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
术(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术篇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有独特个性和生活体验的个体。所
以在一开始的课堂设计中，我增加了汇报调查班级玩陀螺的
项目，有利于找到文本与学生、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就会快速丰富起来。教师应善于联系实际，利用
有利资源，对课本知识进行适当的拓展，构建起学生与知识
间的桥梁。

本堂课过多地关注学生所回答的答案，忽略了学生思考问题
的过程，对学生不同回答的反馈缺乏合理性。所以，在教学
中，教师应多加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过程，给予学生足够的
思考时间，打开学生的思维大门，从而给学生阅读思考指明
方向。

本课篇幅较长，阅读所费时间较多，可以借助这篇文章对学
生进行默读速度的训练，不仅要快，而且要准。快可以用时
间来衡量，准要通过思考问题来实现。这便需要教师多加引
导，才能实现。这也符合大阅读时代的要求。

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术篇二

抓住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心情变化。

理解和体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含义。



重点

抓住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心情变化。

难点

理解和体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含义。

1．玩陀螺曾经由于什么原因让“我”感到懊恼？又是怎样从
懊恼变成了自豪？

(1)“为此不知挨了多少责骂，可仍然不肯住手。然而一个孩
子无论如何是削不出高质量的陀螺的，因此，曾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的世界堆满乌云，快乐像过冬的燕子一般，飞到一个
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2)“这消息曾使我一整天处于恍惚的状态，老想象着那只陀
螺英武的风姿。”

(3)“尤其当我看到这枚‘鸭蛋’的下端已嵌上一粒大滚珠时，
更是手舞足蹈，恨不得马上在马路上一显身手！”

(4)“我的陀螺刚一露面，就招来了一顿嘲笑。”

(5)“这真是个辉煌的时刻！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品到了幸
运的甜头。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于好
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
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3.你们能通过朗读来体现我从懊恼到自豪的这一情感变化吗？

4．“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话你怎么理解？

5．小结：一个不起眼的小陀螺主宰了“我”童年的忧伤与欢
乐。与它相伴，“我”的童年生活无比精彩。



教师总结写作方法。

1．用成语进行描写，生动。

2．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传神。

3．注意刻画人物的心情。

读课文最后一句话，你有什么体会。这句话在文中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表面写的是陀螺，更像是说谁呢？谈对自己的
启示。

陀螺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能只看外表?

童年生活，因为无忧无虑而快乐，因为有了梦想而精彩，通
过这篇课文，我们看到了童年生活的多姿多彩，一种难言的
亲切感和温馨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头。在学习课文时，我
引导学生感受童年的美好，享受童年，珍惜童年，并在阅读
中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理解词句，体会词句表达的感情，
丰富语言积累；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
生活，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学生在读中思考，读中
明理。

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术篇三

幼儿的科学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知兴趣和探索欲望，使他
们体验探索和发现的乐趣，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和科学探究
的方法，《多变的陀螺》这一大班科学活动，孩子们一直处
于积极探索的状态中是因为整个活动自然流畅，层次分明，
适合大班幼儿的水平，又具有一定挑战性，它激发了幼儿探
索新事物的兴趣和热情，孩子们一直表现出的强烈好奇心和
求知欲，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组织和实施：



第一，通过“玩陀螺”激发幼儿内在的认知兴趣和探究欲望。
在实践中，我改变传统的“教”的模式，注重给幼儿提供大
量的自主探究机会，使幼儿们学得更主动、更自由、更有活
力。

第二，通过做陀螺，让幼儿在做中学，做中思，做中亲身感
受科学，探索科学。幼儿对科学的理解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能
动实现的，然而，总会有一部分孩子的实验以失败告终。解
其惑，展其趣，在幼儿碰到挫折时，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十
分重要，教师若能关注孩子失败的原因，引导幼儿勇敢地面
对问题。比如：制作陀螺过程中找不准中心点，轴过长、过
短，材料、制作过于简单等等，在不断的质疑中寻求症结所
在，并鼓励幼儿积极与材料及同伴互动，在多重互动的过程
中赢得成功和自信。在此环节中教师还应鼓励幼儿表述操作
结果，与同伴交流经验，加深幼儿对科学的理解，使感性知
识系统化，使学习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虽然，活动中孩子参与的积极性幼儿教育很高，对陀螺也充
满了好奇，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标，但我还是有许多地方很
值得反思。活动开始第一环节：玩陀螺，引出任务。陀螺太
少，有些幼儿没有动手玩到，没有满足幼儿玩的需求。应在
这里多让幼儿玩一会儿，但是在课前我没有考虑全面。

幼儿一起探讨怎样制作有趣的纸陀螺，共同总结制作步骤：

1、用中心对称的方法在圆形纸上进行装饰，并均匀涂色。

2、圆形纸的中心先用大头针戳一个洞，再把小木棍插入洞内，
幼儿较快地完成了。孩子们在探索学习陀螺的制作方法时，
这里我让幼儿操作完放了较长的时间，足够让幼儿主动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有些幼儿刚
开始还转动的很快，一会儿转不动了，我让他们继续寻找问
题，有幼儿马上回答出：老师木棒插入洞太松了。我马上提
供辅助材料双面胶让幼儿利用它粘贴在木棒上，结果大多数



的幼儿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双面胶粘贴在圆形纸片上，这样
陀螺还是没有转起来。我答案直接告诉了幼儿，没有让幼儿
自己探索出来。

“活动中容许孩子不成功，但要给孩子改过的机会”，我作
为一名幼儿教师我这一点做的并不好，以后要切记。幼儿的
科学探究从现实世界中常见的物品或身边发生的事情开始，
教师应该运用既有趣又能引起幼儿科学思考的情景或方式切
入主题，使幼儿关注身边事物。同时，在活动中要不断地支
持幼儿的科学探究活动，以保证幼儿探究幼儿明确方向、达
到预期成果。

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术篇四

在课堂上，有学生没有完成相应探究活动，他们遇到了一些
问题只进行一部分的探究任务。于是这就需要同学们在课下
进行探究活动。然而在课下，学生自己的进行探究的非常的
少。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在思考。经过课下的反思，
我想一下的问题需要注意：

1、激发学生的进行探究的兴趣。学生正处在好奇的年龄阶段，
因此只要对于学生进行恰当合适的引导和激发，那么学生就
会能够积极的进行去探究。在这里，老师需要提出相关的具
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激发学生的进行探究的兴趣。在指导学
生的过程中，对于探究的结果，不要告诉同学们以致使他们
的探究兴趣降低甚至于丧失。

2、学生的探究活动要重点突出，难点迅速克服。在整个的探
究活动中，颜色的合成是我们同学们的探究重点。因此整个
学生的探究或者要以这个重点为中心，为其服务。难点阻碍
学生进行探究的门槛，因此需要学生们积极的及时，迅速的
予以解决。本课的难点就是陀螺制作。因此教学在指导学生
的过程中，要积极的引导学生迅速的解决问题，突破难点，
学习掌握重点。而本节课的活动中，学生的难点突破的不好，



以致无法进行重点的探究活动。

3、积极的持续保持学生的探究兴趣。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
的探究兴趣需要老师去激发并且能够保持。这就就需要老师
积极的设计一系列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4、学生的探究的结果，和老师的结论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
怎样进行处理。这时候不能简单学生否定学生，我们要积极
和学生共同探究结果的产生的原因。否则会严重的戳伤孩子
们的探究积极性。而这个不同的结果，也是我们进一步进行
探究的非常好的问题。

小陀螺转呀转教学反思三年级美术篇五

《陀螺》是第六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阅读要素有：学习用
批注的方法阅读。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
感情。为完成对阅读要素的理解掌握，我在教学中将课文的
重点放在批注体会深的地方、品读“我”的心情，给学生一个
“交流”的课堂。为给学生留下充足的时候讨论交充，在第
一课时中，我以陀螺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既节约了学
生阅读文本的时候，又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印象。

在自我批注与交流互动中，从课内知识延伸到课外知识，孩
子们交流着彼此的情感和经验，学得不亦乐乎。在这堂课上，
人人是老师，人人是学生，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了。我
不敢说，这就是一堂成功的课，但我却十分肯定地知道，这
堂课充满了感情的交流，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在这堂课上，
人人参与，平等对话，孩子需要这样的课堂，因为，在这里，
他们个性飞扬！

结尾在拓展迁移中，我指名会玩溜溜球的同学做了游戏。在
学生看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玩具的乐趣，活跃了课堂的气
氛，并写下了片断。其中还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借用了课
本中的写法，可谓是现学现用。



当然在教学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1、课堂上，重点关注了那些语文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在问
题引导时，对能力较高的学生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2、在交流讨论中，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略有重复。在第一节课，
学生在谈论体会深的地方时，已对课文主题有所涉及。在第
二课时中，最后总结时再次让学生讨论了课文内容、主题。
应设计更具新意的内容，如加入对课文类文的阅读。

3、缺少对“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话的延展，可
以让学生找一找历史故事，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

4、没有督促学生课下再阅读相关的类文，如金波的《一起长
大的玩具》等。

通过这篇课文的教学，让我明白了每一篇课文都有自己独特
之处，要针对文章特点选择教学方法，实现语文课堂教学的
高效率、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