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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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篇一

《品德与社会》教材采取以图为主的形式，体裁多样，内容
丰富、富有启发性，设置了许多活动环节，教师可以创设多
种教学情境再现生活。《爸爸、妈妈抚育我》是北师大版
《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上册中的一个主题，要求学生通过活
动感受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萌发对父母的
感激、尊敬和孝敬之情。我在教这课时以情贯穿课堂，让学
生于情中明理。

引发学生带着真实的情感进入课堂，必将是积极主动的投入
学习。首先，我煽情引入问学生：“爸爸、妈妈给我们生命，
带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是爸爸把、妈妈哺育了我们，使
我们能够茁壮成长，你爱爸爸、妈妈吗？爸爸、妈妈辛苦吗？
作为儿女应怎样做？”在老师激情的提问感召下揭示课题，
学生的感知更加鲜明起来。

教科书中呈现的图片和作文等材料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
的一些虽然普通却又非常典型的`画面和事例，在教学中我采
取观图、导读等形式，创设，渲染情景气氛，使学生目视耳
听，口诵心动，进入情景，产生共鸣。首先充分利用课中插
图，引导学生分析思考。观看第七页和第八页的底衬图后，
我问：“图上画了什么？有什么含义？”观察第八、九页的
照片，问学生：“照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通过老师
提问，学生自由发言为主要形式进行全班讨论，让学生深入
思考。接着朗读书中的作文《我心灵的家》，让学生从文字



中体会，从不同的侧面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生活实际中的细微
小事，去发现和体会父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付出的辛劳，
体会家庭成员间的亲情，通过体验，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
成。

学生对关心父母有了正确的认识，对父母的热爱之情又进了
一层，教者有的放矢为其感知及时提供素材，让学生辨析。
我在《爸爸、妈妈抚育我》一课中设计了一个体验活动——
护蛋活动。要求学生把一个鸡蛋带在身边，看看带起来是否
容易。活动结果，许多小朋友的鸡蛋都弄碎了。通过活动，
学生体验到了保护一个小小的鸡蛋都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
不容易，要让一个婴儿长大成才又谈何容易，学生由此深深
感受到了父母不但给了我们生命，还辛勤地抚育我们成长。
每个同学的成长过程都凝聚着父母的汗水和心血，我们不仅
要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且应当铭记在心。

为了延伸主题，为了表达儿女的爱，我布置了学生完成作业，
写一封给爸爸、妈妈的信，把最想说的话告诉他们，写出对
父母的感激之情，并请爸爸、妈妈看完后写出他们的想法。
通过本课的学习，搭建一个学生与家长心与心沟通的平台，
使学生有机会与父母进行一次交流、沟通，让学生得到潜移
默化的教育。

课堂教学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注重他们的情感体验，通
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及家长的热心参与，使学生始终处
在浓郁的家庭氛围之中。

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篇二

这首儿歌我分两大内容来教学。一大内容是帮助幼儿理解儿
歌、背诵儿歌；二大内容是引导幼儿仿编儿歌。

教学一大内容时首先调动幼儿的生活经验，谈话导入新课。
小朋友，你爸爸不在家时，你是怎么做的呢？待幼儿自由回



答后，师总结：我们今天学习的儿歌中的小朋友的爸爸也不
在家时，他跟你的做法是不是一样的呢？请听儿歌……然后
让幼儿模仿录音读，模仿老师读，提醒幼儿朗诵时要表现出
儿歌中小朋友神气的模样。因为这首儿歌贴近幼儿的生活，
所以他们非常爱学，爱读。

教学二大内容时，我把整首儿歌板书在黑板上，并且有意识
地将可替换的词语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写出来，我稍加引导，
大部分幼儿都能仿编出来，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特别是唐
嘉璐、辛佳、李锦泓、汪杰萍小朋友，思维活跃，学习兴趣
浓。

本次活动师幼配合默契，活动目标的达到水到渠成。

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篇三

思品课最怕是脱离生活谈理论，学生没有真切的体验，最后
让学生理解的理论也是空虚的，像浮云流水，很快在学生的
脑海消失掉。针对这样的特点，我在设计本课时，尝试结合
学生的实际，利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从学生的真
切感受出发，从而让学生最大程度的理解父母的辛苦和父母
的爱。

只有关注儿童的生活，才能使课堂更富生活气息。每个人都
是从婴儿阶段走过来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曾经发出过无
数的哭声，这种声音是孩子婴儿时期的语言，是孩子最熟悉
的声音之一，我用这种声音引出爸爸妈妈抚育孩子的点点滴
滴，是最贴近生活的，也是父母抚育孩子的最平常的片段。
孩子婴儿时期也是最弱小的时期，我用这个时期导入父母对
孩子的抚育，能最大程度的体现出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最大作用，能最大程度的发掘孩子心中对父母最大的感激之
情。

只有抓住课堂与生活的结合点，才能把教材内容按学生生活



原貌活化课堂，带给学生真实的.问题，让学生产生感情上的
体验。课前我布置的“家务劳动小调查”和“最喜欢的礼
物”，是学生真实的实践体验活动，同学们在实践中用心去
体会父母为家庭生活所付出辛勤劳动，感受父母在自己成长
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从而萌发对长辈的感激、尊敬和孝
敬之情，这种情感种子深深地播在孩子们的心中，它会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这样的教学跟传统的“老师要我尊敬父
母”的教学效果是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
没能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如何在课堂上更有效的
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如何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自己，
这些都是我今后的教学中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篇四

在《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节课的教学与反馈中，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有两点：

一、感恩是体谅父母、关爱父母。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谈
谈我为父母做了哪些事这个环节时，有的说：“帮妈妈扫
地”、有的说：“在家帮妈妈洗碗”。这时，我让学生明白
家的含义，明确自己也是家庭的小主人，扫地、洗碗是我们
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这时，有个男生举手，我让他发
言：“爸爸妈妈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一次，那时的我
是最高兴时候，依偎在他们怀里享受父母的爱。给父母端洗
脚水，给他们洗脚，在洗脚的过程中，父母有时摸摸我的头，
有时面带笑容长时间注视，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春节过后不
几天，他们又去打工去了，我.......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淌。
”这时让学生明白，感恩父母不是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不
是挂在嘴上只说不做，而是生在活中逐渐学会体谅和关爱父
母。

二、惊喜地看到了学生的'改变。又一节课的到来，课前温习



上一节课知识，通过调查了解，每班有大部分学生能向父母
说声“谢谢”，敢向父母说“我爱你”，虽然这是最简单也
最常用的礼仪用语，但是却让孩子和父母同时都感受到家的
温馨和温暖，也让孩子在无形中受到应有的感恩教育。

总之，在授课的过程中能触碰学生心灵深处、能把学到的知
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大班我的爸爸教学反思篇五

本单元习作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人，选取最典型的事例来表现
他的特点，运用本单元学过的描写人物的方法，把人物的特
点写具体。怎样使学生在习作中能运用本单元学过的`描写人
物的方法，把人物的特点写具体是本次习作教学的关键所在。
教学中我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在本单元的教学中，我打破了普通单元的教学模式，抓住习
作单元的特殊性，把课文当作学生学习的工具，多读文章、
多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放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了解作者是
如何刻画人物，选取典型事例具体地表现人物的特点的。

一个人的特点可能有很多，但是要学会抓住人物最典型的特
点来写，如幽默、节俭、勤劳、记忆力超群......此外，要
想使人物形象更丰满，特点更突出，就要学会运用恰当的描
写方法，选取最典型的事例。这就要求小学生深入生活，留
心观察，认真思考，根据表达的需要捕捉生活中表现力最强
的典型事例来展示人物形象。怎样在事中表现人，在人物外
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片段训练的基础上，教会学
生抓住特点观察。这样，学生就笔下有物，言之有序，很快
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