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 我们的校园
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篇一

一年级的小学生对校园的认识并不深刻，因此进行必要的校
园参观可以让学生从感官上初步了解学习环境，为今后能够
深入了解学校打下基础。从学生自身考虑，对学校的了解可
以增进他们对学校的喜爱之情，增进师生之情，增进安全意
识，对其今后的学习生活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本课的学习，
不光使学生了解学校的基本设施，同时还要让学生学会自己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

利用“探密小分队”的形式，进行校园的参观活动。它的优
点是让每位同学都成为这个小分队的成员，增强活动的神秘
感，从而激发同学的兴趣，更好的对校园进行观察。

利用动手画图的活动，让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点，
发挥其创造力和想象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通过对学生上课的成果分析（他们画的图。）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从而分析学生掌握知识的效果。从结果看出，大部
分学生对这样的上课内容的.安排感到兴趣十足，同时他们都
通过这堂课了解了学校的基础设施，从而规范了他们在学校
的日常活动。

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篇二

本次教学让我真正体会到教学手段的单一会导致多么差的后



果。

《我们的校园》的主要内容是根据5幅活动图，让学生收集其
中的信息，并会根据这些信息完成一个统计表。在具体分析
每幅活动图的时候，我差不多用了同一种模式：即看图——
收集信息——编题目——解答的形式。头2幅图，内容比较丰
富，学生比较有兴趣，在解决问题时注意力都比较集中。可
到了后面几幅，还是一样的形式和要求，部分学生开始不耐
烦，有点不专心听讲了。虽然最后，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知
道一个笑脸表示一个人，也会根据图中所示的信息来完成统
计表，达到了所要的教学效果，但在后半段的教学过程中，
个别学生的反馈不积极，课堂气氛不活跃，是让我很遗憾的。
这也是我要反省的地方，是不是一定要根据教材的内容一模
一样地进行教学？是值得商榷的。主要还是看学生是不是适
合，能不能被吸引。只要学生兴趣一被激发，他们便有了学
习的动力，才会有可能出现预设想要的师生互动。所以在备
课时还得考虑得更周全，尽量避免出现重复环节。但是说的
容易，做起来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设计出完美的教案，还是要
一点一点，慢慢改进。至少通过这次教学，让我明白教学手
段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篇三

《我们的校园》教学反思《我们的校园》是一节实践活动课。
由于聆听了东师附小薛春波老师一节《走进世博---百分数的
应用》数学实践课，因此很受启发。仔细阅读《教师用书》
了解到它是在学生有了对新教材内容认知后进行的综合运用
活动并含有统计思想的渗透。本着《标准》的新思想、新理
念及学生的认知特点，我以谈话的方式营造出宽松、和谐的
氛围，将学生带进课堂之中。本节课重在学生的体验、参与。
在学生互动中，使学生感觉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并会从实
际生活中提出数学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同时在
学生的合作中初步感受统计知识。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有以下
特点：



1、以“情”、“趣”开路。老师以聊天、谈话的方式引出学
生熟悉的场景，从而使学生轻松地进入课堂，拉近师生间的
关系，为课堂教学建立良好的开端。

2、学科交融，易于学生情感的渲染。由于课堂教学呈现方式
上的变革，使单一的数学课与体育课进行有机结合，给学生
的身心以美而舒展的渲染。把学习活动延伸到体育课堂，给
学生属于自由活动的时间……让“统计”成为游戏的组成部
分，让学生在玩中学习。这节课人人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去，
这样喜爱数学之感油然而生。充分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体现了新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美中不足的是如果室内室外相
结合，和学生一起学习本节课，效果会更好。

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篇四

《校园的早晨》是由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和音乐人高枫共同创
作的一首清新活泼的校园歌曲，曾经在我国校园内分靡一时，
现在仍在被传唱。

整节课我带着学生学唱了歌曲《校园的早晨》，还欣赏了几
首具有代表性的校园歌曲，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学生是主体，
他们乐唱、乐学，还跃跃欲试的想跳跳这个舞蹈，学生充分
感受音乐的美感，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反思这节音乐课，我感受颇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
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并美化人生的最大动力。在
课堂上，我简要介绍歌曲，说出歌曲的名字，学生们积极踊
跃的举手说着熟悉的校园歌曲，边说边唱着，同时也了解了
著名的作曲家谷建芬老师，从而导入了新课。他们听了这首
耳熟能详的歌曲一下使他们学习歌曲的兴致高涨到了极致。
在跟着录音哼唱一遍之后，大多数学生已经能较完整的演唱
出歌曲了。其实这首歌曲中反复的地方很多，还有各种记号
以及正确演唱顺序的掌握都是教学难点。此外，歌曲中切分
节奏、前半拍休止也较多，学唱时必须要注意在适当的地方



及时换气，才能保证唱准节奏。歌曲的.重难点我并没有一下
子提出来给学生，这样就使学生养成一种不动脑筋，等吃现
成饭的坏习惯了。音乐课同时也注重聆听，让学生安静地去
听。于是我让学生通过几次聆听，让他们带着问题：“哪些
节奏在歌曲中出现的较多？”去听。这样学生们是通过这条
途径自己动脑去想，去挖掘歌曲的重难点，学唱起来自己就
会特别注意，就会轻而易举的解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
我没怎么强调的情况下学生们都掌握住了这些难点，可见一
首好歌给大家的影响有多么巨大，让他们多听、多感受也会
起到很大的作用。

本课歌曲学生们非常喜欢唱，唱得轻松自如，为了丰富学生
的音乐生活，同时我还鼓励他们为歌曲编排一个简短的集体
舞，这样让他们边歌边舞，更能够体现出校园生活的美好。
在教学中，我还不忘德育渗透，通过学唱这首歌曲也教育学
生要珍惜学习的大好时光，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持之
以恒；象蜗牛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课业计
划。

本课歌曲学唱的很成功，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学生们演唱
时声音的音色还应提炼，在声乐方面还应加强练习；学习歌
曲的同时还可以把音乐知识：乐段溶进去，这样学起来条理
就会更清晰。

总之，音乐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相信只要我在实践中
充分考虑学科特点、教材内容，认真分析学生情况，巧妙设
计，选择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音乐教学一定会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

校园小戏迷课后反思篇五

《我们的校园》是一节实践活动课。由于聆听了东师附小薛
春波老师一节《走进世博---百分数的应用》数学实践课，因
此很受启发。仔细阅读《教师用书》了解到它是在学生有了



对新教材内容认知后进行的综合运用活动并含有统计思想的
渗透。本着《标准》的新思想、新理念及学生的认知特点，
我以谈话的方式营造出宽松、和谐的氛围，将学生带进课堂
之中。本节课重在学生的体验、参与。在学生互动中，使学
生感觉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并会从实际生活中提出数学问
题，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同时在学生的合作中初步感
受统计知识。

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以“情”、“趣”开路。

老师以聊天、谈话的方式引出学生熟悉的场景，从而使学生
轻松地进入课堂，拉近师生间的关系，为课堂教学建立良好
的开端。

2.学科交融，易于学生情感的渲染。

由于课堂教学呈现方式上的变革，使单一的数学课与体育课
进行有机结合，给学生的身心以美而舒展的渲染。把学习活
动延伸到体育课堂，给学生属于自由活动的时间……让“统
计”成为游戏的组成部分，让学生在玩中学习。这节课人人
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去，这样喜爱数学之感油然而生。充分体
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体现了新的教学思想和方法。

美中不足的是如果室内室外相结合，和学生一起学习本节课，
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