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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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一

以自我为中心是当今社会里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
表现在孩子身上就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一点点的损害时，他
就会表现出及坏的情绪甚至打人。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怎样去
教育一个从小被娇生惯养的孩子，这是一个大家都值得探索
和深思的话题。

在一次户外活动时孩子都在滑梯上高兴的玩着，这时候一位
小朋友从地面上抓了一把土往滑梯上扔，弄得尘土飞扬并弄
脏了小朋友的衣服。我急忙制止了此事，把她叫到了一边，
用比较重的口气对她说“瞧你把小朋友的衣服弄得多脏呀？
你这样做，对不对？”刚开始她不屑一顾，对我的话不理睬，
又过了一会儿，她哭了。

面对着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从心里不停的问自己“如何教
育孩子，尤其是当她犯错误的时候？”。她哭得越来越伤心
了，看着那张被泪水滑过的脸，我的心砰砰直跳，我为自己
过分的语言感到后悔。几分钟后她不哭了，我让其他的小朋
友回教室了，惟独留下了她，我蹲下来问她“刚才你做的对
不对？”，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回教室了，她有点着急，眼泪
又出来了，我轻轻地抱起她，帮她擦干了泪。悄悄的告诉
她“把小朋友的衣服弄脏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礼貌的”，
简短的一句话，她似乎明白了，撅着小嘴巴对我说“老师，
刚才我做的不对。”看着她那红彤彤的眼睛我笑了，告诉
她“有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她冲着我使劲的点了点头。



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孩子，你得到的将是孩子最真诚的回
报。下午奶奶来接她时，我详细告诉了她妈妈今天发生的事
情经过，家长赞同了我的做法。当她要离开幼儿园时冲着我
就喊“明天我还来上学”！

一句真诚的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虽然我已经很疲惫，但
我的心里是高兴的，我正在期待明天的到来.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经过短暂思考后，一位同学说到“主次分明”，大部分
同学还能够说到“详略得当”。

这是不错的。接着，我再补充概括，这篇课文写的七件小事，
前五件事是略写，后两件事是详写。文中内容这样安排，就叫
“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中心突出”，使文章结构清晰，
疏密有致。详写的材料要做到生动具体;略写的材料做到简笔
勾勒，概括精练。

2. 接着上面教学环节，我紧接着问：“文章为什么前面五件
事略写，而后两件事做详写?”

学生能过回答的少。我想主要原因是学生刚刚进入文本，还
不能进入深入理解课文，这个问题闲得很突兀，前面没有很
好的教学铺垫。所以对后面两件事表达的表达的思想情感学
生没有感受到。第六件事是老师对我影响的最大的一件事，
是一次心灵上的援助，给幼年的“我”极大的帮助和慰藉，让
“我”无法忘记。第七件写我暑假梦中寻师，是承接了上文
的内容，正是因为老师对我的关心让我舍不得离开老师，细
读课文，你感到作者用一个孩子般的质朴清新的语言倾诉
了“我”对老师的浓浓的依恋之情。而且这两件事和前面的
五件事是有着区别的。这两件事互相依存，交互交融，都是
老师用一颗心温暖了另一颗童稚的心，写出了师生之间最美
的情感，是文章感情的深化。这前面六件事是像一块块的镜



面，照出了一个丰满感人的老师形象。后一件事是表达我对
老师的依依不舍之情。文章用心品读，生动感人。

如果把这两件事单独提取出来，进行内容的筛选，又可以构
成一片微型美文《我的老师》。可惜，教学中我没有带领学
生深入学习“老师排除“我”的纠纷，对我心灵的援助”这
件事，所以学生对老师形象理解的不够深刻。如果停留在前
面的几件小事上，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位可爱、温
柔、善良的老师，这样看来，学习第六件事尤其显得重要了。
回望全文，文章一开始就说“最使我不能忘记的就是蔡芸之
老师”，文章结尾，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都凸显了老师
对我心灵的影响很大。如果在教学设计充分考虑如上内容，
教学活动会更加紧扣文章中心，凸显教学的重难点。

此外，再把第一件事单独提取出进行变形阅读，会构成一首
描写可亲可爱老师的小诗，带着学生一起品味，学起来也会
很有意思。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三

20xx年10月17日上午，六年七班的教室里，正在进行学校耕
耘杯的作课活动，我讲的题目是《我的老师》。这是一节讲
读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为主要目的，在阅读中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从读中悟，提高能力素养。

本文是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回忆了儿童时代在老师身边的
七件小事，抒发了对老师的热爱、感激之情，表现了蔡老师
温柔、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的美好品德。文章以一个儿
童的眼睛、儿童的心灵，去观察老师，去感受老师，跳出一
般赞颂老师的窠臼，使文章情意真挚，极富感染力。

良好达到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导入新课的开场白非常
关键。它有利用营造适宜的课堂氛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使其对学习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使新旧知识自然衔接。设



计导语如下：“平凡小事见真情”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也恰恰是这句话在现代作家魏巍的回忆性散文《我的
老师》中妙笔生花。本节课咱们师生共同体会“平凡小事”见
“真情”。

《我的老师》共记叙了七件事，前五件事写得概括，后两件
事写得具体。前面写蔡老师的五件事，从面上概括体现老师
爱学生，学生爱老师的中心，这五件事是依据作者感情步步
加深的顺序排列的，感情的分量一件比一件重，对“我”的
影响一件比一件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逐渐把文章推向
高潮。后面写孩子爱老师的两件事，披露了孩子内心里对老
师的深情，也烘托和反衬了蔡老师对学生的爱。第六件事详
写，对孩子来说，不知父亲死活，又遭同学奚落，这是难以
承受的打击。老师的支持、鼓励，使“我”感受到温暖，对
老师的感情也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
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而详写
第七件事“梦中寻师”，使孩子对老师的爱达到更高的境界。
这七件小事，从课内写到课外，从校内写到校外，从平时写
到假期，从学习写到生活，师生感情步步加深，所选事例丰
富多彩，而内容绝无雷同之感。而在儿童时代，那些零碎的、
具体的、直观的材料往往会让儿童们终身难忘。本文就选取
了这样的符合儿童记忆特点的材料构文，材料选择很是典型。

作者把自己对蔡老师的浓浓深情蕴含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平
平实实的字里行间，通过传神的细节描写，将最动人的一瞬
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物形象丰满，情感细腻深刻。如
“假打真爱”的场面，“从来不”“仅仅有一次”“好像
要”“轻轻地敲”这些词语说明蔡老师即使在生气的时候也
并没有真打我们的意思，这仅有的一次假装生气，写出了老
师的“严”与“爱”，也表明了蔡老师最理解小孩子怕打的
心理，表现了蔡老师的温柔、热情、深爱学生的思想感
情;“一迎”写出“我”的本能与调皮;“大伙笑了，她也笑
了”中两个“笑”字表明了十分亲密、融洽的师生关系。再
如假期惜别时的场面，“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一句



中“默默”两字写出孩子与自己喜爱的老师依依惜别的深情，
这是孩子送别的动人场面，这是孩子表达依恋的方式，没有
话语只是默默观察，只希望能在老师身边多呆一会儿，只希
望能多看老师一眼，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的动作，静
态的描写，浓浓的情意胜过千言万语。还有“梦中寻师”更
表明了学生依恋老师的程度，只有梦境才能满足“我”的心
愿。这心理、这感情、这思念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像作
者说的：“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
也难比啊!”这些传神、细腻的描写，无一不让读者真切地感
受到浓浓的师生之情。

这节课的重点是欣赏文章中的细节，让学生通过自己寻找细
节描写来深入体会文章中蕴涵的深情，基本完成。教师在学
生学习过程中是引导者、参与者，努力在作品与学生心灵之
间架设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老问题，一、很难调动全部
的学生参与到思考中来，很多学生的惰性，是一种懒与思考
的惰性!二、学生无法将自己感受到的东西顺利的转化成语言
表达出来。或者体会不深，表达不清。能基本达到要求只
有20多个学生而已。还有一半的学生依旧是听甚至无法参与
到课堂中来。

课堂时间把握不好，由于前面的体会语言细节环节不好，后
面时间也不够了，如：让学生找出蔡老师做的哪些事反映蔡
老师的哪些性格特点耽误时间过长。结果后面的一个给以前
老师写明信片的拓展迁移训练环节感情调动不够。看来还是
要在课堂气氛节奏的调控上多下些功夫。不过，和刚接手这
个班的时候相比，学生毕竟已经有了体会探究独立思考习惯，
无论是好还是坏。其实课堂中自己最兴奋的时候是学生提出
了许多好的句子和词语，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和学生共同
临时探讨是最快乐。这个时候才有点教学相长的意思。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篇四

《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



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
乐趣。”

无论思考讨论什么问题，都要立足于自渎，引起思考。在
《我最好的老师》教学中，我以读为本，先让学生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思考：“‘我’最好的老师是一位怎样
的老师。”然后抓住“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
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这句话引导学生自主品读，
咀嚼课文的重点词句，力图带领孩子们层层剥笋似地深入体
会从一堂课到每堂课，从课堂到课外，怀特森先生用独特的
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和科学的
怀疑精神，影响了孩子所有的学习方式和人生导向，从而体
会怀特森先生确实是最好的老师。

文路和教路是为学路服务的，回顾本堂课的教学，考虑到这
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针对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我力求削
枝去叶，理清课文的主线，凸显主体，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在整体感知课文之后，我开始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哪
些地方可以看出怀特森先生是一个教学方法独特，很有个性
的人。”交流时原本认为学生可以抓住重点语句品读，没想
到，学生几乎把整篇课文都说到了，交流到最后，就显得有
点繁琐，从而影响到整堂课的`教学效果。

个教学方法独特，很有个性的人。”那情况就大不一样。

语文课不要把教学环节设计得过于复杂，要找准问题的切入
点，才能把复杂的内容变得简单明了，使冗长拖沓的教学过
程变得便捷。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五

上语文课时，学生读书，有时我会走到教室后面，站在他们
后面，朝讲台看，想象着他们看到我的样子。



孩子们希望看到的我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希望我有
恒心，有修养，有智慧，面对困难有更多的办法，他们能有
依靠。他们愿意和我谈心，和我交朋友。他们每天到教室来，
就是想从这里得到新奇，得到惊喜；下课了，他们走出教室
时，脑子里会思考新的有趣的问题。

我希望和学生一同学习，一起在实践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或
感悟，我最大的快乐，很多是在课堂上从学生那里获得的，
在课堂上交给他们知识和方法的同时，自己能受到更多的启
示。我希望他们在课堂熏陶下，不仅学了语文，也变得善良
友爱。至少他们不认为老师浪费了时间，而知道这就是“学
习”。我在课堂上经常看到，当有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同
学们(特别是他的“死党”)是多么的焦急，这些作为学生的
时候才会感受得到的。

课堂上，我会请一名水准不高的学生回答，比如刘海洋，他
的回答总是一个调子，但是只要他回答出了一点点，我都鼓
励他继续说下去，要求其他同学耐心听他说完，这对其他学
生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这是不是一种教学的损失呢?或许
其他同学们不知道，这两分钟对像刘海洋一类的男生来说非
常重要，他也许会因此又找回了学习的自信，而对其他同学
来说，同样有学习价值。在一个正常的教学群体中，未必有
什么“学习竞争”，更多的是友情与合作。我不认为这是什么
“损失”。就像旅行者经常地停下来等待掉队的伙伴，全力
寻找一名失踪者，求的是大家的平安。

有时候我会想:一个思想活跃的孩子在一节课上，用两分钟时
间，问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说了一些俏皮话，该不该吵他
们？比如一个叫李夕涵的孩子，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在黑板
上写了“李稀饭”，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也笑了。是
他故意的吧？他并不介意这个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他说他
爱喝稀饭，所以当我问他平时该怎么叫他时，他说老师你叫
我哪个名字都行。呵呵。乐观的孩子！



我甚至想到，就人生而言，学校和课堂也许是人与人关系的
最高境界了。你如果看《拯救大兵雷恩》时落过泪，那你同
样也应当想到:为了一名学生的进步让全班同学停下来耐心听
了两分钟，仅仅两分钟，对我和全班同学都是值得怀念的友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