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活动分析反思 生活中小数教
学反思(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生活活动分析反思篇一

培养学生的数感是新课标的一大领域。在教学中，我要试图
挖掘教材中的潜在资源，培养学生的数感。

一、课前收集，提高实践能力

课前我让学生去收集生活中的两个数据，并能知道它们的含
义。课中交流时，我发现很多还是直接从课本里找定价，要
么是各自的身高，要么是零食的价格。可见，农村学生的生
活经验浅，调查途径以及收集数据的范围狭窄。但我想，学
生能亲自去调查，收集数据，让学生形成数学来自于生活，
沟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目的已经达到。

二、课中呈现，感悟生活数学

上课时我再呈现数据，让学生通过观察课本中的数据，并说
说它们的实际含义，这里有质量、身高、成绩、体温等，拓
宽学生的视野，感受到生活中处处体现数字。然后让学生说说
“做一做”几个数的含义，直接地感受到小数在生活中应用，
并且体会到相同的小数在不同的情境中各具实际含义。学生
汇报时，出现身高1.40米，我随机出现一支笔的价格是1.40
元，问学生这两个1.40元的含义一样吗？学生自然能区别含
义，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小数的不同含义，加深对小数的理



解，培养学生的数感。

三、实践操作，发展数学能力

出他们的单价，并感悟各种课本的不同定价，而且也让学生
比较小数的大小，培养学生的数感。

不足之处：学生评价不及时，课堂一些细节把握的不是很好，
课堂驾驭能力欠缺，有待提高。小组长没有发挥作用。学生
聆听度不够。

生活活动分析反思篇二

我讲授了《交通与我们的生活》一课，学生们学会了很多的
知识，他们了解和感受到了交通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收到了
较好的效果。

在教学中，我注重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采用了表演的方
式，孩子们很喜欢，他们在表演中进一步理解了所学内容，
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很关注学困生，为他们设计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同学们勇
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孩子们尝试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笑
得是那样开心。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他们要多
表扬、少批评，让他们多在学习中找到一些乐趣。

不足：

1.有个别学生发言不积极。

2.学生们的知识不够丰富。

改进措施：



1.我们要多关注学困生，应为他们设计一些问题，争取让孩
子们都能尝试到成功的喜悦。

2.教师应让学生多看书，要多查阅资料，争取使孩子们的视
野更加开阔一些。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我们要不断地去探索、去实践，争取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生活活动分析反思篇三

就教材内容本身而言，本节课存在着一些微观的、学生陌生
的科学名词，如分子、原子、有机物、无机物、能量等等，
怎样深入浅出地化解难点、化抽象为直观、化微观为宏观，
是本节课教学成功的关键。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生物课程标准告诉我们："应当研究中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
学习生物科学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以及已有的生活经验
和知识水平"，"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居于这点考
虑，只要有利于学生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无论什么样的教
学方法都能用，无论什么样的教学资源都能用。浓缩为一句
话："就是一切从学生出发。"那么，哪里是切入口呢？七年
级的学生年龄小，知识基础、抽象理解能力有限，因此，要
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用宏观的、活的事实来描述、
类比微观的、抽象的科学原理，让他们在操作和观察中体验、
探究科学的形成过程。

（二）几个教学内容的处理：

1、分子和原子：分子和原子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抽象而陌
生，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有哪些事实与"分子与原子"有关
呢？限于学生的科学常识水平，只能用宏观的生活现象去类
比微观事实，化抽象为直观如观看视频、动画等。

2、细胞中的物质



这一部分教材内容涉及到无机物、有机物，蛋白质、糖类等
较多的科学名词，如何让学生体验科学形成过程呢？笔者设
计了演示实验，将教材的文字叙述部分转化为实验观察，让
学生体验科学论证过程的严谨逻辑。

3、关于细胞膜及细胞中的能量转换器

限于学生的.认知水平，不能精确的去理解细胞膜是有生物活
性的半透膜，可以把它和保安的职责相类比。细胞的生活为
什么需要能量的问题，是很抽象的，所以利用动画等来解决
抽象的问题。

他们不喜欢板着脸的老学究，他们需要充满活力，能和他们
平等交流的大朋友、老朋友。老师年龄大了不要紧，怕的是
二十岁的年龄，一百岁的心脏。课余，你得和他们聊聊，研
究他们的语言，倾听他们的心声。只有这样，在课堂上才能
和他们熔为一体。

他们不喜欢老师把一节课掐得正儿八经，高深莫测，他们希
望用他们的方式和眼光去学习新的知识。

他们可不管你上课用得是讲授法，还是探究法，只要他们在
你的课堂上觉得"很爽"，有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就喜欢。
其实不管什么方法，哪怕是灌输法，只要你灌得巧妙，就是
好方法。

生活活动分析反思篇四

您现在正在阅读的《生活中的小数》教学反思文章内容由收
集!本站将为您提供更多的精品教学资源!《生活中的小数》
教学反思培养学生的数感是新课标的一大领域。在平常的教
学中，我们要试图挖掘教学中的潜在资源，培养学生的数感，
以及培养学生的生活应用意识。



事先我做了布置，让学生去收集生活中的两个数据，并能知
道它们的含义。课中交流时，我发现很多还是直接从课本里
找定价，要么是各自的身高，要么是零食的价格。可见，农
村学生的生活经验肤浅，调查途径以及收集数据的范围狭窄。
但我想，学生能亲自去调查，收集数据，让学生形成数学来
自于生活，沟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目的已经达到。

课中，教师再呈现数据，让学生通过观察课本中的数据，并
说说它们的实际含义，这里有质量、身高、成绩、体温等，
拓宽学生的视野，感受到生活中处处体现数字。然后，让学
生说说做一做几个数的含义，直接地感受到小数在生活中应
用，并且体会到相同的小数在不同的情境中各具实际含义。
学生汇报时，出现身高1.40米，我随机出现一支笔的价格
是1.40元，问学生这两个1.40元的含义一样吗？学生自然能
区别含义，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小数的不同含义，加深对小
数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数感。

在练习阶段，呈现练习十一第1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
验，改正标错小数点的小数，进一步运用小数，体会小数的
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拿出语文书、数学书、科学书、音乐
书、美术书，让学生找出他们的单价，并感悟各种课本的不
同定价，而且也让学生比较小数的大小，培养学生的数感。

生活活动分析反思篇五

本课掌握在色彩知识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对暖色的感受和体
验。通过观察生活，了解暖色的存在，通过欣赏分析作品，
掌握暖色的表现方法，通过色彩的审美训练，提高学生色彩
的审美感受。我用马蒂斯的油画《红色的房间》和杜菲的油画
《尼斯的英格散步大道》简单的介绍了两位画家的绘画风格，
将两幅画的颜色上的差异进行对比，目的是让学生感受暖色，
利用色相环区别和分析冷色暖色。

一开始我以提问的方式问学生：你知道暖色吗？因为在低年



级的教学中我常常注重传授冷暖色搭配、对比等一些知识，
所以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知道”。于是，原本对于小学生
来说确实有点枯燥的以理论为主的色彩教学似乎迎刃而解了。
在讲解色环上冷暖色的区分时，让学生通过寻找生活中的色
彩对应色盘上的颜色，以及色彩给人带来视觉以及心理上的
感受来区分冷暖色，更加加深了记忆。

在认识什么颜色是暖色的环节上，我让学生寻找班级同学所
穿的衣服的颜色，学生表现积极活跃，并能生动地说出暖色
带给人的感受，“温馨、热烈、活泼、可爱……”达到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在学生充分的认知和亲身体验后，我又引导
他们欣赏了名家作品，让学生初步认识名家与作品，丰富知
识点。最后介绍运用不同技法，表现多样且富有创意的儿童
绘画作品，尤其着重介绍和示范了点彩派的表现手法和独特
的艺术魅力，此时，孩子们的思路更加开阔了，创作欲望也
更加强烈了。这时我自然提出作业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学生
很快领悟了。

通过本课教学，我认为让学生在自我发现中学习的方法很重
要。而且就画法而言，绝对不能限制得太死，这样会泯灭学
生的个性。让他们自主选择一种方法，让他们自己去观察发
现生活中的点滴，学会自己去体会，感受绘画的乐趣。

在第一课时的基础上，学生的色彩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调
色能力也提高了。能够用上不同的色调来表达绘画内容，使
画面显得较有层次感，教学目标基本达成。我发现学生上这
种调色绘画课总是显得特别兴奋，有时课堂显得不是很受控
制，一些容易兴奋的学生总会在还没听清注意点时，就迫不
及待地动手操作了，结果会出现不少问题。因此必须注意此
类课的课堂调控。学生感受暖色，利用色相环区别和分析冷
色暖色。

学生通过本课学习，初步了解暖色的色彩特点和所表达的感
受。并能大胆的表现生活中以暖色为主的景象。不足的地方



是：因为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不限主题的画生活中的暖色。
有些学生作业因为过于大胆，画面而显得粗糙。出现了色彩
单一缺少丰富变化，冷暖搭配不当，画面过与简单等问题。
今后的教学中还得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作业的辅导，对优秀作
品的赏析和学习。

美术教学，在于予美育于教学之中，不仅是使学生欣赏美，
感受美，更是使学生会发现美，创造美，在美的享受中快乐、
健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