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搭石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搭石教学反思篇一

1、前两课时的复习，为本课的练习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填
空、判断、选择让学生对前面概念的巩固。

2、同时也是把理论的知识内化成学生自己的知识。

3、通过练习个别概念比较模糊的同学应该清晰化了。通过这
样的练习相信学生本册的知识较清晰了。

1、通过前两教时的慨念的复习，学生对判断和选择的练习有
一定的把握，大多数学生练习很快。

2、对学生的练习评价时让学生自己找出不理解的地方，通过
学生和老师一起帮助、一起分析，共同提高。

3、存在最大的问题改写和求近似数，学生有多零和少零的现
象，已知近似数看最大添几、最小添几学生不能很好掌握。

1、本次练习是对前面两节课概念复习的反思,角一章的练习
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填空和判断,正确率也较高.

2、平行和相交的练习中，类似用一副三角板能够画出的角度
数，钟面上分针和时针的度数，部分学生存在一定的困难。

3、经过几轮的复习，学生对于运算率的相关内容掌握得也比
较好，在混合运用交换律和结合律的同时，学生有时会顾此



失彼。

4、数的读写，除了求近似数学生感觉有些困难，其他的内容
都比较好。

通过练习个别概念比较模糊的同学应该清晰化了。通过这样
的练习相信学生本册的知识较清晰了。存在最大的问题改写
和求近似数，学生有多零和少零的现象，已知近似数看最大
添几、最小添几学生不能很好掌握。平行和相交的练习中，
类似用一副三角板能够画出的角度数，钟面上分针和时针的
度数，部分学生存在一定的困难。

搭石教学反思篇二

“烧开水”的经验学生并不陌生，虽然不一定都烧过开水，
但人人都喝开水，至于“水在被烧开的过程中会发生哪些现
象？”“水在多少温度时被烧开？”“水烧开了之后继续加
热温度会怎样？”等问题，许多学生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所
以我就以这种简单的生活小事为引领，激发起学生的探究热
情，学生就会产生“这种简单的事情竟然说不出具体答案，
给水加热究竟包含着哪些科学道理”的问题，从而产生动手
实验探究的欲望。这样，“烧开水”这一件生活小事，就好
比一粒小小的石子，在水中激起了层层涟漪，荡起了朵朵浪
花，将学生思维的探究激情荡漾开来，学生会踊跃地投入到
探究学习活动之中。

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不要求学生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
做出准确的预测，而是培养学生大胆猜想、进行科学预测的
习惯。不论预测成功与否，学生总能享受到探究的.快乐，预
测还有利于学生找准探究的方向。

本节课，我注重先引导学生依据生活经验进行预测：“你们
认为水烧开的温度是多少？”、“水烧开后，继续加热，温
度会怎样？”然后将学生的预测写在黑板上，既便于掌握学



生的预测情况，又尊重事实证据，更能促使学生养成科学预
测的好习惯，使预测发挥更大的意义。

探究实验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有所发现，可以说，
学生的发现越多，探究实验越成功。课堂活动中，教师要珍
惜学生的每一个发现，对每一个点滴发现都给予鼓励和肯定，
从而促使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全面、细致地观察，逐步养成
善于观察、乐于发现的科学素养。 于是，在实际教学中，我
留给学生近20分时间都投入“给水加热，观察现象”的课堂
探究实验之中，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发现：水温
上升的趋势是由快及慢；发现水的沸点；发现水到达沸点后
继续加热温度不会继续上升；同时也发现了水中冒出的气泡
随着温度的变化其大小、多少也是不一样的；还发现在烧杯
内壁有小水珠，在烧杯口外冒出了“白气”；等等。探究学
习中的发现为学生研究找到了答案，同时，大量的发现也会
激起学生继续探究的兴趣。

在进行探究性观察实验活动中，学生往往对实验现象很有兴
趣，会有大量的发现。但基本上是看得多，记得少；善于看，
而不善于记录。在进行探究性学习中如果养成记录现象的习
惯，把点滴发现记录下来，使记录成为一个信息包、一个资
源库、一个信息超市，就会为学生提供第一手书面资料，提
供事实依据。

为此，我提供了两种记录表：一种涉及时间、温度及观察到
的现象；另一种是用曲线图专门

搭石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重在与《白鹅》一课比较。在导入时，我就有意识引导
学生对比两只鹅的形象；在体会白公鹅的特点时，我也抓住
两篇课文对鹅的步态的描写进行比较；最后也把重点落在比
较两篇课文的写作方法上。



在教学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难以调动课堂气氛，学生回答问
题不是很积极，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一是课文的难度高；二
是学生预习不充分；三是我自身的原因如教学语言、表情不
够丰富，并且我太着急了，在一两个学生的回答达不到要求
时，我会自己说出答案，这也可能与学生发言不积极，我问
不下去有关。张老师建议我对于某些不难的问题，可以对学
生多引导；对于某些较难的问题老师可以直接告诉学生，但
仍要引导学生去体会。

这堂课我较大的收获：一是课文插图的利用。这堂课我利用
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进行想象，这是这堂课中激起的一点火花；
二是对写作方法的教学的体会。在《猫》和《白公鹅》两课
中，我都教写作方法。两次都是先让学生找，但两次都发现
学生很难找到，最后都是我自己说了出来。经过这次课，我
感觉到如果利用课件出示相关的句子，再让学生进行体会，
这样没有那么抽象，从而可以降低难度。

《白公鹅》一课重在与《白鹅》一课比较。在导入时，我就
有意识引导学生对比两只鹅的形象；在体会白公鹅的特点时，
我也抓住两篇课文对鹅的步态的描写进行比较；最后也把重
点落在比较两篇课文的写作方法上。

这堂课我较大的收获：一是课文插图的利用。这堂课我利用
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进行想象，这是这堂课中激起的一点火花；
二是对写作方法的教学的体会。在《猫》和《白公鹅》两课
中，我都教写作方法。两次都是先让学生找，但两次都发现
学生很难找到，最后都是我自己说了出来。经过这次课，我
感觉到如果利用课件出示相关的句子，再让学生进行体会，
这样没有那么抽象，从而可以降低难度。

在教学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难以调动课堂气氛，学生回答问
题不是很积极，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一是课文的难度高；二
是学生预习不充分；三是我自身的原因如教学语言、表情不
够丰富，并且我太着急了，在一两个学生的回答达不到要求



时，我会自己说出答案，这也可能与学生发言不积极，我问
不下去有关。其他老师建议我对于某些不难的问题，可以对
学生多引导；对于某些较难的问题老师可以直接告诉学生，
但仍要引导学生去体会。

搭石教学反思篇四

激情四射的去上课，一直在心中告诉自己，自己的地位必须
摆正，做好导读，千万不要插手太多，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美
德意境，一个不留神，还是讲多了，过了。

在第一节的时候，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把秋天和夏天做比较，
主抓红日，空气等意象。谈得有些过了，让学生反而在诵读
体会中表现得少了。

在讲到把夏天的脚印轻轻的涂掉时，学生提出了疑问。我不
回答，反问：“为什么用涂这个字?究竟是怎么涂得?”我们
先把这个问题搁置，接着看后面的内容。三四五小节学生采
取自读自学的方式，找出比喻的地方，如何去比喻，为什么
去比喻，说得还蛮像回事。其实这里面有些很有趣的东西我
没有提出来，后来在读云姐姐的贴还有其他老师的贴时，发
现忘掉一个夏天的烦恼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当时却没有及
时的发现并提出，太遗憾了。

最后两个小节，比较的简单，学生和我讨论了一下珍藏黄叶，
秋天向我们微笑。我忽然想起了古文中秋的意象，但对于孩
子来说难，就说得比较的少，但是还是情不自禁的谈到了悲
秋主题，并和这一课做了比较，告诉孩子们要有乐观向上精
神。要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

云姐姐的导入值得我们学习，她在上班的路上，由玄武湖边
的一片黄叶引出诗文，真是漂亮。

本诗的学习我们进行的课时较多，我重点完成了一项：当堂



指导背诵。为孩子们减轻了课下的负担。看了学生的部分习
作，我想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压力也太大了，所以，
我们要从根本上为他们减轻压力，不要让课业成为他们的负
担。因此，在背诵这方面，我要努力把功夫下到课上。

搭石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教学内容是运用分数乘法的意义及计算解决实际问
题。“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
个数乘分数的意义的应用。它是分数乘法解决问题中最基本
的一种。不仅分数除法一步解决问题以它为基础，很多复合
的分数解决问题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展的。因此，使学生掌
握这种解决问题的解答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我
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找准关键句，理清数量关系：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出题目里的数量关系，找数量关系要从
关键句入手，因此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通过细读题目找出
题中的关键句，抓住关键句，找到两个相比较的量，弄清哪
个量是单位“1”，要求的量是单位“1”的几分之几后，再
根据分数的意义解答。在教学中，我强调以下几点：

1.让学生用画图的方式强化理解一个分数的几分之几用乘法
计算;

2.强化分率与数量的一一对应关系，并根据关键句说出数量
关系。

二、强化等量关系，掌握解题方法

对于“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解决问题的数量关系，
理解起来并不是太难，关键是它是解决比较复杂的分数解决
问题的基础。因此，强化数量关系，掌握解题方法成为本节



课的另一个重点，也是难点。通练习题与例题，利用学生解
决稍复杂的解决问题，并从中理解新旧解决问题的不同结构。

三、不足之处

不敢放手，课堂语言较啰嗦，师讲得多，生讲得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