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大
全8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本学期，我担任八年级思品课的教学工作。八年级思品重在
培养学生交往与沟通的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健康的初
中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思品教学任重而道远，是一个长期
而艰巨的工程。现结合自己工作实际进行反思如下：

思品课不同于其它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功能，其主要功
能是“道德学习”，促进学生道德生命的成长。道德生命是
在健康、文明、道德的生活中成长与发展的，因此，教育内
容必须充分考虑学生个性成长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关
系，使其内容具有实践性、针对性。一句话，教师要对学生
的道德学习加以引导，要引导学生过有意义的生活，也就是
说，帮助学生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过积极向上，富有情
趣的道德生活。

《思品》课教材中提供的案例，情境丰富，为学生的自学理
解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教学中，教师空洞的说教会引起学
生的反感，而且也不符合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所以，
在教学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而且在课前为学生预设一
些问题，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材，走进生活，通过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1）教学过程中，内容的呈现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基于生活（问题）、基于案例（情境）、基于活动（体验），
促使学生在情感体验和主动探究的过程中感情教材内涵。

（2）充分利用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展
开社会调查，发现问题，在课堂上互相交流探讨，形成共识，
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与生活。

总之，思品教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每位思品教师
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真正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人。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在设计时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结合学生的生活
经验，引用生活中的图片创设情境，进行多元化、多层面的
活动设计，给学生提供多种自主思考和交流的平台，引领学
生从合作探究中感悟大自然的魅力，从而更加亲近、热爱大
自然，进而达到情感教育。

值得发扬之处：

1、教学设计情境化，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增强了课
堂教学的艺术气息。

2、教学环节多样化，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本
节课体验式、探究式、交流式方法贯穿教学始终，为学生顺
利到达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彼岸做了很好的铺垫。

3、教学图片生活化，使课堂教学中来，在感受大自然之美的
同时也增强了对自己家乡自然景致的喜爱之情。

4、教学语言激励化，适时地鼓励与肯定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
喜悦，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小组合作交流环节，部分学生参与不积极。今后教学中，
在学生交流时要留足时间，让学生充分思考，鼓励他们大胆
发言，以便更好地调动学习积极性。这节课让我进一步看到
了学生那种渴望创新、探索的急切心理，这对于我在以后教
学中给予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基础。我会在不断实践、
学习与反思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积极成为一名受学生欢
迎的老师和朋友。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新课标要求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加强主体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为此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让学生广泛参与到生活的体验中，在体验中自然生
成认识。

2、本节由“爱洒人间”和“孝亲敬长是我们的天职”两目组
成，第一目介绍了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我们应该以爱的回报，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第二目孝敬父母既是道德的
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孝敬父母的具体表现，孝敬父母不
是愚孝和盲从。

3、本节是本课的第三框，是“交往品德”的重要内容。在此
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我知我家》和《我爱我家》。本
节是前两框节的教学落脚点，又为后面的“我与父母、我与
他人的关系”做铺垫。意在让学生体会父母的关爱与付出，
进而学会孝敬父母、长辈。

初二年级的学生处于转型期，都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总以为父母养育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知道父母所付出
的辛劳，特别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即使知道要孝敬
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孝敬，该做些什么事来孝敬父母，他们
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所以在授课时
一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授课，以此来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和兴趣。



1、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父母的情感,
厌恶不孝行径的情感；体验尽孝后的快乐；树立家庭中的正
确的是非观念，增强履行家庭义务的责任观念。

2、能力目标：辨别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孝的能力；孝亲敬长的
行为实践能力。

3、知识目标：父母理应受到子女的孝敬,孝敬父母长辈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孝敬父母长辈要受道德的谴责，要承
担法律责任；孝敬父母长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重点：感受父母养育之恩,报答父母养育之情。知道为什么要
孝敬父母？

难点：如何孝敬父母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八年级上册教材的主题是学会交往，而与父母交往是学会交
往的实验场，是与同伴交往、与老师交往、与社会上的人交
往的基础。本节课的讲述包括这样几个问题，如何看待与父
母的矛盾，介绍与父母沟通的程序，把握与父母沟通的要领
以及掌握与父母沟通的艺术。所以我在授课的时候力求把握
好这样一条线索就是与父母沟通的技术路线和艺术路线。希
望通过《两代人的对话》一课的学习，学生能从思想上理解
父母，在实际行动上学会与父母沟通和化解与父母之间的矛
盾。上完课后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的设想差不多。我的反思如
下：

本节课我是通过提问上节课的核心问题（逆反心理的危害入
手），然后我进行导课，既然逆反心理的结果是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家长，那么当我们与家长发生矛盾时不要对抗要对
话，对话的程序、基本要领、对话的方法窍门是什么呢，带
着这三个问题一起走进第二课第二框题《两代人的对话》，



这样告诉学生本节课要掌握的知识点，尤其是与父母交往的
方法，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大胆的启发学生去思考和发言。
把与父母沟通的方法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2）如果按照家长的要求去做，你觉得会怎样？

（3）如果不理家长的要求，写完作业，看完录像再回来，爸
爸会怎么想、怎么做？

（4）你觉得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程序，途径）是什么？

通过讨论补充知识点就明确了。同时通过伟人毛泽东的话进
一步强调了重点。

在讲到沟通的基本要领的时候，学生通过情景剧展示给同学
们，小组结合教材讨论后，很轻松的把抽象的知识点回答出
来，并深刻的理解了。

讲到本课的重点交往的方法时要求小组阅读教材，找出要点
后，一定要举实例，这样更加深了学生对要点的理解。

本课最后一个活动是在两代人对话方面你做的怎样？学完这
节课你打算怎样做？通过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达到理论指
导实践的作用。突显了思品的教育教学实质。

本节内容在讲解完后我是先让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然后
我再加以精炼。把每节课的知识点力争总结成几个关键性的
词语，便于学生掌握和识记。其次，以练习题的方式给学生
加深影响，同时反馈学习效果，力争做到讲练结合。

沟通是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的纽带。但是我在讲述的过程中
拘泥于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没有将此问题加以深化和推广，
整个课就没有了高度和意义。



总之，我觉得思想品德课要真正达到教育效果，使学生思想
上有所收获，一定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我们课上所讲的事例
越贴近学生实际，就越能打动学生心灵，就越能使学生学有
所得，就越能对学生起指导作用。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针对三年级教材特点，着重借助对"料峭"、"纷纷"、"一点不
在乎"三个重点词语的理解组织教学。通过多种理解词语方法
的渗透，经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语文训练，包孕着丰厚的情
感、丰富的内涵，实现语言训练立体化，真正体现了语文教
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如何让学生不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了解故事，而能入情入
境地体验课文。我想方设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小燕子，设身
处地地自主阅读，交流感受。这样，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融入其中。

摒弃了繁琐的分析，将静态的文字链接成动人的情境，在反
复品读中丰富着语言的内涵，丰富着人物的精神，丰富着学
生的人生体验。引导学生于潜移默化中修身化性，于文字品
味中弘扬人文精神。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今天听了刘老师的讲话，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心理暗示。
我认为对教师和家长都是必须谨小慎微的人，因为儿童最容
易接受心理暗示。教师应该注意有意识地给学生以积极的心
理暗示，而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注意引导学生变消极的自
我暗示为积极的自我暗示，例如在考试心理的调整中引导学
生变“我一点没底，我恐怕要考砸”为“别人行，我也行”。



家长不应当对孩子说：你真懒，或者你怎么就这么笨。这种
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你的孩子真的变得“很懒”或“很笨”，
即使他本来很勤快也很聪明。

教师要力求为学生的活动配上适当的艺术形式，如趣味性的`
故事、竞争性的游戏等，借助于形式、色彩、韵律和节奏，
通过非理性直觉，直接诉诸于人的情感。使学生在积极的氛
围中接受教育，促进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倾向。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七

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让学生的主科学得更好，发展更好，
有前途，让学生多学，保证他们的学习时间，在这新形势下，
我要求学生早自习必须读英语、语文，课外活动做数学，两
节晚自习再学习语、数、英、理化。以前有句话叫“学好数、
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学好这些是学生学好的保证。那
么，哪些时间学习“思品”呢？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也
就只有三个课空、课堂上和周末。因此，我想叫学生课空预
习所学的知识，课上加大课堂的效率，争取让学生当堂达标，
那可不是简单的画画背背，而是在活动中感悟，理解，掌握
并运用知识。课上情境引入课题后，一是结合知识点小组交
流填空、展示，看预习情况。二是，针对展示结合情景出示
问题探究，让学生得出本节课的重点问题并对难点突破。三
是结合实例知识运用，加深理解.四是谈一谈自己的收获，包
括优点和不足。五是深化练习，当堂达标。

现在的学生不知感恩，不被感动，认为父母对自己所做的一
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教育忽略了学生的体
验，缺乏正确有效的引导。有的学生对家长不满甚至看不起
父母，也与他们缺乏对父母的理解，不会感受或感受不到亲
情呵护有关。因此，要通过活动，让同龄人自己教育自己，
在轻松的氛围中深切感悟在家庭中获得的爱。

在教学中，通过各式各样的教学活动，把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和教材中的理论观点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实际问题获得新
知，并能够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开展活动时，老师要善于引导，可以用具体事例来启发；要
注意以情感人，烘托出良好氛围；不必面面俱到，只要发动
学生积极地说、积极地体验就行了；要有意识地从父母的良
苦用心、子女的责任两个方面来启发，突出正面教育的效果。
如果有学生从反面冲突来讲，要注意剖析分析的本意和期望，
剖析其中所蕴涵的爱，把学生引导到爱父母、爱家庭上来。

初中生，大多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与关爱，会将父
母的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又由于正处于青春期，生理、心
理不成熟，所以容易忽略父母的爱心，感受不到家中的亲情，
因而存在对父母的'付出不知回报的问题，因而这一课很有必
要。

八年级思想品德教学反思总结篇八

我从事了多年的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工作，我一直在思考：学
生在不同的情况下，一般会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之中；当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针对不同的学生，教师应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予以帮助，并能收到实效。同时自己在教
育教学中的行为究竟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不断的教学反思，我认为面对现在的学生，教师需要投
入和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精力和脑力，还要给学生付出更
多的爱。爱学生就是要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关心学生。学
生需要老师的抚慰，盼望老师的理解和宽容，自己的言行不
要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所以和学生相处，必须用真心去接纳
学生，用真情去投入，并且对象要全体学生。我相信教师扎
实的基本功、高尚的敬业精神和自身的人格魅力，一定会被
学生所承认，一定会受学生爱戴……如，20xx年3月，我爱人
犯了重病在区医院治疗，用了十三万多元。学校领导、教职
工、学生们知道后，纷纷以电话、短信、来人看望等形式慰



问。同时，全校师生还为我爱人捐款将近上万元。特别是已
毕业的学生，他们有的在读高中，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出来
工作已十多年，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后，自发组织捐款送到我
家中。这一幕幕，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让我得到巨大
的安慰。因为他们懂得了做人——尊师！我相信，只要教师
在教学中不断反思，就能在反思中逐步成长并走向成熟。

美国学者波斯纳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公式：教师的成长=经验+
反思。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
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具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
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因此，作为教师必须着眼于自己
教学行为的改进，通过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自我觉察，来
达到或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效能。在从教的30当中，本人就
一直在进行教学反思，以求促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

有人说：“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好的教学
总有它不足的地方，总有须待进一步改进、进一步优化的地
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不追求平平淡淡的完美，而
追求有突破性的遗憾 ”就是这个道理。平时在教案书写中，
除了符合学校要求外，我力求形成自己的特色。每份教过的
教案，我都会认真的回顾并进行诊断，开出教与学的“病
历”，并且对这些“病理”进行分析、交流，最后发现并提
出解决这些教学“病理”的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平时我还非常珍惜并利用进修等渠道观摩其他教师的课，并
争取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分
析他们是怎样组织课堂教学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组织课堂
教学。同时与自己的课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反思分析，从
名师的教学艺术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

时代呼唤创新教育。传统的政治课堂存在许多弊端，如：教
师讲授多，学生思考少；师生一问一答多，学生探讨研究少；
教师启动问题多，学生启动问题少；强求一致多，发展个性
少等等。这些倾向妨害和限制了学生与生俱来的个性和潜能，
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教师，应该充分地正视和严肃



地对待这一问题，要在课堂教学中突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从每一节课做起，要敢于在师生关系的改善、教学内容的处
理、教学设计的研究、教学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另辟蹊径”、
“独出心裁”，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