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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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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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导游教学反思篇一

一、基本知识不扎实，比如：密度单位的换算，很多同学都
没有换算出来，导致丢分很多；密度大小的比较两种方法：
相同质量比较体积，相同体积比较质量，也有不少同学不会
比较。

二、学生审题不仔细，比如：明明是五个硬币的.质量为7.2
克，要求都到每一个硬币的质量，还有不少同学写成7.2克。

三、记忆的知识不够牢固,针对第七章的内容，主要是记忆的
内容，所以安排了默写，默写的效果较好，但是在试卷上却
反应的不够理想，以后还要加强不间断的记忆。

四、计算还有待提高，三道计算题共24分，不少同学丢了很
多分，这是不应该的，在第六章的计算也花了不少时间，但
却总是在讲题目，学生真正能够独立计算能力却不够理想，
以后还需要多给他们做计算题的时间，让他们真正掌握计算
技巧。



模拟导游教学反思篇二

在打磨这个单元的口语交际精品课时，切身体会到口语交际
课不能采用单一的“独白式”或单一的“对白式”，交际形
式需要丰富多样的，才能使口语交际课生动、活泼、有趣。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独白”、“对白”两种方式兼顾，并
加以合理调配。交际内容和教学计划要统筹安排，既要
有“独白式”训练，也要有“对白式”训练，还要有辅助其
它的方式。

本堂课的教学，话题一中讲故事的环节，让学生小组分享自
己搜集的故事，并要求讲故事的人，要把故事讲清楚明白，
而听故事的人，还要对别人的故事进行一定的评论。这种交
际形式就是比较多元，让学生都有话可说，交流能力也自然
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当然，也少不了个人“独白式”或者单
一的“对白式”交流。在后来的故事会环节，个别学生走上
讲台与全班同学分享自己的故事，学生需要通过自己的口头
语言展示自己准备好的故事。而在话题二中的情景模拟对话
中，两个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进行特定情境下的交际，
也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当然，这两个环节中，
为其他学生提供交流的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让学生参与
评价，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等等。而我这堂课在这方面还做
得不够充分，一方面是学生准备不足，另外是学生这方面的`
经验还比较欠缺，这需要往后教学过程中不断强化。

当然，口语交际教学还重在激发兴趣，引导学生互动交流。
上课开始，我就让学生就搜集的动物故事进行交流，让学生
对动物话题更加感兴趣。在话题二中，通过创设情景，为学
生兴致勃勃地参与交际、展开互动交流创造条件。我还搜集
了比较有冲击力的伤害动物的图片，让学生能够明白到保护
动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加上经过这个单元的学习，学生
对动物的了解与关心程度较深，所以也有话可讲。而在课堂
教学中，我还适时调控，引导学生要学会倾听，快速把握别
人说话的重点，能随机应对，并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形成学生真正的语言交际能力。从而让学生在有话说、乐于
说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口语交际我来当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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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导游教学反思篇三

大家好，我是导游王雨晨。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徐州。

徐州又称彭城，是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之处。历来是兵家的
必争之地，在那里发生过著名的淮海战役。徐州有丰富的煤
炭资源，是有名的煤城。我们那里风景秀丽有云龙湖、云龙
山、戏马台、微山洞。人们都说“两汉文化看徐州”。

来徐州的游客们千万不要错过鬼斧神工的楚王陵、天工巧夺
的龟山汉墓、惟妙惟肖的汉兵马俑。必须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那里不仅仅风光秀丽，并且特产丰富。香脆可口的小孩酥、
香气扑鼻的沛县狗肉、香甜多汁的丰县苹果、又酸又甜的银
杏，必须会让你口水直流。



听了我的介绍，大家必须要来哦。

模拟导游教学反思篇四

我的家乡在太原，太原有很多令人向往的名胜古迹，如晋祠、
双塔寺……当然也就会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今天我
就来当一次导游，带大家游览一下山西的“小江南”——晋
祠。

晋祠位于太原市区西南25公里处，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
王次子叔虞而建。这里殿宇、亭台、楼阁、桥树互相映衬，
山环水绕，文物荟萃，古木参天，是一处国家少有的大型祠
堂式古典园林，驰名中外。尤其是难老泉、圣母殿、侍女像、
鱼沼飞梁等景点更是晋祠风景区的精华。祠内的周柏、难老
泉、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晋祠也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颗璀璨
明珠。

我们现在已来到晋祠的'难老泉。这里的泉水冬温夏凉，寒天
水汽蒸腾，象云雾一样。水面有浮萍，谭底有水草，冬夏常
青。长长的水草随着流水波动，象风吹麦浪，荡漾起伏。大
家都听说过晋祠米吧。“晋水今人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
田”。这就是北宋大诗人欧阳修盛赞晋水之美，稻米之香的
诗句。这里的稻米，所指的就是晋祠米。它之所以名扬天下，
是因为它是用难老泉的泉水浇溉而成的。说起难老泉还有一
段美丽动人的传说。

传说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
在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
家，每天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
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
不许换肩，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
个牵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饮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
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把最后一桶水递给



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后一桶水连前一桶水也喝了。
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
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
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
去，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涨得满瓮。
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
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心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
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
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
在瓮里乱抽一阵，水就汹涌喷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
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
绺头发往嘴里一咬，一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话没说，一下就
坐在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
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怎么样，生动吧。听了我这位导游的讲述，你是否被难老泉
美丽的景色、动人的传说深深打动了。没关系，我们下一个
景点圣母殿，更会给你锦上添花的。

模拟导游教学反思篇五

1、学生对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掌握不够扎实，2、有的学生
能看出是地中海气候，但忽略了题目要求中的时间是2月。

第38题是三个题中失分最多的

1、学生的归纳整合能力太差，2、大部分学生还是不会从图
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来解决问题，特别是从长远来看解决云南
的'旱情根本在于，没有一个学生得出正确答案，根据纬度及
地形特点，分析四川盆地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学生的答案
正确率也特别的低，第38题是三个题中失分最少的。

总之这次模拟考试学生的做题情况很不理想，当然成绩不理



想有学生的一部分原因，但大部分原因还在于我自己，平时
对学生的训练不到位，指导学生做题的技巧方法不当，在接
下来的复习中我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