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篇一

1、课堂加上傣族风情的欣赏的目的：歌曲很简单，但是孩子
们对于“傣族”“吉祥”不甚了解，再说还有充满傣族风情
的旋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让孩子们了解一下傣族的风土
人情。这一环节的加入让孩子们很兴奋，对于“泼水
节”“孔雀舞”傣族的风情都有了一个的大体的认识。为歌
曲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2、学习歌曲的过程，通过聆听说出你对音乐的感受，孩子们
说的很全“温暖”、“柔和”“亲切”“轻巧”等等。

3、打击乐器的加入，很简单，似乎是为了乐器而加入。这里
可以尝试一下响板的运用，充实一下课堂，在这一个环节，
重复的较多，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4、最后的《大象》欣赏，没有展开，只是让孩子们简单的听
了听，对于“华尔兹”“低音提琴”大象的笨重与可爱，音
乐的东西少一些，让孩子们通过律动的形式，将大象圆舞曲
演绎。

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篇二

聪聪是一只经过驯养的可爱的小象。它会帮助主人做家务活
儿，可能干啦！



有一天，主人让聪聪把一只漏水的铜壶送到铜匠铺去修理。
过了一会儿，聪聪用长鼻子挂着修过的壶回来了。主人往铜
壶里灌上水，发现壶还是有点儿漏，就让聪聪送回去重修。

在路上，聪聪用鼻子吸了一些水，把铜壶灌满，然后扑踏扑
踏地向铜匠铺走去。

聪聪来到铜匠面前，用长长的鼻子高高地举起铜壶。铜匠看
见铜壶还在漏水，一下子明白了。他用手拍拍聪聪的头，说：
“你真聪明！”于是取下铜壶重新把它修好了。

小象聪聪用长鼻子挂着修好的铜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它
把铜壶举得高高的，好像在告诉路上的行人：“你们瞧，我
多有办法！”

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篇三

对于本课的教学，我以教材资源为范例，以课外资源为补充，
以活动体验为手段，让学生去观察、感受、体验、展示、分
享、讨论，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在活动
中加深了对动物的亲近感、好奇心，知道了怎样才是真的喜
欢动物的行为。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了解了几种动物的生活
习性。懂得了要爱护小动物。对实施过程进行自我分析和思
考：

整个课堂教学创设三次闯关的情境，将真的喜欢动物的行为
分散其中，意在落实课堂目标。纵观课堂教学，三次闯关给
学生创作情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既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又锻炼了他们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最后，将知识点编成儿歌，成为板书，潜移默化的落实了教
学目标。

让学生成为故事的主人，通过不同情境的表演，体验动物的
心声，真实的体验让学生交流的真切、真诚。不伤害动物爱



护动物的情感油然而生。一句句精彩的回答，成为课堂的亮
丽风景。

关注学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一年级的孩子要多给方法，
小组合作前，我先通过小猫的例子一步步教学，然后总结方
法。这样，小组学习时孩子们就“有法可依”。明确的分工，
充分的课前准备，也让课堂上的小组合作真实有效，每个小
组的交流展示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给予他们的
阵阵掌声就是最好的评价。

课后作业的布置我力求体现道法的生活性和实践性，紧紧联
系本课的学习，让大家科学养蚕。在体验与实践中，培养孩
子们对动物的喜爱和保护，这也是教学目标的生活化。

我还将在以下方面进行尝试和改进。一，利用情境创设教学
中注意引用有针对性和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案例故事，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小组的合作探究做好准备。二，
教学设计减少环节，突出重点，不要华而不实。特别要将学
生的生活体验和实践作为教学的起点和远点。

关注每一个学生，创设每一个情境，珍惜每一次体验，重视
每一回交流，引导每一组合作，给予每一句鼓励……让有声
的教育变成春风化雨，这样的道法才是孩子们德育的圣地。
我将执着于道法，绽放于勤处！

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了“可爱的企鹅”一课后，反思整节课，成功与不足之
处有以下几点：

1、能引导学生通过生活情景和直观图，让学生在认识打括号
和问号含义的基础上体会题里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列出算式，
较好的完成了本课的重点。



2、能让学生体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有机的培养学生数
学思考的能力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能引导学生运用观察、交流、猜测等方式，
使学生既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又感受生活的数学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

4、但是这节课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创设的情景不够主动，
没能很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学生对8、9加减法的计
算不熟练。

可爱的班集体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是利用“可爱的企鹅”这一有趣的情境,引导学生发现、
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并进一步巩固8
和9的加减法。

课的.一开始,我和学生一起做“动动手指头”的小游戏,借此
巩固8和9的加减法。紧接着,由学生感兴趣的谜语导入,学生
积极性很高,并且整节课用学生喜欢的动物“小企鹅”贯穿始
终,比如:“比一比,看谁今天帮企鹅解决的问题多?这么多同
学都在帮小企鹅解决问题,企鹅们可高兴了。刚才小企鹅偷偷
地告诉老师,他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一起去看看
吧……”整节课学生都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争着帮助“小企
鹅”解决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就学到了知识,真正做到了“我
要学”而不是“被动学”。

回顾整节课,我比较注重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先让学生观察
情景图,找出图中的数学信息,再让学生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
并要求学生用完整的数学语言表达,最后列式解决问题。但学
生对于冰山后面有几只企鹅,应该用8-2=6,有不少学生
用8-6=2,于是我借机追问:为什么要用8-6=2,8-2=6,学生一说
顿时豁朗开朗,充分理解两个算式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进一步理解加减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