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大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内容

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第五册第8课《蒲公英》二、教材分析

本文是一则童话故事，全文采用拟人的手法，写蒲公英的种
子对太阳公公的嘱咐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结果他们的命运
也各不同，从而告诫人们做事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实
事求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全文共有4个自然段，将人
生的哲理于有趣的故事之中，教学时可用3课时,本教案主要
设计第二课时,也就是课文第二、三、四自然段的教学。

三、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嘱咐”等生字组成的词语，并学用“嘱咐”造
句。3、通过朗读感悟，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做事要实事求是，
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四、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寓意。五、教学
准备多媒体课件六、教学过程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1.出示谜语，教师讲：同学们，上课前老师先出个谜语给你
们猜一猜，好不好?小小伞兵，随风飞;飞到东来，飞到西;飞
到路边田野里;安家落户生根基。

学生答：蒲公英

教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和蒲公英有关的课文，就叫
《蒲公英》(板书：蒲公英)2.(屏幕显示蒲公英花、种子的图
片。)简单介绍蒲公英。播放课文录音，对学生提出要求：可
以小声跟读，注意读准音，尤其是圈出来的生字新词。

(二)复习检查1.出示生字词

花托绒球降落伞嘱咐泥土沙漠湖泊迷惑黑黝黝数不尽百万富
翁波光粼粼茁壮竞相开放2.指名认读。全班齐读。(三)精读
训练1.学习第一自然段。

(2)引导学生发散思维，畅所欲言。2.学习第二自然段。

(1)蒲公英的种子在蓝天白云下随风飘荡，这时太阳公公看见
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自己小声读第
二自然段)(出示太阳公公的话)

(2)同学们，老师考考你们，看老师的电子白板，想一想：太
阳公公告诉蒲公英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地方能去?然后完成
后面的“填一填”：不能去，能去。

(3)太阳公公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的?(亲切)

(4)谁能用“亲切”的语气读读(指名几位学生读，给予表
扬)(5)这是太阳公公看见蒲公英的种子在空中飘荡时，嘱咐
他们的话。“嘱咐”是什么意思?(告诉别人不能怎么做，应



该怎么做;告诉别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6)能不能换成“命令
或教育”?“命令或教育”是什么样的语气?用“命令或教
育”的语气试读一下(命令一般是上级对下级，教育是老师对
学生，都不亲切，所以不能换)

(7)那么你能用嘱咐说一句话吗?(8)有感情地朗读太阳公公的
话。3.学习第三自然段。

(1)小降落伞们听了太阳公公的话，他们是怎样说的?又是怎
么做的呢?

(2)(出示)小降落伞大声答道：“放心吧，太阳公公!我们一
定到泥土中去生长!”

从“大声”“一定”以及两个感叹号，我们可以看出什么?读
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语气?(坚定，肯定)

(3)齐读这句话。

(5)一颗种子是怎么说的?

(出示)“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样意思!……我会变成百万富
翁”

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意思!”这句还可以怎么说?用什么语气
读?(轻视，看不起)他认为泥土没意思，他认为哪里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那金光闪闪的……我准会变成百万富翁”

这种子不想去黑黝黝的泥土，想去金光闪闪的沙漠，(板书：
沙漠金光闪闪)

他以为一定有数不尽的宝贝，准会变成百万富翁所以应用(向
往、自以为是)的语气去读这段话。(指名读、赛读)



(6)另一颗种子又是怎样说的呢?

4.学习第四自然段。(1)齐读第四自然段。

(2)他们的结果怎样了?指名说。板书：干死淹死茁壮成长

(3)(出示沙漠，湖泊，泥土的图片)简单讲解沙漠没水会干死，
湖泊没空气会淹死，泥土里有水分，空气和养料，种子能生
根长叶。

(4)学了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七、作业布置

假如你是太阳公公，你会怎样劝告那两颗想落到沙漠里、湖
泊里的小种子?

八、板书设计

8蒲公英

泥土沙漠湖泊黑黝黝金光闪闪波光粼粼茁壮成长干死淹死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篇二

《扬州茶馆》是朱自清先生的《说扬州》节选。朱自清是一
位语言大家，他的散文以纯真朴实的风格见长，给人疏朗清
新的感觉。这篇《扬州茶馆》，作者如一位老茶客，带着后
生到扬州茶馆品茶吃点心。但由于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的关
系，学生学习课文肯定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老师也是不能一
下子就弄懂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的，因此要上好这篇课文确
实存在很大的困难的。难在朱自清先生写出的茶馆的韵味是
向我们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文景观历史文化。于是在
处理教材的时候，尽量营造一种情境，带引着学生由浅入深
地钻研学习。



首先，出示“馆“这个字，让学生说出馆是什么意思，继而
了解茶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处所，陈述品茶是我国民族特有的
文化传统，南方、北方茶馆数不胜数，茶馆在老百姓的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其次，初步了解扬州的位置，同时温
故”扬“字的写法；随后引出课文的出处，为下文的进一步
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力图表述清晰自然，一上课就要
充分地吸引住学生。

茶馆不仅仅是品茶的地方，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于是
我让学生找出课文中介绍了哪些小吃，学生的动作很快，找
的也很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渐渐产生了兴趣，对七十多
年前的茶馆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作者不光抓“香”字来描
写，更通过描写摆放零碎小食的物件和炒白果的过程，把已
经久远的茶馆氛围直愣愣地铺展在我们面前，学生有一定的
感悟，从而更能了解作者的写作特色。

作者在文中着重介绍了烫干丝和小笼点心这两类小吃。尤其
是烫干丝，作者短短的一句话就把它的制作过程写清楚了，
连用了8个动词，我放了一段视频，让学生边看边跟着做，之
后再复述，边复述边做动作，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学生很
容易说出烫干丝的`过程。同时我再适时点出可以描写菜的制
作过程来把一道菜写具体的。为了更好地掌握顺序与动作描
写，我还设计了“炒鸡蛋”的动作，让学生说一说，写一写，
效果不错。

但是在教学课文第三小节时，由于时间关系节奏比较快，因
此没有细讲，尤其是动词只是以填空的方式匆匆带过，因此
在写“炒鸡蛋”的动词时，学生就说的不全面，而且对
于“先……接着……然后……再……最后”的顺序不甚明晰。
再者，课堂上读的不够，学生的感悟也较粗浅，对于作者的
写作意图把握还是不到位。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篇三

随手翻着语文书，发现第六单元有一篇选自《水浒传》的文
章——《武松打虎》，不由得想起了半个月前关希暐校长为
我们上的阅读指导课：《吴用智取生辰纲》，心中涌起一股
冲动，也想尝试着用关校长的方法来指导学生学习本课。

如果按照以前上课的方法，我会抓住描写老虎和武松动作的
词语来学习武松打虎的经过。听了关校的课后，我意识到：
要树立立足课堂，服务课外的思想。即要以课堂教学为契机，
教会学生阅读小说的方法，给孩子们一把打开课外阅读窗户
的钥匙，把学生引领到更广阔的天空中去学习。

有了这样的思想，我决定从小说的特点出发，站在作品创造
的高度来学习本文。首先，我让学生们回忆，在读过的小说
里，有哪些人物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说说留下的是
怎样的印象。学生们谈到了聪明机灵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
猪八戒、忠心耿耿的沙和尚、正直鲁莽的鲁智深、机智无比
的吴用等等。于是，我水到渠成地小结出小说的第一个写作
特点——以塑造人物为灵魂。接着，我让他们回忆，围绕这
些人物，小说为我们讲述了哪些故事。同学们想起了吴用智
取生辰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和尚
倒拨垂杨柳。这样，以叙述故事为内容的小说特点就逐渐在
学生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在接着的教学环节中，我紧紧围绕“在叙述武松打虎的故事
中，作者是怎样成功地刻画了武松这一人物形象的？”展开
教学。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有的抓住人物的语言，有的抓住
人物的心理活动，有的抓住人物的动作，这样细细品味一字、
一词、一句，武松那有勇有谋、沉着机智、勇猛无畏的英雄
形象渐渐丰满起来，在学生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最后，我话锋一转。告诉学生，要想真正地读懂小说，仅仅
凭这两点是不够的，必须关注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比



如：“败落的山神庙”“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
”“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只见发起一阵狂风来”“只听
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这些环境描写将武松内心的犹豫、
惊恐等情感烘托得更加突出。

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小说就清楚地明白了小说的作品特点。我
想，当他们再次读到小说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从这三个方面
去感悟作品，我已将这把打开小说作品大门的钥匙交给了孩
子们。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材的安排上，体现出新课程的理念：

１、重视口算和简便运算。如在一个数乘三位数的乘法、除
数是三位数的除法中，先学习因数及被除数、除数是整百数
的乘除法口算，被除数、除数末尾有0时的简便方法计算。学
了乘法运算定律和商不变性质后，用定律和性质进行简便运
算，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各种计算方法。

２、加强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运用迁移规律让学生主动获
取知识。在多位数的读法和写法中，让学生凭借原有的知识
基础，把万以内数的读写法推广到多位数；也可以加深对对
位数的认识。

３、突出整理、概括、提高能力培养。在多位数的加减法中，
引导学生在积累大量加减计算和解答应用题的基础上，对学
过的知识进行整理概括，对加减法进行定义，阐明加法的运
算定律及加减法的关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发
展学生的思维。

４、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注意多让学生观察、猜测、分析、
综合、比较、抽象、概括，



渗透教学思想方法。本册教学内容是学习整数的最后阶段，
在学生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猜测、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得出整数的计数法和
读写法、四则计算的关系、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定律、商不变
性质等，在运用中加深了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5、要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要注
意联系学生的实际，重视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操作活动，让学
生的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提高探究能力。

6、突出开放性，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在计算方法、试商方
法上，允许学生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灵活运用，不做
硬性规定，应用题鼓励学生用多种方法进行解答。带*号的练
习题和思考题，作为学有余力学生的练习补充，以进一步提
高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拓宽学生思考的空间，增强
学生思考的主动性，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

四、改进教学工作的措施：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思想、转差、减轻过重的学业
负担）

1、改变教学思想。

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体验。改变原有的老师讲、学生学
的思想观念，实施互动学习（师生合作、生生合作、生网合
作等），自主 探究，老师给营造一个宽松、合谐，充满爱、
民主、喜悦的学习氛围。由学生自主合作去探究、研讨，老
师作好参谋，当好后勤，作学生的服务员。

2、注重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

重视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
教学要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结合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已



有的知识设计富有情趣的习题，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生活
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重视数学知识的课外延伸，加强数
学知识的实用性和开放性。在教学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正归一和反归一等应用题时,结合生活实例，使所要学习的数
学问题具体化、形象化，激发学生求知的内驱力。

3、注意教学的开放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适当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给学生提
供自主探索的机会。

4、面向全体、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1）、加强基础训练，在计算方面，重点是要加强口算训练，
。在应用题方面，要重视一步计算应用题的练习。在练习中
必须重视应用题结构的训练，如根据条件补充问题、根据问
题补充条件等，这种题目要经常训练，它对于提高学生分析
数量关系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2）、实施分层教学，弹性教学，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不
同的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布置不同的作业，注意因
材施教，力求“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即下要保义务教育的
共同要求，上要引导兴趣浓厚，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发展。
把共同要求和发展个性结合起来。

（3）、重视学生的课时目标过关和单元素质过关，作业严把
关，加强信息交流，及时反馈，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5、 结合多媒体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计算机对文字、图象、声音、动画等信
息进行处理，形成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系统，
进行视、听、触、想等多种方式的形象教学; 改革课堂问答



方式，实施参与性教学。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
往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教学或实
验上的技能问题，而提出问题，却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
我计划在教学中以注重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指导。常把
提出问题的权利交给学生，给他们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让
他们学得主动 积极，有充分的机会去发现，去研究，去创造。

6、 作业设计力求准确、简洁、规范、方便教学。

冀教版四年级思品教学反思篇五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能区别“漂、游、跑”的意义。

2、继续根据要求预习课文，理解词语“清亮”和“清脆”的
不同。

3、通过对文中词句的理解，感受小溪流活泼欢快，积极向前
的生活态度。

继续预习课文并从反馈交流情况入手。

预习理解的正确性。

预习课文

同学们，你们见过会唱歌的小溪流吗？你们听过小溪流唱的
歌吗？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严文井所写的《小溪流的歌》，
去认真感受一下这首永唱不衰的歌吧。

2、引出课题，小溪流究竟唱着怎样的一首歌呢？

1、这是一首怎样的歌？

2、出示关于描写小溪流向前奔流的句子，让学生填写完整。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唱着歌），（不分日夜）地向前奔流。

小溪流一边（奔流），一边（玩耍）。

小溪流（笑）着往前跑。

小溪流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奔流，奔流，渐渐地，又有许
多别的小溪流来跟他汇合。

3、读第2、3小节，思考：你觉得小溪流的奔跑有着怎样的特
点？

4、组织交流：

（1）第2小节从“快乐”入手。圈出小溪流动作的词语。

（2）朗读小溪流、小树叶、小蝌蚪的句子，想像有趣的情景。

（3）第3小节围绕“不怕困难”来交流，抓住“轻轻跳跃、
一股劲儿、什么也阻止不了”等词语。

（5）最后一小节，扣住“不知疲倦”，归纳出小溪流唱的是
一首活泼快乐、积极向前永不停息的前进之歌。

2、推荐阅读《小溪流的歌》原文。

2、小溪流的歌

活泼欢快不知疲倦勇往直前

小溪流小河大江海洋

这是一则童话故事，学生很乐意去学。因此我充分利用学生
的这一心理，让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自自主去学习，通过感
知指导，让学生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语气去体现人物特点，



表达作者思想感情，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大致知道了小
溪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而且很可爱。在教学时，我发现学生
对小溪流和枯树桩和枯草的对话很感兴趣，因此我抓住了这
一契机，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在朗读中去体会去比较，使他
们更清晰地体会到了小溪流那永不停息的精神。

在作业练习中，少数同学对文章的主旨认识不够清晰，完
成“读写双通道”时，有些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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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同事的交流，我们认为，首先要慢下来，给学生消化
吸收的时间，不要急于求成。第二，针对问题，一点一点讲
清讲透，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训练。第三，帮助学生梳理知
识，归纳整理，让学生对本单元知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能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找到问题所在。只有
这样，才能把问题一个个消灭掉。后来的几次课，我依计而
行。果然作业效果有了很大改观。批改起来也顺畅多了。单
元检测在即，我想对本单元的问题再做一个小结，帮助大家
突破难点，掌握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