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 大班手工折小纸船教
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折纸手工，小小的纸船几乎伴随着走过
了那一代人的整个童年，现在长大了就没有再怎么折过了，
很多人估计也忘记了纸船的折法了吧？不过现在突然看到这
样一只小小的折纸船，禁不住有些怀念那纯真的年代啊！不
多说了，还是来看看这个折纸船的手工教程吧!

附：折纸使用的材料

1、色彩各异的“折纸”。

色彩丰富，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折纸并不仅仅限于单色或
者双色，根据所需要表达的事物本身，可以使用色彩丰富的
材料进行折纸。

2、双面彩色的“折纸”。

种类包括双面均为单色或一面花色一面单色。制作箱形物极
为方便。很多纸都是采用的双面双色，对进行立体事物的创
造提供了很好的表现原材料。

3、带晕色的“折纸”。

折牵牛花及仓鼠时可以选择的材料。晕色的“折纸”能在光



线上提供更多的立体感，从而增加对人感官上的刺激。

4、网眼类的“折纸”。

用纤维织成的布类折纸，性能与纸相同。但是所表现出来的.
质地上感受和传统的纸质是有明显区别的，往往能起到以假
乱真的效果。

5、具有金属光泽的“折纸”。

金银等箔片类折纸所有易皱难折的缺点，但是正是由于其可
塑性强的特点，再加上所产生的“光线”反射和折射效果，
颇受孩子们的喜欢。

6、印刷质感的“折纸”。虽然差不多所有薄片状材料都可以
折叠，但材料的选用会直接影响折叠的效果，以至模型的最
终外型。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基本设计：以“诗”字入手，让学生明白“诗言志”；切入到
《观沧海》，让学生自读课文，理解这首诗“言”的是曹操
的什么“志”；然后再朗读诗歌，从读准字音到把握情感渐
次进入分析；让学生了解写作背景，了解诗中体现的曹操情
感包括统一天下、吞吐宇宙的博大胸怀，也包括面对无边无
际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而产生的渺小之感，当然更要让
学生体会到，曹操虽然感受到这种人生的短暂和人的渺小，
但正视现实，敢于向超出人力的威压挑战的勇气，感受曹操
的昂扬奋发和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在此基础上，用一节课
时间引导学生去自读《次北固山下》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遥有此寄》，前文用“你如何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之情”问题
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后文则用“作者是如何抓住早春的特
征来写钱塘湖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文本进行阅读思考的；
第三课时则比较阅读《天净沙秋思》，先让学生去阅读思考



诗歌表达的是什么思想，从文本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总体上，
引导学生理解“诗言志”，学会从文本中寻找理由支撑自己
观点，训练学生的语感，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学生的文化。

课基本上都是按照设计的思路进行的。课堂上学生的思维比
较活跃，有不少亮点可值得借鉴。如在把握《观沧海》情感
时，学生在回答“为何你要这样读”时，提到“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句让人感受到了宇宙的
浩瀚和人的渺小，而这本是我以为需要自己去提示的地方。
再如在讲《秋思》一诗时，学生也能抓
住“枯”“老”“昏”“西风”“瘦”等词语，点出本文最
主要的情感是思乡，也有学生指出“小桥流水人家”富有诗
情画意，但在这里可以与其他景物联在一起，以家的感觉勾
起作者的思乡之情，确有独到之见。诗歌少不了朗读，学生
在充分体会了作者的情感后，能够有感情地配乐诵读。

自己对这几堂课感觉比较满意的地方有：一是在开始时把这
四首诗的阅读放在如何去读古诗的背景下去读，不为教诗而
教；二是能够结合曹操的背景加深学生对曹操在《观沧海》
中的豪迈之情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向学生介绍强调；三是
结合刘勰、钟嵘、王夫之等人的评价来引出“苍凉慷慨、建
安风骨”的特点；四是在学习《天净沙？秋思》时能够进行
比较阅读，并引用钱钟书的“盖生离死别，契合伤逝怀远，
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来引导学生理解
文中选择黄昏这个时间的原因，有助于对课文更深入地理解；
五是学生学习气氛比较浓，课堂思维活跃。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11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都在上《古代诗歌四首》。

基本设计：以“诗”字入手，让学生明白“诗言志”；切入到
《观沧海》，让学生自读课文，理解这首诗“言”的是曹操
的什么“志”；然后再朗读诗歌，从读准字音到把握情感渐



次进入分析；让学生了解写作背景，了解诗中体现的曹操情
感包括统一天下、吞吐宇宙的博大胸怀，也包括面对无边无
际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而产生的渺小之感，当然更要让
学生体会到，曹操虽然感受到这种人生的短暂和人的渺小，
但正视现实，敢于向超出人力的威压挑战的勇气，感受曹操
的昂扬奋发和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在此基础上，用一节课
时间引导学生去自读《次北固山下》和《钱塘湖春行》，前
文用“你如何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之情”问题来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后文则用“作者是如何抓住早春的特征来写钱塘湖
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文本进行阅读思考的；第三课时则
比较阅读《天净沙？秋思》，先让学生去阅读思考诗歌表达
的是什么思想，从文本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再比较两种版本的
《秋思》，分析其中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总体上，引导学
生理解“诗言志”，学会从文本中寻找理由支撑自己观点，
训练学生的语感，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学生的文化。

课后反思：

三节课基本上都是按照设计的思路进行的。课堂上学生的思
维比较活跃，有不少亮点可值得借鉴。如在把握《观沧海》
情感时，学生在回答“为何你要这样读”时，提到“日月之
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句让人感受到了宇
宙的浩瀚和人的渺小，而这本是我以为需要自己去提示的地
方。还有在分析《钱塘湖春行》的“早”体现在哪里时，除
了大家容易找到的“早莺”“新燕”“几处”“浅草”等方
面，学生还找出了“水面初平”“绿杨阴”，理由也很充分，
前者用《春》中的“水涨起来了”来印证，后者则说早春时
杨柳最早发芽，容易被人注意。再如在讲《秋思》一诗时，
学生也能抓住“枯”“老”“昏”“西风”“瘦”等词语，
点出本文最主要的情感是思乡，也有学生指出“小桥流水人
家”富有诗情画意，但在这里可以与其他景物联在一起，以
家的感觉勾起作者的思乡之情，确有独到之见。诗歌少不了
朗读，学生在充分体会了作者的情感后，能够有感情地配乐
诵读。



自己对这几堂课感觉比较满意的地方有：一是在开始时把这
四首诗的阅读放在如何去读古诗的背景下去读，不为教诗而
教；二是能够结合曹操的背景加深学生对曹操在《观沧海》
中的豪迈之情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向学生介绍强调；三是
结合刘勰、钟嵘、王夫之等人的评价来引出“苍凉慷慨、建
安风骨”的特点；四是在学习《天净沙？秋思》时能够进行
比较阅读，并引用钱钟书的“盖生离死别，契合伤逝怀远，
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来引导学生理解
文中选择黄昏这个时间的原因，有助于对课文更深入地理解；
五是学生学习气氛比较浓，课堂思维活跃。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三节课基本上都是按照设计的思路进行的。课堂上学生的思
维比较活跃，有不少亮点可值得借鉴。如在把握《观沧海》
情感时，学生在回答“为何你要这样读”时，提到“日月之
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句让人感受到了宇
宙的浩瀚和人的渺小，而这本是我以为需要自己去提示的地
方。还有在分析《钱塘湖春行》的“早”体现在哪里时，除
了大家容易找到的“早莺”“新燕”“几处”“浅草”等方
面，学生还找出了“水面初平”“绿杨阴”，理由也很充分，
前者用《春》中的“水涨起来了”来印证，后者则说早春时
杨柳最早发芽，容易被人注意。再如在讲《秋思》一诗时，
学生也能抓住“枯”“老”“昏”“西风”“瘦”等词语，
点出本文最主要的情感是思乡，也有学生指出“小桥流水人
家”富有诗情画意，但在这里可以与其他景物联在一起，以
家的感觉勾起作者的思乡之情，确有独到之见。诗歌少不了
朗读，学生在充分体会了作者的情感后，能够有感情地配乐
诵读。

自己对这几堂课感觉比较满意的地方有：一是在开始时把这
四首诗的阅读放在如何去读古诗的背景下去读，不为教诗而
教；二是能够结合曹操的背景加深学生对曹操在《观沧海》
中的.豪迈之情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向学生介绍强调；三是



结合刘勰、钟嵘、王夫之等人的评价来引出“苍凉慷慨、建
安风骨”的特点；四是在学习《天净沙·秋思》时能够进行
比较阅读，并引用钱钟书的“盖生离死别，契合伤逝怀远，
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来引导学生理解
文中选择黄昏这个时间的原因，有助于对课文更深入地理解；
五是学生学习气氛比较浓，课堂思维活跃。

中职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折纸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最近小朋友好像对折纸更加感兴
趣了。但是mm如果他们一直局限于一些原来的折纸内容，不
求进步，可能他们的折纸兴趣会慢慢消退。所以我在想一直
要要让他们有新的内容学会。所以，我一般是对孩子的折纸
内容一个个地进行过关，学会一项，再进行下一项，这样才
能扎扎实实地学下去。

本来以为小朋友告诉我说自己会了，应该就真的已经会了，
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可能孩子的所谓会了还是有含有水
分的。所以我应该更加细致地确认他会了，才算通过。

所以，今天中午接下来，我让浩浩又一次折了，发现不会的
地方也及时帮他教会了。

我庆幸自己细心的问了浩浩的妈妈，如果不问的话，想当然
地认为浩浩会了，会使他产生随便应付的心理，而且对他后
面再学习也没有好处。

所以以后，对于孩子的表现，我还是要多观察，再观察。要
以实事求是的方法来下定义，要做到眼见为实，才能对孩子
更负责，对自己更负责，对教育更负责，也才能对自己的教
学工作更有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