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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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法国大
革命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重大意义和历史影响。

虽然授课很顺利的结束了。但是反观整节课，有很多值得注
意改进的地方。

1、对于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状况，介绍的比较单调，没有补充
课外的资料。完全局限于课文的文字和图片。虽然学生能理
解，但趣味性低了很多。

2、对革命过程的讲解有模糊的地方。如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
与革命的关系缺乏必要的交代。(拿破仑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对于学生的理解课文有影响。

3、本课内容较多，一节课里把教学目标都达到有点过于匆忙。
以后教学实际中要更注意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篇二

波利亚说过：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发现的。
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的规律、
性质和联系。

《捞铁牛》讲的是宋代和尚怀丙利用水的浮力打捞陷在河底
淤泥里的铁牛的事，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劳动



人民的聪明智慧。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真正了解怀丙是怎
样把铁牛打捞出来的，从而感悟到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那该怎样来突破这一课的重点和难点呢?如果把捞铁牛所做的
准备工作和打捞过程告诉学生，我想学生不一定理解，不一
定会有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就让学生走进文本，自己去发现，
让他们带着“捞铁牛做了什么准备工作”这个问题去自己阅
读文本，自己去文本中找关键词，自己去理解概括，甚至可
以一边读一边演示。学生积极性很高，有些同桌还开展合作
学习，一人讲述一人演示，在汇报交流环节时，学生讲得非
常好，很多学生还能脱离书本把捞铁牛所做的准备工作讲得
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已经走进了文本，还消化了文本，内化
成了知识，甚至还有个别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孩子还能一边讲
述一边演示。我想：这比我直接交给他们现成的知识要好的
多。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与理解得到的知识是最难忘的。接
下来我也让学生自己自学4-6自然段，了解打捞的过程，最让
我感动的地方是学生竟然用三个字概括出了整个打捞过程：
铲—划—拖，我想：学生能用这么精炼的词语概括出来。打
捞的过程应该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放过无数次电影了。

引导学生走近文本，让生大胆地走进文本，这也许就是教师
的一种解放，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也是课堂教学有
效性的真正体现吧!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篇三

整节课以思考、交流贯穿全过程，让学生在观察、对比、交
流中思考，在思考中探索、获取新知，尤其是特别注重为学
生创设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的空间。教学中，无论是学生观
察、发现或是“探索创新”或是“巩固深化”或是“联系实
际”都是让学生独立思考，再进行小组合作或再组织讨论交
流，这样才能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想说、有话能说，充分
发挥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
惯和自主探索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合作学习的效率。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联系生活实
际，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良好的情
感，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在体验中发现知识、掌握知识、
应用知识。

总之，在本课中进行的教学方面的实践，使我有了一定的收
获。今后还应不断反思，加以总结和改进，以不断提高自己
的教学水平。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篇四

《窗前的一株紫丁香》这是一篇儿童诗歌，是描写学生对老
师感情的。关于阅读教学，二年级上册的具体要求是：继续
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孩子们在阅读
中，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获得初
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对感兴趣的人和事物有自
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同时，阅读教学反对教
学内容的复杂，过程的烦琐，将课文分析得太透，太深。所
以，在《窗前一株紫丁香》的教学中，我的设计注重了以下
几方面：

1、激趣导入，我用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让学生听一
听这首歌是描写谁的?学生一下就能听出来，我又用一幅紫丁
香的图片问学生“这儿有人送给老师的一份礼物，你知道它
是什么花吗?”来引出课题。只是歌曲当时我用手机播放，没
想到声音太小，我随着小声唱，这个环节没有预料好，下次
在课前要做好课前准备。

2、教授生字部分，让学生来组词更好，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
量，“甜”字的教授很特别，有新意，学生能记住，只是教
授生字的时间上稍有些短。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篇五

《开国大典》这篇课文写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的空前盛况，充
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欢乐的心情。

本课先写了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接着写了
天安门广场的位置，及广场的情况;再接着写了开国大典的盛
况;最后讲了游行队伍。

在教学本课时，我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处于和课
文内容协调的氛围中，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从
而学得愉快，学有所获。在初读全文前，我先给学生提供了
有关“开国大典”的电视录像，让学生具体感知当时情景;具
体体会大典庄严、隆重的气氛及人民的情感时，又再次出现
了大典各程序的幻灯，目的都是为引导学生入境，缩短主体
感知与文字的距离，使学生学得有趣味、学得主动。

课文第三段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一段按照典礼进行
的顺序来写。在第三段中，“欢呼”一词出现多次。教学时，
我让学生找出带有“欢呼”一词的句子;并思考每次是在什么
情况下欢呼起来的?这表达了人们怎样的思想感情?让学生展
开想象，深刻挖掘。通过比较句子，运用词语，体会并掌握
文中用词之精妙;快速读、细读、品读等环节的安排，训练学
生略读、精读、有感情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