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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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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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篇一

我讲授了《分享的快乐》一课，学生们学会了很多的`知识，
他们体会到了与他人分享的快乐，体验到了来自合作的成就
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课堂中，我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学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很高，能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

我采用了表演的方式，学生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在表演中，
他们进一步理解了所学内容，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很高。

1.有个别学生发言不积极。

2.学生们的知识不够丰富。

1.我们要多提问学生，应多关注学困生。

2.教师应让学生多看书，要开阔他们的视野。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争取做
到寓教于乐。



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篇二

《分享快乐》这课我打算2课时完成。在第一课时安排上，不
拘泥于教材的格式，而是根据学生的生活特点和认知水平，
灵活地安排第三环节小记者行动，感受快乐这一环节。目的
是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与他人分享快乐的感受，体现
了品德与社会课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特点，培养与人合作
意识，这是人与人共存的需要。

新课程的一个特点就是给学生留有自由发展和创造的空间。
因此，我让学生在课余将带来的物品统一归类。如生物角、
图书角、收藏角等。再进行交流，让学生学会探究，懂得集
体智慧的力量，从而也感受分享的快乐。

新课程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大胆活动，这也形
成了共识。在这堂课设计中，我不仅考虑要让学生动起来，
更多的考虑是主体参与的广泛性。为此，我设计了三个活动
环节：交流物品，分享快乐；看课件，体验快乐；小记者行
动，感受快乐。还在活动中，创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这样才
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篇三

1。灵活处理教材。

《分享快乐》这课我打算2课时完成。在第一课时安排上，不
拘泥于教材的格式，而是根据学生的生活特点和认知水平，
灵活地安排第三环节小记者行动，感受快乐这一环节。目的
是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与他人分享快乐的感受，体现
了品德与社会课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特点，培养与人合作
意识，这是人与人共存的需要。

2。适当拓展，体现创造性。



新课程的一个特点就是给学生留有自由发展和创造的空间。
因此，我让学生在课余将带来的物品统一归类。如生物角、
图书角、收藏角等。再进行交流，让学生学会探究，懂得集
体智慧的力量，从而也感受分享的快乐。

3。主动参与，大胆活动。

新课程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大胆活动，这也形
成了共识。在这堂课设计中，我不仅考虑要让学生动起来，
更多的考虑是主体参与的广泛性。为此，我设计了三个活动
环节：交流物品，分享快乐；看课件，体验快乐；小记者行
动，感受快乐。还在活动中，创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这样才
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篇四

通过参加听课和评课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受益匪浅，可以简
单地从两方面说起：

通过这次讲课，从老教师那学到了很多东西，至少明白课该
怎么上，也切身体会到教师上课的情绪关乎着学生的听课心
情和状态，可以说，通过此次活动让我更加不怯场，由于我
课前的准备东西挺多的，再加上课堂教学经验有限，所以，
我一直怕忘记教学环节，但当看到学生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这些紧张也稍微减少了一些。同时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
一名品德与社会老师，是越来越需要丰富的知识。在备课阶
段我一方面深钻教学目标，充分运用教材上的内容，挖掘和
拓展了很多相关知识和内容，另一方面我把所有课上需要的
东西检查得很仔细。我觉得这两点是作为教师的必须品质和
素质。

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不足，这些都是教学实践经验
不足带来的，课堂上我总以我的想法代替学生的思考，自己



的教学思路还不够开阔，心里一直等待学生把我要的答案说
出来，当学生说不出来时，我就自己急于总结，说出课程重
点，课堂上贴近学生的生活还不够。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
不断学习，加强理论修养，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真正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人。

总而言之，通过课后反思把教学实践中的"得"与"失"加以总
结，变成自己的教学经验，这是十分珍贵的财富。在不断总
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争取努力
上好每一节《品德与社会》课，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学到知识，
在轻松中感到学习的快乐，努力使我从“教书匠”变成“教
育家”。

思品分享的快乐教学反思篇五

开学已经有段时间了，江楠的情绪依然不稳定，有时还会哭
泣。经过半个学期的幼儿园生活，小朋友都因为再次回到幼
儿园而感到高兴，只有江楠小朋友每天还是红着眼睛来幼儿
园的，这让我感到很焦虑。

案例一：吃点心时间到了，今天我将饼干都倒在一个盘子中，
让孩子们坐在桌子边自己拿饼干吃。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都开心地吃着饼干。只有江楠哭了，我不知缘由，上前询问，
可是江楠低头不语。孩子们陆续吃完点心离开桌子，江楠依
旧低声哭泣。当第一组桌子只留下江楠一个人时，她迅速将
盘中剩下的饼干全部拿在了自己手里。

案例二：由于江楠一直要哭所以我对江楠的关注特别多，也
因此形成了江楠对我的依赖。今天在游戏时，丫丫可能累了，
走到我身边要我抱，江楠看见了连忙走过来拨开丫丫的手，
丫丫也毫不示弱，两人顿时“大打出手”。

案例三：午睡时，江楠拿出带来的新被子，我上前与她开玩
笑：“江楠的被子真漂亮，让老师也盖一盖吧！”说着我把



被子朝自己的身上拉了一把，这引起了江楠的不满，她一把
将被子拉回。

点心放在盘子中，为的是培养孩子学会分享。江楠喜欢吃饼
干，她认为盘中的饼干应该像家里一样独自享用，而在这样
一个大环境中，江楠只能无奈地看着伙伴们将“自己”的饼
干吃完。所以她只能坐在一边哭泣。

江楠拨开丫丫的手，是不愿意丫丫让老师抱，因为老师是江
楠最喜欢的，在她心目中，老师像妈妈一样，最喜欢她，她
不能与其他人分享老师，于是出现了这种冲突。在家里妈妈
是江楠独享的，在幼儿园里，找到一个可以依赖和信任的人，
却要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也是江楠老是哭泣的原因之一。

被子是江楠独有的，她不愿意与老师分享自己的被子，这除
了说明江楠的自我以外，还说明老师尚没有在江楠心目中建
立信任感。在这样的状态下，老师提出的建议是江楠难以接
受的。

今天我给孩子们讲了故事《小猪的妈妈不在家》，故事的大
意是：小猪的妈妈不在家，小猪请了好朋友去家里玩，并将
自己的玩具与小伙伴们分享。当我讲到“小猪将自己的自行
车与猴子分享”时，江楠在下边自言自语：“我不会的！”

在江楠妈妈的交谈中，我得知江楠家里也有一辆自行车，在
小区花园里玩耍时，曾经有几个孩子想借来玩，都被江楠拒
绝了，而且还引来不少哭声。妈妈也因此与江楠谈话，试图
说服江楠将自己的自行车与小伙伴们分享，但都没有成功。

江楠十分介意自己的东西被分享，即使伙伴伤心。我的故事
又一次触及了江楠不愿分享的心理，于是江楠对于分享很敏
感，在集体环境中，不能分享或者要她与人分享成了江楠内
心的一种压力。



当今社会的家庭结构，往往导致很多孩子处于“独我”的教
育环境。从与江楠每天“斗争”的那些事中，我们可以了解
到江楠有那么点固执，有那么点逆反，但最重要的是“不愿
分享”，这是十分明显的年龄特点。在幼儿园里江楠除了和
老师玩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在自由活动的时候，江
楠也始终与其他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有伙伴超过了她的
心理“区域”时，她会像警惕的小鹿一样马上停止玩耍，静
静观察伙伴的动向，随时防御。因为江楠知道当伙伴靠近时，
自己的利益可能被侵犯，如分享自己的玩具，这些都是江楠
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经验。由于她过于自我，以及强烈的自
我保护意识，导致她不愿接近别人，宁可自己独自玩耍，这
也让她无法得到与同伴游戏的乐趣，这就是江楠一直无法适
应集体生活的主要原因。

1、让江楠多和小朋友们交流，打入其他孩子们的世界，了解
别人的思想和行为。

2、让江楠主动承担帮助别人的活动中，让其体验帮助别人的
快乐。

看着江楠和同伴们分享葡萄干，我突然意识到：让一个不愿
分享的孩子尝试分享，不应该让她有被“剥夺”的痛苦。棒
棒糖不能分享，饼干不能分享，因为它们都是“独一无二”
的。而葡萄干的数量却可以保证江楠和同伴一起分享，当江
楠艰难地同意分享葡萄干时，其实也是她学习分享走出的第
一步。

培养孩子分享不是一天一时就能形成的，需要时间、时机，
当然也需要策略。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一点一滴地感受到分享
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