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
之处不足之处(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篇一

激情四射的去上课，一直在心中告诉自己，自己的地位必须
摆正，做好导读，千万不要插手太多，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美
德意境，一个不留神，还是讲多了，过了。

在第一节的时候，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把秋天和夏天做比较，
主抓红日，空气等意象。谈得有些过了，让学生反而在诵读
体会中表现得少了。

在讲到把夏天的脚印轻轻的涂掉时，学生提出了疑问。我不
回答，反问：“为什么用涂这个字?究竟是怎么涂得?”我们
先把这个问题搁置，接着看后面的内容。三四五小节学生采
取自读自学的方式，找出比喻的地方，如何去比喻，为什么
去比喻，说得还蛮像回事。其实这里面有些很有趣的东西我
没有提出来，后来在读云姐姐的贴还有其他老师的贴时，发
现忘掉一个夏天的烦恼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当时却没有及
时的发现并提出，太遗憾了。

最后两个小节，比较的简单，学生和我讨论了一下珍藏黄叶，
秋天向我们微笑。我忽然想起了古文中秋的意象，但对于孩
子来说难，就说得比较的少，但是还是情不自禁的谈到了悲
秋主题，并和这一课做了比较，告诉孩子们要有乐观向上精
神。要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



云姐姐的导入值得我们学习，她在上班的路上，由玄武湖边
的一片黄叶引出诗文，真是漂亮。

本诗的学习我们进行的课时较多，我重点完成了一项：当堂
指导背诵。为孩子们减轻了课下的负担。看了学生的部分习
作，我想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压力也太大了，所以，
我们要从根本上为他们减轻压力，不要让课业成为他们的负
担。因此，在背诵这方面，我要努力把功夫下到课上。

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篇二

领着学生学完了《鱼游到了纸上》一课，我对这节课进行了
反思，觉得这节课的教学，在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文字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具体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在教学青年观察鱼、画鱼的句子时，引导学生抓住“呆呆
地”“静静地”等词语品读句子，采用多种形式地读，引读、
指名读、同桌练习读、男女生合作读、师生合作读，让学生
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的体验。一边品读语言文字一边
体会聋哑青年那种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坚持不懈的精神，
学生的敬佩和赞叹之情一步步加深。

制定教学目标体现学段特点和要求，符合教学的实际，既不
随意拔高，又不随意降低。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抓住描写
青年神态、动作的词语感受青年长期、细致地观察的方法，
联系生活实际运用迁移。”课前活动请一些同学观察鱼，下
面的同学观察上去观察的同学。接着从文本中抓住描写青年
神态、动作的词语感受青年长期、细致地观察的方法，最后
让学生看学生观察鱼的视频，把自己观察到的写下来，并发
挥自己的想象，把它写具体。前面的观察、抓词语理解都是
为了后面学生的写话做铺垫。教学指向明确，训练集中又有
梯度。从执教老师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过程来看，都能立
足学段要求来制定目标也都在课堂教学中达成了。



《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明确规定：学生要养成良好的
语文学习习惯，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今天上课的
两位老师能以学法决定教法，把教法转化为导法，在导法中
渗透学习方法，让学生学会学习，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
追求，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奠定基础。在教学《鱼游到位了纸
上》时，提出了自学要求：默读课文，用横线划出描写青年
观察鱼的句子，读一读，圈出描写青年观鱼的词语。有感受、
发现的可以用一两个词在旁边作批注。在默读、勾画、批注、
交流、朗读，这一过程体现了“以学定教”的理念。注重学
法渗透，无疑是落实课标“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要求，
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搭桥铺路。

不足之处：当然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拍摄的视频，
如果能更逼真自然些，或许更有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学生的
语言会更精彩。

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篇三

语文课做到了。我们需要真诚地唤起自身和学生内心深处的
情感，在每一堂课上都能以情感作为润滑剂，给学生一种享
受，让学生的情感得到激发，与文本亲密“接触”，在品读
中享受由于学习而得到的满足，从而优化我们的语文课堂，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篇四

本堂课我以祖母爱莲，剪莲两条主线，让学生感受祖母为人
善良、关爱他人的高尚品质。课堂中让学生从词中，从句中
体会祖母对莲叶的喜爱，教师的情感带动学生的情感，从一
次次深情并茂的朗读中体会到祖母对莲叶的这份爱。进而让
学生从句中看祖母的动作、语言，想像祖母剪莲时的心情。

一、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写作方法。祖母为人善良、
关爱他人的高尚品质，是通过祖母种植荷花、剪送荷叶过程



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细小细节表现出来的。教学中，
我以这些细节描写为突破口，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品
质，探寻抓住人物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的方法，在理解感
悟语言文字表达的感情的基础上，感悟作者抓住什么来写及
这样写的好处，从而使学生明白写人可以从哪些方面写，怎
样写。

二、读中悟情，领悟文章中心。人的感情是在一定的情境中
产生和发展的.，儿童自然也不会例外，这是一篇体现人与人
之间真情的好文章，因此，在朗读教学中，我们应该顺应这
一规律，通过多种手段把学生引入到课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
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入境”，读出情感，理解课文内容便是
轻而易举的事。教学中我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读，去评读，
让学生边读边评价，边理解词句的意思。学生对祖母关心别
人的情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精神世界也顿时高尚了起来。

三、引导用段意合并法来概括文章的中心。概括能力是一项
重要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初步概括感知文章主要内容的能
力，是中年级阅读教学的一个重点内容。对于四年级的学生
而言，初步感知一篇简单的文章主要内容不是件很难的事，
但面对越来越繁琐的文章大意，却显得束手无策。面对如此
的生成，我及时调控自己的教学预设，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
作用，让学生实实在在经历概括的过程，在“如何才能做到
简洁“上下功夫，引导用段意合并法来概括文章的中心，让
学生在过程中习得把握文章大意的方法。先教会学生先提取
关键词，再归纳出段落大意，最后合并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内
容，这就是我们最为常用的“段意合并法”。

当然，教学时也存在不足，如：教学中太过粗糙，不够精细。
在分析理解“看了一会儿，她醒过神来，赶快拿一把剪刀，
走到荷花缸边，咔的一声，剪下一枝最大的荷叶。”这句话
的时候，“最大的”也该重点讲解，让学生理解祖母那么爱
莲叶，却把自己最大的荷叶剪下来送人，体会祖母的善良、
大方，让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可自己却没有把握住时机，



语文教学中还应再精，再深些。期待在以后的教学生活中，
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四年级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篇五

《黄河的主人》一课是四下的最后一篇课文了，我看到书的
最后几张的时候，才知道这学期的课文教学就要再见了。因
此在上这课的时候，我特地让学生把这篇文章事先背上。一
个中午和一个晚上的作业就是背这篇课文，学生绝大多数背
上了，有很多学生背得很熟。

在第二课时教学中，我把最后一段文字写在黑板上。然后用
对比的方法让学生感受黄河的惊涛骇浪和羊皮筏子的小而轻。
让学生把黑板当作黄河，在黑板上画羊皮筏子。有的孩子画
得很大，有的孩子画得很小。这样让学生讨论，留下他们认
为大小合适的画。再结合书中的文字，让学生想象自己坐再
羊皮筏子上会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样的担心。最后再抓住最
后一段进行升华。整个教学中我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到黄河
的凶险，让学生知道人定胜天的道理。利用插图让学生说黄
河，领略黄河的风采。再利用想象来激发学生的激情，感悟
到渡过黄河的艰难。抓住最后一节的背诵，提升情感，感受
黄河，体味艄公的工作和心里。

教学中有个孩子提出，人不能和大自然斗争，要敬畏自然，
我这方面没有帮他解决，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有个孩子
说题目有问题，黄河的主人是大自然，人是战胜不了大自然
的。我说下课和他交流，实际上下课后我都忘记了，几天写
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为我的教学机智而可笑！这篇课文文字
上很简单，教学上我也是选择简单的.阅读和理解，孩子事先
把握课文的文字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在课堂教学和阅读理解
上是很轻松，很自然的，课堂中的很多环节也会完美的达成。
平时简单的一堂课上好了，做老师的心里有一种成就的感觉，
学生也有种体验成功的快感，课堂其乐融融！看来，上好平
时的家常课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也是修身养性呀！哎，课文



阅读教学又要到暑假以后再来体验了！

一学期又要结束了！准备复习了！但愿孩子们能够在考试的
时候发挥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