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大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一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典型的科普说明文，主要向人们
介绍了科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
种小型恐龙的后裔。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在古生物研究方面
的重大发现，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
唤起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当我看了文本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该教什么？很显然，象
这样的文章，“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了解恐龙飞向
蓝天的演化过程”是教学重点之一，也是学生感兴趣的知识
点，但是在第一课时到底该先教什么如果教师没有很好的把
握，很容易偏离语文教学的宗旨，游离于语文教育目标之外，
上成科学课或者其他课。由于我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即教
什么）有十分清楚的意识，关注到了知识背后语言文字、表
达方式。于是我把教学任务主要定在两个方面：

1、正确、流利朗读课文，感知文章大意，梳理演化过程。

2、感受说明性语言准确性特点，领悟作者介绍清楚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思考怎么教？我想这是第一课时，字词是
不能丢的，但是怎样让字词教学更有趣些呢？于是我设计了
通过看图来唤起学生对文本字词的复现，从而也激起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内容也要感知，但
是课文那么长，学生读一遍下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试教之
后老师们讨论：反正是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上课的，那么可
以在课堂上分步感知课文，在逐段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
感知课文。当然逐段的学习是有详有略的。第1、2自然段只
了解“假说”，然后就直奔重点段———第4自然段。参考书
上有一张表格就是梳理第4自然段的内容的，我想就让学生填
表后再交流。可是我一试教，学生填表格的速度很慢，有的
甚至不会填。因为我根本没有教给学生填表格的方法，而且
表格设计得太复杂不利于学生概括。经过修改后表格设计简
单了，并且在填第一行时教师先做示范，教给学生抓关键词
来填表格的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明确了，积极性也提高了。
在完成的过程中，也清楚地知道了恐龙飞向蓝天的过程。因
为表格的提示，他们的叙述便显得十分的有条理。但是在课
堂中花的时间还是有些长，学生的速度也不一致。我想在这
一点上我的考虑还不是很全面，怎样提高填表格的效率，让
学生把课文梳理得更清楚简洁，在复述演化过程时能更有条
理、清楚。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二

是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第2课，介绍了“鸟类起源于恐龙”
的假说。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阅读时能提出不懂得问题，
并试着解决”。之所以把它放在第二课，是建立在上一课
《琥珀》“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要求“写下不懂得问题”。

根据以往经验，“恐龙”话题在学生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同学们不但不陌生，而且有一部分甚至是超级发烧友，对恐
龙知识几乎如数家珍。然而，本篇课文在学习过程中是有难
度和障碍的：一、进化知识远不及恐龙故事吸引人；二、学
生普遍缺乏考古认知；三、课文较长，以点带面不易把握；
四、质疑提问的思维训练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往往被忽视，
是学生的弱项。



基于以上认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力争体现三个原则：

第一，“学生主体”原则。即学生思，学生说，学生画，学
生演，学生写，尤以学生“思”更为明显，且贯穿始终：从
开头的对课题提问，预习时对课文提出并写下不懂的问题，
结尾处首尾关照引发质疑，处处将学生思维推在前面，力求
有效落实语文要素。

第二，“文体特征”原则。科普说明文既不同于童话故事以
情节取胜，又区别于一般的科学论著，它兼具科学的严谨与
艺术的生动。所以第二课时每一部分都在双线并行，让学生
在理性思考的同时，也能获得感性感受。

第三，“能力训练”原则。本篇文章在中年级属于偏长的课
文，课上时间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因此全文要把握重点段，
段内要关注重点句，句中要提取关键词。教学中，教师反复
引导学生捕捉关键词，从而形成准确理解和整体概括的能力。

教学是不完美的艺术，本节课遗憾有二：朗读进行得不够充
分，读写结合没能有效开展。“读”和“写”这两点，如何
自然融入教学流程之中，不显突兀不割裂，是需要继续思考
和实践的。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三

“教有多法，但无定法。”教学本课时主要采用了情景教学
法、多媒体辅助法和朗读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觉主
动地学习，课堂上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
主线的“三为主”原则，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恐龙”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课文从题目到内容都吸
引着学生的好奇心。教学中要抓住这一契机，引导学生通过
各种渠道，特别是网络，收集有关恐龙的资料，丰富知识，



以自主学习唤起学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引领学生用智慧的眼
光去观察与发现，开启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

恐龙演变成鸟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主
阅读，理清恐龙的演变步骤，在反复诵读中学习科学的推理
想象与生动有序的表述，并体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
执着与艰辛。

类文链接这篇科普课文语言生动，特别是用词十分准确。教
学时引导学生通过对重点词句进行细心体会，感悟作者在表
达上的特点，体会对比写法的好处，并让学生仿写一个句子，
达到从学习过渡到学会运用的目的。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篇四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文章，主要向人们介绍了科
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种小型恐
龙的后裔。

这篇文章为典型的科普说明文，很显然，象这样的文
章，“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了解恐龙飞向蓝天的演
化过程”是教学重点之一，也是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如果
教师没有很好的把握，很容易偏离语文教学的宗旨，游离于
语文教育目标之外，上成科学课或者其他课。因此，我们在
教学中必须注重教学的情趣性和整体性，即使是科普文章，
也要教得有情有趣。在教枯燥的科普文章时也应该挖掘文章
的情感因素和趣味因子，让学生始终享受到学习科普文章的
乐趣。

在教授这篇课文时，我采取了“质疑课题”的方法，根据课
题孩子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恐龙怎么可能飞向蓝天、恐
龙是怎样飞向蓝天的……极大地激发出了孩子们阅读课文，
寻求答案的兴趣。



另外，教学中我注意了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注重语言实践。
科普说明文的语言有很强的逻辑性，段与段、句与句之间联
系紧密，这种联系不只是表现在内容上，还表现在语言的形
式上。如“则”把两个分句联系在一起，再如第四段的三层
意思，先说第一中恐龙，再用“数千万年后”引出恐龙家族，
再用“其中”引出一些猎食性恐龙。这里可以很好的训练学
生思维的严密性和抽象性。排列演变的过程正是为了让学生
迅速地把重要信息抽取出来，建立演变过程的框架，分清叙
述的层次，从而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千方百计地创设大量
的教学情景，让学生运用习得的说明方法练习说明事物。我
利用图片或影象让学生说说庞大的恐龙家族和恐龙演变成鸟
儿的过程等。通过语言实践，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活用说
明方法，进行内化语言，迁移方法。这样的教学，使得学生
的知识和能力这两只翅膀同时翱翔在科学的天空。

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是为了将来我们不用教学生就能独立
学习获取知识。因此，在我们教学之前，教师对自己的教学
内容要有清醒的认识，你想教会孩子什么？为什么？实际上
又教了什么？我们既要在教前有准备，又要在教中有思考，
教后有总结。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五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让学生了解恐龙向蓝天的演化过程，知道恐龙是怎么样飞向
蓝天的？通过指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的重点部分，在熟悉了
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再来找到这四个阶段的恐龙的特
点或是变化。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有条理地理解演化过程。
然后再让学生根据板书来复述演化过程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积累、内化语言，进而更好地理解课文，为读懂课文打下坚
实的基础。

在以往的阅读教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为了让学



生能弄清课文的内容，老师一遍一遍的提问，学生来回答，
课堂显得零散，而缺乏对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培养。而有些
课堂老师又放得太大，学生阅读时无从着手，显得空而散。
怎样做才恰到好处呢？其实这也在于教师对教材的挖掘和理
解，教师的引导地位不容忽视，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往
哪方面进行思考。在这节课上，我利用问题让学生深入课文，
又从课文走出，深入他们的生活、学习中，这样学生的思维
及表达能力得到充分锻炼，而且整个课堂让人感觉浑然一体，
生趣盎然。

本课的教学不足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引导学生品读科普
文章体会它的用词准确做得还不够到位。

今后在教学要注意时间的合理搭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