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
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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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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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思篇一

“交流平台”安排的是根据本单元的课文，学习作者细致观
察的习惯。“词句段运用”安排的是：1。为动物找到家。2。
读两组句子，注意加点的词语，体会每组句子意思的不
同。“日积月累”安排的内容是积累气象谚语，进一步丰富
语言积累。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交流平台”教学时，学生通过交流对课文有了更深的理解。
“词句段运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读两组出示的句子，比
较第二句与第一句的不同之处，说一说加点词在句子中的作
用。“日积月累”教学时，先让学生自己反复读一读这些谚
语，把字音读准，想一想每个谚语的意思，不懂的成语借助
词典加以理解。让学生想办法快速记住这些谚语，并积累其
他气象谚语。

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教学“词句段运
用”栏目时，把动物的家用图片展示的方法呈现，学生很快
就能根据图片找到对应的动物。

教学“日积月累”时，需要结合一定的生活经验，学生因为
年龄尚小，不能对谚语有深刻的了解。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运用多种教学手



段，如图片展示，视频播放等，多角度让学生去学习。

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思篇二

在上完这节课后，让我感受颇深，思考很多，有收获也有遗
憾。

《秋天的雨》是一篇抒情散文，课文以秋雨为线索，将秋天
的众多景物巧妙地贯穿起来，从整体上带出个美丽的，丰收
的，快乐的秋天。根据教材特点，教学中，我以一个“美”
字贯穿整堂课，一是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享受环
境美，二是通过观看录象《美丽的秋天》让学生身临其境欣
赏美，三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品读课文感受语言美，四
是通过扩展活动，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去发现美。

教学中，首先是自我感觉到老师学生都走进了文本。感受到
了秋天的美。同时能较好地落实知识点并拓展，收到较好的
效果。在整个课堂结构的安排上，能做到；有快有慢，有高
潮低落，让课堂有节奏感，有乐感。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
让学生感受秋天的美。通过多种多样的朗读形式能够达
到“美读”的目的。一上课，我以读导入学习新课“秋天的
雨是一把钥匙，轻轻地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走进秋天，我
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色呢？请你一边欣赏画面一边听老师读
给你听。”由于广州的四季变化不分明，孩子们的感受也不
清晰。这一教学环节，借助老师的配乐美读，秋天图片的美
丽色彩的呈现，给学生听觉、视觉上的刺激，充分调动学习
的兴趣，对秋天有一个美的整体影响，引发美读文章的欲望。
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从几个方面感受秋天的美。在整体感
知全文的基础上，走进秋天的大门，走进文章，抓住“五彩
缤纷”感受秋天的色彩美；抓住“好闻的气味”想象秋天丰
收的景象，通过“小动物准备过冬忙碌的景象”感受秋天的
欢乐。

在读懂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想象读、表演读、带着体验读，



自由读、个人读、集体读，变抽象为具象，读出秋天的美。
秋天的雨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银杏叶子的形状多么像小扇子，
把黄黄的叶子比作（生说）一把把扇子，为我们扇走了夏天
的炎热。请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可以边读边做动作通过朗读
不仅使学生体会语言文字的韵律美，同时把语言文字化作鲜
明的视觉再现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情感中真、善、美的因
素，并与作者、与文章产生共鸣，情感受到美的感召和升华，
从中受到教育。

可以说，这节课，学生将生活带入课堂，在课堂上他们读着
课文，谈着生活，丰富的生活经历帮助他们理解了这么优美
的散文，使“晦涩”变成了“通俗”。但课堂确实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安排计划只能是预设的，而课堂是多变的。本节
课下来没能完成教学计划，让我遗憾。主要是在第一段一些
环节上花的时间的太多。第二段安排欠妥，在某些环节放开
了没能即时收回来。造成时间不够。这也说明自己教学不娴
熟，课堂把握不够。

本课的教学重点就是让学生感受秋天的美好，体会课文的语
言美，教学中，我以“读”为教学主线，落实教学重点，读
的形式多样，如默读，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不足
之处在于指导学生朗读时，忽略了教师的示范作用，教师没
有完全进入角色，把学生引进美丽的秋天。

课堂是多变的。课堂是遗憾的。课堂需要反思，在遗憾中反
思。在遗憾和反思中，带着新的收获，让我们再次走进课堂。

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思篇三

这次习作的目的是要求学生了解虚构故事的.特点，自己创编
故事。在实际教学中我先和学生一同回顾了刚刚学过的三篇
课文，也就是说三个虚构的故事，让学生真切感受虚构故事
的特点，为自己的创作做准备。然后学生自读三组环境和人
物，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组去展开联想写作文，在这个环节，



我做了较为具体的指导，让学生注意到时间、地点、人物身
份、性格特点等，这样学生的联想才切合实际，编写出的故
事才有可能吸引人。这些地方做的比较到位，学生完成情况
较好。对教材提出的写作时让学生尝试写心理活动的建议没
有落实好，在今后的教学中要适时地予以补充。

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思篇四

《暖流》这篇课文讲的是工主席看望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并和
他们亲切交谈的事，说明了工主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
表达了他对青年人的关怀。本单元的5篇课文，充满了春天的
气息。第一课号召大家绿化家园；第三课表达的意思就是儿
童就是春天；第四课写抓住了春天最好的时光；第五课两首
描写春天美景的古诗。第二课之所以放在第一单元，主要体
现了果家领导人的关心就像春天一般温暖。因此，这篇课文
应该将着力点放置在体会果家领导人对学生的关心上，体会
工主席的品质。

在昨天的语文半日教研活动中，本课的主备——“小雨跳
跳”告诉我们，她在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中重点训练了学生
按提示语朗读，她的做法给我今天的教学带来启发：我也可
以抓提示语、人物的语言来体会人物的品质啊。

课堂上，我先让学生找出工主席说了什么，提示语是什么，
再让他们思考，这些话语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意思，然后让他
们透过这些话语感悟人物的品质，最后再有感情地读读这些
句子。

我的这个问题对学生们来说，似乎一点难度都没有，他们个
个踊跃发言，尤其是第一问，说话内容、提示语都是在文中
一下子就能找到的，我还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了提示语，就
这样学生们一些爱子概括出了：工主席是一个和蔼可亲、热
爱古典文学博学多才、关心下一代的伟大领袖。当学生感知
了工主席的品质后，我再让学生读读工主席的话，这时候，



学生们就读得入情入境了。工主席那平易近人的形象跃然纸
上，课题“暖流”的引申义也就迎刃而解了。

理想课堂追求效益最大化，课堂教学设计是提高效益的敲门
砖。因此，设计是否精当，教学是否有效，关键还是在于教
师课前钻研教材，我们要针对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找准课
堂教学的切入点，然后围绕这个点，精心设计环节，追求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在这节课上，我简简单单抓提示语，学生
们到也学得轻松，学得实在。

亿以上数的改写和省略教学反思篇五

本组教材围绕以“战争与和平”这个专题，选编了几篇适合
四年级学生特点的课文。《夜莺的歌声》《小英雄雨来》都
是讲的战争中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的故事。《一个中国孩子的
呼声》通过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信，呼吁
国际社会一致行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儿童诗歌《和我
们一样享受春天》是孩子们呼唤和平的共同心声。每篇课文
都紧紧围绕专题，给学生越来越鲜明的情感体验，让学生越
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战争打破了多少童年的幻想，击碎了多少
美丽的憧憬。人类不需要战争，让我们共同祈祷未来的世界
永远和平，让“和平之花”永远绚丽绽放。

1、认识27个生字，会写2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
章表达的真挚情感，从中受到熏陶感染。

3、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4、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加强课文的朗读训练。

5、推荐一些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电视作品。



1、学习生字词，理解重点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其表达的思
想感情。

2、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加强课文的朗
读训练。

教学本组教材可用12—15课时，其中精读课文4—6课时，略
读课文3—4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习作2课时，“我的发
现”“日积月累”“宽带网”1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