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优质6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
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古诗教学历来是阅读教学的一大难点。而简笔画的自如适时
运用，则不失为古诗教学的一种好方法。

一、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领略诗情。所谓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由于古诗内容的时空跨度太大，加之学生的阅历又太
浅，他们很难体会诗中的意境，很难心同此情，意同此理。
而简笔画的运用，则使诗词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图文并举，
入情入境，缩短了学生生活与诗词内容的时空距离。在充分
感知的基础上，加深对诗意的理解、诗情的品位。于是，诗
句背后的诗味和意蕴，就在视觉的召唤和引导下，喷涌而起、
一泻千里。如学习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学生通过欣
赏图画，真实的再现了王维与元二在蒙蒙细雨下惜别的感人
画面。由于画面的出现，学生结合诵读诗句，很自然的明白
了前两句勾勒了一幅春雨离别图。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学
生自然的产生了无穷的遐想。我又抓住这个契机，让学生模
拟表演，再现当时分别的情境，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诗
人与友人依依惜别之情。如右图：

二、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化繁为简。简笔画的运用，可以
有效地调动学生的思维，使复杂模糊的思路一下子明朗化。
如学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学生通过观赏
图画很自然的弄明白了孟浩然的辞别之地及到达之地。并且
再现情境、引发联想。画面上江水浩浩荡荡，一只小船愈行
愈远，唯有诗人伫立在江边远眺，心中惆怅之情更是溢于言



表。在这里简笔画起到了化繁为简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课堂
效率。如图：

三、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学生提高背诵速度。如果学生只
是单纯机械的吟诵，则速度太慢，而且不太牢固。反之，简
笔画则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就可以化抽象为形象，
大大提高识记速度，增强牢固性，如学习李白的《独坐敬亭
山》时，我让同学们充分朗读后，迅速勾勒出一副图画，并
要求他们在理解诗意后，借助图画背诵古诗，结果，学生在
很短的时间里背会了古诗，而且记得很牢固。如右图：

总之，简笔画在古诗教学中，对于帮助学生在理解字词、诗
境，对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抽象
的思维变为具体的感知，都有它的积极的作用。我们如果适
时运用简笔画这一手段，将会在古诗教学中收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更好地为学生架设了形象思维至理性思维的桥梁。

[简笔画与古诗教学]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教学内容与目标

1、了解人物头像的基本结构和特征。

2、学习认为头像的画法，运用发散思维添画人像。

3、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欣赏和了解人物头像的表现方法，学习利用头像
的一半创造性的添画另一半。教学难点：发散和想象，运用
不同方法进行表现。



教学准备：

人物头像图片，绘画用具。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引入新课

二、新授

出示课本中提供的素描、油画、版画、中国画等大师作品。

1、简单归纳脸型、五官的的基本特点。

2、欣赏作品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物特点

3、简析作品的绘画特色及风格：

a素描注重光影和体积感的表达；

b立体派油画注重形块的空间表达，简化人物的细节；

c中国画强调笔墨的韵味、民族的特色。

学生答：可以用圆珠笔勾线，画线描；可以用彩色水笔添画，
用夸张的色彩来表现；可以用油画棒添画，用色彩明度对比
的方法来表现另一半；可以用颜料来添画，模仿印象画派的
风格。

三、学生练习，师巡回指导

作业要求：根据不同人物头像的基本特征，有创造性地画出
人像的另一半。

教师巡视，对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帮助。



对发现的普遍问题，如构图大小、用墨浓淡、表情呆板等，
给予及时点拨、启发，帮助学生解决。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在高三复习中，我结合高考中对《基本不等式》的考试要求
以及近几年来对这部分知识点的考察，特设计了本节复习课，
首先从知识点和解题方法、要求方面进行复习，然后精讲三
个例题，帮助学生形成这类题的解题思路和解法规范，接下
来由学生进行练习、分组讨论、上黑板板演，最后师生共同
总结，完成本节课的任务。

上完这节课后，我对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进行了反思，得到
以下几点：

1.课题引入

在教学案和发给学生的导学案中，首先用问题的形式呈现本
节课的知识点和解题方法，学生通过回答问题，掌握本节课
所应用的知识点，为后面的解题打下基础。

2. 精讲例题

通过精选的三个例题，和学生一起回顾《基本不等式》的基
本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常用的变形方法----配凑法，以及
解题的一般步骤，为学生作好解题示范。

3. 课堂练习

在本节课中，我精选了五道往届的高考真题，供学生进行练
习，并且提前让学生进行练习，然后在课堂上与同学进行交
流、讨论，对于一道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学生讨论的过
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对于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指
导。



4. 学生板演

学生通过讨论，对于问题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每个小组叫
一个同学进行板演，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也让同学们
有了展示的机会。

5. 学生讨论

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有讨论的时间，增强学生之间的交流，
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在小组内说出自己的想法，在倾听中学
会交流和提高。

6. 课堂小结

学完本节课后，让学生先进行总结，然后教师启发同学们进
行补充，既总结所学的知识点，又总结学习过程和所采用的
数学思想方法。

在本节课中，由于有些学生提前做的练习比较少，因此课堂
练习的时间显得有点紧，有个别同学没有做完布置的五道练
习题，还有，由于很多高考题目对于应用条件中的“三相
等”考察得不多，可能导致有些学生对这个应用条件不够重
视。

讲完本节课，和同教研组的教师进行讨论交流后，对于今后
工作的启示，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在教学中，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2. 布置的练习多督促检查，让学生先自己动手，为课堂教学
中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打下基础。

3. 组织学生的小组讨论，激发学生讨论的热情，引导学生与



同学合作交流，分享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4. 高三的复习课可以以先复习相关知识点，再讲解典型例题，
然后学生练习，、小组讨论、上黑板板演，最后师生总结的
模式进行。

5. 在高三复习时，习题可以用往届的高考真题来进行，既提
高学生的做题能力，又增强学生对高考题的适应能力，降低
高考的神秘感。

6.在进行课堂总结时，既总结所学的知识点，又总结学习过
程和所采用的数学思想方法。

总之，在进行高三复习时，既要考虑高考的要求又要结合本
校学生的实际，在组织复习的过程中，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
来，帮助学生掌握高考常考的知识点和常考的考题类型，有
效地提高高三复习的效率。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课堂开放日，我们作为家长也走进了课堂，真正做了一
回‘高中生‘。第一堂课就被英语剧吸引了，孩子们扮演角
色，乐在其中，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让坐在后面的我也跃
跃欲试。”日前，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以下简称“长沙21
中”）“教学开放周”活动举行，走进教室和孩子一起听课
后，k1902班学生的家长写下了这段感言。

据了解，此次长沙21中的教学开放周为期三天，以“开启智
慧课堂，放眼未来教育”为主题，由信息技术教学研讨、教
学开放、青年教师十分钟片段教学比赛、特色活动开放等四
大主题活动组成。

其中，在信息技术教学研讨中，长沙市“网络教研联盟”物
理教研活动暨西宁市“种子教师高级研修班”团队走进长



沙21中进行了交流探讨。作为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团队的代
表，该校初中信息课改班老师庄雨果、黄爱君和任巍分别向
来宾们呈现了三堂信息展示课。随后，高中信息课改班老师
李敏姿在录播教室带来了一堂以《共点力平衡》为主题的教
研课。

课后，全体与会老师进行了教学研讨。长沙教育科学研究院
物理教研员戴岳为对课堂进行点评。他就课堂教学中如何提
升学生建立模型意识、分析典型错误提出了一些建议，并高
度评价了信息化课改在新高考下的课堂教学中凸显的优势。

长沙21中校长陈新春向大家介绍了学校校园文化及课堂教
学“12345”范式，并详细解读了学校信息课改实验班实施过
程、教学模式及特色成效。

12月2日，家长们手持邀请函、电子测量体温、扫码进入学校，
参加了长沙21中的教学开放活动。

在这一天里，学校共展示了13门学科的26堂教师推荐课，家
长们坐进教室，在课堂上关注着自己孩子在课堂上的学习状
态，不时情不自禁地为老师和自己孩子的精彩表现而露出会
心的微笑，有的`家长还拿出手机拍下了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虽然一节课只有短短四十分钟，但是孩子们精彩的表现、热
情的学习劲头和老师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娴熟的教学技能赢
得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k1902班的学生家长说：“课堂开放日，我们作为家长也走
进了课堂，真正做了一回‘高中生’。第一堂课，就被英语
剧吸引了，孩子们扮演角色，乐在其中，真正做到了学以致
用，让坐在后面的我也跃跃欲试。接下来的化学课，化学老
师引导着孩子们探索发现，每个孩子脸上都透着对知识的渴
望。”



k2015班的学生家长也表示：“再返学生时代，体验坐在讲
台下听老师讲课，让我感觉到孩子们是幸福的，有这么认真
负责的老师在给你们上课。感谢各位科任老师的辛苦付出，
祝愿二十一中越来越好！”

随后，家长们还观摩了孩子们的大课间跑操，午餐时又与同
学们一起在食堂用餐，体验了一次美食品鉴之旅。

12月3日，长沙21中第二届“仁爱杯”青年教师十分钟片段教
学赛举行。17名来自各学科的老师进行了教学展示。

评委根据评分细则从参赛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语言与教态、
教学特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审。并给每位参加比赛的老师提出了中肯的教学反馈建议，
以帮助青年教师们发现问题、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水平
和提升教学反思能力。

本次教学比赛为学校青年教师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发展的
平台，展示了学校青年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的风采，以赛促教，
以赛促研，以赛促学，提升了参赛青年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技能，促进学校教师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与此同时，篮球操、地质科普、桥牌和剪纸等学校特色活动
也在本次教学开放周上进行了展示。

教学开放周结束了，长沙21中对智慧课堂的探索仍在继续，
校长陈新春表示，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任务与目
标，把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放在首位，打造“自然、自主、自
在”的智慧课堂，激发学生潜能和兴趣，让课堂更灵动、更
熠熠生辉。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在复习完基本不等式第二课时后，我对这节课做了如下的反



思：

在课堂上，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通常会把自己当做课
堂上的主人而过多的会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或者学生会因
为长时间的习惯于听老师来讲解而忘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

在这节课中，我设计了多个让学生讨论的环节，但是当我说
了同学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获得的结论之后教
室里还是会很安静。这样的课堂活动经过了一分钟后，我不
得不自己来讲解我设计好的问题。此时我感觉到这节已经失
败了，因为我占据了本该属于学生的时间。

在教学中应合理设计教学中所要用的问题，我设计的学生互
动环节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没有设计好
问题，在提问题时没有明确我要求他们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节课中，我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样问的：请同学们自己
首先来做一下这道题目，然后跟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的
结果是否正确。当学生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首先会自己
一个人去完成题目，而不会跟自己的伙伴合作完成。而且在
数学教学中对问题的梯度设计很重要，因为新课程很强调概
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产生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所以在教
学时要非常好的展示给学生概念是怎么产生的，而这个教学
环节就要求教师能够设计好问题的梯度。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同学们明白了
没有啊，或者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些肤浅的问题。
而从课堂效果看，这些问题并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也只是机械的回答一下：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使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成了一种机械的问答过程。所以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应该更加重视对问题深度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的教学反思：多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设计好教学问题并且要学会提有深度的教学问题。



提基本笔画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六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本节的重点是应用数形结合的思想理解
基本不等式，并从不同角度探索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难
点是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本节课是基本不等式的第一课时。

在新课讲解方面，我仔细研读教材，发现本节课主要是让学
生明白如何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如何用好基本不等式，需
要学生理解六字方针：一正二定三等。这是比较抽象的内容。
尤其是“定”的相关变化比较灵活，不可能在一节课解决。
因为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到第二节课。本节课主要让学生掌
握“正”“等”的意义。

我设计从例一入手，第一小题就能说明“积定和最小”，第
二小题说明“和定积最大”。通过这道例题的讲解，让学生
理解“一正二定三等”。然后再利用这六字方针就最值。这
是再讲解例二，让学生熟悉用基本不等式解题的步骤。然后
让学生自己解题。

巩固练习中设计了判断题，让学生理解六字方针的内涵。还从
“和定”、“积定”两方面设计了相关练习，让学生逐步熟
悉基本不等式求最值的方法。

课堂实施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包括课前预习，例题放手
让学生做，还有练习让学生上台板书等环节，都让学生主动
思考，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展示典型错误，及时纠错，达
到良好的效果。

不足之处是：复习引入的例子过难，有点不太符合文科学生
的实际。且复习时花的时间太多，重复问题过多，讲解琐碎;
例题分析时不够深入，由于担心时间不够，有些问题总是欲
言又止。练习题讲解时间匆促，没有解释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