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 部编版三年级一
块奶酪教学反思(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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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一

《一块奶酪》是部编教材三年级语文第三单元的一篇略读课
文。教学本节课，我的感受是：

成功之处：

一、采用学生自主识字，老师巧妙点拨的生字教学效果较好。

教师都放手让学生进行自主识字，然后向大家介绍自己的识
字方法。这大大激发了孩子识字的热情，学生们积极参与，
课堂气氛活跃，不但提高了识字效率，学生们也学得愉快而
轻松。

二、以读为本，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提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
师是学习活动积极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该以学生
自读自悟、自学探究为基础，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基于这个教学理念，我在教学《蚂蚁队长》中设计
了“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的方法进行教学。

不足之处：



该放手就放手，略读课文，正是放手的好机会，教师完全可
以提供他们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一宽松、和谐、民
主的平台上，主动学习，自主探究，交流、合作、共享学习
成果。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二

《海滨小城》是一篇写景的文章，这篇课文条理十分清楚，
先写海滨，再写小城。作者笔下的这座海滨小城拥有宜人的
自然环境，写海滨由远到近，先写大海，然后写海上的船舰
和渔民、战士，再写海滩。写小城，先写家家庭院的树，再
写公园里的大榕树，最后写干净的街道，突出了海滨小城的
美丽、整洁，抒发了作者热爱家乡的.感情。

不足之处：

1.词义部分涉及过少，学生对于部分词义不理解。

2.课堂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忽略了学生与我之间的互动，学
生参与过少。

3.我对于学生的课堂回答的评价应再多元化一些。

较好之处：

1.在本文最开始导入部分，运用音频加图片，充分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2.整节课，我通过让学生进行一系列的读，了解文章内容，
感受作者表达的情感。

3.在生字教学部分讲解详细，学生写字兴趣浓厚。

4.对于文本的学习，我采取由扶到放的方式，从第二部分开



始放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

文档为doc格式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三

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学习识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篇文章
中，有学生容易弄混的字，比如“修”和“鲜”这两个字，
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将两封信的内容画出来并完整的读出来。

在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中，我运用了谈话趣味导入法，问大
家有没有写过信，你们一般会告诉亲人什么事情来揭示课题。
接下来就是引导学生学习生字，不足的是，在教学生字时，
我只是让个别学生起来分享他的识字方法，说完之后就一带
而过了，也没有让大家一起重复。后来我请教了师傅，他告
诉我说好的方法应该一起分享，一个人说出了不一定其他同
学都会，一定要让学生多说这样才能记忆的更牢固，我想了
想确实是这样，熟能才能生巧，让学生动嘴给自己深刻印象
在以后的书写过程中会立即反应出来这个字的构架。

在讲到“珠”这个字的时候，我引导学生可不可以换一个偏
旁组成一个新的字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出可以换成“铢”
这个字，我当时直接说了一句没有这个字，就过去了，下来
我查了查字典确实有这个字，顿时发现自己备课的时候不够
充分，没有认真查阅相关资料，自己的语文功底也不是很足
所以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这也给我了一个警钟，应该多阅读
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在备课的过程中要进行充分的预
设和生成。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四

《荷花》描写了公园里盛开了一池美丽的荷花，荷花有各种
各样的姿态以及我看荷花时的感受。抒发了作者热爱大自然
的思想感情。



课前，我先让学生用平时积累的语言形容以前所见到的荷花
的样子，之后用课件呈现荷花图，那一池婀娜多姿、千姿百
态的荷花，深深地吸引了学生，让学生首先在视觉上感受到
荷花的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便走进课文，体会
这篇课文描写荷花的优美语言。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让学生在扫清生字障碍后，从文中找出
自己认为把荷花写得很美的句子，读一读，想一想荷花美在
哪里，作者为什么能把荷花写得这样美？在交流时，引导学
生体会文中用得好的“冒”字，以此感受作者语言的精到，
然后用不同的展示荷花开放的不同状态，帮助学生更直观地
感受荷花美丽的姿态。通过不同的读书形式激起学生的'读书
兴趣，通过个人读、指名读、男女生赛读、齐读等方式，让
学生在读中感悟荷花的美丽，也帮助学生尽快背诵，这一环
节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文语言文字美的品位，也促进了学生
对优美词汇的积累。

教学中，我设计了一个语言训练的环节：在学习完第二自然
段后，我让学生根据我提供的想象白荷花还会有哪些不同的
姿势，用“有的好像”的句式说话，学生有的说出了“有的
躲在荷叶下，好像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说“有的一朵靠在
另一朵旁边，好像在说悄悄话”，有的说“有的三段荷花紧
挨在一起，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的说“有的荷花歪着
头，像在和蜻蜓说悄悄话”，有的说“有的荷花靠在荷叶上，
像在享受温暖的阳光”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让我很惊喜。

这节课，我借助美丽的，引导学生进入美的境界，在听说读
写的训练中受到熏陶，可以说达到了教师和学生双赢的目的。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五

本单元四个小故事意在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矛和盾的集合》告诉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汲
取别人的优点集于自身，扬长避短。在教授本文是应顺势让



同学谈一下自己最欣赏的同学的优点，并向他们学习。

《科利亚的匣子》告诉我们时间在流逝，一切都在发生着变
化，我们要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陶罐和铁
罐》《狮子和鹿》则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得学会正确的评价自己。

寻找每篇课文的训练点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是培养语
文素养的基本手段。本单元的训练点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我
选择了以下几点：

1、听在单元过关时，词语关与朗读关由评审团负责评价，锻
炼认真倾听的习惯。

2、说内容关意在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与表达能力。由于本单
元课文内容浅显，主题思想明确，我的教学重点在于围绕中
心展开讨论，交流自已是否有过相同的经历，或如何看待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进行“说”能力训练。

3、读不仅要读正确流利，还要读出自已的感受与理解，这就
需要精读与品读。在精读引领环节，我让孩子们找出自己喜
欢的句子，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1）用词准确生动，如动词的运用、四字词语的使用。

（2）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语言生动。

（3）它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我觉得这是语言鉴赏能力训练
的初始阶段，时间长了，孩子们也就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品
读课文了。

4、写在品读《科利亚的匣子》一文时，我抓住科里亚埋匣子
的一个细节进行写作指导，用恰当的动词来描写清晨起床情
节，效果较好。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六

本单元的课文讲的是几位名人的故事，但课文所展示的不是
他们作为名人的丰功伟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课
文通过具体的.事例展示了那些名人在平凡的小事中不平凡的
一面。课前，我让学生搜集有关这些名人的资料，课文教学
中以列宁和小男孩你喜欢谁为主线，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抓
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体会人物的心理，感受作者的写
法。学生能够从文章中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文章内容。在教
学第一段时引导学生了解作者抓特点写灰雀的方法。这篇课
文教学中着重引导学生抓住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心
理活动。孩子们通过抓重点词句，体会到了高尔基对孩子的
关心与爱护，也体会到了小男孩的聪明、勇敢、对工作一丝
不苟。续写很成功，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小男孩会回来，并成
功完成了拍摄任务。学生续写非常成功，想象丰富，语言优
美。实践证明，给孩子一个空间，它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本单元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还比较好，但是课前预习做得很
不好，没有几个人去查找搜集资料，以后在这方面还要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这单元的习作是写一个熟悉的人，大部分学
生掌握了写作方法，条理清楚，知道通过具体的事情去写人，
也有一部分学生不知从何着手，东一句西一句，语句表达不
清，线索混乱，需要好好加强练习。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七

三年级数学下册第六单元教学反思

作业反馈：

练习中的1―3题学生完成得比较好，但在解决第4题时，由
于24米长的篱笆围的是三面，（有一面靠墙），要先求出一
面的边长，是24除以3，而不是除以4，有些学生理解为，一
面的篱笆长为24米，用上了24乘24。有的学生将24除以4，当



成四面算。此类的，已知正方形的周长，求正方形的面积的
题目还需要练习。

公顷、平方千米

教学反思：学生对公顷与平方千米面积概念的建立很难,何时
选用“公顷”何时选用“平方千米”，有时候自己觉得都比
较难把握。因此做题目时，我都是先从网上进行查阅后，心
里有数了，才让学生练。普遍说来，在种植园、或花园、公
园之类的用“公顷”，在说地区面积大小时用“平方千米”，
不知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作业反馈：此次作业中有这样两道题目错的较多：1、判断：
用6个相同的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只有2种拼法。有些学
生把相同拼法的不同方向摆放认为是不同的方法。2、一面墙
粉刷，长8米、宽4米，里面有两扇窗，是边长2米的正方形。
此题，用图出示。很多同学算出墙的面积后，也知道要减去
窗户的面积，但从算式上看，都减去正方形的'周长。看来，
学生对面积与周长分开独立计算时情况好一些，混在一起，
有些混淆。需要再进行对比练习。

面积的整理和复习

教学反思：这节课当学生将知识点进行梳理后，时间已经占
去了大半，因此进行练习的时间不多，练习的第7题学生对洒
水车的运行不大能理解，因此在第二个班级上课时，把第7题
提到课堂上进行练习，并讲解洒水车的运行情况，使之明白，
求洒水的大小是求一个长方形的面积。

作业反馈：

此次作业的第三题要求在方格纸上画出面积是5平方厘米的图
形，你能画几种？周长相等吗？我要求学生画出后，算出图
形的周长，发现较多学生画出的2种图形算出的周长相等。这



样对学生理解“面积相等，周长不一定相等”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应该进行汇总，再进行比较。

部编三上第四单元反思篇八

《赵州桥》介绍了赵州桥的雄伟、坚固、美观，赞扬了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在感受赵州桥十分雄伟时，我以教室为例，赵州桥长50多米，
相当于7间教室连在一齐；宽9米多，相当于一间半教室的宽
度，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体会雄伟，比较形象。

分析赵州桥的坚固时，我引导学生透过阅读文本体会李春如
何设计赵州桥，他为什么这样设计，来体会李春的聪明才智。
在课堂上，我做了个试验，用一张纸做成桥面，两岸用词典
代替，桥面平直时，纸无法撑住书；桥面呈拱形时，纸则可
稳稳地将较重的书撑起。问：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学生透过
观察体会到：拱形承受的力比平直的状态承受的力大，赵州
桥共有五个拱形，使得赵州桥更为坚固。这个实验帮忙学生
理解了拱形的作用，我还引入了一些资料：1300多年来，赵
州桥以前历过10次洪水，８次地震和多年的战争，但至今，
它依然稳稳地屹立在河上，使学生深刻体会到赵州桥实在是
太坚固了，引导学生体会赵州桥的的美观时，我引导学生默
读课文，想象栏板上精美的图案，让学生将想象的资料用自
我的话来描述，然后出示了图片帮忙学生再现画面，读出体
会。读的形式多样，先引读，然后比赛朗读，最后背诵。

透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赵州桥的确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
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