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汇报落款的正确格式(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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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一

教完八年级上册第十七课《奇妙的克隆》一文后，我对教学
过程进行了反思，现述如下：

在预习课文过程中，学生提出了好多问题。有简单的，有深
奥的，幼稚的，有成熟的。如clone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读？什
么叫无性繁殖？能不能克隆人？克隆人将会是什么样的？克
隆技术对人类有哪些好处？克隆技术有没有坏处？……以往，
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没有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是
引导学生查《英汉词典》、认真读课文，在课文中找答案。
结果学生们查英汉词典，找出了克隆的读音[kl[un]，读出了克
隆的含义，读出了无性繁殖的定义，也找到了克隆技术造福
人类的四方面表现。通过自主学习，学生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我们农村中学，条件相当差，没有多媒体教室，没有实物展
台，没有教学用的课文朗读磁带，没有挂图，也没有电脑课
件。为了增加教学的直观性，为了引起学生对课文的兴趣。
我上网查阅到了“克隆羊多利”的资料，并到中心学校 用喷
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算有了一个小小的“道具”。运用这
个图片，很好的导入了新课，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
直观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有用的。图片的使用，生动直观形象。

克隆是一项新技术，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认真研读是弄不明
白的。为了更好的弄懂弄通克隆知识，我上网查阅了有关资
料并打印出来。有《克隆时代》、《人类进行克隆的历史》、



《中国克隆动物研究大事记》等。通过这些材料，我初步掌
握了克隆的有关知识，掌握了克隆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与现
状。这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使教学更有了基础。
要求学生会研究性学习，教师首先也应该会研究性学习，应
该是个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者和倡导者。试想，教师都不会研
究性学习，你如何能指导好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呢？而研究
性学习中，搜集材料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克隆技术，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他们对克隆技术的发
展，有着热切的关心，对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影响有着浓厚的
兴趣。课文中列出了克隆技术造福人类的几方面应用。任何
新技术的出现，都是有着双方面的作用。用书上的话说“科
技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就象核能技术的应用一
样，用来建造核电站发电，就是造福人类；用来制造杀人武
器的原子弹，就是造祸人类。如果克隆技术被别有用心的人
所利用，可能就为害人类。有的说，克隆器官，为残疾人服
务，这是造福人类。

为了更好的激发学生们的探索欲望，激发学生们的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我设计了讨论这一环节，目的是
让学生通过讨论，明确学习内容，探讨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影
响。讨论过程，基本上还可以。有的说，大熊猫是濒危动物，
繁殖很不容易，运用克隆技术，可以保护国宝。有的说，如
果有人利用克隆技术克隆出病毒，人类可就遭殃了。不足的
是，学生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思想还有些紧张，放不开。使
讨论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总之，要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还要走很长很艰难的路。
还要与应试教育进行抗争。单凭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
从考试上进行真正的改革。不然，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只是一
纸空文，一种口号，一种悲哀，一种形式。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二

这星期，教学《神奇的克隆》一课，教学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思考中又让我学习了不少东西。

因为觉得这一课内容简单，所以我也没太重视做好课前的准
备工作。只是参考了一下“凤凰语文论坛”上的教学设计，
然后自己简单地修改一下就算了。上完课后唯一的感觉就是
很累、嗓子很难受。为什么上这节课这么累呢？回想课上的
一个个环节，我突然发现，这整整一节课除了学生读课文，
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回答学生的问题！

当我带着疑问再次来到了凤凰语文网，看着网友们在论坛上
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更加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参考了网
友们的各种意见，又在网上读了几篇关于小学说明文教学的
论文，我觉得说明文教学时要注意：一．教师不能像科技博
物馆的讲解员那样，一厢情愿地去介绍科学知识，而学生枯
坐冷板凳，成了只灌贮知识的容器。这样课上教师讲得津津
有味，学生听得迷迷糊糊，也失去了语文课的本味。二|、学
生读到像《神奇的克隆》这样的说明文，科学知识匮乏的学
生会有很多问题。如果教师再错误地说明文的目的是就是给
学生以知识，那在教学中就在引导学生了解课文传达的主要
内容时，千方百计地拓展关于该领域的知识，然而这样做，
亦背离了语文教学的轨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一篇课文，让学生理解内容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在获取
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多方面的能力，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因而课前让学生自己利用网络搜索需要的信息和资
料，培养获取信息的能力，在授课中那个，采用让学生读说
写练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媒体辅助手段教学，培养学生的团
队合作意识，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参与意识，激发
学生爱科学的热情。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我确定了“速读课文，整体感知——跳读课文，掌握
知识——精读课文，筛选信息——以意照言，体悟精神——
自由想象，畅所欲言”的思路， 以上五个课堂教学板块，井
然有序，师生互动，45分钟读懂并用活了一篇3000字的科技
说明文，教风学风扎扎实实，没有花里胡哨，是一堂较成功
的文章阅读课。

一、在“授人以知”的基础上做到“授人以渔”。科普说明
文的本意在“授人以知”，教科普说明文的目标在“授人以
渔”，即掌握阅读科普文章的技法。我的教学设计，实行通
篇略读和快读，重点精读和研读，贯彻了“精读、略读、快
读一条龙”的训练方略。第三个教学板块“以意照言”，正是
“循环解释法”（“语言——思想——语言”）中的回环，
即张志公所说的“在语言和思想之间走个来回”。毛泽东说：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用“文意”之
“激光”去照射“文辞”，最能品味语言的妙处。读法对头，



所以学生对科普文章渗透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体悟都落
到了语言上，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二、比较好地处理了“走进文本”和“走出文本”的关系。
针对“浅阅读”蔓延，未能走进文本的通病，我运用“披文
得意”的阅读规律，注重紧扣文本去解读，务使学生“见得
亲切”。如第二节第五段第一句：“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
境的。鱼类、两栖类克隆的成功自然而然地使科学家把目光
投向了哺乳类。”这是透露作者思路、显示说明顺序（从鱼
类到两栖类再到哺乳类）、闪耀科学精神的关键句子，经学
生找出，教师强调，共同辨识“不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明”的
奥妙，就在于“按生物进化顺序说明”最能体现克隆技术探
索和发展的进程。克隆技术的奥秘都在“换核卵”，但“换
核卵”本身又在不断突破，“克隆羊”不是换“胚胎细胞
核”，而是换“体细胞核”，所以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阅
读如此“同中见异”，确实“登堂入室”，走进文本深处了。
是“牵一句而解全文！”

在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入情得意”之后，又不能自我封闭
在“解文”的小圈子里，还要奋力走出文本，“知人论世”，
读以致用，使文本迁移、延伸到实际生活中去。第五个教学
板块，讨论对“克隆人”的看法，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开阔
视野、读出创意的话题，我抓住火候，学生“运思及物”，
纷纷发言，撞击出灿烂夺目的思想火花。

《奇妙的克隆》作为科普文章阅读课，当然有美中不足之处。
因为教学总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自己“有点拘谨，缺乏激
情，未能完全放开”，再就是在时间上没把握好，最后的问
题过于急促，没有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以后应在以上方面
注意。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五

“克隆”是一项存在极大争议的前沿科学,其症结就在于能不



能克隆人。这是一个到现在还在争吵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
我在两个班组织了以“克隆人对人类有利还是弊”的辩论会，
效果喜人。三班的王蒙蒙课后对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
候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辩论会呀？”由此，学生的'喜爱程度可
见一斑。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六

这节课我通过小组竞赛，创设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生进
行学习，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课前有准备，课
堂上能打开思维，积极探讨、辩论、回答问题，并能将科学
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充分体现了“生活中处处有语
文”。

克隆技术教学反思篇七

“克隆”是一项存在极大争议的前沿科学,其症结就在于能不
能克隆人。这是一个到现在还在争吵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
我在两个班组织了以“克隆人对人类有利还是弊”的辩论会，
效果喜人。三班的王蒙蒙课后对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
候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辩论会呀？”由此，学生的喜爱程度可
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