

后来我跟副队长才懿找到李主任，李主任跟我们说当他听到
是我们班出事之后他就觉得是文杰干的，因为他经常这样出
状况。主任就是觉得文杰是故意的，我们为文杰解释，主任
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学校那些学生的皮就像“铁皮”，有些
学生就是故意的去做些坏事引起老师的注意。其他班就有一
个大个子，别人睡觉的时候就故意去摇醒他，抢了别人的洗
头水自己用不还给人家，还故意拿绳子绊老师只因为老师上
午训了他，好声好气说过他可是他都不听！所以我们也只能
通知家长，可是家长都不理会，因为见家长都不关心自己的
孩子，只是因为义务教育不用钱就把孩子放到学校来放养，
所以老师也不想用心管他们了，也不跟他们生气”

听到李主任的话我真的很心酸，很心疼他们，但是我相信文
杰不是这样的孩子，他认错，他知道要改，所以我恳请李主
任给文杰一次机会，最后李主任确实给了这个机会给文杰，
他也决定相信我们队伍，相信我们又能力可以改变他。

在我心里每个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何况他们还只是个孩子，
他也懂得感动感恩，我相信这次经历这次会比请家长来更管
用。有时候啊，孩子也需要呵护！



不一样的教学反思篇三

卡耐基曾说：时时用使人悦服的方式赞美人，是博得人们好
感的好方法。记住，人们所喜欢别人加以赞美的事，便是他
们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大人如此，孩子也是如此。每个
人都希望得到肯定，孩子也一样，如果当时我们换一种方式，
在赞美中指出他写的不足之处，可能效果会好很多。从这件
事中我发现，赞美也许比一味的批评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今后一定要多赞美自己的孩子，也愿每一位家长能够多赞美
自己的孩子。正如约翰逊所说：赞美，像黄金钻石，只因稀
少而有价值！相信我们的孩子会在赞美声中成长更快！

不一样的教学反思篇四

著名油画家王琨应美国南德克塔大学邀请赴美讲学，离讲课
还有几天时间，杰夫教授安排他们参观一下这所大学及各工
作室。在路上，碰到杰夫的学生，杰夫就向王琨介绍说：这
是我们班里最好的学生！

接着，又碰上一学生经过，杰夫又介绍：这是我班里最捧的！
后来到杰夫班里参观时，发现碰上的几个学生不仅是最好的，
甚至是较差的，这让王琨不得其解！后来发现杰夫教授在上
课的时候也总是鼓动学生，尽量发现他们的优点加以夸张，
每个学生都心情愉快，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非常努力，六
七十个学生没有谁和谁相似，谁和谁雷同，谁模仿谁。王琨
想，他们心里一定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受到尊重的人是自信
的，身心的愉悦对创造性和想象力是有帮助的。如果杰夫整
天挑他们的“缺点”，剩下的恐怕就是自卑和模仿了。王琨
最后写道，他很羡慕那里的学生，在赞美中学习和生活是件
多么幸福的事！他们的“本真”受到了呵护，这样的学生在
今后的工作中是不会随波逐流的，不会一窝蜂去赶时髦，更
不会以模仿他人为能事。因此，在美术教学中，评价目的.主
要是为了改善和促进学生的发展，评价标准应体现多维性和



多级性，以适应不同个性和能力的学生。鼓励学生根据自己
的特点，提高学习美术的兴趣和能力。

如：《你我他》一课中，学生把眼睛画得牛眼那么大，有的
眼距太宽，有的比例错位，头发就长在头顶一小撮，辨子画
得象两只牛角……。此时我便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画，
指出同学们画中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在肯定和
鼓励的基础上，我十分谨慎地指出画中存在的不足，以商量
的口气寻问学生这样是否更好，并给予演示。对学生的画进
行点评，或与教师探讨，这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由过去课堂
上被动的接受转化为主动求知，因为我相信，著名教育家韩
凤珍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孩子最宝贵的东
西--自尊心。”！

不一样的教学反思篇五

一、关于材料内容的选择

材料内容的选择有亮点也有不足之处。我们把“穿衣服、叠
被子、洗碗、微笑”四幅图作为教学内容。意在让幼儿说出
自己在家和在园在这几件事情上的不同表现。结果发现，这
些事情对大班孩子来说一般都能完成，只有叠被子，因为园
内是上下铺的床，安全起见，睡在上铺的孩子是不用叠被子
的，睡在下铺的孩子是需要叠被子的，这对一部分孩子是不
公平的，缺乏家园的对比性。“微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班内有几个性格内向的孩子需要这方面的引导。

二、材料的调整

统计表可以设计得再丰富些，内容可以涉及到幼儿一日生活
的一些细节，有可以让幼儿正视自己、认识自己并真正能够
获得发展、转变的内容，让幼儿有选择比较的机会。如同样
是衣服的内容，可以设计洗衣服、折叠衣服、自己穿脱衣服，
拉练衫、套头衫等；同样是碗的图片，可以衍生出不剩饭菜、



不挑食、吃完饭后自己放掉碗勺收拾整理桌子；再如洗手也
是需要经常提醒督促的一个卫生习惯问题。在幼儿园由比较
严格的要求和制度来保证幼儿的饮食卫生，那么在家里是否
也能做到呢？这也是一个有很强对比性，值得孩子们去注意，
去改正的一种习惯。

三、活动中的亮点

虽然本次活动的材料设计不是很完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
是有一些亮点值得自己回味。首先是孩子们想象能力的主动
发挥。在讨论衣服图片时，很多孩子说“我在家自己穿衣服、
在园也是自己穿衣服的”有的说“在家我不洗衣服的，在园
我也不洗衣服的”有的说“在家我不叠衣服的，在园我有时
候叠衣服的”正是孩子们对这些图片的'不同理解，才让我有
了拓展材料内容的想法。

在讨论如何使自己学会叠被子环节中，思龙说“我在园里是
叠的，可是家里的被子太大了，我根本叠不动”这句话大大
提醒了我，有些事情不是孩子们不愿意做，而确实是超出了
他们的能力范围。经过大家的讨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在家叠小被子。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被子，但是在生
活中，似乎被叠被子这个听起来超呼他们能力的词，把孩子
们堵在叠被子门外了。

四、活动体会

任何一个教学活动都要充分考虑材料的选择，要紧紧围绕目
标，突出要解决的矛盾、难点，这样才能做到物为其用。本
次活动目标中隐含着“对比”这一概念，那就要有针对性地
选择一些在家在园有可能有显著区别的、针对大班幼儿生活
自理能力特点的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后面的“改进”环
节做铺垫，另一方面也能让幼儿在对比中认识自己的不足、
欣赏自己的优点。让教学活动真正起到点金成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