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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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这篇课文看似一篇简单的儿歌，但细细读过却发现这是一个
充满抽象词语和深刻含义的条约。怎么教？抓住“读书”这
个中心，向外延伸，延伸到整个世界，调查、研究，然后回
到课堂，再来体会理解这个条约，相信这个办法能行。在课
堂教学的整个环节上，从预习反馈开始，然后展开整个文章。
由于文章中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如果
悉数研究，学生水平达不到，时间也不够，因此我根据学生
所关注的焦点集中探讨一至两项内容，再体会朗读，其他内
容作为非重点，达到“读之初体验”就可以。最后，要激发
学生强烈的要求和平的愿望，对全世界发出呼唤。因此与以
往不同的是，本节课重视了课前准备，使学生在准备资料的
过程中对“战争”和“和平”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课文的外
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准备对学好本课都将有很大的帮
助。

同时新课程也赋予了老师和孩子们开放的课堂。课堂上，最
精彩之处莫过于学生的交流发言了。新课程改革下的学生，
他们的思路开阔，见多识广，敢想敢说，乐于合作。本节课以
“默读——交流——朗读”为主线，以谈出自己感受最深的
句子为中心展开学习，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学生
都能结合自己了解到的知识谈出自己的感受，可以看出学生
知识的广泛性、思维的开放性，与以往学生有了非常大的不



同。从他们朴素稚嫩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对战
争的痛恨和对和平的向往。应该说这节课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这篇课文看似一篇简单的儿歌，但细细读过却发现这是一个
充满抽象词语和深刻含义的条约。怎么教？抓住“读书”这
个中心，向外延伸，延伸到整个世界，调查、研究，然后回
到课堂，再来体会理解这个条约，相信这个办法能行。在课
堂教学的整个环节上，从预习反馈开始，然后展开整个文章。
由于文章中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如果
悉数研究，学生水平达不到，时间也不够，因此我根据学生
所关注的焦点集中探讨一至两项内容，再体会朗读，其他内
容作为非重点，达到“读之初体验”就可以。最后，要激发
学生强烈的要求和平的愿望，对全世界发出呼唤。因此与以
往不同的是，本节课重视了课前准备，使学生在准备资料的
过程中对“战争”和“和平”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课文的外
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准备对学好本课都将有很大的帮
助。

同时新课程也赋予了老师和孩子们开放的课堂。课堂上，最
精彩之处莫过于学生的交流发言了。新课程改革下的学生，
他们的思路开阔，见多识广，敢想敢说，乐于合作。本节课以
“默读——交流——朗读”为主线，以谈出自己感受最深的
句子为中心展开学习，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学生
都能结合自己了解到的知识谈出自己的感受，可以看出学生
知识的广泛性、思维的`开放性，与以往学生有了非常大的不
同。从他们朴素稚嫩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对战
争的痛恨和对和平的向往。应该说这节课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条约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因此，教学本课如果局限在文字内
容上，是很难实现教学目标的。

战争与**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孩
子们来说，感受是模糊的，要给学生直观形象的感受，必须
适当以事例、图片、影像资料来充实条约内容，帮助学生来
感受战争、恐怖活动给人民尤其是是儿童带来的痛苦，只有
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才能感受到和平的珍贵，才能激发孩子
们对和平的渴望。

本课教学，我有选择性的利用了南京大屠杀和伊拉克战争两
个事例，让学生来感受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尤其是战争
中孩子们的生活。学生感受到了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无家可归，
流离失所；给孩子们带来的恐怖和痛苦；战争所带来的疾病、
饥饿、死亡……对“消灭这一切”的渴望在孩子们心中升腾，
对和平的呼唤从孩子们心中响起。在此基础上体会朗读，让
学生将美好愿望与现实相结合，设想自己如果是只和平鸽，
我会飞到哪？做些什么？这节课，课堂氛围活跃，学生交流
积极，在读中获得了情感体验和独特感受。

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儿童乐园呈现的是小朋友在儿童乐园里游玩的情节。情境图
共分为四部分：左上部分呈现了很多小朋友在蹦蹦床上玩的
情境，包含“我蹦了23下、我蹦了66下”等数学信息。左下
部分呈现了坐龙船和飞天轮的情境，包含“坐龙船的由17人，
坐飞机的由24人，我们一共来了50人”等数学信息。右上部
分呈现了玩碰碰车的情境，包含门票每位10元、汽水5角、矿
泉水2元等信息。右下部分提供了坐小火车的情境，包含时分、
图形、长度单位等数学信息。

教学时，我引导学生先从整体上观察画面，在明确基本图意



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观察，使学生能全面
地发现图中隐含的信息，了解按一定顺序观察事物的方法，
并为下面按知识板块整理知识做好准备。之后，我再引导学
生发现并提出数学问题。

南京条约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注：校内公开课20xx年9月xx日今天在学校上了一节师徒结对
校内公开课，学校里面的很多资深语文教师听课并给了我很
多建议。我的收获如下：

（1）在上这节课之前在四（1）班上过同一节课，但是感觉
完全不一样，

学生的反应不一样，回答问题的内容不一样，就决定了教学
的进度快慢。比如：在四（1）班讲课时，学生将“条约”可
以说个大概，可是在四（2）班就说的不怎么到位，因此
对“条约”的分析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备课一定要备学生，
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问题，这样教学才能一气呵
成。

（2）依旧是评价过于单一的问题。对于学生的评价语总是那
么一两句，调

动不了同学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而且对学生的回答也没有针
对性的评价。这还需要在课堂上多揣摩、多磨练。

（3）对教材的解读不到位。比如：“条约”一词没有给学生
一个很准确的

定位，只是说它是一个约定、承诺，没有强调是两个国家之
间的，应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签订的,确定签约国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如果考虑到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像类似深奥一点的词语



可以提前让他们查资料，再根据实际生活易理解的词语来解
释，这样印象更深刻。还有“宣告”一词，应该是学生学第
一部分的重点所在，理解了这个词语，对文章的朗读也会有
更深的体会，而我却忽略了这个词语的解释，没有把握重点。

（4）基本功不扎实，有些字的笔划写的不正确，对笔划的描
述也不对。比

如：“横撇”说成“横折”等。还有一些字写倒笔。在给学
生做示范

写字这样的错误时不能原谅的，因为很有可能他一生写这个
字都是倒笔。以后一定在平时的备课中注意，并在课余时间
要向其他老师请教笔划的描述问题。这是学生的基础知识问
题，一定忽视不得。

（5）课堂没有重点，安排不合理。就像余老师评价的“感觉
你什么都讲了，

但是学生什么都没有学到”。课堂安排的是第一课时，有分
析课题、初读课文、学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一
节课安排的内容过于饱满，导致学生掌握情况不好，对学习
内容印象不深刻。应该将重点放在第一部分的解读上，在第
一部分都没有理解透彻的情况下继续学习第二部分只会增加
学生的负荷，没有真正地学到东西。

（6）朗读的还不够，学生没有体会到对和平的真切向往。我
将知识肢解了，

一个一个问题追问学生，却并没有将学生的感受带动起来，
应该以读促情，多读，用不同形式的读，让学生充分地读，
学生自然能读出其中的感情了。

（7）避免出现不经意表现出来的不好的习惯，比如拿着话筒



说话、经常在教室里快速地走以及用“对不对”这样的口头
禅。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注意。

新教师一定要珍惜每一堂上公开课的机会，只有上公开课，
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自己对自己永远最不了解，让更有经
验的老师做指导，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
取长补短，给学生呈现出最好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