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一

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讲，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
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是《课程标准》对本学段的要求。《瑞
雪图》一文所描绘的美丽雪景是我所教的这些南方孩子不曾
见到过的，如何让他们通过阅读作品与作者产生共鸣是教学
中的一个难点。因此，我将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品读课文、课外延伸相结合，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始终，使之
达到预期的效果。

1、识记本课13个生字，正确书写12个生字。

2、通过学文，感受雪后的美丽景象，体会瑞雪给人们带来丰
收的希望。

3、尝试着给课文所描绘的图景加上小标题。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优美片段。

1、理清文章的脉络，知道本文是按照“下雪前――下雪
中――下雪后”的顺序来展开描写的。

2、品读佳段，在读中感悟，体会瑞雪给人们带来的喜悦与希
望。

1、尝试着给课文所描绘的图景加上小标题。



2、学习作者有序地进行观察、描写的写作特点。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播放雪景图片，师边解说）每到冬天，孩子们最盼望的就
是能下场大雪，好痛痛快快地玩玩。而农民伯伯们更是满心
欢喜，因为瑞雪兆丰年呵！你们瞧，画面上的孩子们玩得多
开心啊！今天老师想带同学们一起来欣赏一幅美丽的《瑞雪
图》。（揭示课题并板书）

（二）初读课文，感知文意，理清文章脉络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思考：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2、开火车分节朗读课文，纠正读音。

3、师：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记叙的？（指名回答）

4、请按照时间顺序将课文分成四个部分。（指名回答，引导
学生理清文章脉络）

5、师：你能从文中找出关键字词给这四部分内容分别加上一
个合适的小标题吗？

6、学生自主阅读、学习，尝试概括。

7、四人小组交流讨论，整合意见，确定小标题。

8、小组派代表回答，推选出加得既生动又贴切的小标题作为
该部分内容的题目。



（三）检查、交流预习情况，质疑、解疑

1、师：通过预习，我想同学们一定对这场瑞雪有独特的感受，
谁愿意先来说一说？（学生用一两句谈谈自己预习后的感受）

2、师：在预习中你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助解答的，先在
四人小组中交流，简单的问题可以由同组伙伴帮助解答，确
实无法解答的再请老师帮忙。

（四）学习课文1、2节――下雪前

1、默读课文1、2节，思考：下雪前天气变化有什么特点？

（出示表格，学生填提示：抓住关键字词填写）

时间小标题景物天气特点

第一天白天下雪前寒流袭来，天气骤变布满阴云、寒风呼呼
天气变化快、冷

第一天夜里下雪时：

第二天白天下雪后：

2、投影学生填写的表格，讲评。

3、品读句子

a、连日来，暖和得如同三月阳春的气候骤然变得冷起来了。

（“骤然”是什么意思？你还可以用哪个词语替换它？）

b、中午，凛冽的寒风刮起来了。寒风呼呼地刮了整整一个下
午。



（从这个句子中的哪些词语你看出这更来得猛，来得快？）

c、指导朗读句子。

4、齐读1、2自然段。

5、小结：我们通过“读――思――写――品”的方法学习了
课文的1、2自然段。

在学习课文时，我们应该学会抓住关键字、词来品读课文，
理解课文。（课件出示学法小结）

（五）布置作业

朗读课文，思考课后习题2。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本节课的学习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1、2自然段，谁能说说，下雪前
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

（指名回答）

2、学习“下雪前”这部分内容，我们采用了什么学习方法？

（复习学法，为下文的学习做准备）

（二）学习课文3～6自然段

学习课文第3节

1、学生根据“导读卡”自学“下雪时”这部分内容。



（1）读：默读课文第3小节。

（2）思：这一段话写了哪些景物？天气有什么特点？

（3）写：根据上述问题填写表格。

2、指名朗读第三小节，汇总第二栏表格

时间小标题景物天气特点

第一天白天下雪前寒流袭来，天气骤变布满阴云、寒风呼呼
天气变化快、冷

第一天夜里下雪时大雪纷飞小雨、大雪飘降雪下得大、稳

第二天白天下雪后：

3、找出你觉得描写得特别好的句子读一读，说说这些句子中
哪些字词用得特别准确？根据学生的理解引导品读以下句子。

a、不久，雨住了，风停了，就只有那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
云密布的天空中，簌簌落落地飘降下来。（“大片大
片”、“簌簌落落”可见雪下得很大）

b、夜里，冬天的山村，万籁俱寂，只听到那大雪不断降落的
沙沙声和树木的枯枝被积雪压断了的咯吱声。（你从这句话
中的哪些词语可以看出这场雪下得很大、很稳？）

4、有感情地朗读这两句话。（指名读、小组竞赛读）

学习课文4、5节

1、默读第4、5节，完成表格第三栏

时间小标题景物天气特点



第一天白天下雪前寒流袭来，天气骤变布满阴云、寒风呼呼
天气变化快、冷

第一天夜里下雪时大雪纷飞小雨、大雪飘降雪下得大、稳

2、与同桌合作流利地朗读出第四自然段，挑选你觉得描写得
很美的句子读一读，谈谈自己的感受。（你为什么喜欢这一
句？你觉得这句话中哪些词语用得巧妙？）

3、学生汇报学习结果，师播放雪后美景图片，帮助理解“粉
妆玉砌”、“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蓬松松沉甸甸的
雪球儿”、“雪末儿随风飘扬”这些词句，进一步感
受“动”与“静”相结合的雪后美丽景致。

4、带着自己的独特感受美美地朗读第四节。

5、播放雪后孩子玩乐的录像，用喜悦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第
五节。

6、配乐朗读4、5小节，并完成课后填空题。

雪后的景色，先写（），再写人；先写色彩，再写（）；先
写静，再写（）；先写（），再写（）。

（三）总结

啊！好一幅北国寒冬瑞雪丰年的图画！（课件出示“瑞雪丰
年图”）

（四）布置作业

1、观察本地一次下雨或日出的景象，学习本文作者按照时间
顺序观察描绘景物的方法，为习作做准备。

2、积累abb和aabb的叠词。



3、背诵精彩片段。

（五）板书设计

瑞雪图下雪前：乌云密布、寒风呼呼

下雪时：簌簌落落、大、稳

下雪后：粉妆玉砌

瑞雪兆丰年

11月17日，气象台发布了强大的冷空气即将南下的消息，第
二下下下辽远的西伯利亚地带袭来的寒流，就侵入了胶东半
岛。

连日来，暖和得如同三月阳春的天气，骤然变得冷起来了。
一清早，天空布满了铅色的阴云。中午，凛冽的寒风刮起来
了。寒风呼呼地刮了整整一个下午。黄昏时分，风停了，那
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半空中降落下来了。

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的第一场雪。这雪下得很大，也很
稳。开始的时候，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雨住了，风停了，
就只有那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簌簌落落
地飘将下来。一会儿，地面上就发白了。夜里，冬天的山村，
万簌俱寂，只听到那大雪不断降落的沙沙声和树木的枯枝被
积雪压断了的咯吱声。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
推开门一看，嗬！好大的雪啊！那山川、河流、树木、房屋，
都笼罩上一层白茫茫的厚雪。极目远眺，万里江山变成卫个
粉妆玉砌的世界。看近处，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上，挂满
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上，
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儿。一阵风吹来，树木轻轻地摇



晃着，那美丽的银条儿和雪球儿簌簌落落地抖落下来。下屑
似的雪末儿随风飘扬，在清晨的阳光下，幻映出一道道五光
十色的彩虹。

大街上，积雪足有一尺深。人在雪地上走着，脚下就发出咯
吱咯吱的响声。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那
欢乐的叫喊声、嘻闹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

啊！好一幅北国寒冬瑞雪丰年的图画！

在结构上本文层次清楚，条理明确，重点突出，采用了联想，
夸张的手法，语言生动优美，情景交融。在教学中我采用了
如下思路，理清文章脉络，按照下雪前，下雪时，下雪后的
顺序学习全文。“以学生为主体”，渗透学习方法的指导，
特别是朗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在读中感受，读中想象，体
会本文的语言美、景色美，以及作者的欣喜之情。朗读是一
种古老的却极富生命力的学习方法，也是品读美文的重要方
法。本文语言生动优美，用朗读去体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堂课总得来说是较好得完成了教学任务的。整堂课各个环
节的设置合理，上课环环相扣，每个环节之间的过渡都非常
自然。而且我在上课的始终都保持着一种高昂的情绪，这种
情绪一直带领着学生从课堂的开始到结尾。这堂课我自己感
觉最值得珍藏的一点便是学生的朗读，从学生一遍又一遍的
读书声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体会到学生从诵读中享受到了
快乐。特别是在教学第四自然段的时候，我先让学生默读，
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然后有感情的把这个句子读出声来，
之后读给你的小伙伴听，接着指名读他（她）喜欢的句子，
一边读还一边做朗读指导。这个自然段的教学我引导学生运
用了多种读书的方法，从第一次读到最后的一次读，学生实
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一个精读的过程了。

当然，这堂课也让我暴露出不少自身的不足，这些不足带领
着我进行更多的思考。首先，在教师基本职业素质方面，我



感觉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不够强，除了课前设计过的一些
过渡语和叙述性语言外，其余在课堂临场发挥的语言都缺乏
感染力，不够美！这一点也直接牵扯到我对学生的评价语。
所以，第二点便是评价语单调，对孩子没有起到实际性的激
励或纠正的作用。第三，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全员参与
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体现出来。这些都值得我深深地思考。

这堂课让我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教学经验，通过这堂课的反思
与感悟，我想自己会在教学道路上前进一步的。

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二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你仔细地去品味生活的话，你就会发
现在写作时，谈话时，看书时……语文总是无处不在的。

“语文”这个词也许对我们中学生并不是很陌生。但你真正
理解了吗？我想并不以为然，语文水平高底关系着一个人的
修养、言行、举止表现得高低。当你在某处听到有人发生争
执时，总会大言不惭地说一些不文明不礼貌的话去责备，这
些就是不懂语文常识的人。如果真的懂得语文，你就会收敛
你的脾气，使你人变得心平气和，使你变得宁静、祥和，就
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了。语言丰富，要巧妙地运用它，就是那
么深不可测。

你在写作时，往往会用一些优美的句子，去装饰得美化一些
事情场景。反之，那就会显得很乏味，而语文恰是要用最佳
的词语写作，你真正学了，写作时会运用顺畅无阻，再也不
会觉得是一种折磨。

当你阅读时，就会发现许多字都不懂，看起来也是唏哩糊涂，
一窍不通，但语文会有许多字帮助你理解，看书就不用边查
字典边看书费劲了，或者可以说是小kiss，轻而易举。

语文的用处还很多，它总会让生活充满色彩，也会帮助你获



得成功。也许你现在还是朦胧的，但是不久你会发现语文是
一架金碧辉煌的阶梯，能够通向光明的人生，它会送给你一
只飞翔的翅膀，让你飞得更高更远。

生活中总是处处有语文，所以我们离不开语文，它将永与我
们共度人生。

学语文，并且学会如何利用它，这样才能展现出语文的光芒！
体现语文的魅力！？学习，为母校争光，为自己的人生添光
彩。

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三

我住在农村，家乡四季的景色都很迷人，但我独独对独特的
秋日美景有一份不舍得情怀。

不知不觉间，蝉鸣声儿淡了，枫叶儿红了，稻儿熟了。哦，
秋天到了。

秋波澹澹。成就秋水的是它的冰冷与清澈。说它冷，那可不
亚于冬的统治者——雪。你就是沾上一点，也叫你哆嗦几下。
他的清澈便更为独一无二了。经常是站在河岸上，可以清楚
地看见在河底游动的小鱼、小虾。这个秋水真是叫人又恨又
爱！

在乡的秋天，这是最忙的季节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收稻。
也许正是因为那份忙，使秋日更为的独特。田野里弥漫着稻
子成熟的芳香。随处可见正在割稻的农民，豆大的汗珠顺着
农民们早已被烈日烤的黝黑的脸颊上流过，湿透了衣衫，可
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割。打稻场
上，“哒哒哒”的打稻机声经久不息，震耳欲聋，似乎在预
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一筐筐金黄色的稻谷从打稻机后
不断的运出，主人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越干越有劲，似乎
下定决心明年还要打出的稻谷。这一筐筐稻谷伴着那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与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为这张秋景图缀上了最美的
图案，最妙的点睛之笔！

山、水、人，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融合汇聚成了这独特的
秋日美景！

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培养学生对诗的感悟能力，想像诗所描绘的画面;

3.体会诗人浓浓的愁绪。

【教学重难点】

想像诗的画面，体会诗人感情。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导入

江苏的寒山寺因为唐代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而名噪一
时，无数的诗人墨客均至此题诗作画吟咏，引来上成千上万
的游人，枫桥也一跃成为苏州三百余座名桥之首。这首诗究
竟散发是怎样的魅力，让我们一同走进张继的《枫桥夜泊》。

二、初读课文，把课文读流利。

三、了解课文大意



1.解释题目。

2.对照课后注释，了解每句诗的大体意思。

四、感受画面

祖国古诗历来注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通过刚才的读，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五、分析课文，丰富认识

2.面对这良辰美景，诗人是怎样一种心情?从诗中的哪个字可
以看出来?

3.诗人可能在愁些什么?

乌鸦的叫声本来就很凄惨——

天气寒冷，周围布满了霜气——

河边孤单的枫树——

渔船上的点点灯火——

远处传来的悠远的钟声——

总之，全诗着一“愁”字，使得诗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触
到的，都染上的浓浓的“愁”的色彩。看到了吧，这就是诗
人的高明之处。

带着诗人的愁绪，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边体会诗人的心
情，边想像画面。

4.你愁过吗?是否看到了哪些美好的东西使你更愁了呢?看，
诗人写得多真实呀!带着诗人的愁，想一想自己曾有过的愁，



我们再来读这首诗，一定会有新的感受。

六、情境创设，加深理解

诗人经历过了无数个夜晚，但是这个夜晚却与众不同，在诗
人眼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夜晚?

七、背诵本诗。

四年级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五

我住在农村，家乡四季的景色都很迷人，但我独独对独特的.
秋日美景有一份不舍得情怀。

不知不觉间，蝉鸣声儿淡了，枫叶儿红了，稻儿熟了。哦，
秋天到了。

秋波澹澹。成就秋水的是它的冰冷与清澈。说它冷，那可不
亚于冬的统治者——雪。你就是沾上一点，也叫你哆嗦几下。
他的清澈便更为独一无二了。经常是站在河岸上，可以清楚
地看见在河底游动的小鱼、小虾。这个秋水真是叫人又恨又
爱！

在乡的秋天，这是最忙的季节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收稻。
也许正是因为那份忙，使秋日更为的独特。田野里弥漫着稻
子成熟的芳香。随处可见正在割稻的农民，豆大的汗珠顺着
农民们早已被烈日烤的黝黑的脸颊上流过，湿透了衣衫，可
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割。打稻场
上，“哒哒哒”的打稻机声经久不息，震耳欲聋，似乎在预
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一筐筐金黄色的稻谷从打稻机后
不断的运出，主人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越干越有劲，似乎
下定决心明年还要打出的稻谷。这一筐筐稻谷伴着那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与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为这张秋景图缀上了最美的
图案，最妙的点睛之笔！



山、水、人，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融合汇聚成了这独特的
秋日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