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检讨书 六年级纪律学生自
我检讨书(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水上的小船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中我抓住三个对比：

（一）森林变化的前后对比

要求同学们快速找出描写凯巴伯森林的句子，并用直线勾画
出来。让学生带着问题读文，很快学生找出描写一百多年前
的凯巴伯森林的句子。我相机出示一百多年前的凯巴伯森林
的图片，请同学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有感情的朗读。然后以
基本同上的方式认识20多年后的凯巴伯森林。（一百多年前
的凯巴伯森林一片葱绿，生机勃勃。而20多年后整个森林像
着了火一样，绿色在消退，枯黄在蔓延。真实的画面再现，
图、文鲜明对比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冲击。看得出，同学们的
内心深处被触动了。他们的朗读声中流露出了对一百多年前
的凯巴伯森林的喜爱和对25年后荒凉的凯巴伯森林的沉痛的
惋惜。）在对比中引发学生思考：同一座森林，20多年间为
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
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二）鹿群变化的前后对比

这部分教学活动，我用数字比较的方法展开教学。通过对比
朗读、引导学生对比第一自然段、三自然段鹿群数量及生存
的状态，想象变化的情景，体会灾难的严重。凯巴伯森林原有



“活泼的美丽”的鹿4000只，自从人为地杀掉六千多只狼与
其他一些鹿的天敌，鹿的总数迅速超过了10万只，翻了25倍。
当“森林中闹起了饥荒”，“疾病像妖魔的影子一样在鹿群
中游荡”时，鹿又急剧地死去6万只，不久就剩下8000只病鹿。
这里的对比鲜明，点明了生态失衡所造成的悲剧。鲜明的对
比，触目惊心的数据让学生意识到保护生态平衡是多么重要。
课文通过狼与鹿之间的故事告诉人们，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破坏了这个联系，就破坏了生态平衡，将会受到大
自然的惩罚。这样的对比，学生印象深刻，体会更加透彻。

（三）狼鹿异位的对比

第四然段是文章的难点，这个教学环节我请学生用找一
找“功臣”和“祸首”分别指的是谁，为什么？学生理解的
很深，都知道真正的祸首其实是人类，因为人类的干预，使
得生态失去了平衡。

以上三个对比，层层递进，引导学生品读词句和入情入境地
朗读课文，使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内容及蕴含的深刻道理，在
学习中受到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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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的小船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上学了》这一单元的第一课时时，我先出示丁丁、
冬冬的图片，激趣导入，告诉同学们“冬冬”和“丁丁”要
和我们一起学习语文了，再引导学生观察图画，练习自我介
绍，师生相互问好的情景，接着参观校园，最后畅谈感受。

本来，我想以组织、引导、参与者的身份给学生创设相互交
流、讨论的机会，通过自我介绍、参观校园、畅谈感受，沟
通课内外的联系，引领学生跳出课堂，走向生活，在全面提
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塑造完美的人格，使孩子们在入学的第一
天就亲身感受到环境的优雅，老师的亲切，小伙伴的友好，
激发他们对老师、学校、同学的热切。

由于课前准备不充分，再加上学生初入学，课堂纪律不好，
注意力分散，为了维持课堂秩序，顾此失彼。“丁
丁”、“冬冬”的形象特点让学生观察得不够，以致后来有
的学生问：“老师，哪一个是丁丁，哪一个是冬冬？”参观
校园占去了课堂一半的时间，走走停停及我的讲解，加上天
气炎热，学生排队时推推挤挤，打小报告，效果不太好。让
学生畅谈感受的时间太少了，而且一进教室就乱哄哄的，说：
“凉快多了！”。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
导者”。这节课，这两方面的课标精神我都处理得不够好。
我想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设计一个个游戏来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多让学生观察画面，说一说丁丁和冬冬的头发、服
饰的不同来认识他们。课前成立“校园探密队”，先让学生
观察校园，课堂上再汇报交流，课后让探密队的同学带领其
他同学去看一看，走一走，课堂时间应安排得比校充裕，这
样课标精神会体现得更好。



水上的小船教学反思篇三

一、乐曲简析：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是俄国作曲家包罗丁的一首著名的交
响音画，也是交响音画中的一个极品。但是由于包罗丁一生
的作品不是很多，熟悉他的人也很少，因此他的这首作品几
乎没有学生知道。

这首音乐是一首“标题”作品。作者曾在总谱上写了一段说
明文字：“在中亚细亚单调的砂质草原上，第一次传来了罕
见的俄罗斯歌曲的曲调。可以听见渐渐走近的马匹和骆驼的
脚步声以及抑郁的东方音调。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卫护
之下从广袤的沙漠中走过。他们安然无虑地在俄罗斯军队的
保护下完成漫长的旅程，越走越远，俄罗斯和东方安详的曲
调和谐的交织在一起，他的回声长时间萦绕在草原上，最后
消失在远方。”与其它的欣赏课不同，作者这段话概括了这
首乐曲所要刻画的音乐形象，因此以往在欣赏课中作为重点
分析的音乐形象就无须再费力了。我把感受、体验乐曲中音
乐要素在表现音乐情绪、刻画音乐形象方面的作用作为本节
课教学的重、难点。

二、对教学过程及教育理念的反思：

音乐欣赏课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一直是一个难点，而欣赏这样
的交响曲，更要难上加难。一是学生的欣赏水平有限；再有
学生的兴趣取向决定了学生对这种很难听得懂的音乐不是那
么感兴趣。因此在设计本课时，我着重于问题的设计，即提
出的问题既要有针对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欣赏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
扩大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实践，使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欣赏教学的重
要性，同时也体会到音乐欣赏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欣赏教学以音乐为本，以学生为本

音乐感受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的培养，当然都不可能离开音
乐、音响和人的听觉，倾听是音乐欣赏的主要方式。因此，
我们提供学生们鉴赏的音乐必须是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
最能激发学生美感的艺术精品。这样才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获得美好的音乐享受，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
感受与鉴赏音乐的经验。

2.欣赏教学要注意引发学生想象和联想，激发学生的创造能
力

欣赏教学要使学生将生活经验与音乐作品的表现手段联系起
来，促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欣赏教学启发学
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由描绘性音乐
引起联想；二是由情节性音乐引起联想；三是由音响感知和
情感体验引起自由的想象。前两种方式比较浅显、易懂，也
比较容易收到效果，后一种方式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以及
相当的欣赏能力。

3.教师的讲解、提问，力求简明、生动，富有启发性

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对欣赏曲进行讲解、提问是必要的。
但是，教师的讲解力求精简、生动，多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和
主动表达，多采用先简要提示后倾听音乐，再让学生进行探
索的方法，有些作品还可以采用让学生在倾听之后，再作探
索讨论，最后由教师作必要的讲解和提示。

4.巧设疑问，激发学生兴趣

交响音画是交响音乐的一种形式。交响乐被冠以“高雅音
乐”多由于他的难懂，不具有大众性。虽然《在中亚细亚草
原上》是一首标题音乐，作者对乐曲做了详尽的解释，但是
乐曲的`特点决定了其欣赏的难度。而让十岁的孩子们听这样



的音乐并且要求他们兴趣高涨，也确实勉为其难。因此在导
入新课的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问题，来激发学生兴趣。

生：？？（表情茫然）

师：分组讨论一下，看谁有办法？

生：分组讨论。

因为学生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交响诗、交响音画等音乐题材，
所以学生在讨论之后仍旧没有找到办法。但是好奇心理驱使
学生们想得到答案，这时再向学生介绍交响诗、交响音画这
种音乐体裁，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难懂，而且很想听这种音
乐，为下面的教学又做了铺垫，效果很好。

5.抓住典型段落，突破重、难点

在教学设计中，我把学生感受音乐要素――力度在表现音乐
情绪、刻画音乐形象方面的作用作为重点，同时这也是学生
在欣赏分析方面的一个难点。为此，我决定抓住乐曲中的典
型段落与学生共同攻克难点。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乐曲风格总体比较婉转、静谧，但
是中间有一段音乐的音响非常大，力度很强，用学生的话来
形容是吓了“一跳”。我抓住这段落向学生提出了问题。

师：本来很优美的音乐，作者为什么再此处用这样强烈的音
响？

生1：有危险情况发生了。（有学生笑）

生2：遇到险情发生战争了！（学生大笑）

师：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从开始的轻



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大，是为什么？

生3：骆驼队从远处向我们走来。

师：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声音最大？

生4：越来越近。

师：越来越近的结果是什么？

生5：走到我们的眼前！

师：非常正确！作者的音乐刻画了骆驼队由远及近，直到来
到我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作者是通过利
用音乐力度的变化来表现的，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了音乐的力
度在刻画音乐形象上的重要作用。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的参与意识非常强，而且学生
的答案各不相同。这也正是体现了音乐欣赏教学的一个重要
的作用――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欣赏教学是小学阶段的难题，由于学生的年龄特征与乐曲的
思想内涵之间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使得欣赏教学并不是想
象的那么受学生欢迎，因此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综合的探究。

水上的小船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课不是单纯地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那么，怎样在课堂
上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能力培养的同时，落实生命教育呢?现
代阅读学认为，阅读是一种从书面符号中获取和转换信息的
心理过程。

《新课程标准》也指出：“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
对话”。



这种对话其实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精神上的相遇，心灵
上的碰撞。在反复阅读文本之后，我决定抓住语文课的本质，
进行语言能力培养，并像“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般
毫无痕迹地渗透生命教育，将学科德育落到实处。

因此，教学《床头上的标签》整堂课，我设计了培养学生静
心读书、仔细思考和倾听他人发言的习惯;加强他们获取信息
的能力(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从文本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
提炼，使之变成自己的知识与他人交流)、对于知识的运用和
迁移的能力;重点抓住两处。

一处是：当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能证明自己失误的论文时，
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此处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李比
希对科学研究慎重的态度及自己懊悔的心情。

水上的小船教学反思篇五

1.别具匠心的标题。

以“床头上的标签”为题最能表现李比希这位“化学史上的
巨人”，具有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持之以恒、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同时“标签”在文中还起到了线索的作用，把
李比希失败与成功这两件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文章的结
构更加完整。

2.精心的选材。

本文选了两件事，而且是一成一败，一得一失。这样选材让
读者感受到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拥有成功的喜悦，也品
尝过失败的痛苦。这样写，才能使人物形象更鲜活，更饱满。
同时也让读者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不
断地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3.这篇文章巧妙的细节描写。



本文中有两处精当的细节描写：一处是：当李比希看到了一
篇能证明自己失误的论文时，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
此处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李比希对科学研究慎重的态度及自己
懊悔的心情。第二处是：描写李比希制作“标签”的过程。
是这样写的，“他把那张‘氯化碘’的标签从瓶子上小心翼
翼地揭下来，装在镜框里，挂在床头，不但自己天天看，还
经常让朋友们看”。生动地再现了李比希求实、自律的形象。

4.先写李比希读论文后“后悔莫及”这一结果，后写“懊
悔”的原因。

是为了强调当时李比希发现自己失误的痛苦心情。为下文写
他制作“床头上的标签”警示自己做准备。

我组织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体会到了科学家李比希在
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严谨的工作态度、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