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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么，我们
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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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上完之后，我的反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成功之处：

1、在本节课的导入上，我利用宋祖英演唱的《爱我中华》的
视频，导入新课。这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对这一节
课的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2、这一节课的内容较少，在讲述的时候我为学生的主要罗列
了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讲解。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此文转自斐.斐课件.园经济上，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
政策。让学生去掌握本节课的知识，这一点收到的课堂效果
也较好。

3、在本节课的课堂提问上，我接受了苗老师的建议，化繁就
简，既要减轻学生的负担，同时又达到检测学生复习知识的
目的。

4、在本节课的反馈总结上，我从基础训练上挑选了几道题，
较好的考察了本节课所学习的重点知识，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的教学效果。



不足之处:

在本节课的课堂设计的问题上，有一个小问题的设计不是很
合理。为落实这一政策采取了那些措施?学生在回答第二问时，
很多同学找不到答案，并且书本中有些知识点也遗漏了，达
不到预习的目的。后来，我调整为，为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
发展，中央实行什么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是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这样，学生的预习就
目标更为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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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经过精心备课，我认为总体上还是很成功的。

导入部分：通过课件播放宋祖英的一首激昂高亢的视频歌曲
《爱我中华》作为导入，让学生从喧嚣的课间迅速集中精力
回到课堂上来，学生边听歌曲边看画面，听完歌曲后，我用
问题的形式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从而引入本课课题。实践
结果证明这种导课方式是很不错的，学生们可以满含激情进
入教学过程。

整个的教学环节，基本上可以做到重点突出、难点突破。这
节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与自主，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就是起到点拨的
作用，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通过目标展示和自学指导，使学生的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本节课最精彩的部分是组织学生畅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
况和通过对新时期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的了解谈感想，学生踊
跃发言，表示自己也要努力学习，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贡
献，为祖国大家庭的共同繁荣奉献自己的力量，是整个课堂
进入大高潮，我认为这也达到了这一课的最终目的。

这节课，充分发挥了电化教学的优势，课件设计的也很新颖，
内容充实，和课堂教学相得益彰，很成功。



当然这节课也有不足，主要就是板书的设计上太传统，没有
什么新意，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上也把握的不是很准，有一
些拖沓，今后教学过程中还是要加强教学基本功的训练，能
够更成功的驾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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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语言简练生动，情节跌
宕起伏，扣人心弦。应该说作者满怀深情地塑造了一位普通
的老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面对狂奔而来的洪水，他以自己
的威信和沉稳，果断的指挥，将村民们送上跨越死亡的生命
桥。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所以题目“桥”有着深
刻的含义。也是教学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桥》是本组元的第二篇精读课文，它不同于《再见了，亲
人》，《再见了，亲人》是通过典型事例来体会文中思想感
情的，而《桥》则是通过人物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来体会
思想感情的，领悟表达方法的。

在学习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让同学们展开想象，把自己想
象成村子里的人们，这时他们想对老汉说什么呢?这样既加深
了对文章的理解，又是对交际能力的一种培养。这使我深刻
地感受到：只有以读促说，读说写结合，学生才会感到易于
动笔，只有在轻松的氛围中学生才乐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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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xx年3月16日，我与同事发生了争执，事由起因是因为我与-x
同志因为买书的事情开始吵架，到最后出手打人。对于此事，
王主任当天中午就让我们回家写检讨，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情
愿，当天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虽然第二天我交了检



讨书，但在内心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也是因此，导致了3月17
日我再次和他出手打架。

其实，不管我个人对他有多大意见或不满，我不能以这种极
端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我在回家这几天白天黑夜里都在
思考，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幼稚并冲动的!

这几天我在网上找什么叫 团结 、 团队组织 一个人的个人
修养 等文章。看了许多也明白了，做人要有忍让度的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忍!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可是那天我没有做到，
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在此向领导和同事表示歉意，这件事情
是我不对，并影响了同事们的工作!在这里我做出深刻的检
讨!

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也是学会管
理自己情绪的过程。我们的不自由，通常是因为来自内心的
不良情绪左右了我们。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
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强大。

藏在内心的不良情绪在生活中时时涌现，所以我要学会去控
制，人的一生有太多的路要走，有太多的事情要去经历，有
太多人需要去接触。我的愤世疾俗能带给我什么呢?我要学会
去看待、宽容、包容我身边的一切。学会大度、宽容、细致
的去处理在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应该做到团结，团结是由多种情感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一
种精神。团结并不只存在于志同道合的人群之中。想要成为
一个团结优秀的集体，只需要我们都用真诚去面对集体中的
每一个人，让这个集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心灵的温暖。

学会在他人的赞赏中寻得自信，而不是狂妄自大;学会倾听他
人的话语，而不是妄加评论;学会客观地看待他人的言论，而
不是偏袒憎恶;学会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不是放大缺点;学会



平和地对待他人的缺陷，而不是挖苦讽刺;学会在必要的时候
让步，而不是斤斤计较，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
阔天空。理所当然的，彼此之间还要互相帮助，这样才是一
个团结的集体!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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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每个环节的时间把握缺乏。在第三环节和第四环节学
生自我展示时，学生没有完全投入，有点流于形式。可以多
角度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能力。

2、本堂课教学侧重于提问，有常识性的提问、有归纳整理性
的提问、也有设思启疑的提问，有的提问比较直接，学生很
快能领会教师的意图并且给出比较合适的答案，有的`提问问
题的设计本身不明确。课堂提问的精心设计有利于鼓励学生、
激发学生兴趣、提供线索，引发学生思维，并及时捕捉课堂
信息、延伸疏导，拓展学生的思维。随着课堂环境的变化，
进行一问一答式的互动，还是为本课的教学目标服务，最终
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3、对第一环节“民族知识大擂台”的知识抢答赛组织形式考
虑不周全，如学生表演民族舞蹈缺乏经验时，应该给予一段
视频进行提示，再要求学生进行模仿，既能顺利完成这一任
务，也能活跃课堂气氛。

4、对教学环境缺乏临时应变和调配，教师电风扇声音太大，
学生回答问题声音较小，课堂气氛受了影响，导致听课效果
打了折扣，以后要吸取经验，随机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