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 苏教版小露
珠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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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篇一

《小露珠》是一篇优美的童话，写了小露珠由形成到消失的
过程以及小动物和植物对小露珠的喜爱，赞扬了小露珠的美
丽、可爱以及大自然的和谐、融洽。本文融科学知识、优美
语言、思想启迪于一体，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美好
情操。本文语言精当优美，生动形象，是学生学习语言的范
例，要通过学习使学生不仅感受小露珠的可爱，更要感悟作
者是怎样用语言来表现小露珠的可爱的，因此我根据教材的
特色，立足教材，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

1、品味字词，感受准确性

通过扮演小青蛙、小蟋蟀、小蝴蝶与小露珠打招呼，借助声
情并茂的图片，让学生了解小露珠“闪亮”“透明”“圆
润”的特点，并让学生通过对比提炼出青蛙的“蹦”、小蟋
蟀的“爬”、蝴蝶的“落”，随之引导学生能否用别的词替
换其中的动词。因为学生日常生活中很清楚以上动物的生活
习性，学生立即回答出不能替换的理由，进而也就明白了作
者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并指导学生在以后的写作中也要注意
用词准确。

2、抓住关键词，品读课文



课文的第六自然段写小露珠美化、滋润了植物。通过自读，
同学们很快就找到植物喜欢小露珠的原因：“让植物们显得
格外精神”“让植物更加生机勃勃”，部分学生还说出了小
露珠让植物们“像俊俏的小姑娘戴上了美丽的珠宝”。我随
即抓住“格外精神”“俊俏的小姑”“美丽的珠宝”“生机
勃勃”这些词让学生感悟到植物为什么喜欢小露珠。

3、课内延伸，练笔深化

在即将结束本课学习时，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小露珠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滋润着植物，美化着植物，为植物
门奉献着自己。此时此刻，你想对小露珠说些什么？指导学
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小露珠的赞美。学生有的直接表达了
对小露珠的喜爱之情，有的赞美了小露珠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的表达了对小露珠的不舍之情……这样既培养了孩子的口
头表达能力，也培养了孩子的写作能力，让孩子在课堂上形
成一个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在教学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课后，我仔细地对自己进
行了反思，各位评课教师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让我获益
匪浅。例如，在学习文中三句比喻句时还可以进行有针对性
地训练，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这种修辞手法。另外在结束本
课前还可以利用“我明天还会来的。”引导学生回忆课文第
一自然段描写的小露珠形成的过程，让整堂课显得更有整体
性。总之，在教学上还要多下功夫。

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篇二

我们小四班幼儿第一次接触打击乐活动，孩子们感到很新鲜、
很有趣。我觉得小班打击乐活动的重点是培养幼儿对打击乐
的兴趣和良好的听节奏的习惯。只要从小班就开始逐步渗透
打击乐的内容，我相信对培养幼儿的音乐和非音乐能力的发
展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就本节活动“大雨和小雨”做一下
初浅的反思。



一、从“听”入手，培养“听节奏”的习惯。我觉得培养幼儿
“听”的节奏感不单单指靠一个一个教学活动的积累，也可
以通过平时的日常环节中来有意培养。如，在开展此活动的
前几天我利用上午吃完点心的时间跟他们玩一些有关节奏的
游戏。用积木敲敲打打、用身体动作来进行节奏的感受。

二、感受与表现音乐节奏感的强弱。幼儿对声音大小的感觉
有许多生活经历，其中下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雨声有大
有小，不同的变化形成了强弱的节奏。首先我让幼儿通
过“响响的拍手”和“轻轻的拍手”让幼儿探索匹配雨声。
在幼儿理解的基础上出示图谱，幼儿就能较快的领悟图谱的
意思了。然后，再在幼儿理解图谱的基础上我出示两种乐器：
铃鼓和小铃，使幼儿产生了强烈的演奏欲望。铃鼓大大的'响
声和大雨哗啦哗啦的响声、小铃轻轻的的响声和小雨滴滴答
答响声浑为一体这样层层推进，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幼儿也
在自主的探索过程中很快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奏方法和演
奏角色。但是，幼儿在分角色演奏时，出现了混乱现象，没
轮到打的小朋友，一直不停的打，好象他们都沉浸在乐器快
乐的节奏声中，控制能力、规则意识还不够强化，我想以后
我们多练习一些打击乐，这样会慢慢好些。

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篇三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乐于学习，一直是教师
探索的课题。2年的科学教学实践和探索，使我认识到，精心
创设教学情境，将学生置于乐观的情感中，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好奇心，从而调动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更好地发
展他们的创造思维，培养他们科学探究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我在小学六年级第一单元第二课《做酸奶》的教学中是这样
创设情境的。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喝酸奶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酸奶，
你们尝尝。



学生品尝后，说说品尝的感受。

师：你们知道酸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生:酸奶中的钙磷容易被^***吸收。

生：酸奶有促进胃液分泌、提高食欲、加强消化的功效。

生：想

师：好。我们看书先了解做酸奶的`原料和方法。小组学习、
讨论。

生看书学习、讨论。

师：我们来汇报一下

小组汇报。

师板书：原料：鲜牛奶、加白糖。

制作方法：

1、把鲜牛奶加上白糖后，加热煮开几分钟。

2、牛奶冷却到35℃——40℃时，加酸奶两勺，搅匀。

3、倒进消过毒的保温杯里

4、保温4——5小时，酸奶就做成了。

特别提示：

1、要把容器严格消毒。



2、自制的酸奶要放入冰箱冷藏，但不能存放太久。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牛奶为什么会变成酸奶吗？

生：回答。

放光碟，让学生了解乳酸菌和其他细菌的知识。

师：鲜牛奶怎么能在短短的4、5个小时就能变成酸奶呢？我
们来体验一下细菌的繁殖速度。

学生按照书中的方法体验细菌的繁殖速度。

布置作业：

1．制作酸奶，下次带来和大家一起品尝。

2．你想了解酸奶的更多知识吗，回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下次
交流看谁了解的知识多。

教学反思：

1.让学生亲历探究的过程

在教学《做酸奶》第一课时，因为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决定
让学生把做酸奶这一实践活动延续到家里进行。在上第二课
时的课上作了一次调查，发现回家做酸奶的同学寥寥无几，
难得有个别同学做了却没有成功。因此决定和学生一起再经
历一次做酸奶的过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教师应该
做一个科学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引领者。

2.在实验前让学生明确实验目的与方向。

对于六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了解实验变量的控制问题，但
是真要做起实验来，他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导致实验数



据的误差或直接的失败。作为我们教师就应该有意识地在学
生实验前将这一技能有目的地进行渗透，以让学生在今后的
实验过程中知道如何对实验变量加以控制。

3.实验后及时地作出总结

每一个实验都传授给学生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但对于
小学生来讲要自己悟出其中的涵义还是比较困难的，作为一
个教师就要进行适当的引导，这样一来在学生的头脑中就会
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都会得到提升，
科学素养就会得到锻炼与提高。

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篇四

清晨，我正在叠被子，突然，乌云翻滚而来，天空中顿时黑
蒙蒙的，蓝天白云的美丽景色顿时变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哗啦啦”地下着。
雨打到玻璃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天空变得好像晚
上6，7点钟时一般黑。雨越下越大，让我感到很寂寞。树枝
被雨打得不停地摇着头，好像在说：“雨真大！”许多娇嫩
的花朵被雨水打落下来。渐渐地，渐渐地，雨越来越小，毛
毛点点的小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声音非常悦耳，
天也慢慢地亮了。大约半小时后雨终于停了，空气清新了许
多，沾满灰尘的路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小鸟也飞出来
争夺食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藏在池塘底下的躲雨的小
鱼，摇着尾巴游出来。树叶上的.小水珠像一颗颗晶莹透亮的
珍珠，美丽极了。翠绿的草地上又传来欢乐的笑声。刚才还
灰蒙蒙的景象，现在又变得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了!

下雨前和下雨后的景色可真是不一样啊！



苏教版元角分教学评课篇五

一、活动设计

我设计这个音乐活动《大雨和小雨》的目标是：1、能用强烈
不同的力度演唱《大雨和小雨》;2、大胆尝试用声音、动作
来表现大雨和小雨;3、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激发对音乐的表
现和创造力。

从这三个活动目标来看，我分析出几个问题：1、教师在清唱
过程中有意识的用强弱不同的力度唱歌曲，但当提问：歌曲
中大雨和小雨的声音有什么不同，幼儿的回答都没有答到点
子上，在开场播放的《大猫小猫》的音乐强弱不明显，幼儿
没有从中得到感受。2、整个活动的重点――“在熟悉旋律的
基础上感受演唱大雨、小雨时的不同强弱力度”没有达到，
幼儿一直围绕在表演动作，并且一开始幼儿第一次欣赏歌曲
时我的动作太过单一，导致框定了幼儿的创作动作的.思
维。3、幼儿的常规没有切实处理好，导致活动思路混乱。

二、感受与表现音乐节奏感的强弱

幼儿对声音大小的感觉有许多生活经历，其中下雨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雨声有大有小，不同的变化形成了强弱的节奏。
我在电脑上下载了大雨“哗啦哗啦”的声音和小雨“滴滴答
答”的声音，主要目的是让幼儿的听觉有一个明显的分辨。
但活动后发现幼儿对下雨的强弱没有得到吸收，如果在活动
中通过“响响的拍手”和“轻轻的拍手”让幼儿探索匹配雨
声，在幼儿理解的基础上观看下大雨和下小雨的课件，幼儿
就能较快的领悟歌曲的强弱关系了。

三、感受歌曲

《大雨和小雨》是一首富有童趣的歌曲。歌词模仿了大雨哗
啦啦和小雨淅沥沥的声音。歌曲旋律流畅、节奏简单，音乐



形象鲜明，富有儿童特点。本单元的主题是有趣的声音世界。
声音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常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现象。如在幼
儿进行表演唱时有一种形式是：当唱到大雨时，让幼儿扬起
手，唱到小雨时，让幼儿放下手。另一种形式是：表现大雨
时，让学生们站起来，当表现小雨时，让学生们坐下来。这
种边唱边表演的形式，会提高幼儿学习的积极性。这节课幼
儿的积极参与性使得整堂课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较好，但还
需进行跟进式研讨和磨课。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