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小卫生员活动教案中班 幼儿园
小班小小手音乐活动教案(优质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
优质的报告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工作报告篇一

即使，听觉对音乐家来说就是整个世界，但贝多芬失聪后，
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创作，最终成为了闻名中外的音乐家。
他说：”耳聋使我集中精力，我能摈弃杂念，一心的投入音
乐之中“。

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奇迹出现。

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实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都没能找到合
适的材料做灯芯，面对权贵的冷嘲热讽，他毫不动摇，终于
发明了持久耐用的电灯。

是的，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坚持。

阿尔费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为了发明炸药，和父亲，弟弟
一起研究，却因为一次失误——炸药爆炸导致弟弟被炸死，
父亲被炸成残废。自己也被世人恐惧，被迫在湖心实验炸药，
经过坚持的实验，终于研制出了烈性炸药。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哪？。

亚伯拉罕·林肯一生坎坷，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当选



为美国总统。

坚持是一种素质，一种能力，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信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为了伸张自己内心的正义，
与教廷做斗争，受到迫害，追杀。但他无所畏惧，坚持要还
世界公道。最后，引发了思想解放。成功的削弱了教会的权
利。

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20岁就发表了许多作品，29岁创作了
《巴黎圣母院》……，正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却得了心脏病，
但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在60岁又创造了名作《悲惨世界》。

工作报告篇二

我不知道是第几次重复过去的路到成都来了。可能与上次的
脚印有差异，也与上次的时间有区别，但路还是那条路，起
点相同，终点相同，到这里感受到的热度也相同。去年这个
时候，正好到儿子处休假，也是一样的热，还遇到非常大的
暴雨。于是，就在这栋房子里呆着，看雨，看远处默默发白
的黑暗，看雨后早晨的白雾缭绕，听梦里鸟鸣啾啾。

生活似乎都在重复。当然，时间是不可能重复的。昨天走的
不是今天的路。今天走的也不能是明天的路。车还是那趟车，
路还是那条路，时间变了，重复得来的感受不同。然而一切
都像明明白白告诉我，重复是必然的，重复既是强化某种记
忆，又在加强某些叙述，还在熟练某种技能。

所有重复中，最令人回味的，是父亲母亲的嘱咐。真正记不
得他们唠叨过多少次：好好干，听领导的话，跟同事搞好关
系，别让我们操心。这是刚刚参加工作时每次他们都少不了
的话。总说重复的话能在耳朵上磨出茧子来，但我并没有摸
到茧子，而是每次都会暗自对照，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嘱托好



好干，不需要操心了；是不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好的成
绩让他们为之自豪高兴了。后来父亲母亲的话变了，成了诸
如此类：保重身体，叫媳妇娃娃也注意些；别担心我们，好
着呢……父母的重复其实是一个重要标示，那就是他们变得
苍老，我变得不年轻；他们进一步把儿女的生活看得比自己
重，而经常忘了自己……从中还能看出好好工作若干年后，
所表现出来的工作精神已经得到父母认可，所取得的成绩已
经为老人争了光彩；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我们关系的转换，老
人已经成了让儿女更加牵挂的人，他们的健康成为在外工作
的我们的最多惦念。亲人间爱的重复是无止境的。节日看望，
季节性瓜果菜蔬果应季食物的递送，春节团聚，每星期一个
电话的问候请安，每周，每月，每年没有休止地进行。原来
认为这样的牵挂会长期下去，想不到那个冬天的几个电话，
让这种重复嘎然而止。原来，有些重复是你想让它唠叨都唠
叨不下去的。

我生活里重复最多的是上班的路。根据上班目的地与住所变
动，这条路至少有过不下10次的更动。其中工作地点变化有5
次，住所迁移有六七次。30多年与这些变动相比，也算寻常
吧。开始上班路上有伙伴，三五个人上班一起走，下班一起
回，后来一个结婚了，剩下两个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这
时候才渐渐懂得，路终究是个人走个人的，依赖不得谁，也
扶持不了谁。近10来年的路比较稳定，目的地相同，工作一
贯，经过的小路树木草地环境变化不大。只有遇到的人有所
不同。重复着这样的路，开始更关注环境，这里有棵树，那
栋楼窗户上放盆什么花，经过某处草地今天灌水明天割草了，
春天丁香开了杏花粉了“花裉残红青杏小”，夏天炎热树阴
夹道里好凉爽，秋风扫落叶一夜之间树裸了，冬天好雪印上
脚印回头看……路走得多了，眼睛里就有了更多内容，比如
看到“花裉残红”时会揣摸“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作家
的情怀，小路上相遇礼让后会思索“路遇的态度”，过马路
看到一对老同志相携相扶的画面会产生“最美不过夕阳红”
的感慨，等等。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也会在重复的路上想到
曾经开始走这条路的创业者们，我还会在踩着落叶的路上看到



“麻雀的幸福”、“好一树金黄”，会在春天的沙尘里想
象“风”，并即时动手写下彼时的所思所想。谁说路不是个
大题目，让人大有文章可作？就在来回行走的路上，我写
过“对过的女孩”“火车上”“有个女孩叫胡蝶”等数十篇
文章。重复的路上，总会读出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声音、不
同的人物，以及不同的感觉。路的重复，便是人生的记忆吧。

生活让我们必须重复。厨房里大多是些重复的工作，洗菜，
煮面，洗濯。这些日复一日的重复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事情，
没有重复，就没有生活。创新虽然是进步的标志，但创新一
定脱胎于大量重复中。而耐得下性子的重复中，一定能升华
出生活的新鲜。一个家，没有如此多的重复劳作，没有许多
重复活动中生产的欢言喜语、甜酸情趣，这个家也就失去了
活力。工作亦是如此。重复中熟练习惯、形成规律、提高效
率，重复中找到不足、解决问题、得到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也会在这样不断重复的磨炼中得到提升。

科学的重复，在于验证证据的充分，在于从大量平常现象里
得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于从许多个别偶然中提炼新的结
论，找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其实这与社会生活
里的重复没有天然鸿沟。都是观察、思考、验证与得到新东
西的过程。中国古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很好的先例。孔孟
之道的流行，靠的是口传心授，也靠的是不断重复他们的论
断，用记忆雕刻思想模型，让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千秋万代流
传并光大开来。古人教学，强调死记硬背，在其坏处之外，
好处是烙印极深，不易裉变。现在我们学习流行快餐，得到
的结果也是快餐式的，刚吃了什么味道，转瞬即逝；刚说的
什么，也成耳旁风，很快成“浮云”了。

重复中最伤心的问题之一是犯相同的错误。错误和挫折对人
不可避免，但重复犯错误，甚至重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
不可接受的了。重复犯错误叫屡教不改，不思悔改，这样的
人，他把重复用在这里来，是可怜又可笑的。有话说，人不
怕不聪明，就怕太聪明；又说，不怕犯错误，就怕死不悔改。



人太聪明，总觉得别人都眼浊耳背脑残，看不清自己高明的
想法猜不透自己非同寻常的招数，便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人不知悔改，继续错误路上往下走，要么偏执，要么过于自
信。过于自信者看不到别人比他智慧，只知道自我意识里的
孤傲，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对于不少人来说，有些枯燥无味的重复无法避免、难以接受，
他们希望天下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多好！可是所有事情，所有
行当，都需要重复，无限重复。开公交的天天得跑那几条路，
经常会遇到那几个往这条线上跑的“有技术的不提前打招呼
借用别人财物者”。其实那些人也是重复着他的隐蔽、接近、
下手、逃跑的动作要领。重复一样对他们很残酷。只不过，
他们在攫取不义之财后的兴奋，完全掩盖了这种明目张胆行
为的危险性。官员换一个地方讲的话，跟他在前一个地方讲
的基本一致，因为秘书写的稿子一致，不同的是需要改一下
对面的单位和人物，穿插一下当时情景。据说有的官员过于
自信，讲话里随便拿出一张纸就念，结果出了洋相。面对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讲的是三八妇女节的内容，上来就一
句：亲爱的妇女同胞们！弄得一屋子人哭笑不得。据说的话
都有夸张成分，不作数的。

重复的意义，跟诵经读典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吟咏之间如琢
如磨，尽可能从中领会生活带来的一切。

工作报告篇三

我信心满满：“能！”

我坐在写字台上，咬着笔头，望着漆黑夜晚上，仅能看见的
几颗星星，沉思起来。什么才能不劳动就努力呢？有了！我
猛一拍桌子。

写作业，写作业不会吧？只有脑子努力了，哪来的劳动？姐



姐这下没辙了吧！

我便从杂乱的书包中拽出一本折了角的练习册，边对着姐姐
坏笑。“嘿嘿嘿”我不禁发出了生。

我垂着脑袋，皱着眉头，脸贴在本子上，对着眼睛看本子，
上面的字就像蠕动的虫子一样，让我心烦意乱，写不出半个
字。瘫坐在椅子上的我想，罢了，为了努力就加把劲吧！我
认真的把题审了一遍又一遍，分析了题意，搞清了等量关系，
但那还不知道设谁，我抓抓脑袋。

姐姐得意洋洋的看着我，说：“呦，刚刚是谁很自信的说能
呢？”我不好意思的吐吐舌头。

“这样做的。”说着，姐姐就拿起了我的笔，在本子上圈圈
画画，说了好一阵子，我才搞清楚意思。

“劳动不止拘泥于手和脚，也不是单方面是表面上的。”姐
姐突然说。

“什么意思？”

现在的我为了考试在灯光下复习，这是我为梦想拼搏的精神
在努力。

工作报告篇四

孝，是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成
功的人，首先就要做好孝。失去了孝好比失去了生命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对父母最大的孝就是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提高，少
让父母操心，自己的事自己做，平时在家多为父母干些家务



活。就从我说起吧！自从上了六年级，我也已经懂事了许多。
国庆七天长假时，我在家无聊的.玩着。这时我便想起妈妈每
天接我上下学，做饭给我吃，为我操心这操心那的。我是不
是得为她干些什么呢？我打开存钱的罐子从里面拿出了20元，
来到卖菜的小店，不懂买什么，左思右想，买一袋鸡蛋和一
个白菜。趁妈妈不在，我溜进了厨房。

我找来一个碗，把鸡蛋轻轻碰撞，然后一只手拿着一半鸡蛋
壳，往两边轻轻一拽，鸡蛋就打好了。然后是调鸡蛋，我用
筷子把鸡蛋一次又一次的往上调，这样做大约2分钟鸡蛋就调
好了。然后把鸡蛋放到进锅里，开火就好啦！我又去洗白菜
了。把白菜洗好后回来关火，哎呀！鸡蛋怎么糊啦！唉，算
了。还是把鸡蛋铲去碗里吧！我把水倒进锅里，把白菜撕成
一片一片的，丢进锅里。就开始炒菜了，经过我二十分钟的
努力白菜炒好了。我找来一个盘子，把白菜盛了上来。这时
妈妈也会来了，她看了笑了笑：“妹子长大了，会为妈妈干
活了。”脸上露出了欣慰。

 

工作报告篇五

一、揭示课题，认定目标

师：出示天平，这是什么？谁能简单介绍一下？

生：100+100=200

师：这个式子的左边是100+100，右边是200，现在的左边和
右边是相等的关系，就可以用等号来连接，像这样用等号连
接起来的式子就叫做等式（板书）今天这节课，我们在等式
的基础上学习一种新的知识——方程（板书）。

（用简单的数字说明：等于号不仅仅是一种运算符号，在这



儿也表示一种相等的关系）

二、目标驱动，自主学习

1.例2中，那几道是等式？

2.什么是方程？例2中那几道是方程？

3.等式和方程有什么关系？

自学好以后小组交流。

学生自学、交流。

指明学生上黑板扮演书本例2四道式子。

三、全班交流，提炼建模

学生思考后举手发言。

师：在学生了解方程和等式的基础上，解决自学提纲中第三
个问题“等式和方程有什么关系？”，先给学生两句话让他
们判断一下对错，并举例说明。

1.方程一定是等式。

2.等式一定是方程。

然后请学生用自己语言概括出等式和方程的关系。最后强调
方程一定是等式，等式不一定是方程。方程是特殊的等式。

（通过自由的辨析，让学生真正理解等式和方程的关系，在
举例、辩论的过程中，对等式和方程的关系慢慢由混沌变得
清透。）



四、课堂练习，内化提升

1.完成“练一练’1

交流：经过练习，现在你对方程和等式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旨在通过练习加深对等式和方程的理解，不是单纯地为练
习而练习）

2.练习一1、2、3题

学生做题。

3.讲解交流：

第一题学生列式：x+22=84，

师：这三道式子都是方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列像第三
种这样的方程，我们通常把未知数放在等号的左边。第一题
和第二题比较，我们能看着图顺着题目的意思，也就是顺向
思维得到的方程一般情况下是最好的，我们以后最好能像第
一题这样列方程。

（让学生理解方程的意义，在这儿简单地渗透了一下方程的
思想）

讲解第二题，要求学生说出数量关系式。

4.小结收获。

说明：方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也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数学思想，在我国最著名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收
录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方程术是最高的数学成就。

五、分层作业，当堂检测



1、2星题《补充习题》

3星题：数学套餐：

选择合适的数字和符号组成方程

3 x、2y、30.60

+、-、x、/、=、、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讲解第三题。

工作报告篇六

《方程的意义》这一课的教学。难点是区分“等式”和“方
程”，为突破这一难点我这样设计了这节课的教学过程。

新课前进行三分钟口算。上课开始进行简单的小游戏：把粗
细均匀的直尺横放在手指上，使直尺平衡。通过这一简单的
小游戏使学生明白什么是平衡和不平衡，以此使学生能明白
在方程意义教学过程中什么是相等关系，天平中的平衡的情
况是当左右两边的重量相等时(食指位天直尺中央)，紧接着
引入了天平的演示，在天平的左右两边分边放置20+30的两只
正方体、50的砝码，并根据平衡关系列出了一个等
式，20+30=50;接着把其中一个30只转换了一个方向，但是30
的标记是一个“?”天平仍是平衡状态。得出另一个等
式20+?=50，标有?的再转换一个方向后上面标的是x，天平仍
保持平衡状态，由此又可以写出一个等式20+x=50。整个过
程注重引导学生通过演示、观察、思考、比较、概括等一系
列活动，由浅入深，分层推进，逐步得出“等式”——“含
有未知数的等式”——“方程”。虽然整个教学任务是完成
了。但从学生的练习中我们发现还有一部分学生对“等式”和
“方程”的关系还是没有真正弄清。



本节课的设计充分关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具体的
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操作、实验、分析、比较，归纳出
了方程的意义。教学中教师没有将等式、方程的概念强加给
学生，而是充分尊重学生原有知识水平，结合具体情境，引
导学生分析数量间的相等关系，再用含有未知数x的等式表示
出等量关系，并用天平平衡原理来解释各数量之间的相等关
系，使学生理解等式及方程的意义，尊重了学生年龄特点和
认知水平。

教学中为学生创设了多次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小
组合作研究。如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出数量关系式，用含
有x的等式表示数量变化情况等。

总之，本节课从学生认知规律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让他
们通过有目的的交流、讨论，主动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一
方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使学生借助集体思维，
加深对方程意义的认识，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还要注意将“等式”和
“方程”进行直接对比。以使学生理解和区分“等式”
和“方程”。口算题引入铺垫后，要再回过头来充分利用。
在讲完“等式”和“方程”后再回到口算题上，将口算题通
过变化由等式到既是等式又是方程，这样进行对比使学生弄
明白“等式”和“方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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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数。

2、通过实际操作,体会小数与十进分数的关系,理解小数的意
义,知道小数部分各数位名称及意义,会正确读写小数。



[教学重、难点] 通过实际操作,体会小数与十进分数的关系,
理解小数的意义,知道小数部分各数位名称及意义。

[教学准备] 学生、老师准备计数器。

[教学过程]

一、生活中的小数

(事先布置学生找一找生活中的小数)让学生说说生活中除了
某些商品的价格用到小数外,还在哪些地方见到过小数。

结合树上的例子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在每个情境中
消失表示的是什么,由此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小数意义的兴趣。

二、小数的意义

1、自学小数的意义(看书第3页)

2、小组交流

3、汇报:出示正方形,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为10份取其中1份,
用分数表示是十分之一,用小数表示是0.1;把这个正方形平均
分为100份取其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百分之一,用小数表示
是0.01。

4、以1米为例结合具体的数量理解小数

把一米长的线段平均分为10份取其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十分
之一米,用小数表示是0.1米;把这条线段平均分为100份取其
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百分之一米,用小数表示是0.01米。

5、归纳小数的意义

通过学生的讨论归纳出小数的意义。



三、小数部分的数位及读写:

1、小数部分的数位及数位间的进率

先复习整数部分的数位,再介绍小数部分的数位,一位小数是
十分之几,小数点右边的第一位是十分位;两位小数是百分之
几,小数点右边的第二位是百分位;三位小数是千分之几,小数
点右边的第三位是千分位。

在计数器的各位上拨3个珠子,说一说各表示多少,体会数位间
的进率。

2、小数的读写

让学生试读,注意提醒学生小数部分的读法与整数部分不同。

3、写一写、读一读、说一说。

对照计数器写出小数,并读一读,说出各数位上的数表示什么。
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小组交流。

四、数学游戏:通过数和形的对应,加深对各数位间关系的理
解。

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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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