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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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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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篇一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如1、重难点处理速
度较快，后进生没有理解到位，以后的'教学中应因材施教，
照顾后进生。2、有一名学生的发言不够准确，我没有及时指
正出来。3、时间把握不够好，后面还有一个小环节没有完成，
学生们也失去了一个自我小结、交流的机会，这也算是一个
遗憾吧。

总之，面对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失败，我将真实地对待，
坦然地看待，将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中加强“新理念”的再学
习、再实践，相信自己能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成长，在不断
的自我实践中发展，在不断的自我成长中创新。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篇二

一、判断题。

1、两条直线永不相交，这两条直线就一定平行。（）

2、两条直线相交，交点是垂足。（）

3、a根据这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我们可以说是直线a与直线b
平行，

b直线b与直线a也是平行。（）



二、检验下面的各组直线，哪组是平行线，哪组不是平行线。

（）是平行线，（）不是平行线。

三、填空题。

1、经过直线上一点或直线外一点，（）直线与这条已知直线
垂直。

2、经过直线外一点，（）直线与这条已知直线平行。

3、在同一平面内，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
这两条直线也互相（）。

4、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所画的垂直线段（），它的长度
叫做这点到直线的（）。

5、在（）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也可以说这两条直线。

6、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这两条直线（），其中一
条直线叫做另一条直线的.（），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叫做（）。

四、验收练习

1．两条直线相交组成的四个角中，如果其中一个角是直角，
那么其他三个角（）。

2．过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这样的垂线可以画（）
条。

3．作图：过a点作bc的垂线和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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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bc



五、巩固练习

2.在下面的字母中找出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的线段（笔划）。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篇三

《垂直与平行》是新课标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一课
时的教学内容，这部分教材是在学生学习了直线与角的知识
的基础上教学的，也是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基础。由于
垂直与平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的位置关系，
而且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无论是走在宽广的大街上，
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环顾左右应该都不缺少垂直与
平行的现象。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应该都有这
样的经验：哪些线是交叉的，哪些线是不交叉的。因此我们
在课中要做的就是让学生体验在同一平面内，不交叉的两条
直线叫做平行线，交叉里有一种特殊的叫做互相垂直，让学
生的认识上升到思维的层面来。鉴于此，在课的开始部分，
通过摆一摆让学生在白纸上去画不同位置的两条直线，然后
从学生的作品中选出代表性的画法进行分类，从而引出平行
与垂直的`概念。再通过让学生去找一找，说一说生活中的互
相平行与互相垂直的现象，加深学生对垂直与平行的理解。
最后通过找、摆等环节，在学生进一步认识垂直与平行的同
时，感受数学就在我们身边;通过欣赏生活中的垂直与平行，
感受数学的意义。

1、在课的开始阶段，请学生直接画出两条直线的位置，现在
我想可以先让孩子们闭上眼睛想象：在一个很大的平面上出
现了一条直线，接着，又出现了一条直线，那么这两条直线
的位置关系会怎样?请同学们睁开眼，把你想象到的直线的位
置画出来。这样，以空间想象为切入点，让学生闭上眼睛想
象一下在无限大的平面内出现两条直线，并要求学生把想象
出的两条直线画下来，直接进入纯数学研究的氛围，创设这
样纯数学研究的问题情境，用数学自身的魅力来感染和吸引
学生，并有利于学生展开研究，特别是为较深层的研究和探



索打好基础，做好过渡，逐步培养学生对数学研究产生兴趣。

2、让孩子在体验中去感悟知识。在引出平行的概念“在同一
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我紧接着追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加上“互相”两个字?问题一抛出，我就后悔了，因
为孩子们刚刚才对“平行”有大致的概念，马上让他们去
说“为什么”，可想而知，学生被我问得一头雾水，只有很
少几个学生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说几句。后来在评课的过程
中，很多老师都有同感。作为比较抽象的概念性知识，必须
让学生在操作、体验中去感悟，如光用口头解释，只会事倍
功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只是在出现的时机上还应
再考虑、再斟酌。陆老师建议，这个问题其实在让学生说了
两条平行直线的关系以后，再抛出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3、时间把握不够好。严格地说，后面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完成，
虽然不影响整节课的完整性，但起码后面的那个环节没有出
现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遗憾。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篇四

新课程改革实验以来，大家越来越关注学生学习知识点的落
实和教师教学的有效。我们的数学课堂也逐渐变得真实而生
动，教学的设计朴实而又创新，学生学得扎实而又愉快。我
也正在努力探索这样一个“真实、朴实、扎实”的数学课
堂――《垂直与平行》。

本节课是新课标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一课时的教学
内容，这部分教材是在学生学习了直线与角的知识的基础上
教学的，也是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基础。由于垂直与平
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的位置关系，而且在生
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无论是走在宽广的大街上，还是坐在
明亮宽敞的教室里，环顾左右应该都不缺少垂直与平行的现
象。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
哪些线是交叉的，哪些线是不交叉的。



因此我们在课中要做的就是让学生体验在同一平面内，不交
叉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交叉里有一种特殊的叫做互相垂
直，让学生的认识上升到思维的层面来。鉴于此，针对本课
知识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我精心设计教案，把学生的自主
探索与教师的适时引导有机结合，把知识点清晰地展现在学
生的面前，使得教学过程零而不散，教学活动絮而不乱，学
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提高了学习能力，增强了学习信心。
针对本节课，我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1、准确把握教学起点，努力还学生一个“真实”的数学课堂。

本节课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
从复习有关“直线”知识入手，唤起学生的回忆，为新知的
探究学习做了较好的街接准备。同时，逐步培养学生对数学
研究的兴趣，用数学自身的魅力来吸引、感染学生。

2、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学手段朴实无华。

在教学中，我紧紧抓住“以分类为主线”展开探究活动，提出
“在无限大的'平面上同学们想象的两条直线的样子画下
来？”“能不能把这几种情况进行分分类？”这样有思考价
值的问题，学生通过想一想、画一画、分一分、说一说等多
种活动进行观察、思考，逐步认识到：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
线的位置关系只有相交和不相交两种情况，相交中有成直角
和不成直角两种情况。这样的教学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而且通过分类，分层理解，既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又有利
于提高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从自己的身边发现数学知识，
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的能力，发现垂直与平行现象。

在处理教学难点“在同一平面内”时，我利用一个长方体的
粉笔盒，在长方体的不同面上画两条不相交的直线，提问学
生是否平行，帮助学生理解垂直与平行关系“必须在同一平
面内”，直观到位。



3、新知的训练点和拓展点扎实有效。

除了从主题图中找垂直与平行现象，从生活中找，从身边找，
还让学生动手摆一摆、拼一拼、画一画……通过这些练习，
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平行和垂直概念的理解，进一步拓展知
识面，使学生克服学习数学的枯燥感。让学生真正参与学习
过程中来，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如：

1、重难点处理速度较快，后进生没有理解到位，以后的教学
中应因材施教，照顾后进生。

2、有一名学生的发言不够准确，我没有及时指正出来。

3、时间把握不够好，后面还有一个小环节没有完成，学生们
也失去了一个自我小结、交流的机会，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总之，面对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失败，我将真实地对待，
坦然地看待，将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中加强“新理念”的再学
习、再实践，相信自己能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成长，在不断
的自我实践中发展，在不断的自我成长中创新。

四年级平行和垂直的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这次上课，各位老师的指导使我明白了很多教语文的方
法，如：以读为基本手段，促进理解、促进感悟，习得语感。
读是学习语言最基本的方法，在课堂上要给足时间和空间，
让学生去读，把作者的思想情感读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
读进去，这一出一进，就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途径，就是学生
发展语言的方法，就是学生积累语言的手段。

所以根据本文特点，结合新的课程理念，本课在教学时我注
重以人为本，以读为本。



如在教学一行人走搭石这块内容时，我主要是指导学生朗读，
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各种层次的读，让学生体会蕴涵的情景。
指导朗读"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是那
么协调有序!前面的.抬起脚，后面的紧跟上，踏踏的声音，
像轻快地音乐;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这一句时我将"协调有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改变颜色引
导学生读一读，。相机学习生字"绰"，课件出示字典的三种
解释，学生联系上下文知道应该是姿态柔美，然后让学生想
象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的画面，通过画面让学生如临其境地
加入到走搭石的人群中，师生合作着读一读，真切体验"协调
有序"。

学生通过品读、感受，在头脑中就形成了一幅"一行人走搭
石"是那么协调有序的美。

教学中，我努力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在词句教
学时，我不光引导学生了解意思，还提示理解方法，如抓住
重点词语理解，联系上下文理解，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在
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基本功综合训练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
关爱他人美好情感的熏陶和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导。

教学永远是一项遗憾的劳动，虽然预设时考虑周全，但是真
正教学时未必达到预期效果。静心思索，感觉课堂中存在以
下不足：

1、学生课前预习不够充分，师生配合不够默契。

2、虽然读的形式多样，但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3、挖掘的语文因素较多，觉得哪一个也很重要，哪一个也不
想扔，结果整堂课走马观花一般完成了，对"协调有序"、"理
所当然"等语文因素的运用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