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学两教一拓展教学反思(优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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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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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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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突破的难点有两处：

一是理解点燃氢气前为什么要先验纯的原理，进而引出“爆
炸极限”的概念；

二是理解纯净氢气点燃安静燃烧，不纯氢气点燃可能会爆炸
的原因。

教学过程分析：

在教学目标引导教学的思想规范下，我的教学设计突出了如
下几个方面。

一、课堂的引入震撼人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上课时就能吸引学生、激发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尤其重要。

我是这样做的：如右图装置，去掉底塞后，点燃这瓶氢气。

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然后通过质疑引导学生探究这节课
的重难点（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这瓶氢气能



安静燃烧，过了一会儿却发生了爆炸？）以达到以质疑引导
探究的作用。

二、重视课堂小结。

教学中，引导学生自己反思、自己整理、自己归纳，并通过
习题练习的'反馈，强化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三、注重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过渡自然。

如进行“[活动与探究一]氢气流吹肥皂泡”实验，学生归纳
出氢气的物理性质后，向学生介绍：我们学习一种物质，不
仅要了解它的物理性质，更重要的是学习它的化学性质；氢
气在常温下化学性质稳定，但在高温或点燃条件下，能跟许
多物质发生反应；氢气的化学性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引导
学生猜想）？从而过渡到氢气化学性质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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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通过实验可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热情，注意引导学生
观察及比较分析其中的化学内容。通过氢气的可燃性，增强
对氧气助燃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燃烧与燃料进
行典型案例的铺垫；通过氢气用途中涉及的氢气的还原性，
增强对氧气氧化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中形成还
原性、还原剂等概念进行初步的铺垫；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
形成可燃性气体必须验纯和如何验纯的知识与技能。

教学中在注重上述知识与技能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围绕本单
元的'教学中心——启蒙微粒观。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和爆炸
极限，适当渗透一些微观粒子运动分析，为宏观到微观的思
维分析搭桥，为今后学习物质的微观结构奠定基础。

总之，教师需要明确，这节课主要学习哪些内容，这些内容
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三学两教一拓展教学反思篇三

小课题培训进行到这里，大家对于以前的很多困惑都找到了
解决方法。在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批新来的教师也从最
初不知道什么叫小课题研究，到现在能够从日常教学工作中
真正做到把小课题搬到课堂上，进行实践探索，这是一种进
步，也是一种收获。

近段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去找小课题？如何给小课题命名？
如何进行小课题的教学反思？如何把小课题搬到实际课堂中
去进行解决等。还记得我的小课题名字是《思想品德课中，
学习目标有效落实的研究》，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学习
目标是一节课的指导，如果一节课结束学习目标并没有落实
到位，我觉得这节课是失败的。不管课堂的效果如何精彩，
让学生学到知识才是最终目标。

在培训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就是关于课题诊断方面的'。对于
一节课每个老师都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讲课角度。同样在一节
课中，由于授课老师的不同，或者说是授课对象的改变，一
节课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我们上课观看了王老师的授课视频，
就从中找到了很多有关教学的想法，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一个
小课题，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不能很好洞察其他老师上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找到解
决的方法，那么自己对于教学的敏感程度就不能提升，从而
找不到自己课堂的毛病。

而对于课题研究我还有一定的疑惑，在我的小课题实践过程
中，学习目标的落实实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这最主要是
从课堂教课中获得的，我觉得个人的相关书籍阅读方面还有
欠缺。只有实践的内容，没有理论的指导，这就好比只有个
人经验，而没有领导方针一样。所以在学习目标落实这一方
面总缺少深度，下一阶段我将会把注意力放在专业书籍阅读
方面，以及对于不同班级的学情了解把握方面。



由于我教的是整个年级，分为创新班和普通班，所以在每个
上课效果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学习目标的达成程度和检测程
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就要针对不同的班级设定不同的学习目
标，但前提条件是不脱离大纲要求。所以在下一阶段我希望
自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也渴望有相关老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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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的环境中，在大家都为集体的成功而付出着努力的时
候，每个队员都会被激发出潜力，完成相对难度很大的任务，
为集体的成功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竞争性环境的创造

集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个人能力的发挥，完成艰巨任务

2.参加人数

20人

3.时间

10分钟

4.道具

4根木棍，4只秒表

5.拓展游戏规则

分四组，每组5个人，每组的队员拿一根木棍。

画出起跑线和终点线，按起跑线和终点线方向之间的沙滩上



竖立3根木棍。

每组队员站成一横排，将木棍平放在各队队员的手中(手臂与
肩平齐)。

任务就是每组队员按s型穿过木棍，到达终点，比哪个组的速
度快。

6.拓展游戏拓展游戏注意事项

手臂与肩平齐，用手臂抬着木棍，s型跑过做障碍的木棍，还
是有些难度的。也正是在这比较有难度的比赛中，可以看到
大家的拼劲和潜力，还可以在相互配合中发现团队的魅力。

7.拓展游戏拓展游戏相关讨论

这既是竞争性项目，又引人了集体的概念，从而激励个人的
英雄主义和集体的团队思想，迎接挑战。

在看着同组队员的奔跑，听着同组队员的呐喊的时候，是否
感到热血沸腾?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该如何拥有这样的激情和争取胜
利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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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目标：

1、能按物体的大小、多少、粗细等进行排序和分类，能进
行10元以内人民币的换算。

2、增强对数学游戏的兴趣，对金钱的社会作用有初步的了解。



游戏准备：

1、不同大小、多少、粗细、长短的农作物若干。

2、每人一套数字卡片作为代用人民币。

3、把桌子按超市柜台的大致结构摆放。

游戏过程：

1、讨论：现在是什么季节?秋天有哪些农作物?

2、教师提议办超市，让幼儿按粮食、水果、干果讲行分类摆
放。

3、带领幼儿检查分类是否正确。

4、让幼儿选择一种农作物，按它们的大小或多少或粗细依次
摆放，布置柜台。

5、请幼儿合理标价。

6、请配班老师扮顾客买东西，学习10元以内人民币的换算．．

7、把幼儿分成两组轮流进行游戏或者请听课的.老师扮客人
买东西。

8、教师以经理身份结束“一天的工作”，问幼儿挣了多少钱，
并组织幼儿讨论用这些钱做什么。

游戏分析：

为了让孩子们熟悉钱的换算和运用，复习10以内数的加减运
算，培养幼儿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我组织安排了这次游戏，
并在设定角色游戏时，以适当的角色进入他们的活动，让幼



儿来购买物品，清点客人的人数，或分配礼物，把10以内数
的学习，贯穿在游戏当中，逐步渗透，个别引导．既让幼儿
感知到数学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复习分类、排序、合
理标价，加减运算，熟悉了人民币的兑换和运用。

下面是游戏活动中教师和幼儿的一段对话：

顾客(听课老师)：我想要标价l元的茄子1个、标价5元的茄
子1个。

售货员(幼儿)：一共需要6元钱。

顾客：给你10元钱，你该找我几元钱呀?

售货员：应该找您4元钱，这个柿子很甜的，你想要点儿吗?

顾客：那你再给我称5元钱的柿子吧。

售货员：那你还得给我钱。

顾客：我给你10元钱了，还要给你钱?(顾客拿了6元钱的茄子
和5元钱的柿子就要走)

售货员：(一把夺过茄子和柿子)不够啦，你不能拿走!

顾客：我给你那么多钱了，为什么不能拿走?

售货员：不对，反正不对，不能拿走!

顾客：你看这两根茄子一共6元，对吗?

售货员：对。

顾客：我给你10元，你该找我多少?



售货员：4元。

顾客：我没用你找钱，再买5元的柿子。

售货员：你应该买这个4元的柿子。

顾客：我就不喜欢这个4元钱的柿子，我想买这个5元钱的柿
子。

售货员：5元比4元多l元。

顾客：那你找l元钱给我不就行了?

售货员：不对，我欠你4元，你欠我5元，你欠的比我的多。

顾客：多多少呀?

售货员：多l元，是你应该给我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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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之处：

3.创造性使用教材，教师把教材作为一种活动可利用的`资源
和引发儿童活动的工具，围绕本课活动目标，紧密联系学生
的实际，融入了许多教材中没有的活动内容，增强了品德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不足之处：

不应用语文课时，应该借用体育课时来进行本课的内容更好
些。

改进措施：



再有类似的课，提前与体育教师做好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