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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第一单元 

1、大青树下的小学 

教学反思： 

        在这一节语文课的教学中，我感悟到指导朗读，除了可以创设一种

情境，再现教材的有关形象，引导学生理解教材所描写的事物，激发学生和作者

产生情感的共鸣，能读出文章的意境外，还可以巧用学生的体验，进行移情朗读，

使学生受到情感熏陶，享受审美的乐趣，从而培养语文素养。 

 

2、花的学校 

教学反思： 

\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只有自己走进文本，被文本感染，才能够

感动学生，带动学生。所以课堂上，当要求孩子们把自己想

象成一朵美丽的花，随着作者的语言嬉闹，生长。这应该是

我们理想中的灵动的语文课堂。
 

 

 

3、*不懂就要问 

 教学反思： 

    课文借用孙中山小时候上私塾的故事，告诉我们“学

问学问，不懂就要问。”当学生问到孙中山向先生提问，不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怕挨打吗？孙中山说：“为了弄清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

理解孙中山回答同学的那句话，学习他的勤学好问的精神，

这是课文中的一个教学难点，因为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孙中

山宁可冒着挨打的危险，也要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我借机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向孙中山学习，不要害怕被责备，

不懂就要大胆地问。同时我也反思自己平时有没有这样的行

为，是不是在无意间扼杀了学生提问的勇气和积极性。 

语文园地一 

 

教学反思： 

》

 

语文园地课通常都是按部就班，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讲解，

这样的课堂远远达不到活力课堂的要求。在调研课中，我选

择了上语文园地一，这是一个挑战。上完课下来，很多地方

值得深思。如何把“设疑、探究、生成、评价、应用”运用

在复习整合课中，需要继续探讨。从园地内容看，有“口语

交际”、“习作”、“交流平台”、“日积月累”“词句段运用”

等这几个内容。我把“交流平台”、“日积月累”放在一节课

上一起讲。对于这两个内容，如何连接、如何过渡是备课时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以前讲这些内容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

连接和过渡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节完整的课，这是不行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从这节课看来，我对教材的研读与把握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备课不仅要认真，还要钻研，这样才能更好让学生掌握。在

背诗歌环节，我按照三年级在经典文化学习中的方法让孩子

们用不同形式读，大致说诗句意思，比赛背诵，说背诵方法。

在“读读背背“内容上，把重点放在了认字上，应该是把重

点放在区别形近字上，可通过组词形式区别。备课，还是备

课，钻研，继续钻研，学习，永无止境，才能实现活力课堂。
 

 

第二单元 

4、古诗三首 

山行 

赠刘景文 

夜书所见 

教学反思： 

中年级的古诗教学，要重视指导学生感受诗的内容，充分领

悟诗人的情感，然而诗的语言是浓缩的精华，加之诗人的创

作背景学生根本无法体验。所以，不能单单逐句理解诗句的

意思，而应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进行感悟。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5、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教学反思： 

"

 

教学中，我首先通过问学生在上学路上有什么发现，引入新

课。然后让学生通过 PPT 课件感受上学路上水泥道的美。把

学生带入课文中，让学生在读中抓住重点句子：“水泥道像

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

光的地毯，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到路的尽

头……”感受水泥道的美。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发现美的乐趣

和美带给人的快乐。
 

 

6、秋天的雨 

教学反思： 

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感受散文中优美及巧妙比喻的意境，我

以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带着思考导入主题，给他们逐一看课

件和故事，让他们找一找秋天有些什么景色，并边进行提问：

把什么比喻成了什么？视频中小朋友们为什么喜欢秋天？

引发学生学习并回答：作者把秋天的雨比做一把钥匙，秋天

有很多的水果，也有很多非常漂亮景色。 

但是由于准备不是很充足，缺少了单张图片展示，因此，学

生在理解秋天的颜色，秋天的气味的方面都不是很顺利。尤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其是“把黄颜色和红颜色给了谁？(银杏、枫树)没有孩子能

回答出来，说明孩子们的知识经验还不是很丰富，以后在活

动之前，我都应该考虑到前期经验的灌输，使活动能很好地

开展。比如说，秋天的气味方面，我可以让他们先闻一下橘

子的香味，菠萝的香味……这样，他们就能充分的体验到秋

天的好多气味。 

综合本次欣赏活动，我在教学中运用了多种方法，让学生在

视频中学习到比喻手法和欣赏观看的讨论形式，使学生充分

感受到秋天的美。 

 

 

7、*听听，秋的声音 

~

 

教学反思：
 

在本课的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语文、运用语言文字的

兴趣，我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想象秋天还有哪些特有的声音，

并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 

当然，这节课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自由组合写小诗的

过程中，个别学生还没有完全融入进去，合作意识不够，另

外，学生想象力丰富，但语言贫乏、口语表达能力也跟不上，

导致了“我口难表我思，我手难写我想”，这些都是我以后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的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的问题，也是日后语文教学努力探索

并积极改进的方向。 

习作 2 写日记 

教学反思： 

这次习作指导我带着学生把课本上的习作读了几遍。然后和

同学们探讨了一下日记的格式问题。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我

很欣慰，下次再上课的时候我会多加一点和同学们的互动时

间，增强他们的积极性。 

语文园地二 

教学反思： 

！

 

教学中我先通过给同学们出一个之前他们不理解的词语来

引入新课，然后和他们一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

问题，接着让同学们通过 PPT 看到一些关于四季的图片等，

让同学们真实感受四季的变化，把同学们带入到教材中，并

且让同学们自己小组内思考有什么形容季节的词语，随后全

班一起讨论。最后练习正确的使用钢笔，注意执笔的姿势和

坐姿。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第三单元 

8、去年的树 

教学反思：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用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在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中，

我确立了两个重要教学目标：1、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

感受小鸟和大树之间深厚的友谊，初步体会到诚信的可贵。 

在教学中，把学生带入文本，带入作者的心灵，为了更好地

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是非常必要

的．因此，我首先让学生走进课文中的种种角色，体会每一

个角色的思想感情．让学生重点抓住课文中小鸟的三次问话

的语气，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

寻找时的焦急与艰辛，越来越明朗。这样，渐渐地，孩子们

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再通

过不同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悟语言，学生从读中能有所感

悟，懂得友情的珍贵。 

'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9、*那一定会很好
 

教学反思： 

课文无论是种子钻出泥土，成长为一棵大树，还是大树被砍

倒后被人们做成手推车，做成椅子，铺成木地板，“很好”

二字一直贯穿其中。要让学生通过读书体会到这种无论在怎

样的环境里快乐的心态很重要。因此，教学中抓住含有舒服

的词语的句子反复读、感悟、体会，效果还不错。《去年的

树》这个童话故事，意在让学生感悟信守承诺的重要，两篇

课文的不同点因为学生年龄小，说不全面，需要好好引导。 

 

 

10、在牛肚子里旅行 

教学反思： 

上完这节课后，感觉要比上《那一定会很好》一课轻松得多。

之所以会有这种轻松的感觉，全归功于课前的精心准备。课

前，有老师特意提醒我：要注意处理好教学环节，一定要结

合文本进行口语训练，预设前要结合学生的知识点……可以

说，这一席话让我明确了这节课的教学方向与思路，因此才

会有如此的进步。但仍有诸多不足：如各环节之间的过渡不

够自然，教师说得太多，学生说得太少，对学生进行的语言

训练活动量不足，忽略了学生与文本之间的直接对话等。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11、*一块奶酪 

\

 

教学反思：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只有自己走进文本，被文本感染感动，才

能够感动学生，带动学生。课堂上，我要求孩子们把自己想

象成一只面对美味诱人的奶酪的小蚂蚁，随着文字走进蚂蚁

们的内心世界，感悟体验蚂蚁群的自律，毅力，体验作为队

长的蚂蚁的严于律己，爱护幼小的品质，从而受到教育。我

要求学生们在生活实践中践行这些优秀品质。这应该是我们

语文课堂作为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习作 3 我来编童话 

教学反思： 

要大胆地让学生去想象，创新，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想象，从

而使学生体验创作童话故事的乐趣。引导学生在讲述故事时

不必过于严谨，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即可。 

语文园地三 

教学反思：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要放手让学生去观察、议论、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从而

使学生体验发现的快乐，感受汉语的丰富。引导发现时不必

用准确的术语来表述，学生用自己的话大致说清即可。“日

积月累”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第四单元 

12、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教学反思： 

在这个童话中，有几处写了“老屋说：‘再见，好了，我到

了倒下的时候了！”，但是要学生真正理解或者说说老屋给他

们的印象，也许他们还体会不出来，也说不会用什么语言来

描述老屋的内心世界，因此，教学中需要让学生想象表演来

体会，例如：第一次，老屋说：‘再见，好了，我到了倒下

的时候了！”我让学生做出老屋将要倒下，放弃一切时的表

情，学生做的还是不错的。在全文学完后，我和全班学生一

起进行故事情景表演，一个学生演老屋，3 个孩子演其他的

小动物，其他学生和我一起朗读课文，在边读边演的过程中

把课文内容再现，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13、*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教学反思： 

这节课，孩子们兴致勃勃，颇有收获，我也上得轻松、兴味

盎然。如果给点时间让孩子们自主选择胡萝卜先生帮助别人

的一个场景，和同桌合作表演，然后叫几组同学上台表演，

能培养更多孩子的即兴表演能力和合作参与意识，效果会更

好。 

#

 

 

14、*不会叫的狗
 

教学反思： 

在设计本节课时，我安排了一个续写结尾的环节，但这个环

节到底应该安排在哪里，一直没有定下来。按常理应该是安

排在分析完课文之后，因为先把握文本再进行写作训练更符

合教学规律。 

口语交际 4  名字里的故事 

教学反思： 

本课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发现并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来体会

名字中包含的意义，以及父母为我们起名字时寄托在里面的

希望和对我们的爱。并且能够了解一些名人的名字的含义，

以此增加语文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对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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