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 游戏教
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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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篇一

我本着追求快乐作文的本意，让学生在我的课堂里摆脱畏惧
作文、感觉“没有东西可写”的困境。我设计了一节游戏作
文课。

一、玩玩、说说、写写轻松又实在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强化剂，是学习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要
想让学生认真写作，喜欢写作，还应培养他们对写作的兴趣。
游戏作文是最富有情感性的创造活动，在课堂上我挤出时间
让学生尽情地“玩”，这对于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创造协
作心境是大有益处的。在游戏过程中，我把游戏分成三个部
分，就是想让学生能够边看、边玩、边议、边说。在每一个
部分开始或结束时都让学生谈体会，说看到的、听到的、有
意思的事。学生兴趣盎然，纷纷举手发言，写起作文来自然
是得心应手。

二、重视学生的口头表达

在游戏作文课中，玩玩、说说、写写是紧密联系，相互相成
的'。在玩玩、说说的过程中，有些学生只注重玩的过程，而
没有注重用合适的语言把玩游戏时，自己或同学的神态、动
作、语言说清楚，那样写出来的作文照样也不会生动。所以，
在课堂上我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遇到表达好的学生及时鼓



励，给其他同学以榜样作用。如：“你的口才真好，把你的
同学逗笑的动作说得逼真极了。”或及时引导表达不具体的
学生：“他们玩游戏的姿势是怎样的？能形容一下吗？他们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把你逗笑呢？”等等。在课堂上我还
展示学生的习作，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从各方面激发
学生写作的兴趣，点燃学生写作的激情。在尽情游戏、细致
观察的基础上，我再引导学生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这样
学生就能创作出优秀的游戏作文。

在玩玩、说说、写写作文课之后，我准备继续将“画画、说
说、写写”、“做做、说说、写写”、“读读、演演、写
写”等各种活泼、有趣的形式请进我们的作文课堂，让学生
越来越喜爱作文课堂，越来越喜爱作文。

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篇二

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学观念不断更新，面对低年级教材，我
们更应该注重用什么样的创新教学手段。在美术活动中，低
年级学生的兴趣激发和创造性思维的开发非常重要。

本课是二年级教材中一节造型与表现的类型课，主要是开发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让孩子们从线条造型中
发现从抽象变具象的美感，通过绘画游戏，让学生认识线条
的魅力，了解线条形状的想象要注意线条疏密变化，从线到
形再到具体事物的添加，让学生不但体会造型的乐趣同时也
开发了孩子们想象力。

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创设了愉快而又新奇的学习氛
围，伴着不同动感的音乐，学生随意画一条线，音乐停后，
师生欣赏自己的作品----看上去乱乱的线条，彼此谈感受，
孩子们兴奋不已，不知从和谈起，我告诉他们我能将这乱乱
的线变成美丽的画面，顿时，孩子们的兴趣十足……我的课
开始使每个孩子都有了兴趣，所以这节课课堂活跃，效果很
好。



在画过线条之后，我把主动性交给学生，发挥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引导欣赏作品，分析作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
仅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也提高了孩子们的自主探究，合作
学习，以及美术鉴赏力，如在欣赏学生作品时联系自己的作
品进行想象，我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小朋友是怎样添加的？
为什么这样添加？你画线条时应注意什么？你所画的线条成
了许多形状，你能把它想成什么呢？等….学生既欣赏了作品
又能和自己的画相联系，使学生的思维开拓，大胆想象，轻
松的获取了美术知识。

最后，学生在添加时想象力丰富，作业生动形象、妙趣横生，
课堂效果很好。

在这一节课中，我把激发兴趣、鼓励发现、引导活动作为重
点，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增强了想象力和表现力，而作为教
师最大的收获是在教学中适时地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美、
创造美，并愉悦的参与了他们的活动。再今后的教育教学设
计中，我要不断改变教学手段，努力的开发学生的想象力、
创新潜能，关注学生的新发现，新思路，抓住他们的思维火
花，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寻找色彩，认识色彩，表
现色彩。体验不同色彩所表达的不同感觉。下面我们来看看
《色彩游戏广场》的教学反思，欢迎阅读借鉴。

本课我设计了四个展馆，“色彩知识馆”、“色彩游戏馆”、
“色彩图书馆”、“色彩展览馆”。每个展馆都有丰富的内
容，学生们都兴趣盎然。这一课在做做、玩玩、说说、画画
中结束了，时间好象过得特别快，大家都有薏犹未尽的感觉。

爱因斯坦说过：“我认为，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
的教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于是我在四个展馆中都注重



教学“趣味化”的设计。例如在色彩知识馆中就以魔术“变
变变”的方式把色彩知识传授于游戏之中，本来很枯燥的色
彩知识变成了一种乐趣。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增强了课堂效果。在色彩图书馆中让学生体会
了关于色彩的故事，诗歌、绘画，这些丰富的课堂内容并让
学生领悟到，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领域里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加强了学生探究式学习的培养。在色彩知识馆中我让学生自
由用桌子上的三原色两两相加，通过记录得出红色+黄色=橙
色，红色+蓝色=紫色，蓝色+黄色=绿色，这三个公式。为了
让学生明白红、黄、蓝三色是不可调配的，又让学生继续用
桌上所有的颜色进行调配，得出结论。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
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
中创造。给学生提供自我发展的舞台。

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篇四

平时，我们经常开展猜谜活动，幼儿对猜谜游戏很感兴趣。
如何巧妙地将猜谜和歌曲融为一体，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思考中，我很自然地想到动物猜谜的音乐活动，于是我就
选择并设计了本活动――动物猜谜歌。它既能丰富幼儿说唱、
问答歌曲的知识，又能从中体验到语言艺术的精妙。

活动选自福建省新编教材，此活动将民间游戏――猜谜和音
乐说唱形式融为一体，既传承了旧的活动形式，又保持了趣
味性，有效地发挥幼儿的创造性。

在活动前我先让孩子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准备了2个动物的谜
语，要求谜语一定要体现动物的特征，在活动中教师与幼儿
共同创设“森林动物王国”的活动环境，当幼儿随着美妙的
音乐融入其中时，激发了孩子参与活动的热情。在活动中，
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以说、唱、问、答的方式与教师、小
伙伴一同游戏，依据已掌握的节奏，模仿或自由地表演小动



物。这对教师也提出了要求，本活动是第一课时，所以幼儿
在创编时不是很熟练，有必要进行第二课时，在第一课时掌
握歌曲节奏的基础上进行创编，效果会更好。也可将主题扩
展至其他类别，如：人物、植物、水果等，对拓宽幼儿的创
造性思维会更理想。若将民间游戏纳入活动（如：以猜拳的
游戏形式边问边答），更能增加活动的趣味性，持续参加活
动的热情。

球类教学与游戏教学反思篇五

根据教学计划要求，本周科学内容有个小制作《自制连通
器》，为了体现人人参与的原则，我在上周五就发了个通知
条到每个家长手中，让他们给自己的孩子带两个透明的一次
性塑料杯和一根吸管来园。周一早上，家长们陆陆续续领着
孩子来交材料，一会儿杯子就垒了高高的`几摞。

上课时，我讲完了制作过程就该孩子们自己操作了，当值日
生把几摞杯子发完后，还有七个孩子没有杯子，经过调查是
因为几个小朋友忘记带了。看着那几个没有完成任务而失落
的孩子，我不忍心批评他们，因为我知道这是家长的失误，
毕竟孩子还太小，于是，我采取了合作游戏的形式，让每个
孩子都能快乐参与。

制作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对于孩子而言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
用铁钉在杯子上戳洞：力气小了戳不破，力气大了洞口太大
容易漏水，操作不当甚至容易戳到手指。根据这种情况，我
让一些动手能力稍弱的孩子主动送一个杯子给没带杯子的孩
子，让他们两人合作完成一个连通器，这样自己杯子里的水
就可以流到另一个杯子里了。

看着一个个连通器里流动的清水，孩子们欢呼着、高兴地蹦
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