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 尊重教学反思(模板7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一

老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权利，尊重学生的特长、个性
和人格。有的老师总是想让所有的学生都尊重自己，但是，
自己却随意的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甚至当着其他学生的
面辱骂学生，将心比心，学生能对你产生好感吗？他们甚至
不知道，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先尊重别人。又或
者有的老师总是一厢情愿替学生“着想”，常常因此而忽略
学生的权利，认为自己为学生好，而学生的权利微不足道。
于是，上课经常拖堂，挤占学生的课间活动时间，作业没完
没了，久而久之，难免学生会对你产生厌倦和反感。要想营
造一种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就需要老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
也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才能更好的收获知识，体验成
功的快乐。

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教学的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要想
真正赢得学生的赞许，你需要付出更多。古语有云：“教学
有法，学无定法，而贵在得法”，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做得并
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我会做得更
好！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二

《彼此尊重才能赢得尊重》这节课共三大框，“维护人格最
重要”“自尊者豁达”和“善于尊重他人”。第一框维护人



格最重要以及第三框善于尊重他人通过讲解学生都能理解。
就是第二框自尊者豁达，我在课件里讲了很多故事，学生也
能理解豁达的人心胸开阔，性格开朗，能容人容事，豁达就
是一种宽容和大度。豁达很好，我们也应该培养这样的胸怀，
可是有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尊就要豁达呢，我解释说，在我
们的人际交往中，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个体，
要想做到彼此尊重就要宽容大度。后来我让学生举例子，意
外的是学生说的很好。这节课最大的体会就是老师把该讲的
讲清楚之后应该多给学生机会，以后的课堂也是。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三

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要求识记的知识很多，在日常教学中，
为了很好的巩固所学的'知识，我采取的措施是，每节课在讲
新授课前，总是进行小测验，不合格的同学要受到一定的惩
罚。

记得有一次测验时，有一名同学早做了“准备”，当她小心
翼翼惴惴不安地“行动”时，我悄悄的走到她的身边，轻轻
的在她的桌上点了三下，这三下既有对她行为的提醒，又有
对她行为的“包庇”，公布于众与尊重暗示中我选择了后者。
她当时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从这件小事之后，楼道中擦肩
而过中多了一双真诚而感激的眼睛，她在以后的测验中没有
再发生过作弊现象，而且每次都考得非常好。

我在教学反思中写下：“即便学生有错，也要给学生留面子，
也要丝毫不怀疑他们自省和改正错误的能力，尊重学生、理
解学生，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是教育成功的秘诀。”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四

《彼此尊重才能赢得尊重》这节课共三大框，“维护人格最
重要”“自尊者豁达”和“善于尊重他人”。第一框维护人
格最重要以及第三框善于尊重他人通过讲解学生都能理解。



就是第二框自尊者豁达，我在课件里讲了很多故事，学生也
能理解豁达的人心胸开阔，性格开朗，能容人容事，豁达就
是一种宽容和大度。豁达很好，我们也应该培养这样的胸怀，
可是有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尊就要豁达呢，我解释说，在我
们的人际交往中，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个体，
要想做到彼此尊重就要宽容大度。后来我让学生举例子，意
外的是学生说的'很好。这节课最大的体会就是老师把该讲的
讲清楚之后应该多给学生机会，以后的课堂也是。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五

《尊重他人》一框知识点理论性较强，但其中蕴含的道理，
如只有尊重他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等，学生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都曾经历、体会和感受过，因此理解起来较容易，所
以我选择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教学。

学生学习时，先预习本课知识，其次交流对本课内容的理解
并运用本课知识解答相关习题，再次针对不理解的内容或习
题提问，在全班范围内讨论，学生互相答疑解惑；最后教师
做归纳总结。在（4）班、（6）班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以
小组合作式学习，学生学习积极性高，都提出了很多问题，
但大多问题只是为了符合提问这一环节，在书上随意找句话
作为问题，而不是从深入理解、分析本框内容的角度来提问。
而且，因为问题过多、价值不高导致学生不能通过交流讨论
的`环节对本课内容有清晰地认识和印象，同时致使课时紧张，
习题训练巩固提高环节缺乏时间。因此，在随后的四个班的
教学过程中，我先将本框的重点知识列为问题，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阅读、思考、交流、讨论，学生既明确了本框知识，
又通过习题巩固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效果明显好于前两
个班。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六

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要求识记的知识很多，在日常教学中，



为了很好的巩固所学的知识，我采取的措施是，每节课在讲
新授课前，总是进行小测验，不合格的同学要受到一定的惩
罚。

记得有一次测验时，有一名同学早做了“准备”，当她小心
翼翼惴惴不安地“行动”时，我悄悄的走到她的身边，轻轻
的在她的桌上点了三下，这三下既有对她行为的提醒，又有
对她行为的`“包庇”，公布于众与尊重暗示中我选择了后者。
她当时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从这件小事之后，楼道中擦肩
而过中多了一双真诚而感激的眼睛，她在以后的测验中没有
再发生过作弊现象，而且每次都考得非常好。

我在教学反思中写下：“即便学生有错，也要给学生留面子，
也要丝毫不怀疑他们自省和改正错误的能力，尊重学生、理
解学生，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是教育成功的秘诀。”

尊重他人教学反思篇七

尊重就是让幼儿对自己充满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正确
的选择和判断。尊重就是不把成人的要求强加于幼儿，而是
鼓励幼儿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相信幼儿有自己的见解。
尊重对于幼儿来说意义重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尊重幼儿
呢?我认为，尊重幼儿，就要促进幼儿富有个性化的发展。要
发展幼儿的个性，就必须尊重幼儿的个性，尊重幼儿的心理
发展。幼儿园教育《纲要》提出："幼儿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
格和权力，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
个性的发展。"对于幼儿而言，什么个性的幼儿都有。有动作
慢的，有性格开朗的，有做事毛糙的，有不爱讲话的，有脾
气死拧的等等，无论什么个性的幼儿，都有他的内心发现。
教师就应该要从心理上理解、了解幼儿的需要，兴趣、能力、
智力、气质及性格，尊重每个幼儿的个性，支持引导每个幼
儿的发现。



小声告诉我："那么多人看着我，都不好意思呀"。噢，我终
于了解到了她的真实想法，原来是她对自己缺乏自信。对与
这样的孩子我就要帮助她看到自己的优势与潜力，注意为她
创设获取成功的机会，在后来的活动中，我经常鼓励她，在
小朋友面前表扬她，树立她的自信心，慢慢地小慧莹进步了，
自信心提高了。上课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她参加活动时自信的
样子。使她在有了自信之后获得许多成功的`感受。

在户外活动时，我经常发现孩子们趴着玩滑梯，作为幼儿教
师来说，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难免有些紧张，生怕孩子磕
着、碰着。经过我几次劝阻，孩子们还是选择他们认为合适
的方法来进行。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玩时，他们对我
说，他们发现坐着玩，滑得慢，趴着玩，滑得快。我观察了
一下，孩子们讲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们在玩的过程中
发现了阻力的存在，坐着的阻力可能比趴着的阻力大。看孩
子们多了不起。因此，我尊重了幼儿的想法，支持了他们的
做法。但是为确保安全，我请孩子们说一说要怎样保护自己，
孩子们高兴极了，大胆地说出自己是想法。看到他们玩的时
候，有的把头往上抬，有的用手捂着嘴，怕磕着，有的在旁
边，作监督员，不许后面小朋友推前面的人。这样在教师尊
重孩子的基础上，滑滑梯的秩序也得到了维持。作为教师，
一定要相信孩子的能力。赏识幼儿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掘
幼儿的潜能。

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在幼儿教育中，尊重幼儿的潜能，尊
重幼儿的个性，充分运用"尊重"这把钥匙，来打开孩子心灵
的金锁，培养出健康活泼、诚实勇敢、富有个性的新一代接
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