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 数
学广角四年级数学第八单元教学反思(实

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
地进行工作和生活，提高效率和质量。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
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篇一

“植树问题”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数学广角”的内容，教
材将植树问题分为几个层次：两端都栽、两端不栽、一端载
一端不栽、环形情况以及方阵问题等。其侧重点是：在解决
植树问题的过程中，向学生渗透一种在数学学习上、研究问
题上都很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化归思想，同时使学生感
悟到应用数学模型解题所带来的便利。本课的教学，并非只
是让学生会熟练解决与植树问题相类似的实际问题，而是把
解决植树问题作为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学习支点。借助
内容的教学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一定的思维能力。

本单元是向学生渗透复杂问题从简单入手的思想。使学生有
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体会到数
学就在身边，体验到数学的魅力。因此在本单元的教学设计
中，我主要是运用这样的教学理念：以问题情境为载体，以
认知冲突为诱因，以数学活动为形式，使学生经历生活数学
化，数学生活化的全过程，从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反思本单元的教学，我认为这节课有以下几点做得比较好：

创设与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的、学生感兴趣
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数学活动中。课前



活动时，我选择学生的小手为素材，引入植树问题的学习。
学生在手指并拢、张开的活动中，清晰地看出手指的个数与
空格数之间是相差1的。然后做快速问答的游戏，使学生直观
认识并总结出了间隔和点数的关系，为下面的学习作了铺垫，
同时也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处理教材时我把例题改为条件开放的植树问题，不规定间
距，同时改小数据，将路的长度变成20米。如此修改的意图
是，让学生在开放的情境中，突现学生的知识起点，从而用
一一对应的思想方法让学生理解多1少1的原因，建立起深刻、
整体的表象，提炼出植树问题解题的方法。在这里数据小了，
便于学生利用线段图操作，建立数形结合，有利于学生的思
考，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体验是学生从旧知识向隐含的新知识迁移的过程。教学中，
我创设了情境，向学生提供多次体验的机会，为学生创设了
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给了学生充分的时间与
空间。如果说生活经验是学习的基础，生生间的合作交流是
学习的推动力，那么借助图形帮助理解是学生建构知识的一
个拐杖。有了这根拐杖，学生们才能走得更稳、更好。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对数形结合意识的渗透。教学中我
先激励学生自己做设计师，想办法设计植树方案，在学生自
主探索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采用了画线段图的方式，交流时利
用多媒体再现线段图，让学生看到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4段，
加上两个端点，一共有5个点，也就是要栽5棵树。使学生发
现植树时准备树苗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的用除法来解决。改变
间距后，段数和棵数相应也发生了变化，紧接着提出问
题：“你能找出什么规律？”启发学生透过现象发现规律，
也就是栽树的棵数要比段数（间隔数）多1。最后按照教材要
求应用发现的规律来解决前面的植树问题：100米长的'小路，
按5米可以平均分成20段，也就是共有20个间隔，而栽树的棵
数比间隔数多1，因此一共要准备21棵树苗。这样就把整个分
析、思考、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展示出来，让学生经历这个过
程并从中学习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学生的认知起点与知识结构逻辑起点存在差异。生生之间的
差异是学习的资源，这种资源应在小组交流的平台上得到充
分的展示与合理的利用。在设计植树方案这一环节上，学生
将间距定为1米、2米、4米、5米、10米，体现了思维的多样
性。

植树问题的模型是现实世界中一类相近事件的放大，它源于
现实，又高于生活。所以，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一建模的意义，加强了模型应用功能的练
习，本课练习有以下两个层次：

（1）直接应用模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课堂上，安排学生
自主完成已知总长和间距求棵数、已知棵数和间距求总长的
练习，让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出发，直接应用模型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训练学生双向可逆思维的能力。

（2）推广到与植树问题相近的一些问题中，让学生进一步体
会，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同事件，如教室里的座位的事件，
公共汽车站台的事件，都含有与植树问题相同的数量关系，
它们都可以利用植树问题的模型来解决它，感悟数学建模的
重要意义。

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意把握好度，适当进行取舍，照顾好中
差生。学生对几种栽树情况的公式容易混淆，要帮助学生理
清楚。

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篇二

本课主要是结合生活情境，使学生感知两条直线的平行关系，
认识平行线。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学会用合适
的方法做出一组平行线，能借助直尺、三角板等工具画平行
线。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本课的
教学重点是认识平行线、画平行线。而画平行线，更是本课
的教学难点。



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

1、创设情境，认识平行。数学来源于生活，所以在导入部分，
我找了几张同学们熟悉的图片，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数学问
题，初步认识平行。

2、观察思考，寻找平行。在初步认识平行后，我又安排了三
个层次，让学生寻找并深入体验平行。先是在生活中找平行，
并用刚才所学的数学语言来表达。接下来在铅笔盒中找平行，
为下面的创造平行作铺垫。然后让学生在学过的图形中找一
找，共有几组平行线。最后在一个正方体的`透视图中找平行，
发展学生的空间感，并结合实物观察，体验不同平面的两条
边。再次感受平行的概念，深刻体会同一平面的意义。

3、动手操作，创造平行。让学生想办法在格子图和白纸上各
自创造出一组平行线。

4、观察感悟，画出平行。让学生自学课本上画平行线的方法，
再通过任意画一组平行线，画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过一
点画出已知直线的平行线这三个层次，让学生掌握画平行线
的方法。

5、归纳收获，总结平行。

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篇三

世界生物千千万，有趣物种万万千，不知道你身边有着什么
样子的有趣生物呢？我身边就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生物，那就
是小猫！接下来就由我开始为大家介绍有趣的小猫吧！

小猫这种生物非常有趣，但是它既不像小鸟一样，拥有着天
高任鸟飞的翅膀，能够自由翱翔在天空当中，无拘无束，就
像是一位诗人，不受到任何的限制，能够随时随地作诗作赋。
也不像小鱼，能够探索神秘无比的海洋，了解人类未曾知道



的秘密。它看起来无用至极了！但庄子曾经说过“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小猫这种有趣的生物，有趣就有趣在它的眼睛
上！

它的眼睛能够在黑暗的夜晚中，看得一清二楚，就像是带了
夜视镜的人类，能够了解身边发生的事物，确保自身的安全，
了解身边的景象，观察到别人未曾观察到的美丽景象；了解
黑暗中的闪光，看到人类不曾注意的星辰。这便是它最有趣
的地方！这种特殊，使得小猫也成为了捕鼠小能手，帮助人
类解决许多的麻烦。

以上就是有趣的小猫啦，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一起来分享
分享吧。

如果把我的家比作一个小动物园。我家有三个可爱的动物。
先说爸爸属虎的，他可真是山(家)中之王，脾气暴躁，说什
么别人就得听什么。在说妈妈属鸡。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
又收拾房间又做饭，忙着叫爸爸，叫我起床。最后说说我吧。
我属鼠的，个子高高的，但是胆子不大，俗话说“胆小如
鼠”吗！

在这个小小动物园里发生过不少让我难忘的事呢。去年夏季
的一天，老虎爸爸，妈妈带着我这只小老鼠第一次来到汇豪
阁游泳馆。爸爸跳到池中狂游了一会儿。我胆小地坐在池边，
两腿耷拉到池里。妈妈坐在我旁边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
轻轻地对我说“咱们也下去。”“不……不……我，我害怕。
”“你来游泳馆不下水你来干什么？你看这水里有多少比你
小的孩子”。

爸爸在水池中指着我像老虎一样吼叫着。“我，我……我赶
紧往妈妈怀里躲。”“你……你不下水，我就拽着你双腿，
把你拉到水里。非把你胆小的毛病给改了。”说着虎爸爸就
朝我走来，伸手……鸡妈妈用“双翅”紧紧地护着我
说：“你，别吓唬孩子。”



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能正确辨认从正面、右面、上面观察到的立体图形的形状，
自己动手操作。

2、过程与方法。

在搭立体图形和观察立体图形的活动中，逐步发展空间观念
以及观察和操作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同学之间合作的习
惯。

教学重难点

1、正确辨认正面、右面、上面观察到的立体图形的形状。

2、根据空间想象能力准确把指令条件转化为成立体图形。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学生准备若干个正方体积木。

教学过程

一、课程回顾。

同学们，我们在上节课已经学过，从不同方向观察立体图形，
观察到的形状可能不同。那么同学们现在回答一下，老师画



的形状是在哪个方向观察到的呢？（课件展示）

学生回答。

同学们知道老师是怎样搭出这个立体图形的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根据指令搭立体图形。

二、导入新课。

1、笑笑搭出了一个立体图形，淘气根据笑笑的指令，搭出了
一个一样的图形。现在同学们拿出手里的正方体积木，跟着
笑笑的指令一起搭一搭。（课件展示）

（1）请你用3个正方形搭立体图形，从正面看是3个正方形。
（课件展示）

同学们搭一搭发现有4种情况。会是哪一种呢？

（2）从右面看是2个正方形。

从右面看第一个是1个正方形，第3个是3个正方形，只有第2
个和第4个是2个正方形。只剩下2种情况。

（3）上面的'正方体在右面。

第4个上面的正方体在左面，只有第2个符合题意。我们就可
以确定，是第2个图形。

搭这个立体图形，笑笑一共发出了3个指令才确定，请你想一
想笑笑发出的指令有什么特点？1个指令可以完成吗？下面我
们一起来看下一个问题。

2、淘气用3个正方体积木有搭出了一个立体图形，从正面看
是2个正方形组成的长方形，第3个正方体积木能放在什么位



置？同学们拿出自己的正方体积木试着搭一搭，想一想，搭
出的立体图形是唯一的吗？（课件展示）

结论：只有从三个方向观察才可以确定立体图形的形状，从2
个方向或者1个方向观察，都是不能确定立体图形形状的。

三、拓展思考。

下面的立体图形从上面看到的分别是什么形状？搭一搭，连
一连。（课件展示过程）。

从右面看到的形状是2个正方形的图形有几个？分别是？（课
件展示）

四、习题巩固。

1、请你按照淘气的指令搭一搭。（课件展示）

（1）用3个正方体搭一个立体图形；

（2）横着放2块；

（3）从右面看是2个正方形上下摆放。

2、笑笑用3个正方体搭立体图形，从正面看是2个正方形。请
试着用两种方法搭出来，并分别画出你从正面，右面和上面
看到的图形。（课件展示）

3、请你按照淘气的指令搭一搭。（课件展示）

五、课外任务。

3个同学一组，3个同学轮换着说指令，另外2个同学背对背搭
立体图形，看一看哪两个同学更默契。（根据指令搭成相同
的立体图形就说明有默契哦。）



六、本课小结。

说一说这节课的收获。

四年级信息技术单元教学计划篇五

我家有一只有趣的、可爱的、好玩的小旺旺，它好玩极了！
逗得一家人又蹦又跳。

有一天，一家人吃完饭，我就拿吃剩的骨头给我们家的小旺
旺吃。我走到厨房，拿起一个碟子装了一点水，拿给我亲爱
的小旺旺喝，我坐下仔细看，它的耳朵大大的，像兔子的耳
朵。眼睛圆圆的，特别的明亮。鼻子大大的，整天流鼻涕，
笑的我眼泪流。嘴巴大得很，它用锋利牙齿吃东西，就算是
骨头也可以唛碎，可爱极了！全身都是毛茸茸的毛，非常的
滑，像又软又白的棉花一样，非常的漂亮！它的四只脚，是
非常有力，奔跑的速度像离弦的箭一样，那么快如闪电。小
旺旺好像对我说：“谢谢你！主人，我吃得太饱了。”肯定
啦！刚才，我见到小旺旺一直在狂吃，我自言自语地
说：“小馋鬼！”这只小旺旺真可爱啊！

一次我放学后，我立刻做作业，小旺旺跑过来好像在
说：“主人！主人！陪我玩一下，好吗？”我跟小旺旺
说：“不行，我要做作业。”小旺旺好像在说：“求求你
嘛？”我说：“真的不行啊！我要做作业，等我做完作业才
跟你玩好吗？”小旺旺不理我了，我也不理小旺旺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我一开房间的门，小旺旺跑过来好像在跟
我说：“早上好，主人。”你看，小旺旺这是太可爱了！我
家的小旺旺，真有趣啊！我喜欢小旺旺！

我生活在一个幸福快乐的六口之家，家里有奶奶、爷爷、妈
妈、爸爸、弟弟和我。我告诉你，我家就是一个小小的动物
园哦。



首先，我的奶奶是一只大公鸡。每周一到周五，奶奶先把爷
爷叫醒，然后又去大声叫弟弟：“快点起来，上学了！”见
我弟弟不动事，就直接把他拽起来。

然后是我爸爸，他像一头牛，虽然他很瘦，但是力气特别大，
生起气来像西班牙斗牛一样。有一次，我弟弟非要让爸爸背
着，他把弟弟背起来，又是转圈，又是跑步，似乎一点都不
累。

我们家像不像一个有趣的动物园呢？我爱这个“动物园”，
更爱“动物园”的“动物”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