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颐和园教学反思 语文教学
反思(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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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篇一

1、压力也是动力。一次难忘的经历。

上这样的课，压力格外大。原因：这是我上生字教学。第一
不能上出模式模块，第二学生对拼音掌握不牢。他们不能自
主自学。

2、好的教学设计是上好课的基础。

教学设计我简洁明了，提纲思路虽然也能清晰记下来，但总
是觉得自己的教学设计不能接近现在的公开课甚至作秀课堂。
山穷水尽之时同事的导航引路使我做到心里有数。两节课的
教学目标分别定位于：第一课时：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识记
本课17个生字。第二课时：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从
目标中可以看出学生的主要活动就是朗读课文了，读正确、
读通顺、读流利、读出感情直至熟读成诵。这样明确了教学
目标之后，但是在第一教学生字教学中模式的形式环节不完
整。

1、认读生字期间，由于自己不慎，开火车读后，又开火车
给17个生字组了一遍词，浪费学生的时间，真正叫学生练字
的时间几乎没有，这一点恰是低年级教学的一处硬伤。

2、课堂上的对小组的评价耗时过多，怎样进行有效甚至高效



评价是下来研究的方向。

课文《木兰从军》教学反思3

本课为《木兰从军》第二课时，教学目标为：品读课文，在
阅读和体悟中感受花木兰为国为家分忧、战功赫赫的英雄形
象。能在情境中展开合理想象，用几句话写出木兰说服家人
的话。品味课文中的精彩语言，读出感受。

教学中以读为主，采用丰富多彩的朗读形式，如自由读、默
读、男女生读、

分组读、配乐读，想象读等，教师以评价促进学生朗读能力
的提高。如“我好像看到了木兰英姿飒爽的样子！”“我感
受到了木兰保家卫国的急切心情！”以评促读，读中加深感
悟。

抓住重点词语，充分调动学生生活经验。如“焦急万分”一
词的学习。先是读第二小节，找一找朝廷下达征兵文书后，
木兰的心情怎么样？说说自己对“焦急万分”的理解，读好
词语后联系生活“小朋友们在生活中，可能也会有焦急万分
的时候，愿意说给大家听听吗？”联系课文“木兰又为什么会
‘焦急万分’？”找出相应的句子，相机介绍背景，进入情
境，想象说话，体会面临家忧时，木兰焦急万分；面临国忧
时，木兰更加焦急万分。学生能通过朗读表现出木兰一次比
一次焦急的心情。并进行了适度拓展，帮助学生进入文本情
境。

“如果你就是花木兰，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集体交流后相机请学生补充电视上了解到的战争场面。“木
兰也知道战争的危险，但是她为了保卫国家、保护家人，毅
然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理应为国为家分忧。“当木兰把
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家人一开始同意了吗？你们现在就是
木兰的家人，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木兰从军？”学生从多角度



换位思考，从家人的角度说出了自己对木兰从军的担忧之情。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男人的事。女子的力气没有男子
大。”“要是木兰被发现是女子，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满
门抄斩啊！”“一旦上了战场，就可能战死，再也回不来
了！”“家人非常担心木兰的安危，百般劝阻，如果你就是
花木兰，你会怎样说服家人呢？”学生进行角色转换，写出
了许多精彩的句子——“父亲，您年老多病，恐怕连骏马都
跨不上去。弟弟小，连枪都拿不动。我去最合适。” “现在
国家遇到了困难，情况很紧急，我自小习武，身强力壮，就
让我去吧！”“我会女扮男装，不会让人发现我是女子
的！”与人物心灵对话，可以帮助学生充分感受到花木兰爱
国爱家的英雄形象。

阅读教学中的写话受教学时间限制，指导的实效性还不够明
显。如何充分发挥同伴互助的作用，进行有效的修改或指导，
使每位学生写话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升，是今后研究这类课
型模式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篇二

上了《木兰从军》这篇课文，这是一篇历史传说故事，现在
的学生对花木兰了解很少，要让学生通过故事中三件小事的
简述领悟到花木兰的优秀品质，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
难点。所以，在上课一开始，我就让学生从自己认识的大将
军与花木兰身上寻找不同之处，学生模糊地感知到花木兰是
一位不同寻常的女英雄；还有我设计了“花木兰说服家人”
这个扩展性训练，让学生揣摩花木兰的心理活动，感悟她为
国为家，敢于牺牲自我的可贵之处；然后借助插图展示花木
兰驰骋沙场的生动画面，让学生进一步感受英雄的'勇敢形象；
最后通过引导学生比较战场上的装束和胜利回乡之后的装束，
通过读表达自己对花木兰的敬佩之情。

通过这一系列多向互动的情境中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
学生对花木兰的认识也步步深入，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但在教学过程中，我觉得有些语言组织的不是很好，语言不
够简洁，明了。我觉得特别是在学生回答问题错的时候或者
偏题的时候，没有加以适当的引导，而是一带而过，我觉得
这点做的很不好，现在想想，学生说的很多话都是上课可以
利用起来的，通过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来开展教学，这样效果
也许会更好！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篇三

这次我上的是小语第四册12课《木兰从军》，先谈谈对课的
设计。本课脉络清晰，段落之间互相衔接，又各有自己的特
色，因此，我在确定好目标之后，选取不同的点来抓住重点，
进行双基教学。如第1小节抓住“英雄”一词进行说的训练，
根据提问“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为什么？”导入新课，
一来可以让学生回顾以前学习的内容，二来帮助学生弄明白
何谓英雄，在脑中形成一个概念。第2小节同样进行说的训练，
但重点是先弄清木兰从军的原因，是“为国为家分忧”，而
后再想象说话，以木兰的身份用自己的话说服自己的'家人。
第3小节侧重在读好四个描写木兰动作的词，“披、跨、渡、
过”。利用声像媒体的视听效应，加之老师导语的激情作用，
使生身临其境，反复朗读来体悟木兰英勇杀敌、英姿飒爽的
威武风采。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最后再写好两个字。当
然，光凭书上的文字信息，学生对木兰的了解是过于浅显的，
为了让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在各个环节之间，我增加几段
相关的历史资料，创设一种情境，拉近古今距离，使学生产
生浓厚的兴趣，学得饶有趣味。

第一次试上后，同组老师觉之教学设计很合理，重点把握准
确，难点也能一一突破，但是缺少印象深刻的亮点，整堂课
没有一个整体感，不和谐。提出说话训练应出示句式，朗读
不到位，设计平板，延伸部分可以联系实际。接着，修改教
案，选择倒装因果句作为练说的句式，并且将前后进行对比，
使木兰的英雄形象更加突出。



第二次试上，觉得木兰说服家人的环节处，学生说得较散，
没能依据课文合理想象，读的地方仍不够到位。

一来二去，教案随着一次次提出的建议进行着多次修改。正
式推出后，效果的确不同凡响。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篇四

我在教学课文第二自然段的时候就引导学生抓住木兰的
话“自己理应为国为家分忧”找出木兰忧的原因：北方发生
战争，朝廷紧急征兵，这是国家的忧；征兵文书上有父亲的
名字，但父亲年老多病，难以出征，弟弟又小，还没到当兵
的年龄，这是家的忧。教学中，我及时运用“模仿表演”，
请学生们演演父亲、母亲、弟弟，他们会说些什么？而木兰
听了他们的话后，又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话的，让孩子深入地
揣摩木兰的心理活动，请大家展开想象，演一演木兰是怎样
说服家人替父从军的？这样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拓宽了
学生思维，锻炼了思维能力。其次引导学生理解木兰为什么要
“理应分忧”：本来应征入伍是男的事情，但处在特定的情
况下，女子也该承担责任，为国为家当仁不让。这样一来学
生就有情可感，有话可说了。再次，让学生想象当将士们看
到一身女装的木兰会想些什么，学生说的头头是道，也更加
钦佩这位女英雄。这时引导学生去读，让学生通过读表达自
己对花木兰的敬佩之情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样通过在一系
列互动的情境中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学生对花木兰的
认识步步深入。

这是一篇家喻户晓、传诵不衰的动人故事。通过描写木兰女
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顾全大局、为国分忧
的优秀品质。

在上这一课之前，我们年级组织学生观看了动画片《花木
兰》，这对后面的教学起了很大的帮助。



课伊始，我问孩子，什么叫“从军”，学生们支支吾吾，显
然多这个新名词不能很好的理解，就算有的学生会讲，也是
浮于表面，所以，我首先让学生找出木兰从军的句子，再结
合自己的理解，谈谈“从军”一词，学生们比第一次的理解
渗透了多了。接着，引导他们读读木兰在从军中的飒爽英姿，
这对认识木兰这个人有了初步的印象，然后再向学生介绍了
当时女子不能从军的背景。当然，有学生们就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木兰要从军？于是就扣住了“为国为家”“分
忧”“焦急万分”等词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让学生对木兰
产生由衷的敬佩。

课文语言精练，同时也留下一些值得学生想象的“空白”。
教学时利用这些“空白”之处正好引导学生想象，既能更深
入地理解木兰的品质，又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书后安排了一项想象作业“木兰是怎样说服家人的？”，借
助这个作业，我在教学课文第二自然段的时候就引导学生抓
住木兰的话“自己理应为国为家分忧”找出木兰忧的原因：
北方发生战争，朝廷紧急征兵，这是国家的忧；征兵文书上
有父亲的名字，但父亲年老多病，难以出征，弟弟又小，还
没到当兵的年龄，这是家的忧。教学中，我及时运用“模仿
表演”，请学生们演演父亲、母亲、弟弟，他们会说些什么？
而木兰听了他们的话后，又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话的，让孩子
深入地揣摩木兰的心理活动，请大家展开想象，演一演木兰
是怎样说服家人替父从军的？这样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
拓宽了学生思维，锻炼了思维能力。其次引导学生理解木兰
为什么要“理应分忧”：本来应征入伍是男的事情，但处在
特定的情况下，女子也该承担责任，为国为家当仁不让。这
样一来学生就有情可感，有话可说了。再次，让学生想象当
将士们看到一身女装的木兰会想些什么，学生说的头头是道，
也更加钦佩这位女英雄。这时引导学生去读，让学生通过读
表达自己对花木兰的敬佩之情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样通过
在一系列互动的情境中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学生对花
木兰的认识步步深入。



今天的这堂语文课，让我感到很高兴，可能有前面精彩的影
片的放映，对学生来说这些动人精彩的情景时刻呈现在孩子
的眼前，也使孩子们想说爱说，使得原本有些不大爱回答问
题的孩子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和同学、和老师进行了一次又
一次的对话，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不仅说明他认真地参与
了，而且积极地思考了，新课程倡导师生共同成长。在这节
课里，我看到了有收获的不仅是学生，老师同时也有很大收
获，很受启迪。学生乐于学习字词，敢于想象，通过这节课，
我看到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在教与学的这
块平台上，真正做到教学相长，课堂教学过程才能真正成为
师生共同发展课程、丰富课程的过程。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

这是一篇历史传说故事，学生对花木兰了解甚少。要让学生
通过故事中三件小事的简述悟到花木兰的优秀品质，是教学
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为了较好地完成这个目标。我找
到文章的两个精彩片段进行阅读指导。由“女扮男装、替父
从军”引出本文的第一个片段“一天，朝廷下达了紧急征兵
文书。木兰见上面有父亲的名字，心里十分着急。她想：父
亲年老多病，无法出征。弟弟年幼，还不到当兵的年龄。于
是，她决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对于二年级学生而言，
很难理解花木兰当时的情感，我设计了不同层次的朗读来体
会花木兰的心情，使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受到情感
的熏陶，并细细品味花木兰的这份孝心。

她是怎样一一说服家人的呢？为了切身体会木兰替父从军的
决心和她对家人的热爱，此时运用“模仿表演”请大家展开
想象，演一演木兰是怎样说服家人替父从军的？这样让学生
展开想象的翅膀，拓宽了学生思维，锻炼了思维能力。

其次，我把学生带入第二个片段“木兰说服了全家，穿上战
袍,装扮成小伙子，告别了家乡和亲人，随着大军到边疆打仗
去了。战争持续了十二年，木兰为国家立了大功，成了赫赫



有名的将军。”我让学生通过自由读和比较读来感受这位毫
不逊色于男儿的巾帼英雄，学生不同的语速和语调体现了他
们对课文理解的程度。作者略写了花木兰军营生活和作战情
况，只以“战争持续了十二年，木兰为国家立了大功，成了
赫赫有名的将军。”这一句轻轻一点，但内涵十分丰富，启
迪读者的联想——多年征战，时间长，战况烈，对于一个女
孩子又谈何容易!

然后借助多媒体展示花木兰驰骋沙场的生动画面，让学生进
一步感受英雄的勇敢形象；最后引导学生去读，让学生通过
读表达自己对花木兰的敬佩之情。这样，通过在一系列多向
互动的情境中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学生对花木兰的认
识步步深入，情感进一步得到升华。

木兰从军教学反思篇五

《木兰从军》是苏教第四册的一篇课文，课文根据北朝民歌
《木兰诗》改编，通过描写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胜
利归来的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女英雄形象，赞扬了花木兰尊
老爱幼、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但学生对花木兰了解甚少，
如何让学生通过故事中三件小事的简述，感悟到花木兰的优
秀品质？为此我第一课时采用了动画激趣导入——观看《花
木兰》。孩子由动画内容对花木兰有了了解，那么再通过文
章的.三段了解木兰的品质这个难点及重点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节简介人物，为下文铺垫——英雄？女英雄？为什么称
她为女英雄？然后学习重点段第二节。了解花木兰为国为家
分忧，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为成为女英雄埋下伏笔。我先
让学生自由朗读，再说一说木兰从军的原因；接着简单介绍
时代背景，引出第一第二句的朗读，来体会木兰“焦急万
分”的心情。接着提出“木兰为何焦急万分”的问题，来引
导学生自主阅读，明白木兰的“父病弟小，难以出征”的家
愁，以及“北方经常发生战争”的国忧，其中相机指导学生
理解“经常”“紧急”等词语，让学生领悟出木兰是一个尊



老爱幼、热爱祖国的女英雄，照应了课文第一自然段的介绍。

接着，出示木兰的决心，并顺水推舟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
行一个语言拓展训练：说说木兰是怎样说服家人的？师生共
同表演，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三节她遇到的苦与难，
指导孩子抓住动词“披”“跨”“渡”“过”想象路途中有
哪些困难？她的勇敢无畏也就体现出来。那么得到赫赫战功
会遇到什么事情？孩子也就轻松解决了。但是第四节的学习
由于前面拓展想象的时间没有控制好，后面没有讲完，有点
虎头蛇尾的感觉。以后要在时间安排上注意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