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实
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新课改开展以来，各种新的思想冲击着固有的理念。对于从
教十多年、新教材已教过一个循环的我来说，这是教学生涯
的一个转折。能不能跳出原来的圈子，实实在在到融入到新
的思想、要求中，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在设计第三册8单元
的教学过程中，面对着圣诞节这一个孩子们都了解和感兴趣
的话题，我思考着怎样才能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
他们的思维灵活。点燃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效果。

在思考中，我迸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进行单元教学，灵
活使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我先进行了第八单
元的词汇教学，而后，我设计了一节以第八单内容为主体进
行发散的'话题课。在设计过程中，我把中、西方节日融合到
一起，在话题的谈论中进行对比。中国节日以春节、中秋节
为主，补充加入元宵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外国节日
以圣诞节、感恩节为主，加入复活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
设计话题，讨论这些节日的由来，庆祝活动、食品及节日特
点，并以此为侧面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习俗的差异。

为了烘托课堂效果，我还让学生带来了春节用的彩灯、对联、
圣诞树、小礼物、圣诞卡等多种节日用品。在课堂上，在闪
烁的彩灯中，在充满节日气氛的教室里，我和学生们一起步
入了喜悦的节日里，我们“放”鞭炮、“贴”春联、“挂”



红灯，“走”亲访“友”，“拿”压岁钱。我们装饰圣诞树、
接受圣诞老人馈赠、唱圣诞歌、表演圣诞剧。过足了“节
日”瘾。同学们时而讨论、时而总结、时而倾听、时而凝神、
时而开怀。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积极性空前高涨，
课堂气氛异常活跃，一切内容都显现得那么自然而和谐，就
象山间的小溪潺潺流下。从学生们发亮的眼睛、从他们抑制
不住、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张口表达中，我知道我成功了。
我被他们感染着，为他们激动着。课后学生们和我一样不能
平静，我们都久久地沉浸在这节课的兴奋中。

我眼前豁然开朗，我似乎看到了一扇窗、一扇开启了的课改
之窗。在这节课中，通过整体性跨跃式的教学设计，扩展了
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了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提
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并在同时对学生进行了审美、民俗教
育，培养了竞争意识。使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展，收到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但在这种尝试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学生
们的学习热情与安排进度之间的矛盾、热烈的气氛使课堂难
以控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不断克服、改进。

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同学们，在你们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自己喜欢
的活动和游戏，有做过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也看到了深
深印在脑海里的美丽景色，同时还有许多悄悄话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畅所欲言，把自己想说的话和事尽情地倾吐出来。

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在草稿纸上写上题目，用几句简练的话
说出自己最想写的一件事。

引导学生把握的主题，说出自己的感受。

指导学生尽量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写人：特点鲜明、事例典型，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



写事：选材新颖、条理清晰，过程具体，融入感受；

写景、状物：抓住特点、融入真情、描写生动、情景交融。

2、学生互相交流学习到的表达方法。

（从写人、写事、写景状物等方面交流方法。）

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使学生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计算三步式题。

2．让学生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解决
问题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学会用两三步计算的方法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3．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认真审
题、独立思考等学习习惯。

从教参的教学目标定位来看，应该是既注重两级运算的运算
顺序教学，又要重视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然而结合我们学
生的学习实际情况来看，两样都已初步的感受过，但又不是
很深入，如：四则运算的计算顺序包括带括号的计算顺序都
在平时的练习中曾经碰到过，但不是很多（但有的学生在家
长的帮助下对于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顺序了然于胸了）。所
以是不是把四则混合运算顺序作为重点来教我真的曾不止一
次的怀疑过。让我怀疑动摇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太差，新课程一线教师都清楚现在学生解决问题能
力的欠缺。所以，这一次四则运算知识的教学也正是加强学
生解决问题能力训练的一次好机会，与我有这种相同想法的
教师还真不少，认为还是有必要侧重解决问题的策略教学。

学生错误：

不列综合算式解决问题。



四则运算的顺序有错误。

差生理解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车的世界》，这是一个以“车”为主题的开放单元，和别
的单元不同之处在于：该单元没有主体课文，教学内容是三
幅精美的图画和图画下面相对应的与车有关的词语，所以，
在设计时，我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导入，从课本内容到生活实
际、从课内知识到课外知识、从学校到社会的拓展与延伸，
积极主动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观察生活，搜集资料，学
会在生活中学习。

1、听车的声音辨别车;

2、看图认识各种车辆的名称及汇报交流车的用途，并进行口
语能力的训练。

3、交流收集资料，将交流与课外识字结合，渗透识字方法。

4、多种形式巩固字音、字词。上完了课后，我对自己的课进
行了反思

1、在导入新课时，利用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猜谜
语”、“听车声”这两个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符合
儿童学习的特点。

2、在认识车的这个环节，课前，我布置学生动手收集有关车
的图片，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但在课堂上，我没有把
握住这个资源，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图字结合来提高
课堂学习的有效性，而是一味地选择几张比较好看的图片来
展示。



3、在识字这个环节，由于课堂时间调控不好，导致这个环节
有点仓促，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4、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在心中还是被设计牵引了，一个
一个环节接着来，有时就会忽视学生的反应，不能很好地把
握课堂的动态生成。

语文四上第八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会读古诗、读好是学习古诗至关重要的。小学生注意力集中
时间短,容易疲劳,兴趣点也易转移,单一的诵读形式,会让他
们产生厌倦情绪。因此，在教学《鹿柴》的过程中，我采取
了丰富多样的诵读形式。（如初读时的听读、自由读、跟读、
范读；理解中的个别读、轻声读、看图读、齐读；巩固提高
时的有感情地读、配乐读等等。）让学生自己去品读，反复
诵读后，提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孩子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
惑，有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有的问题没有价值。我正为孩
子们没有深入的体会而体会而遗憾时，突然一个孩子提
出：“诗人为什么写的是‘深林’而不是‘森林’？”多好
的问题呀，这个深字不正是诗人为表现山之空旷、林之深邃
静谧而用的吗？这个孩子是真正地用心去品、去感悟的。因
此，我大大地夸赞这个孩子会读书会思考，夸赞他的问题提
得好，鼓励其他学生向他学习，在品读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

《大地的巨人》教学反思

这是一篇语言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的诗歌。在教学过程中，
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读出自己的感受，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对
他们进行及时的肯定，不足的地方立刻给予他们帮助。当学
生学习第二节诗时，我问：“你们见过丘陵和盆地吗？它们
是什么样的？”学生们露出迷茫的神情，我没有责怪学生没
有做好预习，而是出示相应的图片，让学生通过看图感受作



者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到自然景物打比方，大地这位巨
人是多么的健壮！当学生把第三节读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时，我欣喜地对他说：“你读出了大地的美丽！让我们感受
到大地真是一位巨人呀！”这样毫不吝啬地给予他肯定。这
样其他学生的积极性立刻调动起来。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

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是整篇文章的中心段、总起段。学习
完课文后，我提出问题：这篇文章哪些段落具体地写了大自
然的的声音？学生一下就回答出：2—4自然段具体地写了风、
水、动物的声音。我又继续追问：那课文中的哪一段是概括
地写呢？学生很快就发现了第一自然段。我启发学生思考：
第一自然段和2—4自然段是什么关系？学生想了一下便
说：2—4自然段是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的。我相机表扬他们
很会动脑筋，并告诉他们，第一段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段，
而它又是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所以它又叫总起段。接着
我又告诉学生，这篇课文的2—4自然段中还出现了总起句和
中心句，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学生的'求知欲被激发了，他
们积极地读着课文，思考着，一下就找到了中心句、总起句。

《五彩池》教学反思

我在教学本课之前对教材进行了仔细的钻研，在教学时，我
努力做到进行随机的、动态的指导和点拨。 如，当学生从
第2自然段末的几个“有的”中感受到了五彩池还有许许多多
奇特的形状，我便让学生加以想像，模仿课文的比喻句进行
说话训练，”学生说出了各种不同的形状，有的学生说向月
亮、有的学生说像小狗、有的学生说像云儿……说得非常好；
当学生从“柠檬黄”“天蓝”“咖啡色”“橄榄绿”等词中
体会到了五彩池的颜色美，我便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些词的特
点，最后总结出前半部分表示事物，后半部分表示颜色，让
学生说类式的词，学生说得不错，如：学生一一说出了茄子
紫、葡萄紫、火红、桃红、炭黑……因此，在学生作业时，



这种类型的题目做的也得心应手，但有这节课也有许多遗憾，
给学生朗读的时间太少了。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语文单元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