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 继续
教育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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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篇一

教学反思需要跳出自我，反思自我。所谓跳出自我就是经常
地开展听课交流，研究别人的教学长处，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通过学习比较，找出理念上的差距，解析手段、方法上
的差异，从而提升自己。当然，无论是运用行动研究法还是
比较法，我们都需要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提高自己的
理论水平，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这种
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做法毫无疑问可以锻炼和提升我们解
决问题的工作能力，我们循着这种思路可以彻底找到问题发
生的根源，以及找出预防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与企业
中所倡导的全员持续改善的管理手法也不谋而合，不论是理
念还是方法，都是一脉相承，只是集体反思学习有更进一步
的深入。

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
扬人的主体性，追求个人的主体性，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期取得最大的效益和最好
的发展。因而社会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
仅体现在对教师学历层次的追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教
师综合素质、教学效益的`要求上。



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篇二

孩子的童年应该是快乐的、自由的，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总是
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来对待孩子。甚至于有
些家长过早的、过度的、不科学的要求孩子学习，从教五年
以来我经常遇到家长和我交流孩子学习的事情，而这其中家
长比较关注的是孩子的书写、算题、认字。家长往往把幼儿
的学习局限于学业学习，而忽视了孩子学习的其他方面。以
至于学前教育出现小学化的倾向和弊端。

《指南》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
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
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限
度的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
取经验的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学习的主要特点是：

一、“玩中学”是幼儿的学习方式，也是幼儿最有意义的学
习。

在游戏中幼儿能完全自主、自发、全身心的投入到活动中，
同时能够在游戏中体验许多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的事情，
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在“娃娃家”这一角色游戏中，
孩子们会扮演成爸爸妈妈给娃娃喂奶、梳头发、换尿布、哄
宝宝睡觉，有时也会自言自语模仿大人的语气来说话。

幼儿在游戏中也发展了自我意识、自信心、伙伴意识、语言
与交往技能、探究与想象以及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等。

二、“做中学”就是让幼儿动手操作、直接体验，在做的过
程中学习。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
”因此教师要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和适宜的工具，支持幼
儿自主进行活动。比如在科学活动《让硬币浮起来》中，为



了让幼儿探索哪些材料能帮助硬币浮起来，我为幼儿准备了
大树叶、纸船、橡皮泥、塑料瓶盖等多种材料，幼儿自己动
手操作得出实验结论。教师与家长要充分认识到“动手做”、
“做中学”对幼儿的意义，为幼儿创造能动手动脑的机会与
条件。

三、“生活中学”幼儿自己的生活既是幼儿学习的内容，也
是幼儿学习的途径。

幼儿的学习来源于生活，最后还要回归于生活。有一次我在
带领孩子们去小便的路上，孩子们发现地上有许多的蚯蚓。
他们立马围在蚯蚓旁边，边看边互相讨论，孩子们从蚯蚓的
外形一直说到蚯蚓吃什么食物。还有孩子提议要把蚯蚓带回
到教室的饲养角去。正是这一次偶然孩子们真正认识、了解
到蚯蚓的生活习性等各方面特征。

孩子的学习应该是快乐的、主动地，教师和家长要尊重幼儿
的年龄特点、认知特征、知识经验等，为幼儿提供亲身体验、
操作、探索的环境。让幼儿在快乐的童年中学得有趣、学得
有效、学得有用!

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篇三

《黄鹤楼送别》一课采用了“文包诗”的形式，以一个生动
的故事再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的创作情境。
故事是诗歌的拓展和阐释，诗歌是故事的浓缩和提炼，诗文
互照，情景同现，的确是培养学生联系语言环境理解课文和
体会诗人情感的好教材。

教学设计时，我准备紧扣“离别”这个主题，通过课文的语
言文字去感受诗句之中美丽的情景，去体会故事中人物的真
实情感，从而感受李白和孟浩然之间的友情，继而带领学生
学习文包诗的文章是如何将文与诗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的，从
而提高对文包诗类似文章的欣赏与学习。



一 感受景美

年轻的李白在黄鹤楼为大诗人孟浩然饯行。“暮春三月，江
边上烟雾迷蒙，繁花似锦。”这样优美的景色，年轻的李白
仅仅用了“烟花三月”这简单地四字就将这暮春三月之景描
绘的淋漓尽致。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体会这样的美，具体做
法是：先让学生读，再联系自己曾经观察过的暮春三月的景
色进行“入境”，最后通过图片的观察，进一步深化景色，
把这种优美的景色更加深入人心，感受到“烟花三月”。

二 体会情真

李白和孟浩然两人应该是个性情中人，尊敬朋友，对朋友的
友谊是很看重的，这从我们的资料搜集中很容易看的出来。
在课前就让学生搜集资料，这是学生客观地认识到：李白和
孟浩然两个人相差12岁，在李白认识孟浩然时，孟浩然就已
经是有名的大诗人了。这奠定了李白对孟浩然亦师亦友的情
感基础。并且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喜欢游山玩水;而孟浩然
虽不是浪漫主义诗人，但他却是一位田园风光的写作诗人，
故而也喜欢游历山水之间，所以二人可谓是志同道合。因此
当李白与孟浩然在黄鹤楼再一次相遇而有要面对分别时，他
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故李白在诗中写到“故人西辞黄鹤楼”，
交代的缘由，以及“下扬州”这个遥远的目的地，字字隐含
着李白的不舍之情。

同时“烟花三月”的美景在此时仅仅只是景，丝毫引不起两
位热爱自然景色的诗人的欣赏兴趣。这也是从侧面烘托了不
舍。“岸边杨柳依依，江上沙鸥点点。”此时的景色在李白
眼里形同虚设，他关心的以及眼中仅仅只是那一艘载有有人
的小小帆船，从“依然伫立”“凝视”这些词体会不舍。这
让学生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实际，或许，通过这样的教学，学
生会对朋友相处之道有所感悟吧。

因此，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以多种形式的科学的教案和



课件为参考，在请教年长教师的各方面意见上进行自己的教
学设计以及课件的完善。本节课在第一课时的基础上，运用
激励性评价手段调动学生朗读、想象、领悟语言文字的积极
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并且这节课中，我就巧妙地利
用了多媒体，为学生创设了生动的情景。一开始，我就用语
言展示了美丽的画面，在暮春三月，繁花似锦的长江边，一
队友人在举杯话别，再加上学生的生活实际，一下子就把学
生引如到课文的情景中去。在教学第三段时，我结合学生声
请并茂的朗诵为学生展示了两人离别时那感人的情景。利用
学生的对话形式来感受李白以及孟浩然的心情，并体会话语
中的情感。

尤其是帆船随风渐渐远去，消失在蓝天的尽头那一幕，我设
置了动画，更是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眼球。 并以一个伫立在江
边上，李白心里向什么的拓展来进一步感受主人公李白的心
情。 课内外结合，培养学生对古诗的热爱这篇课文是一篇文
包诗，另一目的也是要培养学生对古诗的热爱之情。在课文
结尾处，我让学生去搜集其他一些文包诗的文章，让学生进
一步学会学习类似文章，既加深了古诗词的影响，又能积累
诗歌，多媒体让我们的教学受益匪浅。

最后，在我的这节公开课后的语文研讨过程中，我发现先了
自己的不足之处：

首先，对于学生的朗读这一方面的引导，我缺少一定的教学
经验。比如：我仅仅是让学生去读，以自己的语言告知学生
这段话包含什么样的情感并试着去独处这种情感，所以学生
仅仅也只是读，根本没有在心中形成某种我所说的情感。因
此，在这一方面的教学，我更应该去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
际或者去联系某些已经学过或有感受的文章，去领悟体会出
本文中的不舍与敬仰的情感，从而达到朗读的良好效果。

接下来就是我的教学过程了。在教学过程中，我多采用的是
传统的“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始了我的教学，所以在听课时



会显得我的话比较多，而学生仅仅是围绕我的问找答案，失
去了自主学习与探究的实践机会。所以，在研讨中的话题式
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想到既然是新课标教学方式，
话题式学习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的要求，并且教
师在此过程中会更加轻松，充分发挥着引导学生学习的指路
人。

最后，我的总结性的话语没有将本节课很好的与语文的课外
联系上。语文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学科。课文仅仅只是一个范
例，是让教师去教学生学会类似文章的一种阅读、学习、体
会情感的桥梁。所以在这个教学上我没有很好的将“文包
诗”这种形式的文章的学习以及体会情感的方式总结性的讲
述清楚，所以我想大多数学生下次遇到类似文章也很容易失
分，把握不住情感。

综上，在我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将会吸取教训，将所学到
的教学经验慢慢地转化成为自己的，融入自己的教学，形成
自己的教学风格，更好地上好每一节课!

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篇四

在十月份有上级教研组的领导来听的那节语文公开课上，感
觉上像经历了一次洗礼，让我成长不少。

那节公开课我上的是《捕蛇者说》第三课时，《捕蛇者说》
是一篇文言文，《捕蛇者说》就是借捕蛇抵税一现象，借蒋
氏三代宁肯冒死捕蛇不愿受苛政之害的事实。整篇课文的重
点段落是第四段，所以我重点讲解第四段，要让学生深刻了
解到这篇文言文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深刻认识，
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在这堂课上使我明白初三文言文的教学还是要注重文言文的
实词积累，虽然点了一些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再者我虽然让
学生朗读了第四段，但是我并没有注重让学生有感情升华的



读出和体会到作者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痛恨和对劳苦大众的
同情。因此效果不佳。课后语文组的老师很认真的帮我进行
了课堂分析，使我了解到，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你首先得自己
带着深厚的情感去读,去体会这首诗，创设自然的过度环节，
将你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课文中，让学生去体会，这样学生读
出来的课文才能有感情,才能做到质的升华。

级领导有一句话对我评价很高，虽然自己在课堂上的教态很
沉稳、很镇静，而且学生非常的积极参与，但是我知道自己
上的那节课真的上得很“勉强”，上得“激情不足”。

这是我来旧中后上的第一次有上级领导来听的公开课,使我感
触很多，收获很大,我知道今后我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成长
和经历的事情还很多。在那节公开课后，更使我有勇气和信
心把以后的课上得更好，因为年轻的我有着一股冲劲，还有
这么多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

我必须好好反思总结一下自己的课堂教学。这一节公开课让
我体会了作为一名初中教师的酸甜苦辣。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语文教学略简单于其它科目，但经过这一次公开课彻底让我
明白了做一名教师难，做一名语文教师更难，做一名优秀的
语文教师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是教案编写方面的。以前实习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
和我说过，不同的教师对同一篇文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只
要在仔细研读教材的前提下不要把最主要的东西丢了就行。
一篇文章就像是一条小溪，有的教师从中舀一勺“教”给他
的学生，有的则有两勺、三勺。所以说不同的教师能给学生
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也明白了写教案的目的只是让老
师做到心中有数，你并不一定非要按着教案上写的一步步来
教。因为教案是死的，而我们人是活的，真正意义上的教案
是可以不分课时的。而教案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关键的是
在课堂上如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对我们新教
师来说是说很难的!



其次是课堂教学方面的。每次上课表面上看上去挺顺的，但
是没有起伏，没有亮点。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说在
评价学生方面，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的倾听，而
是想着自己下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因而就导致对他们的评价
不深刻。其实有些问题是可以在继续深入下去的，而我没有
再追问，错过了机会。对于评价学生方面还有一点，避免伤
害到学生的自尊心，评价要先说好的再说不好的。如果第一
次叫一位同学朗读课文他表现的不好，那你可以通过让他对
课文理解之后在给他一个机会。“老师相信你一定能把它读
好，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从学生的角度讲，他受到了鼓舞，
起到激励的作用。这样学生的进步会很明显!

那一节公开课我收获了不少，特别是从有经验的老师那儿及
教研组的领导那儿学到很多。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当一名真正
意义上的好的语文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课堂上他需要密
切关注学生，从多角度来观察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还要
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和积累，注重课堂表达和朗读能力。所
以要想成为一名好老师还必须有着一颗爱学生的心，时时为
学生着想。这种爱就体现在要对学生们将来的发展负责，处
处为他们考虑。我离一名好老师的距离还很远很远，我会一
直努力，努力向它迈进!

继续教育教育教学反思笔记篇五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为中国四大小说之首。
《林黛玉进贾府》是历来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篇目，取自
原著中的第三回。这回主要讲述宝黛的初次会面，以及为以
后的感情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贾府中的主要人物，或实写或
虚写，都有了简要的轮廓。篇幅相对有点长，但层次鲜明，
语言优美，主要人物的性格已经比较突出的显现。学生学习
这篇文章，即是对《红楼梦》的初次感受，也是为以后的整
篇阅读奠定兴趣的基石。

在以往的教材中，此课文是出现在高二的教材，现在让高一



的学生学，相信会有一些难度。但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
让高一学生学习是有好处的，借此机会接触《红楼梦》，以
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能够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阅读这
部大部头。

上此课前，原本打算找86版的电视连续剧和一些相关的图片
让学生观看，记得了05届教授此课时就把学生带到多媒体，
让他们看林黛玉进贾府的电视，学生非常感兴趣，课堂气氛
也活跃了不少。但后来我发现，观看电视剧，学生对人物形
象较为关注，对人物性格也有了一些把握，但看了电视剧后，
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忽略了对名著语言的品味鉴赏，
这与语文教学的宗旨是相悖的。语文课就是要培养学生对语
言文字的感觉，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我在上这节课时，
上课前没有组织观看剧电视剧《红楼梦》，也没有向学生展
示与《红楼梦》有关的图片资料，在介绍完作家、时代背景
及红楼梦前五回的内容后，就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间接性，
通过“点评式读书法”的介绍和运用，再加上对欣赏方法的
适当点拨，引导学生尽可能地贴近文字，走进文字，与语言
文字亲密接触，从而领略文字所蕴涵的丰富内容，从文字中
感受形象，感受文学大师运用文字的高超技艺，提高学生的
欣赏水平。例如引导学生点评林黛玉，从“众人的眼
里”、“凤姐的眼里”、“宝玉的眼里”，从课文找出相应
的语句，然后让学生进行点评，并且告诉学生：点评，就是
圈点并批评。圈点，是在需要评论的地方画圈或点点，做些
符号;批评，就是评论。点评的方式有圈点、总批、眉批、夹
批等。如宝玉眼里的黛玉：“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
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
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
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我就提
示学生特别注意“愁”“病”等词来体会她的“体弱多病”，
注意“含情目”一词来体会她的“多情”，并在原文加上一
些点评符号如着重号等以提醒学生注意。接着对这一段文字
点评到：“气质超凡脱俗，容颜美貌多情、体弱多病”。王
熙凤眼里的黛玉时，我还插入了脂砚斋的评语：“真有这样



标致人物，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以此来
加深学生的印象;而对贾宝玉的分析中，主要抓住别人对宝玉
的评价、两首《西江月》的判词以及黛玉眼中的宝玉来理解
宝玉的性格特点。这样，不仅使学生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理
解一步步地走进文字，更深入地理解所写人物的性格特点，
还提示学生要培养良好的欣赏习惯。“认真揣摩语言，细细
咀嚼品味”。这样一来，其实就是让学生将那些朦胧肤浅的
感觉用文字进行加工、提升从而表达出来的过程。换言之，
也就是引导学生读文学作品从“看热闹”的层次提升到审美
鉴赏的层面。 这样的教学处理，既避免了学生浅尝辄止的不
良思维习惯，又使学生能更明确更有深度地理解文字、解读
名著，提高鉴赏力。

为了进一步理解贾府中的人物，我还设计了一个探究题：探究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哭和笑，从人物的哭和笑当中理解人
物性格，透视贾府的环境。并且让学生跟着林黛玉的行踪，
和林黛玉一起细心观察贾府，了解贾府这一典型环境对生活
在这里的人的性格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最后，还布置了练笔，让学生写“我眼中的黛玉”，在写之
前，我先读了“网友之黛玉”和“专家之黛玉”。

语文课通过文字的间接性，引导学生想象品味其中的韵味，
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还能使学生
在鉴赏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审美享受。引导学生体会曹
雪芹描写人物不仅写人物外在的形貌，还通过极精练的语言
写出了人物的神韵的高超技艺。本课也旨在通过这节课教给
学生阅读名著的方法，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

授完课后，我开玩笑似的问学生：学完这课，有没有激起你
们一点阅读《红楼梦》的兴趣呢?文科班学生表示通过这节课，
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阅读《红楼梦》的兴趣，但理科班的同学
则表示兴趣不大，看来，文理科班的教学应有所区别才行。



本课教学还存在一些不足，给学生朗读的时间少。还有课时
严重超时，原计划用四课时教学的，最后用了六课时，这无
形中会让学生产生审美疲劳，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想
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结果有可能反倒让学生厌烦，估计理
科班的情况就是如此。如何做到长文短教，深文浅教，依然
是我今后教学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