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一

新学期的第一课是一篇童话―《小麻雀》，讲这种体裁是我
最拿手的。精心备课后，我满怀信心地走上讲台，充满激情
地导入新课后，孩子们完全进入了童话的情景，在我声情并
茂的范读后，教室里想起一片赞叹之声。忽然，一个女孩站
起来说：“老师，你好像有一句话没读。”我还没反应过来，
教室里就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哪儿没读啊，都读
了！”“你没认真听，竟瞎说！”“读了，我一个字一个字
看的，一点没错！。我也意识到是她听错了，这则童话我都
倒背如流了，是不会读错的。于是，我平静地说：“我没有
读错，是你听错了。”请她坐下后，我又调动情绪，把一个
个预设的精彩环节抛了出来。“老师，她哭了。”一个学生
站起来说。原来是刚才给我挑错的女孩哭了，我的激情再次
被打断了，我下讲台跟她解释，安慰她，可越解释、越安慰，
她的眼泪越多。一节信心十足的好课就这样大打折扣。

课后反思自己的教学策略，深感遗憾。教学的成功不仅仅取
决与教师，也取决与学生。女生自尊心很强，对她的'课堂质
疑，我没有巧妙地回答，简单的一句否定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如果我能及时肯定她勇于质疑的精神，再纠正她的错误，她
就会容易接受。所以，教师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外，还应具
备灵活应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无意挫伤学生的自
尊心，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二

本次的数学活动《按名称分类》的第一环节引导幼儿根据火
车票上的动物形象去乘相应的那一列火车。这一环节，这些
材料寓分类于情景之中，为幼儿积极主动地学习创造了良好
的开端。第二环节的材料只是抽象地将物品分类，离开了生
活场景，使幼儿无从与实际生活经验建立联系，因而无所适
从也不感兴趣。

因此我及时调整了教学对策：

1、在熟悉第一种材料操作方法以后要及时替换分类材料，逐
步改变分类的难度。如分两种颜色的苹果，分大小不同的萝
卜，使幼儿逐步去寻找分类物吕的`不同特征。2、然后还可
以按同一特征将物品归并成若干组，使幼儿积累分类的经验。
而对于第二环节的分类材料，要改变抽象发类的玩法，使幼
儿在情景中进行分类，如小动物住新房等。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三

教材分析：

教材的主题图是三个小朋友在分铅笔，是一个按不同标准进
行分类的活动情景，画面的三个小朋友按不同的标准对同一
堆铅笔分成不同的'两类。有的按颜色分，有的按有无橡皮头
分，有的按有无削好的分。在实际教学时，学生想出的办法
可能会更多，使学生看到分类的标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不
同。而做一做以及练习六的第4—6题都可以有多种分类标准，
着重要看学生能否独自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

教学目标：

1．能选择不同的标准对同一类物品进行不同的分类，掌握分
类的方法。



2．初步感知不同标准分类的意义，体验分类结果在不同标准
下的多样性。

3．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性，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

4．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判断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和合作交流的意识。

5．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会用学到的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重点：选择不同标准分类难点：思维的发散性关键：在直观
中拓展思维的时空

教学准备：铅笔、实物卡片、学具袋（各种形状、颜色各异
的物品）

教学过程：

一、观察分析多重分类

1．师出示如书本p39页的铅笔。

（1）观察这些铅笔有什么不同？并把它们分分类。

（2）四人一小组交流、讨论可以怎么分类？是按什么分的？
比比哪一组的分法最多。

（3）汇报交流。

（4）为什么结果会不一样？



2．小结：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二、实践操作发散思维

做一做（拿出学具图片）

1．学生边操作图片边思考：你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

2．把每种分类的结果详细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清晰地看到
不同标准的分类结果。

三、层层深入巩固分类

1．说一说看谁的方法又多又好。练习六的第5题：怎样分？

2．分一分。练习六的第6题：你能想出几种分法？

（1）拿出学具袋里的学具，按一定的标准给它们分一分家。

（2）学生间交流方法、分享成果。

（3）请几位学生全班交流，及时纠正错误方法。

四、联系生活运用分类

1．举例说明生活中对同一类事物进行不同分类的情况。

2．实践题：回家后按今天学的分类方法，整理家里的衣柜。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篇四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老麻雀伟大、无私的母爱。我请学生仔细
看课件演示，老麻雀在看到猎狗要吃小麻雀的时候是怎样做
的，这个问题起到了良好的提纲挈领作用。学生看着生动有
趣的画面，思维被激活了，积极举手说想法，对课文语句的



理解深刻到位。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最能体现老麻雀对小
麻雀无私关爱的句子深入感悟。第一句是写老麻雀从树枝上
飞落下来拼死保护小麻雀的，教学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抓
住“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
狗面前”来体会麻雀飞行速度极快，因为它担心孩子的安危。

第二句是“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样子很难看，绝望的尖叫
着。”“扎煞”一词能帮助我们感受到当时老麻雀似乎已经
准备和猎狗决一死战了。而“绝望地尖叫”这个词语让学生
体会出老麻雀当时虽然知道毫无希望，但仍然竭尽全力的尖
叫，这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决不放弃的精神。

第三句是“老麻雀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小麻雀”让学生用动
作来表演什么是“掩护”，这样学生就知道了老麻雀现在是
挡在了猎狗的面前，自己就更危险了。

第四句我引导学生讨论：对于猎狗，老麻雀到底害怕吗?是从
哪儿看出来的?害怕得很却用身躯牢牢掩护着孩子，这是何等
伟大呀!它此时发出了嘶哑的声音。这时让学生换位思考：如
果你是老麻雀你会冲着猎狗喊什么?从中体会到老麻雀当时不
顾一切的心情。第五句我引导学生从猎狗和麻雀的对比中感
受老麻雀的勇气。

一样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五

结合平日对小班幼儿的观察不难发现，他们在说话时，不太
会控制音量，有时很大声，常常会影响到别人，之所以选择
这节《爱唱歌的小麻雀》因为它是一篇充满关爱之情的温馨
小故事，作品围绕“爱唱歌的小麻雀却不能唱歌”的主线，
以小小的悬念吸引着孩子，通过简单重复的对话，使孩子慢
慢获得一份情感的愉悦，从而延伸为内化的行为。

同时，小班孩子对周围环境具有好奇心，尤其对小鸟、小乌
龟、小兔子等动物充满了关爱之情，而小班孩子在言语表达



上有些不完整、有些单一、个别小朋友还出现不愿意说等现
象。为了鼓励孩子们愿说、敢说，我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及
生活经验选择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让他们在喜欢的角色中
更加激发孩子其说的愿望。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语
言领域中提出“鼓励幼儿大胆清楚表达自己想法和感
受”“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理解和体验”根据这一教学目标
结合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水平制定目标。首先从认
知目标中让孩子理解故事，通过图片感知故事中动物上、下
空间方位。其次在能力目标中培养孩子根据图片内容参与故
事讲述,学说故事中对话部分。最后在情感目标中感受故事中
关爱朋友的美好情感,培养移情意识。在活动中我让孩子重点
学说故事中对话部分，同时突破难点让孩子感知故事中动物
上、下空间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