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优
质6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
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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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一

以《新课程标准》为指针，以本册教材为蓝本，全面贯彻教
育方针，凸显“以人为本”，注重培养能力，实施素质教育，
为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培养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

二、教学目标

1、着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2、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注重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3、加强课内外阅读的指导与训练，重视文化熏陶，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

4、适时适当开展语文实践活动，学习观察大自然，观察社会，
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鲜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

三、学情分析

本班学生男生数多于女生数，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乡村，性格
单纯，天真可爱。但由于生活环境所致，学生普遍基础较差，



学习习惯马虎。因此，本学期教学的重点放在正确引导，细
心点拨，注重基础，培养能力，强化训练，稳步提高。

四、主要措施

1、加强拼音、识字教学，充分利用媒体、趣味活动，渲染氛
围，激发学趣。

2、重视语文知识的积累，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提高语言的
表达能力。

3、针对学生差异，把握个性特点，做好培优转差，增强合作
意识。

4、注重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让
学生快乐的学习语文。

5、加强课内外阅读的指导与训练，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学
生的文化素养。

五、教学进度

时间教学内容

第一周收心教育1、《大海的歌》

第二周2、《帽子和鸟窝》3、《吹泡泡》

第三周4、《沙滩上的童话》语文百花园(一)

第四周5、《山雀》6、《蜗牛》

第五周7、《寓言两则》8、《好伙伴》

第六周国庆长假



第七周语文百花园(二)9、《电脑棋手》

第八周10、《走马灯的奥秘》11、《孩子考科学家》12、
《空气在哪里》

第九周语文百花园(三)13、《古诗两首》

第十周14、《庐山的云雾》15、《锡林郭勒大草原》16、
《赵州桥》

第十一周语文百花园(四)17、《七颗钻石》

第十二周18、《平分生命》19、《倾斜的伞》20、《一颗小
豌豆》

第十三周语文百花园(五)21、《群众也在淋雨》

第十四周22、《珍贵的教科书》23、《神童的'秘诀》24、
《说话算数》

第十五周语文百花园(六)25、《古诗两首》

第十六周26、《父亲树林和鸟》27、《一个小村庄的故
事》28、《南极一片净土》

第十七周语文百花园(七)29、《炎帝创市》

第十八周30、《年的来历》31、《阿凡提的故事》32、《哪
吒闹海》

第十九周语文百花园(八)期末复习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二

本学年三年级两个教学班，学生思维活泼，想象丰富，接受



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动手能力较强，上课
气氛活泼，接受能力特强。同学们普遍提高了对美的感受能
力，形成了健康的审美情趣，大部分学生对美术学习有着浓
厚的兴趣。

二、学期教学目标

本册教材是以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为主线，以由浅入深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内容为副线，主、副线密切关联，穿插并
行。主要内容包括：水墨游戏、构图知识、色彩、工艺制作、
玩具、实用设计、电脑美术、欣赏等。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材重点：

在循序渐进的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始终贯穿审
美性和情意性的教学要求，兼顾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知识技能
的学习的两方面的需要。 教材难点：

强调趣味性的美术学习，设计内容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强化学生美术学习的兴趣;在继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美术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充分体会社会的进步与多元化的美
术发展方向。

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具体措施

根据本班学生实际与个人的目标，抓住新课程理念的一个点
谈本学期的具体措施(合作的学习方式、学科实践活动、创造
性的培养、电教辅助教学、评价的改革、减负手段等)

五、全册教学进度 周次内容

第七周《绒线绕绕》 第八周《甜蜜的梦》 第九周《金色的
浮雕》



第十周《变幻无穷的形象》 第十一周《变废为宝》 第十二周
《我们的节日》

第十三周《二十二世纪的建筑》 第十四周 《电脑美术》 第
十五周《会飞的玩具》

转变学习方式，把学习过程变成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不断生
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发现、探
究、研讨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从而使每一个学生真正成为
美术学习的主体，让学生自己在探究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而发展综合实践能力。

以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丰富学生的视觉、触觉和审美经
验;在美术活动过程中强调趣味性的美术学习，教学内容和活
动方式要充分考虑开放性、立体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六、教具准备： 电脑 课件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三

一、发声训练部分：

在气息的控制下，逐步扩展高音。

运用不同的力度、速度、音色表现歌曲的情感。

唱保持音时，声音要饱满。

学习二声部合唱，注意音量的均衡，音色的协调。

二、视唱、知识、练耳部分：

1、读谱知识：



(1)、认识变音记号：升记号、还原记号，知道其作用。

(2)、学习一个升号的调，熟悉g自然大调各音在高音谱表及
键盘上的位置(不讲调式、音阶的概念)

(3)、理解3/8、6/8拍号的含义。懂得六拍子的强弱规律，学
习其指挥图式。

(4)、学习三连音，切分音;认识速度标记;认识保持音记号。

2、视唱部分：

(1)、视唱在g调号上的自然大小调音阶和中国传统五声调式
音阶。

(2)、练唱有增四、减五度旋律音程的练习曲。

(3)、分二声部练唱大小六度和声音程(不讲名称)。

(4)、在教师帮助下：视唱在c调号和g调号上的单声部歌曲;
视唱有临时升记号的单声部歌曲;视唱4~8小节二声部歌曲。

(5)、划拍视唱二、三、四拍歌曲。

3、练耳部分：

(1)、使用c调号听记二拍子的2~4小节单旋律。

(2)、听记2~4小节节奏。

(3)、听记和声音程中的两个音。

三、欣赏部分：



结合音乐作品的欣赏，了解一些旋律的初步知识(如旋律进行
的方式、特点和一般的表现意义)，以进一步加强情感体验的
能力，加深对音乐形象的感受，进入比较深入的欣赏。

教材分析：

三年级时期的学习非常重要。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承上启下的
作用。在本学期，学生将巩固并自己应用曾经学过的知识，
而且，学期学习的知识又为今后三年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学期教材在乐理方面又加深了难度，如一个升号的调，升
记号和还原记号等，为今后的五线谱学习做好了伏笔。小学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材作为全新的教材，在编写中主要体现以
下基本理念：

1、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2、以审美为中心。

3、以(音乐)文化为主线。

4、加强实践与创造。

5、加强综合与渗透。

6、把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贯穿于始终

本册教材基本内容包括：聆听、表演、编创与活动。新教材
的曲目选择，考虑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注重歌
曲的可唱性与欣赏曲的可听性。在创造与活动中，开展多种
形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评估多方位，多角度，
形式丰富多彩了。

学生情况分析：

这个阶段我会注重作好以前和今后知识的衔接工作。我会采



取多种方式策略，帮助学生自己熟练的应用所学过的知识。
并要注意避免学生厌烦枯燥的乐理知识的学习，采取游戏的
方式让学生边玩边学。

教学措施

1、认真备课，做好前备、复备工作，为能使学生上好课做好
充分的准备工作，备课时注意与新课标结合，并注意备学生。

2、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要注意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法，使
学生能够充分发展。

3、设计好每堂课的导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课堂形式设计多样，充满知识性、趣味性、探索性、挑战
性以及表演性。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最
大限度地学到知识，掌握技能。并注意在课堂上采取一定的
形式，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

5、积极和其他学科沟通，积极研究学科整合。响应新课标要
求。

6、多看多听其他学校的课程，在本校多实施，使学生开阔眼
界。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四

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
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
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学会探究问题的策略，为他们
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1、整体学习状况：三年级学生整体学习科学兴趣很高，学习
比较认真，但缺乏灵活性，普遍习惯于常规课堂学习模式，



而不善于设法自主去获取知识并在生活中灵活运用知识。因
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了解上，理解不甚深
刻，运用能力差。

2、已有知识、经验：从课外书中获得的科学知识比较丰富，
但科学探究能力比较弱。家长和某些教师偏重于语数教学，
使学生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接触大自然，更没有得到大人和
老师及时、周到的指导，使学生没能很好地在观察、实验、
调查等实践活动中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思想情感。

3、儿童心理分析：在小学阶段，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
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他们乐于动手操作具体形象的物体，而
我们的科学课程内容贴近小学生的的生活，强调用符合小学
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科学，学生必将对科学学科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

1、全册内容情况和各单元教学目标：

本册内容由“植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命周期”“温度
与水的变化”“磁铁”四个单元组成。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将引领学生在种植风仙花的过程
中，观察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发育历程，发现其生长变化的
规律，知道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都要经历“种子萌发”“幼
苗生长”营养生长”“开花结果”这样的生命周期。同时伴
随着生长过程，指导学生研究植物主要器官一根、茎、叶的
功能，初步认识植物体都有维持其生存的结构、结构与功能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动物的生命周期”单元，将指导学生亲历养蚕的过程，了
解蚕的一生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死亡的生命周期，
并以蚕的生命周期为例，从常见动物的生命过程中，以及从
人体特点的观察中，认识动物和人的生命周期。



“温度与水的变化”单元，将以水为例，引导学生探究热量
和物质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水的固、液和气三态，
研究水在融化、结冰、蒸发和凝结等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帮
助他们初步认识物质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与外界条件
密切相关的。同时，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自然界物质“循环”
的概念。

“磁铁”单元将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安排一系列的探
究活动，引领学生认识磁铁具有磁性、磁铁两极磁力最强、
磁铁能指南北、磁铁具有异极相吸和同极相斥等性质。并通
过做一个指南针和学习用指南针确定方向等方向，了解磁铁
的应用。

2、主要材料清单：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

大豆、玉米、花生、莲花、风仙花等植物的种子，放大镜，
花盆、土壤、铲子等种植工具，透明玻璃杯、卫生纸等;试管、
带根的新鲜芫萎、植物油等;不同生长阶段的风仙花植株、风
仙花朵，成熟的风仙花果实;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刚出土的风
仙花照片;植物叶的水平分布照片;植物叶的垂直分布照片;植
物光合作用示意图;植物光合作用的相关资料及图片、几个主
要生长阶段的风仙花照片等。

“动物的生命周期”单元

蚕卵，放大镜、饲养盒;不同生长阶段的蚕;蚕茧及蛹，小剪
刀，手电筒;热水，小碗，竹签，丝绸制品;蚕蛾、蜻蜓、蚂
蚁、蝴蝶的图片或标片;有关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图片及资
料;学生从出生到现在每年的身高、体重、牙齿等生长变化的
资料;婴儿、幼儿园或小学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身
体特点的图片或影像资料。



“温度与水的变化”单元

气温计、体温计、水温计(测量范围在一200c-}-1100c)、自制
温度计模型(刻度范围在一200c-}-1100c)，其他各种式样、不
同用途的温度计;观察用冰块及盛放冰块的浅盘;保温杯、冰
块、食盐、试管、烧杯、可封口小塑料袋、玻璃杯、浅碟;云、
雾、雨、露、霜、雪、冰等自然现象挂图或影像资料。

“磁铁”单元

各种形状的磁铁，包括没有标注南北极的磁铁;铁的物品、一
些金属物品及非金属物品;一定数量的铁钉、回形针、大头针、
钢珠和大钢针;不同材质的人民币硬币((1元的钢币，5角的铜
币和钢币，1角的铝币和钢币，分值的铝币);盒式指南针，做
指南针的材料(可以让学生自备)。

本册教学内容仍然属于生命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范畴，但是探
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指导学生对变化的事物进行观察，
观察其变化的过程并探究其变化的规律。本册教学还要结合
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生物与环
境、生物的结构与功能、物质状态变化与热量、物体性质和
用途的关系等。

在科学探究方面，本册的教学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和实验能力。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观察、记录的习惯
和能力，并学习用流程图、循环图等方法记录观察结果。同
时重视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的.培养和实证意识的培养。例如指
导学生学习定量的观察，经历“观察现象一提出问题一做出
假设(解释)一分析、检验假设一寻求新的证据以做出新的假
设……”的科学探究过程。使其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
研究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升。

1、提高课堂效率措施：



(1)根据教材及学生的实际认真备好课，准备好活动材料，做
到吃透教材，设计好科学活动、问题和作业。

(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自身精神饱满，面向每一位学生进行
教学，努力调整每位学生积极性，把握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
习心态，并适时调整。

(3）进一步确立学生的主体意识，对学生的回答和作业及时
准确反馈，贯彻以表扬鼓励为主的原则。

(4）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训练学生的比较、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2、提优补差措施：

（1）鼓励学生扩大阅读量，多看一些有益的课外书籍，并提
倡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验、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活
动，以进一步提高能力。

（2）帮助后进生建立自信心，继而贯彻表扬鼓励为主的原则，
培养学生对科学课学习的兴趣。

（3）延伸课堂内容，采取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4）加强优生与后进生的联系，促使他们互相帮助，在团结
的气氛中尽快成长。3、其它措施：

（1）利用学校设施优势，采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课堂教学，
既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又可以促使学生在多样化的环境
中灵活掌握知识。

（2）重视活动的总结，注重课后交流、单元总结。

（3）科学课堂教学要兼顾实与活。



xx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五

这一册教材包括下面内容：1、时、分、秒2、万以内的加法
和减法（一）3测量4、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5倍的认
识6多位数乘一位数7、长方形和正方形8、分数的初步认识9、
数学广角10、总复习。

在数与计算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笔
算，多位数乘一位数，有余数的除法以及分数的初步认识。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笔算是小学生应该掌握和形成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也是进一步学习多位数笔算乘除法的基础。

在空间与图形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四边形一单元，这是
教材的另一个重点内容，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认
识平行四边形，掌握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了解周长
的含义，学会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等。同时使学生通
过直观操作，进一步感知平面图形之间的关系，促进空间观
念的发展。

数学广角教学内容，继续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猜测实验、推
理等活动，找出事物简单的排列数和组合数，培养观察、操
作及归纳推理的能力。

1、能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会笔算三位数加减法，会进行
相应的估算和验算。

2、会口算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数，会笔算一位数乘二、三位
数，并会进行估算。

3、初步认识简单的分数（分母小于10），会读、写分数并知
道各部分的名称，初步认识分数的大小，会计算简单的同分
母分数的加减法。



4、初步建立倍的概念，理解倍的含义，并能应用期含义解决
问题。

5、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特征，会在方格纸上画长方形和正
方形，知道周长的含义，会计算长方形、正方形的周长。

6、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分米、千米，初步建立1毫米、1分米、
1千米的长度观念，知道1吨=1000千克；认识时间单位秒，初
步建立分、秒的时间观念，知道1分=60秒，会进行有关长度、
质量和时间的简单计算。

7、初步了解集合的思想，形成发现生活的数学的意识和全面
思考问题的意识，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本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能积极思考，积极发
言，作业认真按时完成，大部分学生能够熟练地口算表内乘
法，能提出并解决生活中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但个别学生
还有没达到预期目标的，今后要加强辅导。

1、深钻教材，领会教材编写意图，备好课，向四十分钟要质
量。

2、改进课堂教学，加大课堂密度，运用激活练习，通过学生
的学习兴趣。

3、注意后进生的辅导工作，力争使他们逐步赶上来。

4、虚心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

小学三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总结篇六

本学期教学的指导提供学生熟悉的具体情景，以帮助学生理
解数学知识。



本学期我任教3年级数学。总体来说经过了两年的数学学习后，
学生在数学基本知识、技能方面基本上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对学习数学有着一定的兴趣，乐于参加学习活动中去。多数
学生已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技巧,具备初步的理解、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时能积极思考,
积极发言,作业认真按时完成。但是还有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尚缺少主动与同学交流的习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是
个别学生的计算还没有过关。二是理解题意的能力不强。三
是学生的表达能力还有待于加强，课堂上讨论不起来。四是
课堂学习习惯方面，有一部分学生的习惯很差，表现为作业
马虎、插嘴、课堂活动缺少主动性和对活动的专注。五是一
部分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同伴间缺乏合作与竞争。因此对
这些学生，我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使已经基本形成的兴趣再
接再厉的保持，要在本学期的教育教学中培养孩子的良好学
习习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探寻良好的学习方法，采用各
种激励机制，让孩子迎头赶上。

1、使学生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分米、千米和质量单位吨，建
立1毫米、1分米、1千米的长度观念和1吨的质量观念。使学
生学会单位间的换算。使学生经历测量的过程，发展测量的
技能，培养估测意识和能力。

2、使学生正确计算三位数加、减三位数。使学生结合具体情
景进行估算，提高估算意识和能力。体验验算的意义，学会
加、减法演算，初步养成检查和验算的习惯。

3、使学生认识四边形的特征，认识平行四边形，会用不同的
方式表示平行四边形。

4、使学生了解周长的概念，学会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通过长度和周长的估算，培养学生的长度观念。

5、使学生会用口算和笔算计算有余数的除法，初步会用有余
数的除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



6、认识时间单位秒，知道1分=60秒。会进行时间的简单计算，
初步建立时、分、秒的时间观念，养成遵守和爱惜时间的意
识和习惯。

7、比较熟练地口算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学会多位数乘一
位数的笔算方法，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并能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

8、初步理解分数的意义。初步认识几分之一和几分之几，会
读写简单的分数，知道分数各部分的名称和初步认识分数的
大小。会计算简单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9、使学生初步体验事情发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学会列出
简单实验所可能发生的结果，知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是
不同的，能对一些事件可能性大小进行比较。

10、使学生通过观察、猜测、实验、验证等活动，找出简单
事件的排列数和组合数，培养学生有续地、全面地思考问题
的意识和习惯。

周次日期教学内容课时

1-2.9.2——9.11测量、复习9

3-5.9.14——9.30加法、减法15

6-10.1——10.8国庆放假

7-10.9——10.16四边形8

8-10.19——10.30有余数的除法15

20-1.4-——1.13期末复习、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