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生产教育月活动总结(实用7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篇一

写作训练少，忽视学生的翻译能力，致使很多学生的写作是
中式英语，平时语法规则背得头头是道，写出来言不成句，
错漏百出。表达句子的能力较差。

根据质量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为使学生在英语这门学科上取
得更大的进步，在中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本人认为在今后
教学和复习中，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依托词汇教学，强化双基训练，突出语言运用。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实现
这一目标的基础是扎实的双基训练，双基训练的效果主要有
词汇教学的效果来体现。因此，应精心设计词汇教学的方法，
要通过词汇教学，完成双基训练的目标。

二、强化阅读训练，努力培养语感。

教师要有意识地增加学生阅读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要多选用
内容健康、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较强的短文，
通过大量阅读来培养学生的语感及通过上下文捕捉信息的能
力，还要注意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
阔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应从思想上转变教学观念，把发
展学生的阅读能力作为阅读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语
篇教学的作用，改变那种只重视知识讲解和训练，忽视阅读



能力培养的做法。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篇二

不足之处：引出相反数的定义，并对定义进行讲解与强调，如
“只有和互为”怎样理解？接着通过练习加深对相反数的理
解，没有利用“正数的相反数是负数，负数的相反数是正
数”练习题，让学生自己观察总结并归纳这一规律，而我是
直接的告诉学生，我遏制了学生探索知识的思维空间．在以
后的教学中一定要多想、多思考、多研究，不能说把每一个
环节都做得很完美，但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篇三

教师要自觉深刻反思自己：不是新教材不好教，而是自己观
念方法太陈旧。明明学生能自己学会的教师仍要滔滔地讲，
以致“不把学生讲烦不罢休”，“不把学生讲睡不罢休”！
司空见惯，并非耸人听闻！甚至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的事实：
尽管教师讲的枯燥乏味，学生竟然仍能在教室里一节一节安
静的端坐着，一晌一晌安静的端坐着，一天一天安静的端坐
着，学生这样的修养，难道不值得我们愧疚和钦服？教师在
师范院校接受的仍旧是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自然对这种教
学方法得心应手，而对自主、合作、探究新课改学习方法陌
生和抵制。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如何实施？全国各地，都有了很
好的探索。洋思“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杜郎口“提纲引
领、自学展示”，西峡“三疑三探，运用拓展”，张熊
飞“诱思探究、流程三段”等，都是体现新课改精神的很好
的探索。这些先进典型对国家新课改的实行，起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但在学习这些先进典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
题，导致效果不理想，这些主要问题有：

一、质量意识偏差。



没有树立面向全体，没有全面质量意识，而仍然是面向少数
尖子生，南辕北辙，应试教育，挂羊头卖狗肉。

比如就面向全体的重要方式分组合作教学来说，一般四人一
组，异质分组，组内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都要有，就这
就难如上青天。什么难以管理了，什么影响优等生学习了等，
没有认识到合作学习同时对培养学生集体意识、团队精神、
思想品德的重要价值，不是积极进取，不是积极想方设法如
何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感化教育转变学生，而是选择退却和
放弃，无所作为，导致学困生依然继续被边缘化。

二、责任心不强。

责任心是一个教师教好学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责任心不强，
课改成为花样，常规课偷工减料，例如该做能做的实验找种
种借口不做。

三、没有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教师定位不准：教师只是引导者而非主体者，教师是伴郎而
非新郎，伴娘而非新娘。表现在独霸讲堂，忘记学生才是课
堂的真正主人，要教会学生走路，要让位讲堂与学生，而非
一味的教师在堂上表演走路。

四、不能反思。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我采用“闻味猜物”游戏，有目的创设情境，导入课
题，将“__露”的化学知识进行包装，将知识置于具体的问
题情景之中，抓准切入点，引发了学生对微观粒子的认识，
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激发了探究
热情和求知欲 望。



2、反思教师角色的转变

课堂中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具有
亲和力，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交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3、反思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教学中，我运用具体的情景引发思维，呈现相关知识；让
学生充分的思考与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相关
的性质；并将有关的性质迁移到新的问题情景中，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很好的引导学生改变
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的体验、思考、交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和教师的组织、引导作用。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的机会；探究性学习发挥了主体作用。

4、反思教学手段的运用

本节课我采用“闻味猜物”游戏引课，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又合理的使学生了解了微观粒子的真实存在和相应的性质，
使学生体会到微观粒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利用很多形
象生动的比喻和类比来引发学生的抽象思维。联系学生身边
的生活实例，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设计实验解决问题。而且
我对本课的实验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它们成了本节课的亮点，
通过这节课，我深深体会到：实验会说话！很多抽象的微观
知识学生理解和运用水到渠成。同时我对教材进行了梳理，
灵活安排教学内容，使本节课知识点之间的衔接自然紧凑，
一环扣一环，教学思路非常清楚。

5、反思教学评价的使用

注重学习过程评价，评价形式灵活多样；起到诊断性、激励
性作用。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篇五

（一)

反思性学习是应课程改革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学习方式.强调
学生反思性学习,是强调以生为本,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学
习.反思的目的不仅仅为了回顾过去或培养元认知意识,更重
要的是指向未来的活动.在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学生反思性学习
习惯的培养,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会学生会学习.这样
以来,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成为探究性、研究性的活动,使教与
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达到终生受用的目的。

(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师应多观摩其他教师的课，并
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在观摩中，教师应分析其他教师是怎
样组织课堂教学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组织课堂教学；我上这
一课时，是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我的课堂教学环节和教学
效果与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从他们的教学
中我受到了哪些启发；如果我遇到偶发事件，会如何处
理……通过这样的反思分析，从他人的教学中得到启发，得
到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