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通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一

《家乡的古建筑》一课是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作为
地地道道的曲阜人，对于古建筑最不陌生。孔府孔庙赫赫有
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家乡古建筑。五年级的学生有了独立
的思考，并具备较强的辨识能力，对于本节课内容又多了一
份亲切与感动，雕梁画栋的结构，翘沿斗拱里的智慧，给我
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首先，在教学中，我鼓励学生分组进行欣赏古建筑图片，想
一想古建筑可以分为哪些类型？注意这些古建筑的特点及年
代，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欣赏，避免了不认真不仔细的观赏。
通过了解，同学们发现了建筑物可以分为亭台楼阁，庙宇，
民居等几种类型。有些同学惊奇的`发现自己常常旅游的民居
也是古建筑，顿时产生了学习兴趣。

第二，请学生自己总结结论，欣赏的这些古建筑有哪些特点？
同学们通过观察发现这些建筑的屋顶富有装饰性，他们的色
彩艳丽，图案优美，年代都在清代之前。这是同学们想起了
鲁班锁，小组探讨斗拱的妙处，不用一个钉子，竟然能让建
筑物坚固又美观，不禁感慨古人的智慧！

通过小组自主学习，同学们从讨论中获得了知识，学会分析
作品。

以往的作业形式无非是请学生创作一张作品，学生有时会觉



得乏味。结合本节课内容，教师进行了立体式作业创作，将
作业纸对折，竖着的一面是建筑物，平着的一面是草地，通
过这样的设计，让建筑物“活”了起来，更真实，更有趣，
这样的视觉效果无疑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作业完成
的十分认真，每位同学都想争当建筑师呢！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二

《家乡的桥》主要通过描写家乡桥的形状多姿多彩、桥名的
趣和桥所带来的乐趣这三方面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在设计教
学时，我力图使传统与创新走向融合，既抓重点词的教学，
体现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回归，又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
生在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丰富，从
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认真而又扎实地教学生字和词语，进行语言运用的训练，是
小学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任务，它应贯穿小学语文教学的各个
阶段。然而到了中高年级，我却往往淡化了这一方面的教学，
总认为几年下来，学生应具备了识字的能力，不如把有限的
教学时间花在课文的理解上，结果发现学生的抄写、默写中
常常出现错误，事后的弥补又费时间，学生也不太容易接受，
更何况许多词语的理解上如存在欠缺，也势必影响了其对课
文的理解。

因此，在本文的教学中，我强调了学生忽视的“当作”中
的“当”字。“缀、撷取、刚劲有力、飘逸潇洒”这几个词
较难理解，我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做了不同的设计，
如“缀”我是让学生通过看图理解，在教学“撷取”时，我
则是出示了王维的整首诗，学生自然而然也就明白了词的意
思，为了理解“刚劲有力、飘逸潇洒”这两个词，我让学生
逐一欣赏了篆、隶、楷、草四种不同的字体，然后再让他们
亲身去体会、去感悟。

这样的教学我发现在课堂中所花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很多时



候只是需要你老师稍加点拨，对学生却帮助很大。关键教师
在设计课堂教学时要关注这一点，要做一个有心人。

语文教学是有情感、有生命的，语文课改倡导学生直接与文
本对话，“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
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受到思维启迪，享受
审美乐趣。”

本课语言优美，意境也很美，但没有故事情节，学生很难产
生阅读兴趣，更别说产生情感体验。因此在教学中，我试图
通过感受、表情朗读等方式帮助学生完成对课文的体验，共
同去感受美、表达美。

课文的第四节主要写桥不但美在多姿多彩，更是美在桥名的
趣和桥名字体的各具特色上。为了帮助学生体会桥名的趣，
我给学生讲述了有关于“震龙桥”的故事。果然，学生在学
习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感受桥名字体的特色时，我则出示在《怎样学语文》上找
到的“如意”二字的篆、隶、楷、草四种不同的字体的写法，
边读句子边欣赏字体，学生仿佛亲身经历般，边读边赞叹，
充分表现出对家乡那些桥的喜爱。

在学习“乐园”一节时，我先让学生自己读，读出自己的快
乐，然后师生合作，通过引读，帮助体会“先概括后具体”
的写法，这样让学生理解课文的同时又让学生感悟了课文描
绘的美景，体验了课文的语言之美。

记得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改革是要抛弃以往不合理的东
西，但决不是全盘地“自我否定”，新与旧，传统与现代，
不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我在设计这一课时，始终力图将传
统的语文教育经验和新课改的要求紧密结合，努力做到既回
归传统，又能超越传统，使继承和创新相互包容。



但在教学中，还是有问题出现的，对于反映“桥多”这节的
学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学习“造型千姿百态”这节中的一
个练习“教师引读文中描写桥名的句子”，再“换一种形式
念文中描写桥名的句子”的设计不合适，应该可以先让学生
完成填空：家乡桥千姿百态，数不胜数，而名称也非常有趣，
美极了。（千岁桥、如意桥、震龙桥、元宝桥、娘娘桥、骆
驼桥??）大人告诉我，元宝桥、骆驼桥是（人们根据它们不
同形状叫出来的）而震龙桥、娘娘桥就跟（民间传说有关
了），至于如意桥是从（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与还”中撷取来的）。然后让学生通过想象来了解由
传说命名的桥，让学生欣赏图片来说说由造型命名的桥。这
样，学生学得更丰富，体验更真切。另外，自己在时间控制
上还得把握得更准一些。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三

《画家乡》是本课的课题，虽然课题比较简单明了，但存在
着一个难点：什么叫做“家乡”？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模糊，
一年级的孩子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安排了一个
课前谈话：由我的照片引出我出生的地方，再进一步告诉学
生：我出生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从而让学生能理解“家
乡”这个概念，并通过师生谈话，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家乡在
哪儿，为第2课时的拓展学习做一个铺垫。初读课文时，让学
生根据拼音自读课文，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初步培养学生
的概括能力，培养学习的自主性。课文的段落结构相似，所
以我重点讲述一个自然段，其它的以提问的方式出现，让学
生自己找到相关的内容。学生的思维力有一定的发展。在上
这篇课文时，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课件，没能向学生展示无边
的大海，苍翠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高楼林立、车水
马龙的大城市。如果有这些生动的画面，学生一定会更深刻
的理解课文。

《家乡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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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四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建筑作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到
处都矗立着它的身影，尽管有的已经古远，也是熠熠生辉，
珍贵无比，在我们居住生活的家乡，或多或少，总有值得我
们珍视的古建筑，它们无一不在见证着文明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造型优美：对称、渐变、顶有脊、檐翘。

（二）结构科学：斗拱、柱梁、不用钉子、稳固。

（三）极尽装饰：檐、雕梁、画栋、窗饰等。

由于大的图片挂图不好找，学生也不可能都去找更多的资料
来学习，参考，所以我就采用了：引用学生头脑中已有经验
（学生曾经去过的地方，看见过后古建筑），利用南昌的古
建筑资源，滕王阁、绳金塔，利用书中所有呈现的图片，利
用对比的欣赏方法，对比南北建筑的不同风格，对比古建筑
的不同风格、不同构造。通过这些方式，让学生初步地感觉、



体验了古建筑的美，为后面的画、制作古建筑的教学做好辅
垫。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主要是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了解传统的民间小吃，
旨在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

在教学设计中，我将游戏与美术教材有机整合，起到了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启迪智慧的火花，活跃思维、训练技能的作
用。

我是在一首歌曲中拉开了本节课的序幕。先让学生自己动脑
想想东北民间小吃、欣赏小吃，讲讲做法，小吃的小故事，
让学生自己当厨师。此时课堂一下就变得情趣万千，充满勃
勃生机。

美术课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学生实践、游戏的过程。在“对
号上菜”后我们进入主题制作“家乡的小吃”。他们在玩中
学、玩中体验着美术课的童趣、情趣、文化味之所在。

这个年龄的学生都喜欢议论，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实践中
我尝试着把学生材料造型技能进行整合，作业的形式是举
办“美食展销会”。为了让学生能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
活动中来，我请学生当起“美食品尝家”，如在小组合作、
集体合作玩“美食展销会”游戏时，让“美食品尝家”做出
公正判决。

总之，本节课学生的情感在升华，起到了“师生互动、共同
参与”的效果，充分体现“现代课堂上让学生成为主体”的
精神。然而，也有不足之处，部分学生不能很好的理解本节
课是主题，缺乏动手实践操作能力，不能很好配合教学环节，
需再加强课下指导。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片断：

师：你怎么理解“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
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生：我知道了，作者母亲认为杭州的桂花比不上他家乡的桂
花香。

生：从这句话中，我读出了母亲对他家乡很怀念。

师：孩子们体会得很好，真的是杭州的桂花比不上家乡的桂
花香吗?现在我们来进行一次课堂评比，请男孩子找出文中写
故乡桂花的句子用“――”勾出，女同学找出些杭州桂花的
句子用“~~~”勾出，然后进行现场辩论，从文章描写中，看
到底是故乡的桂花香，还是杭州的桂花香。

生：（读文，勾画，有学生很快就举手表示完成。）

师：（巡视，指导，见好多孩子只关注自己该勾画的，而不
关注另外的地方。）孩子们，我发现好多孩子都只读了自己
改找的那些句子，老师建议你们也读读对方的句子，然后进
行比较，这样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生：（继续，阅读、勾画。）

师：请男孩子读描写故乡桂花香的句子。

男生：1、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2、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
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3、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4、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女生：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
里。

师：到底是哪儿的桂花香呢？辩论现在开始。

男生：我认为是作者故乡的桂花香，因为十几户邻居都浸在
香气里，“浸”就是泡的意思，那肯定是很浓的香味。

师：你抓住了重点词“浸”来理解，很不错说得有理有据。

女生：我认为是杭州的桂花香，一处小山，全是桂花
树。“全”字可以看出树很多，花肯定多，自然就香了。

男生：我认为是故乡的桂花香，“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
啊！”雨是很密的，像下雨一样，桂花肯定多，我们也可以
想象那香味。

女生：我认为是杭州的桂花香，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
从“才是”两个字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家乡的“十里飘香”
肯定有点夸张，杭州的才是真的。

男生：不是写家乡的夸张，作者是说“不说香飘十里”，意
思是根本不提，而不是不香。

男生：其实，故乡的桂花香在多了对家乡的怀念之情。

师：孩子们，你们读得细，辩论得也很精彩。老师，其实也
无法评论你们谁胜，到底何处的桂花香。其实，不管哪儿的
桂花香味都是一样的，而故乡的桂花只是多了那浓浓的故园
情。古人认为：月是故乡明，难怪作者的母亲会认为：



生：（齐）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教学反思：

这是我带领孩子们学习《桂花雨》的

教学片断，可能是第一单元的辩论让他们意犹未尽吧，一提
到要辩论，孩子们立刻学得认真仔细，积极参与，真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抓住重点词体会句子含义，能抓住重点句，体
会文章情感，这也是五年级阅读教学的难点突破。

在后文的学习中，孩子们还能根据文中所说的“摇花乐”体
会到了桂花给“嗅花乐”、“吃花乐”、“赠花乐”，这些
都是我不曾想到的，孩子其实很了不起，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美文，也给我美得享受。

第四节自然灾害教学反思篇七

《给家乡孩子的信》是一封书信，是作家巴金写给家乡孩子
们的信。这封信感情真挚，表达了作家巴金对家乡孩子关心、
热爱的思想感情，抒发了要让自己的生命开花的美好情感，
同时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的深刻道理。

学习本文我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从这样三个问题去读文思考：

1、巴金老人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2、他在信中写了哪些内容？

3、表达了巴金老人对家乡孩子怎样的希望？

教学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引领学生充分展开对文本的解读、欣
赏，感悟巴金对孩子们的真诚关怀，理解生命的意义在于奉



献而不是享受，让有限的生命体现无限的价值，领略巴金伟
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怀。因此在文中第三小节中几个重点句
处理时，既要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师又要作适当的引领，
不要让学生的思想跑得太远。既要让学生感悟到重点句的意
思，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升华，又要上出语文课的特色。选择
学生读悟在先，教师再引导抓重点词句品读，拓展，最后让
学生把自己感悟到的用“美读”形式把它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