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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岗活动方案(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手指教学反思篇一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手指教学反思篇二

《发烫的手指》的教学是围绕“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
思路开展教学。整堂课上，学生兴趣高涨，畅所欲言。师生
配合也十分默契，学生能在轻松自如的氛围中解决了教学难
点。因此，本节课总体上自我感觉良好，但也存在着不足之
处：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朗读虽然读时很投入，但却缺少情味，
没有真正引起内心的感受与情感的共鸣，我深深感到朗读中的
“有感情”绝不是对文字本身的技术处理就能解决的。叶圣
陶先生曾经说过：“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
去揣摩，而是应当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只有
文本内容联系到了学生某一方面的'生活经验，才能触动学生
内心独有的感受，朗读才有味道。这样的朗读才是“多角度、
有创意”的朗读。

手指教学反思篇三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手指教学反思篇四

《手指》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的教学是以“把握阅读
材料为大意”为主要的阅读目的。略读教学不是学习的略读
教学，还要学习应用包括细读在内的多种阅读方法。

《手指》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学习作
者留心生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得
到启示的习惯。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五个手指的各自特
点，体会到任何事物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写作很有特色，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结构清晰严
谨，主题鲜明突出。但是文章语言通俗易懂，告诉我们的道
理也不太难理解，因此我觉得教学这篇课文的难点是体会作
者运用什么表达方法表现手指的特点的。

因此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认真朗读课文，通过读拼音，联
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并归纳总结出五根手指的特点，是
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在学生自学结束后，全班交流。此时，我重点引导孩子们分
析了写大拇指的自然段。在学生归纳出大拇指特点的基础上，
我让他们细读了这个自然段。抓住句子“身体爱而胖，头大



而肥，构造简单，人家有两个关节，他只有一个。”去体会
作者的风趣幽默，把大拇指当成人来形容，不但使文章显得
更加生动具体，而且使文章显得活泼。学习“例如拉胡琴，
总是其他四指按弦……却轮不上他。”这个句子，学生知道
了这是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来说明大拇指的用处，而且这里
还用了排比的的手法，把大拇指的作用描写的淋漓尽致。总
之，我觉得虽然是略读课文，我们教师也应该抓住有效的训
练点，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接着，孩子们把学习写大拇指这个自然段的学习方法迁移，
自学课文的写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自然段。学生分
成小组自学，并在书上进行批注。课文本身有趣，学生的学
习趣味也就浓。孩子们的自学讨论热烈而有效。

然后我让学习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谈谈得到了
什么启示。孩子们基本都众口一词“团结就是力量”。这时
我在想为什么的感悟惊人的一致呢？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
人云亦云吧。

最后我和孩子们一起欣赏了阅读链接里的小诗《手》，谈谈
收获和体会，并有感情地诵读。

这篇课文教完，我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个星期的周记，仿照课
文的方法写“五官”。

手指教学反思篇五

《手指》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学习作
者留心生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得
到启示的'习惯。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五个手指的各自特
点，体会到任何事物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写作很有特色，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结构清晰严
谨，主题鲜明突出。但是文章语言通俗易懂，告诉我们的道



理也不太难理解，因此我觉得教学这篇课文的难点是体会作
者运用什么表达方法表现手指的特点的。

因此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认真朗读课文，通过读拼音，联
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并归纳总结出五根手指的特点，是
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在学生自学结束后，全班交流。此时，我重点引导孩子们分
析了写大拇指的自然段。在学生归纳出大拇指特点的基础上，
我让他们细读了这个自然段。抓住句子“身体爱而胖，头大
而肥，构造简单，人家有两个关节，他只有一个。”去体会
作者的风趣幽默，把大拇指当成人来形容，不但使文章显得
更加生动具体，而且使文章显得活泼。学习“例如拉胡琴，
总是其他四指按弦……却轮不上他。”这个句子，学生知道
了这是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来说明大拇指的用处，而且这里
还用了排比的修辞的手法，把大拇指的作用描写的淋漓尽致。
总之，我觉得虽然是略读课文，我们教师也应该抓住有效的
训练点，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接着，孩子们把学习写大拇指这个自然段的学习方法迁移，
自学课文的写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自然段。学生分
成小组自学，并在书上进行批注。课文本身有趣，学生的学
习趣味也就浓。孩子们的自学讨论热烈而有效。

然后我让学习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谈谈得到了
什么启示。孩子们基本都众口一词“团结就是力量”。这时
我在想为什么的感悟惊人的一致呢?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人
云亦云吧。

最后我和孩子们一起欣赏了阅读链接里的小诗《手》，谈谈
收获和体会，并有感情地诵读。

这篇课文教完，我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个星期的周记，仿照课
文的方法写“五官”。



手指教学反思篇六

指纹是手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这一节课主要是让孩子简单
了解什么是指纹，掌握指纹的基本形状及特性，初步了解指
纹识别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应用观察、比较、
分析等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科学探究
精神。

1、引导学生用手指印作画，并能够在指印上做出各种创意的
联想。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感受手指印画的乐趣。

3、通过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体验创作的快
乐，成功的喜悦。

4、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
及创新意识。

5、会用它们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喜欢装饰。

1、明确活动的目的和要求。

2、查找资料，了解指纹的形状、特性及应用。

3、准备白纸做成小背心t恤、调好的各颜料放在调料盘内、
纸巾。

一、导入讲一个关于用指纹破案的故事，引起学生观察指纹
的兴趣故事导入：《指纹破案》

一天，老爷爷很伤心，因为他家最珍贵的花瓶被打破了。他
回想昨天来客人，分别是海绵宝宝、大头儿子、白雪公主，
到底是谁把花瓶打破了呢？了解故事内容，在分享讨论中初



步理解霸王龙爸爸与甲龙宝宝的角色形象刚好黑猫警长来老
爷爷家附近巡逻，听说老爷爷家的最珍贵的花瓶被打破了，
于是就来到老爷爷家，黑猫警长发现花瓶上有指纹，怎样才
能知道花瓶上的指纹是谁呢？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手指纹
有哪几种？每种指纹都有好听的名字有窝型纹、弓型纹、蹄
型纹，再来看看花瓶上的什么纹，小朋友我们一起看看谁的
手指是窝型纹，原来是海绵宝宝。

2、指纹能帮助老爷爷找到打破花瓶的人，它真是个了不起的
小东西。

让我们看看他们还有其他的大用途（看ppt）。

3、下面老师带来了一幅特别的画，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吗？

提问：这幅画是什么来做的，跟平时的画有什么不一样？

xx幼儿：是用颜料和手指画的总结：是用手指沾颜料画的画，
我们给它取个好听的名字叫手指印画你们想不想尝试一下手
指印画，想。

在活动中每组提供的颜料太多，因为活动的重点并不是感受
色彩的变化，因此，可以每组提供一种颜料，小组之间可以
不一样。个别幼儿作画时的动物方向不一样，我利用讲评的
时候进行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