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
(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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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篇一

5月30日虞校听了我的一节《品德与社会》课，内容是第12课
《可爱的家乡人》。

课始我便用讲解加讨论的方式让孩子们明白“家乡人”这一
概念的外延是变化的：一个村一个乡的是家乡人，一个市的
是家乡人，在外地求学碰到同一省就是碰到家乡人。嘿！一
个小家伙按奈不住了，还没举手站起来就说，同一个国家的
也是家乡人，如果在国外碰到就算啦……真不错！

虽然课前做了一些布置：让他们收集家乡名人、身边可爱人
之例，也的确有些孩子如此完成了，但课堂上教学资源仍显
匮乏，所以也未能营造出那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氛围来。

在读“家乡美丽的传说”时，不谋而合竟有三个孩子都质
疑“既然济公和尚法力无边，为什么不直接把飞来峰搬走
呢？”倏地有三五人抢着作答，有的回答还颇有几分道理，
搬到另一处去另一处不也要遭殃吗？……最终我没有作出所
谓的正确答案（说实话，我也无法作答），只是大加赞赏了
这三个提问的孩子，还有那三五个抢着作答的孩子，前者和
后者都是边看书边思考的孩子，告诉他们“善于思考”对于
学任何一门科、做任何一件事都很重要。我想，此刻答案的
正确与否已索然无味，我们需要咀嚼品尝的是这一份难能可



贵的学习品质。

“我是小小家乡人”本来是要激发学生的小主人翁意识的，
但课堂上显然很“冷清”，近乎冷场了，一方面有客观原
因——30分钟的铃声响了，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孩子们主人
翁意识的薄弱。

家乡是可爱的，家乡人也是可爱的，带领孩子们发现真善美
是我——一个教师的本意。从教近十年还是第一次执教《品
德与社会》，教材资源的开发真的不那么得心应手，有时面
对着书上一页仅两三幅图、两三句话甚是苦恼，但没有捷径
只有摸索。

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是人教版品德与社会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生产与生
活”的第三课。通过教学反思如下：

一、做到了在理念上努力接近“以生为本”。尽量让课堂贴
近学生生活，努力寻找学生易于接受的方法，运用谈话法、
讨论法、探究法，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活实际中熟悉了解各
行各业。感受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方便，懂
得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尊重他们的人格，
感谢他们的劳动成果。

二、教学过程每一环节比较流畅，先让学生了解了各行各业，
然后给各行各业分类，最后了解社会各行各业分工合作而又
相互联系的关系。上课如流水般哗哗哗下来了但自己没留下
印象，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没落到实处，比较肤浅。从备
课到上课感觉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闪光点。更没有从学生角度
出发给学生切身体会。最后一个“创建工厂”环节比较乱，
准备好的小组跃跃欲试，都在准备自己的发言，没有认真听
汇报交流。总体上讲没有起到好的教学效果。



三、每一教学环节进行的很仓促，没有解决明确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平均用力导致课堂没有闪光点，没有突破重难点。

四、学生的课前预习不够，对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了解并不多，
所以老师总在牵着孩子走。

了解方便面的生产过程以及怎样收看电视节目的环节，直接
出示图片让学生看，有点塞给学生的感觉，最好让学生自己
事先了解方便面的生产过程，收看电视节目单，需要哪些工
作人员付出怎样的辛苦？孩子事先查资料，引导孩子自己交
流发现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孩子好奇心、探究性趣，更能体
现以生为本。

在给各行各业分类时，在了解社会上有哪些不同行业之后给
孩子留下时间自己分类，不要强加给学生。

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篇三

如果说语文课是以知识为线索,那么思品课就是以感情为线索.
《我爱我的家人》就是一篇感情极为浓厚的思品课。在设计
本节课时，我通过感受爱,思考爱,体会爱,回报爱,升华爱五
个环节,来达到让学生体会到父母长辈对自己的关爱，体会家
庭生活的幸福；能用自己的方式孝亲敬长，向长辈表达自己
的爱、自己的心意，从而学会感谢他人、关爱他人的目的。

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但它又是无形的`东西。每
个孩子无时不刻都在家人的关爱中成长，他们把家人对自己
的爱当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很少会去体会家人的
爱。其实妈妈一个小小的拥抱，奶奶一顿可口的晚餐，或者
是爸爸一个严厉的目光，都代表着家人对孩子的关心。但这
些如果不是用心地去体会，孩子无法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浓
浓爱意。为了让孩子更能感受到这些爱，我在教学中设计用
天平来测量爱，把无形的大爱转化为有形的砝码，让学生通
过天平两边力量的对比，深刻感受到家人对我们的爱是永远



无法回报的，从而刺激他，从小体谅家人，珍惜现在的幸福
生活，进而学会爱自己的家人。

在每一次试教中，大家都会给我提一个问题，环节设计得很
精彩，但是对课文的深度挖掘不够深。在最后一次上课时，
我用的是四年级的学生，而且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班级，所以
备课时我一直在想如何把这堂课深度挖掘出来。其中我认为
做得比较好的“我对家人的爱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这
一环节，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上我是让学生打开课本直接看图
来理解的，学生说这四幅图，我对学生进行评价。其中一幅
图是有说一个孩子对家人谦让，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说到这个
阶段，因为不知道如何说到这个深度，所以只是教学知识停
留在孩子爱奶奶的程度。但在这节课上我突然想到，孩子把
最好吃的菜夹给奶奶，不和古时候的孔融有些相似吗？于是
我的表扬语马上换成：“谦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同时
也是爱的表现。”这样既有了深度，也可以让我的表扬语更
为丰富。

在最后一个环节升华爱中，我在和学生交流要用什么方式来
回报家人的爱时，我临时加入的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学生的
感受引起了一个共鸣，所以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被我感动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骄傲极了。但是也正因为我没有提前设计
好，所以在组织语言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再斟酌一下语
言，相信可以把这个环节用得更好。

有人说：“教学就是一项有遗憾的艺术。”所以我在本堂课
中也有一些遗憾。课前过高估计学生，所以当学生没有回答
出我的问题时，我没有很好的组织语言来引导学生，希望下
次课能做好一些。通过这节课，我更为深刻的理解预设和生
成之间的关系，体会到教案不是死的，要随着学生的不同而
变化，解决的办法只有多听课，多研究，多总结，争取下堂
课上得更好。



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篇四

《品德与社会》学科的教学应该体现从教材走向生活。《发
生在我家里的事》这一课正是基于此的一种教学实践。通过
学习教材让学生了解节俭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与作用，懂得
节俭是珍惜劳动成果的表现，并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课前让学生观看《洗手》、《打包》两段录相。看后，让学
生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并适时给予评价，给学生营造宽
松、民主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能够区分什
么样的行为是节俭，什么样的行为是浪费。

先让学生认真阅读教材中的三个故事，联系实际想到自己家
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然后通过小记者采访，让学生发现
一些源于生活的节俭与浪费现象。

构建开放的课堂，课前让学生到社会去调查，并把搜集到的
资料进一步加以整理。课上各小组采用照片、幻灯片、录像、
实物展示、小品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汇报。使学生深刻地
理解节俭是珍惜劳动成果的表现，节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年轻一代应该继承的。

以学生现实生活为基础，联系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资源与人口矛盾日渐突出等国情，使学生学
会从不同方面思考节俭的意义，并且把这个传统美德与自己
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节俭转化为自觉、持久的行为习惯。

通过本节课“从教材走向生活”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发现所
学对自己的意义：以节俭为荣，以挥霍为耻。

小学四年级上品德与社会教学反思篇五

根据课程标准对本册《品德与社会》教学的要求,学生年龄特
点,以及本班的实际情况，本学期从如下方面开展了三年级



《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工作：

本册教材共有三个单元，分别是“认识我自己”“我爱我
家”“我们的班集体”，这些内容的编排有以下几个特点：

（1）真实反映社会，注重德育的实效性；

（2）遵循综合构建原则，提升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3）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班成绩优秀者寥寥无几，学困生较多，每次考试40分以下
的学生占到了全班学生的1/3，根据这些情况，每四名学生组
成了一个小组，设立了一名组长，组长由成绩优异者担任，
负责帮扶其他学习较差的同学。

1、结合教材内容进行了社会实践，情景模拟表演等形式的活
动，激发了学生学习《品德与社会》这门课程的兴趣，并及
时巩固了学生对品德形成的正确认识。

2、对文中大嘴青蛙提出的问题重点加以了指导。

3、对课本中的重点句段做到了边学边背，及时巩固，强化。
有些没学过的生字词不要求学生默写会。

4、结合课程对学生进行了环保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