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篇一

一、复习导入。

1、今天继续我们的阿联酋之旅。居住在阿联酋的阿拉伯人都
相信天使，可天使并没有给他们厚待，而是给了他们一
片“不毛之地”。（出示第一句，齐读）

2、但阿联酋人却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太多奇迹，他们建设了
世界上最高的塔——迪拜塔；建造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宾
馆——七星级宾馆；他们还在沙漠里建造了世界上第三大室
内滑雪场……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但都发生了。然而阿联
酋人创造的最大奇迹都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在沙漠里建造了
绿洲。（出示第二句话，齐读）

3、这样的绿洲多不多，你从哪儿可以看出来？

4、齐读第一段。

二、学习第2、3、自然段。

1、谈话：迪拜就是这众多绿洲中的一个，看图，谁能说说你
看到了什么？（柏油马路四通八达，各式车辆川流不息，摩
天大楼鳞次栉比。与之相伴的还有绿树成阴，鲜花夹道，芳
草成坪，好一个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



3、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看图，说说那时的迪拜是个什么样
子。（学生回答）课文是怎么介绍的.呢？引读第三段中句子，
相机理解“不毛之地”。（板书：不毛之地）

4、让不毛之地上绿树成阴鲜花遍地容易吗？阿拉伯朋友是怎
么告诉我们的？引读第三段第一句话。教师相机板书：花大
代价。什么叫代价？（估计学生会回答指钱）

5、到底需要多少钱呢？引读第二句。

7、这么多钱，都花什么地方去了？能用书上的句子告诉我吗？
（生读3节中的话。）

这段话中有很多表示动作的词语，再读一读，你们能感受到
什么？

8、我们来齐读一下写迪拜人民怎样花大代价的句子。

9、老师相信了。老师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培
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的句号可以改一下。

10、看迪拜人民为此做了那么多工作，不仅花了钱，其实更
多的还花了——精力，真是用心良苦。所以呀，“代价”这
个词不光有花钱的意思，还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精力。
（再读“阿拉伯朋友——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

11、过渡：是什么让人们有这么大的决心去建设这样的绿洲
呢？

引导认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指导学生用“自豪”的语气读好“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
草，生活才更加美丽。”这句。

12、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迪拜，我们看到――引读“地上没



有一片……或是在草地上行走。”

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什么？

三、学习第4、5、6、7自然段。

1、过渡：迪拜人民花大代价让不毛之地种上了植物，要让它
们长得好长得美还需做什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4—7自然段，
看看你又知道了些什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精心侍弄

4、师：能通过读6节，把你们内心的感受告诉我们吗？

四、总结课文，拓展练笔。

1、阿拉伯朋友说：“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
加美丽。”阿联酋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改造环境，他们也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创设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出示一组“迪拜”街头的照片，让学生以“迪拜街头风
光”为题，写一段介绍

3、交流。

4、总结：生活在沙漠的人们，他们竭尽全力的想把沙漠改造
成绿洲；生活在绿洲的我们，有时却无知地把绿洲改造成沙
漠。不要要等到悲剧发生的那一天，我们才从梦中惊醒——
我们的绿色家园呢？让我们记住阿拉伯朋友的话吧：“人类
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齐读）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篇二

知识能力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读懂课文主要内容，懂得珍惜亲情，母爱。

3.认识5个生字。

人文教育目标：

懂得珍惜亲情，母爱。

教学准备：

教师了解一下，学生在自己母亲生日里为母亲做过什么有意
义的事。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今天，我们学习课文《一束鲜花》（板书课题），这也是母
亲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二、初读、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通语句，读准字音。

2、学生之间对读，大体了解课文内容。（把课文读正确、流
利。知道课文里写了什么人，大概了解故事情节。）

3、提出字音、字词问题，讨论解决。

三、再读，感悟、交流。



1、引导：读了课文，你有什么感受？（让学生找出自己最受
感动的语段，边读边体会，多读多想。）

2、朗读、议读。（学生主动朗读自己想读的段落、语句。）

（1）我与母亲的对话部分。

读母亲的话，注意她表面上语气的平静，可内心对儿子的思
念是强烈的。母亲的后一句话，表现了有些失望，但对儿子
表示真诚的祝愿。读儿子的话，注意他的思念虽然真诚，但
内心矛盾。

（2）我与小男孩的第二次见面部分。要读出小男孩的思母之
情，还要读出他的天真、纯洁。

反复度，读出真情实感。

重点讨论交流：什么原因，使我改变主意，而决定给母亲送
花？（引导学生再读小男孩在墓前的那段文字，小男孩说的
那句话和我内心活动的描写以及小男孩为母亲买花时的情况。
让学生体会到促使我醒悟的原因。）

3、联系实际，学生自由交谈自己在母亲生日（或母亲节）那
天为母亲做了什么事，说一说真实感受。（集体交流时，尊
重学生的感情，自觉自愿。）

四、布置作业。

写篇日记为母亲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教后小结：

新课程的改革要求课堂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教师的教学行为
方式，教师由主讲变为合作者、引导者、导演和听众，学生
的学习方式也要由单一变为多元，讨论、探究、合作、讨论



等丰富的学习方式进入了课堂，但是，是否师生行为方式转
变了，课堂就是理想的课堂了呢？我想：并非如此。关键是
要看这种学习的效果如何。好多老师追求时尚，让学生小组
讨论，结果成了一种形式，原因是：问题并没有讨论的价值，
不讨论，学生也可以解决，为讨论而讨论大可不必。学生呢！
随即说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为此，我想，首先，问
题要有讨论的价值，要针对理解的难点展开讨论，让学生在
相互观点的碰撞中，澄清认识，本节课抓住是什么原因使我
改变了主意，要亲自为母亲送花？学生在讨论中理解了课文，
自身也受到了教育，增强了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篇三

同学们美好的童年总是给我们太多的回忆，今天老师带给大
家一首歌曲《童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童年的快乐难忘
吧！”（播放《童年》学生边拍手边感受歌曲）

“童年是美丽的，你们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在田野上
放风筝；去爬山。）

“童年象一首动人的歌，下面老师再带给大家一首优美的乐
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红蜻蜓》教师引导学生击沙锤，
划指挥图示感受。）

谁知道这首乐曲是几拍子的？（三拍子）乐曲的情绪是怎样
的？（优美抒情的）

那我们带着这种情绪边听边用‘呜’来哼唱全曲好吗？”
（学生随音乐哼唱乐曲）

“这首乐曲如此美妙，你在哼唱的时候脑海里出现那些美丽
的画面呢？我们边听音乐边用手中的画笔把你想象的画面描
绘出来好吗？”（将学生的作品展示并且评价）



画的太好了，看了同学们的作品老师仿佛也回到了童年，和
小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那么老师这里也有一幅画面，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画面上画的是什么情境？”（池塘边蜻蜓戏
水）

朗读歌词：“同学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旋律就叫《红蜻
蜓》，这是一首在日本广泛流传的儿童歌曲。歌词取材于一
首回忆童年的诗，由山田谱曲的。下面我们就来有感情的，
带着对童年的回忆之情朗读一遍歌词好吗？”（教师起头学
生有感情的朗读）

“这首歌曲是那么优美抒情，下面请同学们听一下老师的范
唱。”

学唱歌曲：

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多种形式熟悉了全曲，下面我们轻声地
唱一遍好吗？注意第三段“红蜻蜓呀”“竹竿尖上”这两处
节奏要唱准。”

唱得不错，我们已经基本学会了这首歌曲，但是怎么把它唱
的更好呢？请同学们注意一下，在乐谱上访的强弱力度标记，
歌曲每一乐句以弱开头，渐渐达到中强，再渐渐弱下去。下
面我们试着用粒度标记来把歌曲唱地更好一些。”（教师引
导学生用力度变化演唱）

二声部的学习。

同学们，《红蜻蜓》这首歌曲带给我们一幅美丽的图画，你
们听出这是一首二声部的歌曲了吗？”“下面我们来学习第
二声部的旋律，老师先来唱一遍。（教师范唱第二声
部）“请同学门随音乐哼唱第二声部旋律。”（学生哼唱并
填词演唱）



二声部合唱.“唱的不错，下面我们分声部演唱这首歌曲好
吗？”（全班分两组来演唱歌曲）

情境练习.“那么我们请几名同学饰演蜻蜓，一组同学饰演水
草，一组同学饰演水波来唱好吗？”

“同学们，一首《红蜻蜓》带给我们如诗如画的意境，下面
我们欣赏着音乐动话来演唱一遍好吗？”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红蜻蜓》这首歌曲的学习中回到了
美丽的童年，请同学们刻后写一篇童年趣事的短文，下节课
我们交流一下。下课！

在教学歌曲的过程中，设计的不理想，教学单一呆板。短短
的一首歌曲，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教唱上。学生完全可以通过
听音乐自学第一声部，而我不仅没给机会让学生自学，还犯了
“填鸭”式的教学大忌；其次两个声部教学太杂乱，老在高
声部、低声部中游走，高声部还没巩固好，就教学低声部，
以致在和声时学生根本不能将两声部和谐演唱下来。所以这
节课没能达到主要目标。没能将歌曲的情绪很好的传达于学
生。这首歌的优美之处没能应用资源很好的展现出来。一节
课下来就是我教，学生跟唱，我也没有范唱过，以至于学生
没能好好掌握歌曲的演唱情绪。提示语不明确。在听音视唱
部分，我出示的简谱上没有蜻蜓，却让学生猜出是那只蜻蜓
在唱歌，导致学生和听课老师不知所指，以致学生回答不出。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篇四

歌曲《采一束鲜花》

教学目标：

1、围绕本单元“妈妈的爱”主题，增强学生对妈妈的情感，
认识妈妈无私的爱是天底下最博大的爱。



2、通过聆听及演唱，感受力度记号在歌曲中所起的作用。

3、用轻柔的声音演唱歌曲。

教学重点：能够用柔和的、充满爱的声音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1、进行标注力度记号的`练习。

2、唱准弱起小节

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同学们说的对，这束鲜花就是要送给伟大的母亲的。这是一
束康乃馨，它被称为“母亲之花”，那你知道它代表的含义
吗？（健康、真情、伟大、神圣、慈爱、思念等等）同学们
想不想送给自己的妈妈一支康乃馨呢？那么就请你从老师的
手中赢取吧！

为什么要把鲜花送给妈妈呢？请同学们再来听一听，然后告
诉老师。

3、再听歌曲（划拍子），在歌曲中找答案

（1）有节奏的读词

（2）视唱旋律

（3）填词演唱

4、出示歌片，学习歌曲

（1）听范唱



（2）读歌词

（3）旋律

（4）填词演唱

（5）歌曲处理

同学们的想法真不错，我们来试试，这样唱的效果怎么样？
请同学们拿出献给妈妈的花。

（6）拓展歌曲《妈妈，我不怕黑》

5.总结

请同学们把你手中的鲜花献给妈妈，大声的对她说：“妈妈，
我爱你”。告诉妈妈，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懂事了，让我
们再一次唱起这首献给妈妈的歌，唱着歌下课。

四年级劳动课教学反思篇五

《红蜻蜓》是一首日本的儿童歌曲，也是传唱已久的一首歌
曲。全曲短小，曲调优美抒情，用三段歌词将美好童年的生
动情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令人难以忘怀。并通过“我”在
晚霞中看到的红蜻蜓而引起回忆，亲切而又深情地抒发了对
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

本首歌曲虽然短小，容易学唱，但因是两个声部的合唱歌曲，
况且此歌曲中包括了不少的音乐知识—中强、弱、渐强、渐
弱以及换气记号，要想按照这些符号唱好歌曲不太容易，因
此我把重点放在了歌曲处理上。

首先聆听歌曲范唱，接着为了激发学生们学唱歌曲的兴趣，
我请本年级被称为“钢琴小王子”的洪靖舜，上台来弹奏本



首歌曲的变奏，接着再次聆听歌曲范唱，紧接着随着我的弹
奏模唱歌曲，进而按照歌曲上的音乐符号分声部视唱歌曲旋
律。在此活动环节中，我首先范唱，然后再让学生们跟我模
唱，并且与他们合作，以接龙的形式，完整地模唱。最后分
小组、分声部，一边划拍一边填唱歌词。多次练习后，再跟
着伴奏完整地演唱歌曲，并要求他们边唱边展开丰富的联想：
黄昏、晚霞、竹竿尖、蜻蜓、飞翔等，最后再次跟伴奏分声
部演唱歌曲，并模仿蜻蜓飞行的动作，边唱边做律动。和谐
的歌声，优美的律动，好像一只“停歇在那竹竿尖上的红蜻
蜓”，美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