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陀螺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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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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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螺教学反思篇一

在第一试教中，我发现自己有许多的不足。第一、在备学生
上，我只是意识到设计的问答，想到的是我要做什么，而不
是学生能干些什么，没有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没有思考他们
能从音乐当中体验到什么？第二、在备教案的时候，一直都
有这样的意识：我听到了什么，学生也会听到什么，我想到
什么，他们也能想到什么，在试教的过程中只有老师问问题，
学生回答问题，在提问的方式上过于直白不够清晰，学生缺
乏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也不能明确我提问的意图，我提问问
题的方式没能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回答。虽然整堂音乐课都
围绕着音乐去进行，但是没有通过生动有趣的音乐实践活动
让学生获得审美体验，学生在课堂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
态，缺乏对美的体验，美的感受，理智与情感也没有得到很
好的结合。

通过这次精品课程的锻炼，让我的教学能力有了不少的提高，
发现了许多自身的问题。在教学设计上应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在备课中应冷静分析教材，其实让学生关注音乐的无非是这
几个方面：速度，力度，节奏，情绪，旋律，欣赏中要学生
回答的问题也是从这几点进行展开，在试教中，应注意语言
的简练，要斟酌好问的方式，问的态度，问的速度，在备课
中组织好语言，我切身体会到老师使用的语言是否规范，对
于学生理解音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设计上应把教学
的总目标写出来，然后围绕总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尽量设计
一些学生可以讨论，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容，我还意识



到音乐课是以审美为核心，审美的意思是理智与情感、主观
与客观的具体统一，在以后的设计当中，我应该多组织学生
进行音乐活动，通过游戏，律动的方式让学生能体验到音乐
的情感，有了体验和感受，学生才能对学习产生兴趣。音乐
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它虽然是无声的，看不到也摸不着，但
它也是有逻辑性的，没有标题的音乐如此，有标题的音乐更
是如此，试教中我的手段太单一，没有引导好学生去聆听音
乐。要让学生从听到音乐转化到能看到音乐，这样才能清晰
的分析音乐。

通过这次精品课程的研发，我知道了老师在引导学生聆听音
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画图形谱、肢体语言、律动等提高学
生听的能力。我也明白了音乐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提升自己
演唱，演奏的能力，更应该先培养学生对音乐情感的理解，
从音乐中感受美，全面提升他们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陀螺教学反思篇二

昨天中午，舅舅请我们出去吃饭。饭后，表妹要去书城看书，
于是我们就一直走，走到了古彭广场。广场上，许多人在抽
陀螺，表妹要，舅舅就给我和表妹一人买了一个陀螺。

我的陀螺是木制的，高约六七厘米，外观看似一个倒立的蒙
古包，底部尖端有一钢珠，顶端表面画了美丽的图案，旋转
起来特别好看。

我四年级的时候在青山教育时曾经学过抽陀螺。于是我就凭
借着在那里学到的经验抽起来：先将绳子缠在陀螺上，然后
迅速抽开绳子，让陀螺转起来，接着用绳子斜着抽打陀螺，
让陀螺一直保持高速旋转。最初打时，手比较生，总是抽空。
但后来抽着抽着，就抽出了经验，陀螺抽得比较准，转的时
间也比较长，也很容易把陀螺抽的远。舅舅、妈妈都夸我抽
得好。



我继续抽的`时候，看见两位叔叔在抽一个非常大的陀螺，我
很佩服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
以后也要勇于挑战困难，做个勇敢的有心人。

陀螺教学反思篇三

我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其中玩陀螺是这段时间我最喜欢的'
一项活动。

我有七个陀螺，其中四个是平时妈妈给我买的，还有三个是
我生日的时候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它们都有名字哦，像爆
烈巨拳、烈风天翼、青蓝冰伞、黄金火焰……，还有几个我
叫不出名字。为了陀螺转得更久，我经常按自己的喜好把它
们改装了。

我一个人玩的时候通常会用发射器先后依次发射两至三个陀
螺，看它们谁旋转的时间最长，攻击力强，防御力强。曾经
我用计时器试过，旋转时间最长的陀螺，可以一直旋转两分
三十秒。我觉得它转得好久哦。

有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比赛。我们会同时发射两个陀螺，
看谁的陀螺旋转时间最长，妈妈总是比不过我。可是我的爸
爸非常厉害，每次他的陀螺都比我的陀螺转得久。虽然我每
次都输，但好几次都是被他赖输的，我不服气，下次我还要
和他比，我一定要超过他。

陀螺教学反思篇四

在进行本课的教学的时候，首先学生欣赏各种各种的陀螺。
对于学生都非常熟悉的陀螺，学生可以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但是我想这样的设计似乎有一些的太平常了，对于提起和激
发学生的兴趣的作用不是很大。再进行设计的时候，在进行
设计有激发性，比如设计一个各种颜色的陀螺然后播放视频
给学生看，然后在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这



样学生就能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我想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的。

在然后就是知道学生利用材料进行制作陀螺。在教授学生进
行制作，这个的过程比较的简单的。直接的出示制作的方法，
指导学生进行制作。我现在想来这个过程，可以让学生先设
计，然后再进行制作，这样的效果会是比较的好的。

在制作之前，我要求学生在上面涂上红绿蓝三色。这个要求
是为了更一步的研究发现制作的。我想这个要求是否有点太
突兀了。

陀螺教学反思篇五

在制作陀螺的课上，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他们用自己的材
料制作的陀螺，虽然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意
想不到的问题，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的积极的思考进行解决。
在探究的要研究的问题-颜色的合成的时候，部分的学生都有
一些的发现。但是还是留有一些内容放到了课下进行学生自
主的探究。

我想本节课的一个不当之处是学生的制作陀螺的方法指导还
是有一些的欠缺。在制作的过程中，老师指导每个小组的同
学进行制作活动，但是还是发现有部分小组的同学没有能够
进行合作。就是说学生们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没有积极地进
行分工合作，导致学生制作效率下降。我在这里需要在以后
的时间中，给学生进行培训。通过对各个小组的学生进行培
训，使学生能够尽快的学会合作，学会分工，养成较为良好
的合作精神。

1.首先进一步明确各个小组的组长，并且队员小组长进行培
训。培训的内容，组长的职责，组长的权力和义务，组长的
工作方法（包括:分工的方法，携带材料的任务布置，小组合
作学习工作组织，小组探究任务分析和总结等）



2.培训小组的各个成员。小组的成员分别是组长、操作员、
观察员、记录员、监督员等。各个小组成员的职责和任务给
他们以明确。各个成员的培训，分开进行。各个成员先固定2
个月，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

3.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在教学的内容的组织，要凸显学生合
作学习和自主自主探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
的.应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