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
结(大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海上日出》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描绘了作者乘船时看到
的海上日出的美丽景色，抒发了作者对海上日出景色的赞美
之情。课文第2－5自然段具体描绘了天气晴朗时和天空有云
时海上日出的景色。课文的重点是学习第2－5自然段，了解
海上日出过程中景物的变化，想象作者描绘的画面，揣摩文
章的叙述顺序。难点是理解课文中的难句，再现作者描绘的
画面，感悟作者的赞美之情。

“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纵一纵地，使劲儿
向上升，到了最后，它终于冲破了云雾，跳出了海面……”。
《海上日出》中作家巴金把日出的雄伟壮观及他对日出美景
的赞叹之情都倾注于笔端，融入这段拟人比喻手法的描写当
中了。但我想，学生面对这样一个句子，要真正读懂它，感
受到日出的壮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何让学生在阅读中
透过表面的文字去感受日出的雄壮，体会作者的情感，潜移
默化受到感染，并由此产生与作者、作品相一致的情感共鸣，
从而真正读懂课文呢？！想像！只要引领学生去展开想像的
翅膀，就能走进作者的心里，就能感受到作品语言文字的魅
力！想像，作为小学生学习的重要心里因素，在语言教学中
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本文中的难句主要是那些描写日出奇丽景色的句子。要处理
好理解难句与理解课文的关系。不能忽视难句的理解，但也
不能只抓难句的理解而忽视对课文的整体感悟，要把二者很
好地结合起来。要采取多种手段，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日出
的景色。可在默读中想象，也可在朗读中想象。可启发学生
把文字想象成头脑中的画面，可提示学生想象太阳、云的形
状、色彩、亮度的变化等。还可以适当地让学生说说头脑中
出现了怎样的画面。恰当地运用插图、投影、录像片等也是
帮助学生想象的.有效途径。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教学《海上日出》，除了让学生好好地读，我都想不出还有
什么更好的方法。不读简直就不算学，不读就不能领悟文章
的要义。抑扬顿挫的语调，声情并茂的情感，起到一种先声
夺人的效果，在深情的“美读”，学生自然而然体会到了海
上日出的美景和作者思想感情。如果学生从来不懂得享受朗
读。

重朗读重吟诵，是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叶圣陶老先生把
朗读称之为“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
的时候传达出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
而且能与作者心灵相感通了。”散文大师朱自清认为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其意义的获得，一半在声言里头。“先由教师
泛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习着读，有时还须背
诵”。不错，三分文章七分读，特别是像《海上日出》这样
文质兼美的课文。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海上日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写的一篇写景抒情的
散文，描绘了作者乘船时看到的海上日出的美丽景色，抒发
了作者对海上日出景色的赞美之情。从课文资料来看，介绍
了在天气晴朗的情景下，海上日出的壮丽奇特和在有云的情



景下海上日出的瑰伟壮丽的景象。从作者的写作手法上来看：
有面——日出时海面的美景；有点——具体介绍有云和没有
云的情景下日出的景象。从说明方法上看：有比喻、有比较、
有拟人、有反问等等，可谓多种多样。从写作背景上看，作
者经过对海上日出的描述表达他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之情。
经过学习课文能够让学生了解作者是如何细致地观察大自然
的，学习作者是怎样有顺序地描绘海上日出这一伟大奇观的，
并欣赏作者为我们描绘的美景，感受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教学的重点是了解海上日出过程中景物的变化，想象作
者描绘的画面，揣摩文章的叙述顺序。难点是理解课文中的
难句。而由于学生对大海、日出等景物较陌生，造成学生理
解上的困难。

备课时，我想到了学生所生活的年代与作者所生活的年代相
差太远，他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我国正遭爱
欺压，人民的生活是那么痛苦，他们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们渴望黑暗后的光明。于是我把自我收集的这篇文章的时
代背景资料有选择地讲给学生听，他们虽然还不能更深切地
体会当时广大老百姓的感受，可是学生们明白了作者以及更
多人对光明的向住和追求。教学时，“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
似的，慢慢儿，一纵一纵地，使劲儿向上升，到了最终，它
最终冲破了云雾，跳出了海面……”。在读课文时能抓住重
点点词句能体会出太阳仿佛是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才给人以
光亮，给人以庄重、艰辛而壮观的景象，感受到了太阳它那
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和势不可挡的威力。学生在阅读中透过表
面的文字去感受日出的`雄壮，体会作者的情感，潜移默化受
到感染，并由此产生与作者、作品相一致的情感共鸣，从而
真正读懂课文。

在课的设计上，我重点抓了“读”这一方面。课堂上我安排
了自读和范读两种方式，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朗读本事，教会
学生如何朗读一篇文章的方法。课堂中，我先指名试着读一
读课文中的某些段落，之后是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再安排学
习小组成员之间合作朗读相互找优劣，并推荐其中读得好的



范读，整堂课自读有学生自由的读，有学生尝试的读，有学
生合作的读，范读有教师有层次指导的读，有在音乐配合下
的有语气的读。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课堂上没有繁琐的分
析，有的只是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经过读让学生去品味
作者语言的优美，去体会作者潜词造句的深厚功底，去领略
大自然的完美景象。在深情地美读，学生自然而然体会到了
海上日出的美景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从备课到讲课，我深深的体会到要讲好一节课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要想讲好一节课需要教师除了有娴熟的驾驭课堂的本
事外，还要有深钻教材，深钻教法，体现新的理念，敢于做
新的尝试的精神，这些都将是我努力的方向。

文档为doc格式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读的设计要有层次，第一遍读要读正确，读后验收过程中要
有指导。本课教学时我把要认的字“霞和范”拿出来，由字
形、字音到字义，认识这两个字，会读、会写，然后结合句
意进一步理解真正明白“红霞、云霞”的意思，并借助这个
生字的识记，指导读熟文章的二三自然段，也就是晴天日出
的情景。第二遍读是指名按自然段读，这次读就是要读流利。
第三遍读是默读，让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边读边思考文章从
哪儿自然段到哪儿自然段写海上日出过程的。这次读目的就
是要孩子们逐渐学会理清文章层次。如果说前三读是基础的
话，那么以后的读就应该是深化和升华了。

精读的设计我重在抓住文章内容教学生去体会感悟。晴天日
出部分学生自由读，默读，我又进行了范读，这样读过之后，
我请孩子们自己谈谈日出的过程给自己留下怎样的印象，孩
子们抓住“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地，一纵一纵地，
使劲儿向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真红的可爱。”这两句话来理解。孙豪基说从“使劲儿



向上升”体会到太阳在不断的努力。王冰玉说从“终于”看
出太阳升起的艰难过程，不付出努力是不会有成功的。高梦
洁说：“太阳升起好像在催我们进步”。孩子们各抒己见，
这时候我及时补充巴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告诉孩子们，巴
金老先生不仅仅在写太阳升起，一切景语皆情语，它是在告
诉我们什么呢？读过有云时日出的部分，你会有更多的感悟。
于是孩子们立刻进入读书状态，陶醉在有云时海上日出的奇
异景象之中。薛雅琪说：“连我自己也成光亮的了”，是被
日出的美景陶醉了。宁亚茹说：“太阳慢慢透出重围那一刻，
是在告诉我们乌云遮不住太阳，沙子掩不住金子，是金子总
会发光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说：“孩子们你们体会的
真好，你们真会读书。是的，海上日出这伟大的奇观，确实
是催人奋进，它似乎在告诫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
理想就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懈努力。此时我出示两个成
语“旭日东升、如日中天”孩子们这两个带日字的成语一个
是说太阳刚刚升起，就是形容我们孩子们个个如初升的太阳，
充满了希望；一个是形容成年人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孩子
们让我们在走进美景领略奇观齐读晴天日出过程的部分。

这节课结束了，我无意中发现王超磊的语文书上竟然把我讲
课的要点都仔细地记了下来。我很意外。他最后这样写
的“让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放射出自己的光
芒。”

看到孩子们的生成后，我又在告诫自己，读是语文课的血肉，
而思考才是语文课的灵魂。读重要，想更重要，一定要触动
孩子们的心灵，让我们和文本更要和孩子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这个学期中段前，中心小学很多校长要来听一节我的语文公
开课，我不由的紧张起来。

为了上好这堂课，课前我做了大量准备，从教法，从对课文



的理解到课件的设计上都花了很大功夫，自我感觉颇好，但
上完后却觉得这是自己公开课中最吃力、最糟糕的一堂课，
很是沮丧。起初，有些责怪学生的不配合，可静下心来细细
分析，觉得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教师激情不够。以往上课，我在充分备战之余，总有些
许紧张，会不断地思考每一教学环节，设想可能遇到的种种
情况，让自己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课堂上总是情绪饱满，饱
含激情地去讲解课文，并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学生，引导他们
理解课文。而这一次，似乎盲目自信了些。因为自认为准备
工作做得较好，没有过多地设想各种突发状态，思想上不够
重视。由于这是一篇写景文章，那种对自然景物的欣赏与感
受，对学生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因此课堂气氛不
热烈。我本人也因不够紧张，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入文本中，
加上又曾经试上过，而显得缺乏激情，就更无法调动学生的
情绪，反过来学生的情绪又再次对我造成影响，形成恶性循
环，课堂气氛就愈发显得沉闷了。看来，教师的激情是课堂
教学的生命，也是一堂课充满活力的重要保证。

二、课件成了绊脚石。一直以来都强调，让现代信息技术为
课堂教学服务，即课件为辅。虽然本课课件由于四处搜集资
料，精心制作，应该对课堂教学能起到辅助作用，但由于教
学中，没有完全沉浸到文本中，始终在牵挂该用哪个课件了，
反而对教学起到了牵绊作用，使教学显得不流畅。学生在欣
赏精美图片时，没能与文本很好结合，感悟文中语言文字的
魅力。课件的出现便显得不够自然，作用不大。

三、学生只是配合的角色。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农村的学生，
很少见这么大的场面，胆子很小，在学习过程中，显得很拘
谨，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不能主动地、积极地学习，
而只是被动地跟着教师的指挥棒转。课后，学生坦言无论在
自学还是回答问题时，都担心出错，不敢放手去做。这一责
任还应由教师承担。教师应设想到环境的改变会对学生的学
习情况造成影响，在眼保健操后，做好气氛调控工作再上课。



课上发现学生情绪不对，应及时调整。但由于我自身的大意，
忽视了这一现象，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这堂课的失败，无疑给我敲响了一面警钟：任何时候都不能
麻痹大意，每堂课都要做好充分准备，永远不能自以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