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研究性学习过程中体会和收获(精
选5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
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一

提示：
1.图片经过缩放处理，请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原图，
或将图片存盘至电脑中查看。
2.本黑板报图片为网友推荐而来，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在
本站展示仅为网友借鉴、欣赏他人作品时提供方便。如有任
何疑问，请与本站联系。
3.欢迎您向本站提供推荐优秀的黑板报作品。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二

1、初读课文，读通课文，了解课文大意，初步体会安培的做
事专心。

2、学会18个生字，其中8个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构成的词
语

3、学习能够把课文意思和人物想要表达的意思读出来，并学
习默读课文。

教学重点：

1、初读课文，读通课文。



2、学会18个生字，其中8个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构成的词
语。

教学难点：学习能够把课文意思和人物想要表达的意思读出
来，并学习默读课文。

教学准备：实物投影仪、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双引号用不同的颜色标出)

3、小朋友们读了课题有什么疑问吗？

这就怪了，平常我们看到的黑板不是砌在墙上就是下面钉了
两条腿，没有人去搬动它，它也根本就不会走，我们这里的
黑板怎么会跑呢？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吗？那好我们就一起打
开书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

1、大声朗读课文，同学在读书的时候要注意：（1）遇到生
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读准确；（2）遇到读不通顺的句子多
读几遍。

车辆 车厢 衣襟 粉笔

准备 开始 移动 继续

思考 心算 计算 演算

非常专心  不由自主  聚精会神



（1）学生自由拼读词语。你觉得在这些词中哪些词比较难读，
或者是你想提醒小朋友注意的。（请提出注意点的学生带读）

（2）齐读，同时正音；

（3）去拼音读。开火车读。齐读

我们已经能把这些词读正确了，那我们怎样来把它们读好呢？

（4）请你选择一组词语，开动脑筋，用你自己的方式可以用
动作或者朗读把这些词表现出来，把这些词读好。

准备  开始  移动  继续（读时速度稍慢，声音拉长）

学生读不出味道是教师范读。你能照着老师的样子读一读吗？

思考  心算  计算  演算  （心算  计算 

非常专心  不由自主  聚精会神

看我们班的**同学现在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呢，我们
在什么时候也像这样聚精会神地听或者想呢？你还知道和聚
精会神意思差不多的词吗？（专心致志、全神贯注）

读好了词语，那你能不能在这些词语的帮助下把课文读流利
呢，自己试一试。等一会儿老师要检查的。

“开始他在心算，用手指头/在自己衣襟上/划呀划的，后来
觉得需要找个地方来计算一下才行。”（指导朗读，再读。）
把重点句，长句读好。

7、学生默读课文。

8、交流。



10、你从哪儿看出“黑板”是马车车厢的后壁呢？引出课文
最后一句“这时他才发现，那不是一块黑板，而是一辆马车
车厢的后壁。”引导读好这句话，引导：或者说，那不是黑
板跑了，而是马车车厢的后壁跑了！

11、他是谁呀？安培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简单介绍安培。
他为什么不能分清黑板呢？我们下节课再具体学习课文。

三、教学生字。

1、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要求我们写好的生字十个字，我们一
起来读一读每个字读两遍。

2、示范书写：考、衣、备、粉    讲清这些字的结构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撇和捺怎样展示，使字写得缩放有致。

3、学生练习书写。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三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
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
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
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
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
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
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



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人们使年俗庆祝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每年从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
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人民
素有的传统习惯。

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
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
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
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也就是
用红纸写成的春联。屋里张贴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年画，心
灵手巧的姑娘们剪出美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门前挂大红灯
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
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
足够的喜庆气氛。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为人们
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
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用鞭炮
轰 ，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
一种方式。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
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
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夕，又叫团圆夜，在这新旧交替的时
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
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
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
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在南
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
活甜蜜蜜，步步高。 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年的钟声敲



过，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
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
年祝寿，节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三就开
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新喜、恭
喜发财、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
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
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
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
束了。

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满、蒙古，瑶、壮、白、高
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
春节的习俗，只是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更蕴味
无穷。

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
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在
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
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
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
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
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
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
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
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 1949年9月27日，新
中国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
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
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
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
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
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
间，我国的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
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
特色。

春节传说之一：熬年守岁;春节传说之二：万年创建历法说;
春节传说之三：贴春联和门神。

汉族民间故事说：当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
猫托老鼠报名，老鼠给忘了，结果猫没有选上，从此与鼠结
下冤家。大象也来参赛，被老鼠钻进鼻子，给赶跑了，其余
的动物，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却窜到牛背上，猪也跟着起哄 ，
于是老鼠排第一，猪排最后。虎和龙不服，被封为山中之王
和海中之王，排在鼠和牛的后面。兔子又不服，和龙赛跑，
结果排在了龙的前面。狗又不平，一气之下咬了兔子，为此
被罚在了倒数第二。蛇、马、羊、猴、鸡也经过一番较量，
一一排定了位置，最后形成了鼠、牛、虎、兔、龙、蛇、马、
羊、猴、鸡、狗、猪的顺序。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扫尘：“腊月二
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
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
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
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
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
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
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
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
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
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
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
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
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
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
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
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
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
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
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
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
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
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
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
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
祥等。

年画：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
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
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
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
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
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
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
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
容图》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
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
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
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
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
国。

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
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
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
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
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
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
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
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
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
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
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
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
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
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
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
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
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
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
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
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
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
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
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
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
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
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
盛行。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
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
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
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
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
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



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
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
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
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
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
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
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
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
或是沾上蛋清油炸。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
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
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
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
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
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
“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
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
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
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
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四

夕阳西下，天边迆逦这几块白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一层晚霞，
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感叹时光匆匆，
一眨眼又到了一年的冬季，此刻的我，回忆着黑板前的记忆，
却是思绪万千。如果该走了，我什么也不带走，只带走那黑
板上的记忆，如一坛岁月的美酒，伴我度时光，陪我过五年，
追随我彩虹般的学习梦。

依稀记得这学期开学时，爸爸惊喜地收到了老师的信息，让
我到学校当一名志愿者，带领新一年级的小朋友认识我们的
曙光小学。我兴高采烈地去了，虽然活动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却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大姐姐的那份责任。结束后，伙伴们邀
我一起去出黑板报。随着早晨那缕温和的阳光，我走进了久
违的教室。看着空旷的黑板，我的心不由地感到一丝莫落。
即刻和同学走到黑板前，讨论着黑板报的设计。说话间，我
猛然想到：还能在这块熟悉的黑板上出几次板报？急走到黑
板前，拿起粉笔，开始在黑板上写着、画着。本来并没有良
好的美术功底的我，也格外认真地在黑板上涂画。

那天，我们整整花了2小时还有余。五年级了，我们已不再是
小孩子了。楼下的树与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陪了我们
多久，但也不及那播撒知识的黑板与我的感情。

九月，匆匆而过，虽然秋风总带来一点凉，但那份凉意，已
化作我心底的温暖。那抹晚霞还留着，那群鸟儿还飞着，但
黑板前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消散！冬月说到就到，我愿
珍惜这黑板前的每一次回忆，将它们收入“小小的心房书”，
待将来再次翻阅，它又将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五

1. 紧张而有序，效率是关键。

2. 对于18岁的我们来说，有些事情的确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但是没有一件事能决定我们的一生!

3. 高考是比知识、比能力、比心理、比信心、比体力的一场
综合考试。

4. 高考是汇百万人参加的一次练习。

5. 面对机遇，不犹豫;面对抉择，不彷徨;面对决战，不惧
怕!

6. 失败所能带给你的只应是一些教训，一些冷静的思考，而



不该有绝望、颓废、不知所措。

7. 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目标，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正
视自己的问题，设法解决它，这是成功的捷径。

8. 人生终有许多选择。每一步都要慎重。但是一次选择不能
决定一切。不要犹豫，作出选择就不要后悔。只要我们能不
屈不挠地奋斗，胜利就在前方。

9. 六月的7、8、9日3天，是金色的日子，是成功的开始，因
为我问心无愧，胸有成竹。

10. 只求“少丢分”，不说“得高分”!

11. 心存感激，永不放弃!即使是在最猛烈的风雨中，我们也
要有抬起头，直面前方的勇气。因为请相信：任何一次苦难
的经历，只要不是毁灭，就是财富!

12. 信心是成功的一半。

13. 看清知识的盲点、能力的弱项、丢分的原因。

14. 模拟失利并非坏事，让你发现问题。

15. 高考试卷的“前120分”若能稳拿，“后30分”定不落空。

16. 决定心理的那片天空是否阴霾甚至是乌云密布的唯一因
素是你自己，不能让自己永远有一个阳光灿烂的心情的人本
身就是一个失败。

17.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18. 高考中没有失败，它带给每个人的深刻思考、刻骨铭心
的经历和感受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19. 对待试题：冷静、乐观，对待考试：认真、自信。

20. 作为一次经历，失败有时比成功更有价值。失败可以给
我们留下更深刻而持久的记忆和思考。

工作计划黑板图片 黑板报版式篇六

1. 宁绕百步远，不抢一步险。

2. 绳子断在细处，事故出在松处。

3. 麻痹大意一时，痛苦后悔一生。

4. 不怕千日无患，就怕一日不防。

5. 上班不要想其他，事故专找马大哈。

6. 两纪一化护身符，平平安安才是福。

7. 家庭幸福心里装，不踩红线不违章。

8. 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故不得了。

9.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

10.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

11. 多一份安全预想，少一份事故威胁。

12. 快刀不磨要生绣，安全不抓出纰漏。

13. 铁路连着你我他，平安幸福靠大家。

14. 简化作业省一时，贪小失大苦一世。



15. 安全红线不能碰，违章违纪不留情。

16. 绊人的桩不在高，违章的事不在校

17. 寒霜专打无根草，事故爱找偷懒人。

18. 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19. 生命没有回头路，事故没有后悔药。

20. 事故隐患猛似虎，安全生产大如天。

21. 一站二看三通过，人身安全牢记祝

22. 自控互控加他控，劳动安全不失控。

23. 人身安全要谨防，车辆下面莫乘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