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 综合实践环保教学
反思(优秀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
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老师，以后我一定要好好整理家里的垃圾，变废为宝！”

“老师，以后我一定不会乱扔垃圾，一定要把垃圾分类，充
分利用！”

下课以后，同学们兴冲冲地跑到讲台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
着，看着他们的笑脸，看着他们的那种热情，我由衷地笑了，
看来这次课已经到达我所期望的成效，让他们收获不少，这
课的学习不仅让他们学到了知识，也锻炼和培养了他们的动
手能力，告诉他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得从小做起，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垃圾做起。本课的亮点在于设计
了四个活动，活动一“家庭垃圾调查”，活动二“垃圾分
类”，活动三“分离可回收垃圾”，活动四“制造再生纸”。
以变废为宝为主线，通过变废为宝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使地
球水秀山清的目的，心灵手巧则是对学生的总体评价。也许
这节课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我的总体教学目标已
经达成，学生通过动手能力，知道了垃圾如何分类和垃圾的
危害，这将成为他们日后进行环保行动的指路明灯。

“变废为宝”这一主题活动在我班上已开展了一段时间，在
活动过程中，学生表现积极，参与热情高涨。学生从废旧物
对环境的影响、对废旧物的处理、对废旧物的利用三个方面
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保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高。在活动



一的家庭垃圾调查中，虽然是学生开展的调查活动，但要鼓
励学生与家人一起参与。这样做不但让学生通过活动进行学
习，还可以引起家庭成员对自觉保护环境的注意。

在活动二、三中，小组合作的方式，小组分工合作，由组长
分配任务，安排、调控组员各司其职、互相合作。在活动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的特点，自己
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自行收集材料，自己进行一定程度的
研究，从而获得许多关于“变废为宝”的知识。

在活动四中，制造再生纸，培养了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他
们的作品不仅美观精致，而且很有意义，我想只要引导学生
多观察，多学习他人的制作，他们的作品会更加的完美。

这节课给学生提供了表现的机会，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学习的
过程，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他们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
力，课堂上积极地展示和自我表现构成了课堂活跃热烈的气
氛。学生能够观察，有发现，能动手操作有收获，能够动脑
有所挖掘，各项能力得到了培养，还使学生知道了环保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明白了“变废为宝”的巨大作用，也知道了
爱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在这次活动中，我和学生一起走过了一段快乐的求知路。我
感觉综合实践课就是要走进学生的生活，给学生创新思维与
实践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本着这样的想法，我把
课堂上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围绕展示的主题和方式大
胆的将研究成果进行筛选、整理、展示汇报。

通过组织这一综合实践活动，我深深地体会到以下几点：

1、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确立研究主题。高村青龙河蟹以其
味美、营养丰富而闻名全市，青龙河蟹已成为高村饮食的一



个品牌，来往客人“逢来必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青龙
河蟹曾经一度消失了10年左右。近几年，河蟹又回到人们的
餐桌上。河蟹为何消失？缘何又回到了青龙河？为了帮助同
学们解决这些困惑，我们便产生了以“河蟹又回青龙河”为
研究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由于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经验、
贴近社会现实，所以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操作，表
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2、在活动中培养了学生与人合作、交流、收集整理资料和动
手的能力。如小组在讨论中，就很好的锻炼了他们的交流和
口头表达能力。尤其是小组准备展示交流的过程中，更是提
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整理资料的能力。

3、体现教师的指导作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学生是活动
的主体，学生自始至终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但教师绝不能
袖手旁观，教师要担任活动的指导者。在综合实践活动中，
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的教学原则，
教师适时指导、组织学生，调控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主动性，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落实。在这堂课上，教
师注重了对学生活动的指导，注重了活动过程中的巡回指导，
对学生提出一些方法上的建议，帮助学生有序、高效地开展
活动。

4、活动过程中，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学生的兴致始终高
涨，而有些学生主动性较差，容易放弃。需要老师要更好的
想办法鼓励学生及时调整心态，保持实践的热情。

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孩子
们的问题意识、探究能力正逐步提高。这点点滴滴的进步让
我意识到：不要小看了我们的学生，，只要能加以引导，相
信我们的`孩子自己也能撑起一片属于他们的蓝天。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在本节课后，我对课堂环境的设计、学习策略的安排等进行
了再一次反思。发现总体上看，基本达成了教学目的，实现
了教学的基本意图。特别是教学情境的创设，不是在课前直
接布置一些任务来完成，而是一开始就从学生的兴趣和喜欢
猎奇的心理入手，设置了“美丽风景图”和“大气污染的图
片”情境，让学生讲讲：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引导
他们心甘情愿地进入角色，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主动开始学
习活动。在整个环节的.处理上，体现了不同的教学意图。如
播放酸雨的危害的小视频让学生感性地认识了酸雨及其危害；
分组讨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与生活接轨。同时通过反思，也
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如课堂时间的调配还有待加强；内容的
空间因为“战线”太长而拓展不深；课堂学生反应热烈，但
是真正潜心思考的设计和引导还欠火候等。希望各位老师提
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促使我更上一层楼！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作为一名人民老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课堂教学，通过教
学反思可以快速积累我们的教学经验，怎样写教学反思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七嘴八舌化环
保》教学反思，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七嘴八舌话环保》是练习7口语交际的训练内容。在教学中，
以引导学生关注家乡的环保情况，增强了环保的意识为重点。
并注意培养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做到说得清楚明白、具体
生动、引人入胜；指导学生学会提出建议，条理清楚，态度
诚恳，文明得体。

在谈现状环节，学生尽情叙述家乡环保存在的问题，其中涉
及各个方面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
噪声污染、食品污染等，学生反言积极踊跃。我觉得课前收



集环保方面的资料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学生有了可以说的东
西才能参与并大胆发表意见。课前让学生收集关于环保的资
料、数据，不仅要注意课前资料的收集，还应让学生去调查
和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环保情况。建议让学生对家乡、居住的
小区和村庄、自己的校园等环境情况进行了解，然后再到班
级议一议。我想，如果学生再深入了解，如能通过多媒体把
家乡的各种污染问题拍摄下来，如臭气熏天的水沟，好吃一
条街的成堆垃圾等，在课堂上把这些播放出来，会更有说服
力。

在提建议环节中，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是本课的一大亮点,老师
扮成电厂的老板,让学生来给老板提建议。创设这样的.情境，
既可以安排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还可以安排学生与特定的对
象交流，如与电厂老板的对话，使训练方式呈现多样性，便
于让学生在与不同对象的交往中，在多个回合中的训练中提
高口语交际的能力。活动的最后让学生编写环保公益广告用
语、填写调查表等。为本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环保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现代文明社会，讲究合作交流，口语交际日显重要。口语交
际能力是一种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机智的听说能
力和待人处事的能力。在我执教了《说环保》后，我对口语
交际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我没有能够很成功地完成这堂口语
交际课，但收获还是不少。

口语交际是交际双方为了特定的目的，运用自己的口头语言
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言语活动。也就是说，口语交际是
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一种交际现象，它具有情境性特征。因
而，创设具体的情境，是进行口语交际教学的先决条件。

生动、逼真的情境创设极富感染性，能够调动学生内在真实
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表达的强烈欲望。新大纲在口语训练



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在课内外创设多种多样的交际情
境，让每个学生无拘无束地进行口语交流。”正是基于此，
在这一堂口语交际课上，我也试着去创设情景，如：

一、让学生作为一位小市民，去向一位环保局长咨询、投诉
或者提建议；

二、让学生作为一名记者，去采访身边缺乏环保意识的人。
通过这两个环节，学生就在十分自然的状态下进行交际活动，
激发了学生的交际动机，打开了学生的话匝，将学生引向生
动活泼的课堂情境中，调动了学生说的欲望。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口语交际的要求是：“具有日常口语
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交
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
神。”因此，在本节课上，我较强调对学生“听”的要求。
首先，局长与市民的对话中，让学生体会到“在听别人说话
时要注意仔细倾听，把话听清楚。”然后，再到自己表演时，
就会吸取人家的精华，同时也让自己不犯别人的错误。在采
访别人时，我都要求其他同学仔细倾听，因为一不留神，你
就听不到记者问什么。由于要求明确，学生听得都较认真，
在紧接着的表演中都能够围绕主题。最后，在评价他人的环
节中也能紧紧抓住同学在介绍中的优点和不足进行评价。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的互动过
程”。这就指明了“双向互动”是口语交际的主要特
点。“双向互动”是指人与人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
程。这是指学生在生与生、生与师的口语交流实践中，相互
启发、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不断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动态
过程。所以在双向互动的语言实践中进行口语交际，就是口
语交际的主要方法。在本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多种形式的
交际。这既有老师扮演局长的也有学生扮演局长的对话练习，
也有老师扮演记者以及学生扮演记者的对话练习，这是师生、
生生的互动，又是在互动中示范、引导。让学生在小组中互



相看、说、评议。这样训练的密度大，回合多，在生与生，
师与生的互动中渗透了老师的指导，又体现了训练过程。

当然，这节课中，我的不足之处还是有很多，如：

1、教师的语言评价性艺术不高，没有很强的鼓励性。

2、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与差等生的互动与交流；

3、对于衍生出来的问题，没有合理的疏导。

5、教学环节过于急促，只注重形式，没有到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