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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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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七年级期试七科反思篇一

为孩子们的安全庆幸。安全是第一任大事。孩子是整个家庭
的希望，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中华民族的未来。

《晨会课》，我苦口婆心，宁可多给孩子打“预防针”，少
让孩子吃安全上的“后悔药”；《品德与生活》课上，我模
拟各种急发现场，教孩子学会自救，让孩子远离危险。切实
为孩子考虑，你就会更爱护孩子，当我把教鞭高高扬起又轻
轻落下时，我看到了孩子们的笑脸，那一刻，我深深理解了
魏巍老师那轻轻落下的教鞭里不仅有对孩子身体的爱护，更
有一份对孩子心灵的呵护。万分庆幸的是一学年下来，没有
让人担忧的事发生。

二为欣慰

今年的一年级学生人数多。学生活泼好动，年幼无知，特别
是男生人数又居多，真所谓“七岁八岁狗都嫌”，于是不遵
守纪律之事反复发生，真又所谓“屡教屡犯，没有记性”。
恼火之时，我也真想“以暴制暴”，来个“镇压”。但我还
是时常提醒自己温习佛典中记载的这样一个关于心灵选择的
故事：有位老禅师住在深山中。一日他很晚才踏着月光回家，
到家时发现有个小偷正在光顾他家。老禅师初见之时起了些
微嗔怒之意，想将小偷抓住，但佛法的教诲令他放弃了这个



念头，他选择了仁慈与宽容：脱下身上的长袍，静静地候在
门外，等小偷出来之时，老禅师对小偷说：“您大老远来看
望我，可我实在穷，没什么好让你拿的，就把这件长袍送你
吧。”说着便将长袍塞在小偷手中。小偷有些惊慌，抓着长
袍跑了。老禅师看着小偷远去的背影，又看看头上的明月，
叹了口气：“但愿我能将这轮明月送给他。”第二日，当老
禅师打开门时，发现他的长袍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口，老禅师
庆幸自己选择了仁慈，说道：“我终于送了一轮明月给
他。”一年级的孩子是无知的，有些事他并没有判断的是非
标准，然而正是这样，他更需要教师春风化雨，循循善诱。
我告诫自己，我要有责任和耐心去等待，育人不是做“速食
餐”，不是立竿见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有责任教会
孩子选择善良，放弃粗鄙；选择诚实，放弃虚伪；选择崇高，
放弃低俗。正确的、美丽的选择，不仅感化了他人，也美化
了自我，所谓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孩子们在这样教育氛围
中，渐渐学会了做人，也渐渐懂事。

三为愧疚

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它一旦离巢去找荆棘树，就要找到才
肯罢休，它把自己钉在最尖最长的刺上，在蓁蓁树枝间婉转
鸣唱，歌声胜过百灵和夜莺。一次绝唱，竟以生命为代价！
它的生命洋溢着义无反顾的绝美，它用生命蜿蜒成不朽的乐
章。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我输给了那只叫“荆棘”的鸟！我
隐约听见她对我的嘲笑之鸣……

七年级期试七科反思篇二

今天晚上我们政史地生的老师在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老师们分别提出了新课改下自己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
建议，我感觉收获颇多，以下是我的一点体会：



二、同步的使用。以历史为例，自主性探究部分到底该怎么
用？让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时去作为导学可以，但是让学
生对着课本填上算自主学习很显然是完不成的，所以，不同
学科不同年级根据不同的特点学会灵活应用，无论作为学案
还是作为检测应依据老师与学生的实际而定，我想不应有固
定的模式。

五、积累题库。这我感觉是老师对教材的理解与整合的一个
过程，也是老师对工作的投入与落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
要做好并利用好。

诚然，在日日推动课改的今天，我们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教育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完成目标的，关键是找到一
种适合于我们的灵活的有创造性的创新课堂、高效课堂。

七年级期试七科反思篇三

这一课的教学达到以下目的：训练朗读；梳理内容；分析人
物；当堂训练。

早读的时候让学生分组齐读课文，以达到既训练朗读能力又
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的双重目的。

上课时先让同学们理清“客人”访问贝多芬的全过程。34班
梳理得比较顺利，有两种分法，一种是：

1~5段，女佣接待客人。

6~9段，描写贝多芬的外貌。

10~27段，记叙客人和贝多芬的交谈。

一种是将10~27分为3个部分。



35班的分歧较大，讨论的时间比较长。

第二环节让同学们用句式“我从（）读出了一个（）的贝多
芬”说话。

第三环节让同学们完成同步训练。

整体看来，同学们对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到位。

七年级期试七科反思篇四

在这两个月的教学中，我认识到几方面：

1、刚学英语时，学生对英语这门课充满好奇，喜欢学习、模
仿，但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加，学生产生了消极情感，没有兴
趣，甚至厌学。

2、学过的单词，老师要求背出，学生总是借口作业太多，没
时间背。

3、上过的新课，相应的配套练习，不自觉去独立完成，总希
望老师和他们一起做。

4、教师面对一些整体学生进教学的态度误区，教师对学生学
习英语要求过于严格，不能注意到学生的差异性。

针对以上情况，我体会到，学生学习语言是因人而异的，有
差别是正常的，不能以相同的模式来要求学生，另外，我认
为关键还要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入手。

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前预习，向课堂40分钟要
效率。

总之，要让学生明白，学英语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但也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要靠平时的积累。

因此，为了适应新课程，要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

1、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观。教学活动以学生在课堂
上做事为主，教师的作用是负责组织、引导、帮助和监控，
引导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让学生经历获取知识的过程，
关注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促进其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发展，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的
课堂模式，创设和谐、宽松、民主的课堂环境。追求学习结
果转向追求学习过程，真正把学生当成获取知识发展自我的
主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切实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主体观。

2、建立“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传统教学是由老师
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
教师注重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接受现成的知识和结论。这
种“守成性”教育严重影响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更好地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高素质人才，要求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传授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过程，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应该成为培养学
生英语能力的“火种”。也就是说，课堂教学是一个在老师
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自主发现、不断创新和培
养实践能力的过程，让学生由“学会”转变到“会学”。

学习语言离不开创造性思维，教学语言离不开反思研究。我
们只有不断反思，才能有所创新。在反思中继承和吸纳传统
教学中的宝贵经验，摒弃传统教学中陈旧的教学思想、教学
方法等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东西，如“填鸭灌输、题海训
练”等。通过英语教学反思，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
地认识自己、发展并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培养出更多的符
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合格的新型。



七年级期试七科反思篇五

活动设计的反思：这是一个对“对称”含义理解的活动，
而“对称”的物体、图案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只要告诉幼
儿“对称”的条件，幼儿能容易找到，但是这种方法回到了
原来的“灌输、传授”式，幼儿在活动中永远是处于被动者。
所以如何让幼儿主动学，乐意去寻找发现，这是活动设计的
关键。如今有了首席备课人，但设计的活动思路不属于自己，
要使这活动尽量减少纰漏，那就精心的构思活动方案，琢磨
活动过程，把握每个活动中每个环节，活动后进行反思。因
此活动前我仔细琢磨了原活动方案，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不能
得心应手去实施，因此对活动进行了修改调整，让幼儿
在“猜一猜、找一找、做一做、画一画”的几个环节中，引
导他们发现了“对称”所需的条件，每个环节清晰、明了，
重点突出。

活动目标的反思：活动的目标实而在，不空不广也不难，并
已在过程中很好的体现，特别是“发现物体的对称性”我觉
得非常好，都是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而得到的正确答案。是
一种主动学习的反映。

活动过程的反思：“猜一猜”是活动的第一环节。而“猜”
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去“找”。我要让幼儿在快乐的“猜
一猜”后，自己去寻找左右两边的异同点，这就是重点。在
猜的过程中孩子们兴趣高涨，因为我对幼儿的猜测答案都没
肯定也不否定，所以他们就特好奇，给下面的“寻找”增加
了更大的兴趣。在我的鼓励下，他们都积极主动的寻找着每
张图片两边的相同点与不同，最终自然的发现了“对称”的
条件：形状、颜色、大小、图案相同，方向相反。然而就在
让他们找不同点时，()我提出了一个带有误导性的问
题：“找一找两边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幼儿就从细微之处
找不同，还真的找到了线条不直、圆圈不圆之类，没有一个
幼儿会从方向上去观察，我也就只能半提醒着他们“看看小
鸟嘴巴朝哪边”，幼儿才恍然大悟“方向相反”了。显然这



是我的提问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这环节让我满意的是话比
较简洁不多，灵活的面对幼儿的“猜测”。让我遗憾的就是：
问题设计不妥，带来了误导或多或少的耽误了教学活动的时
间。

“找一找”是对“对称”含义的理解后的初次应用。我就请
班上学习、接受能力中偏下的幼儿回答，结果是多数幼儿
对“对称”已理解，也能找到相同的另一半，但还有极少幼
儿有些模糊而出现错误，因此就在他们的错误中提出问题并
极时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使幼儿更加理解了对称的意思。

“做一做”是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性，前二个环节都是以说为
主，而做一做即是让他们巩固“对称”的理解，又是能让他
们好动的身体能得到轻松片刻。虽是动的一刻，但师幼配合
非常默契。 “画一画”的操作活动有看、想、找、涂色、画
的过程，是前面学习的综合反映。在此中我觉得不足的是：
在幼儿操作前没有再次或是小结一下对称条件，也没有示范，
因此很多幼儿出现了对称的颜色没有用上，他们只是涂色而
已，如果能提一提，也许幼儿涂色时会主意到色彩的变化与
对称。

这就是我对“有趣图案”整个活动的全面反思，只有在仔细
深入的反思中才能找到或者是接近有效完美的教学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