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汇
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利用物象重组方法创作新形象，给人以新奇、强烈的视觉感
受。这节课同学们学习兴趣较高，这种近乎游戏般的绘画创
作活动，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
通过多媒体使学生非常直观地看到物象重组的各种不同方法，
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做到了心中有数，创作起来比较
得心应手。另外一个亮点是学生利用老师提供的素材进行重
组游戏，大家参与积极，通过活动对物象重组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在评价时，教师采用先让每幅画的作者当小讲解员，
说出自己的奇特想法，然后大家再互评的方法，不仅使作者
有了一个表达、展示的机会，还能够让其他同学了解其作画
意图，效果很好。当然此课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少量同学的
作品有雷同现象，说明有的同学还没有开动脑筋去想象创作，
这就要求我们还要想办法提高这些同学的绘画创作能力。

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黄河的主人》是一篇意蕴深刻、震撼人心的优美散文，描
写了波浪汹涌的黄河及艄公驾驭羊皮筏子上的沉着冷静，赞
扬了艄公凭着勇敢、智慧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的黄河，
被誉为“黄河的主人”。

课前我就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黄河的资料，课堂上学生展示后
我觉得学生对黄河的感受还不够深刻，就播放了一段黄河波



涛浪涌的视频，学生观看后，对黄河的汹涌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

导入课文时，我通过质疑课题“谁是黄河的主人”直接切入，
引导学生在文中最后一小节找出“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
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
黄河的主人。”紧接着就是提问：为什么将艄公称为“黄河
的主人”?整篇课文的学习也就是围绕这个大问题展开。我觉
得这样设计，有利于抓住文章的核心，学生也能有所得。

在教学艄公是“黄河的主人”环节中，我没有一步一步的教
学，而是直接出示要求：从文中找出能证明艄公是黄河主人
的句子并读一读，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文章、做批注。
后来在交流中我发现，学生讲得非常好，找出了很多句子。
还有些句子存在争议，我就因势利导带着学生一块儿讨论，
我欣喜的看到有些问题学生回答的比我设想的还要精彩，课
堂上不时传来阵阵欢呼声。整节课进行的非常流畅，学生在
讨论和交流中就说出了艄公的沉着冷静、胆大心细和机智勇
敢等品质，我只扮演了引导者和总结者的角色，班级很多学
生都参与了进来，有的踊跃发言，有的出谋划策，有的给伙
伴加油鼓劲，整个课堂完全成为了学生的'主场，以至于我不
得不狠拍桌子才能终止他们激烈的争论。下课铃声传来，学
生们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这么快就下课啦。

其实课堂上还有一些知识点没有时间讲解，比如第三自然段
的省略号，比如羊皮筏子的简介，比如列举中华民族其他和
艄公一样的名人，这些我都放在课外，让他们回去搜集资料
自主学习，学生们能自主归纳出艄公的品质，我觉得就是他
们这节课最大的收获。

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主要教学内容是学习角的度量和画角。让学生能正确



使用量角器量角与画角，这确实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学生
对于用量角器度量一个角的度数时，很容易出现拿不准到底
是选择量角器内圈的度数还是外圈的度数来量角或画角的现
象。如要画一个60度的角，有的学生会因画成120度而错；本
来是一个125度的角，有的学生量出来却是55度。以往的学生
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了让学生掌握量角器量角与画角的
技巧，我觉得关键是让他们懂得以下操作的要领：

（1）把量角器放在角的.上面，使量角器的中心点和角的顶
点重合；

（2）零刻度线和角的一条边重合；

（3）角的另一条边所对的量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度
数。

（4）注意：与零刻度线重合的一条边指向哪个圈的0°，就
读那个圈的刻度。

以前的教材比较重视概念的教学，有现成的总结性概念，而
现在的新教材却给省略了。上面的要领，我觉得还是帮助学
生总结一下比较好。

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搭石》一文语言质朴，意境秀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
乡村生活气息，体现了乡亲们淳朴的爱。

本节课以“走搭石”为切入点，是因为“走搭石”中含
着“看得见的美”和“看不见的美”，引导学生体会搭石上
蕴含的美，感受乡亲们的美好情感，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教学中，我让在初读课文后，先了解什么是“搭石”，再以
课文中的关键短语“家乡的一道风景”为线索进行教学，引



导学生体悟一行人走在搭石上，走出了音乐美，画面美，这
的确是家乡的一道风景。两个人面对面地走搭石含着的谦让
美，也是家乡的一道风景。“青年人”和“老人”走搭石所
体现的敬老美同样是家乡的一道风景。最后以反复诵读最后
一节“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
路，也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结束教学。一节课下来，
教学过程较流畅，重点也比较突出，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特别是在三个走搭石的画面的教学中，学生都能较好地抓住
重点的字词去体会感受乡亲们的美好情感，理解了搭石是家
乡的一道风景，也是刘章爷爷心中的一道风景。

在教学过程中我对一些重点词语的教学还是动了一翻脑筋的，
也运用了多样的方法，有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想象画面
理解，联系生活体验理解，也有教学生通过查字典理解等。
比如在初读课文后认读生字词时，不但要求学生读准，部分
词语还随机地结合课文内容理解词义，比如认读“俗语”一
词，让学生说说文中出现了哪句俗语？让学生明白什么是俗
语后再拓展：你还知道哪些俗语？在教学“协调有序”一词，
学生对“协调有序”的理解一直是抽象的，我让学生联系上
下文理解，一行人走搭石是那么默契，那么有序，这样的动
作就叫——“协调有序”。在“清波漾漾、人影绰绰”这两
个词语，是让学生通过想象画面来理解，结果学生描述的那
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的画面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美。课后反
思一下，生活实际中学生根本就没看到过这样的美景，也难
怪想象不出，如果当时能有图片的补充展示，学生一定会理
解得更深。当然在教学中还有一些细节的处理也是欠缺的，
今后在研读教材方面还是要多花工夫。

四下部编版第四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搭石》本文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文章，通过不显眼的、平凡
事物的美赞美具有这样的品质的人。欢迎大家的观看。

【一】



《搭石》是一篇乡土气息浓重的文章，它通过淳厚感性的笔
触把我们带入了乡下人们秋凉摆搭石、路人修搭石、人们和
谐有序走搭石、相互忍让过搭石的一幕幕画面，表现了人们
纯朴、勤奋、老幼相敬的难得品格和同心专心为他人着想的
优美情感，表达了作者对故乡人、故乡事无穷而深刻的缅怀
之情。

一、教学效果

本节课围绕训练重点和难点设计教学流程，切实有效地提升
了学生的综合素养，现总结如下：

1、设疑：投石问路。

上课伊始，我引导孩子们围绕“路”展开交流：你见过哪些
路，行走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此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
累，有的谈现代高速公路，有的谈高铁，有的谈上山小路，
有的谈田间村路……看着激情澎湃的同学们，我随即在黑板
上版画了一条羊肠小路，接着版画村庄和田间，话锋一转：
如果连下几场大雨，雨水积存若刚没过脚踝，人们会怎样做
呢?让学生敞开心扉，大胆想象，并说出能否实现的理由。这
样一做年代感一下子没有了距离，为孩子们感受当时的生活
埋下了伏笔。

2、引读：感受乡情。

首先聚焦人们走搭石的句子，引导学生感受人们摇摇晃晃走
在搭石上的高兴心情，并读出哒哒哒的音律美!尽管有点险，
但是人们却奏响了一曲幸福的民间舞曲。其次，让学生潜心
读书，思考并标画相关语句：搭石路上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呢?学生边读边标画并写下感受，老人修复搭石的场景，年轻
人背老人过搭石的场景都深深地印在了孩子们的心中，互帮
互助的淳朴民风熏陶与感染着他们幼小的心灵，相信将来的
他们也一定会以此为榜样，创造和谐美好的幸福画面!



3、拓展：情感升华。

学习语文是为了更好地交流和表达，让我们拿起笔模仿作者
的写法写一写身边让你感动的瞬间。此环节，让学生充分调
动生活积累，学着去观察，去感动，去享受生活的美好。交
流发现，孩子们生活中感动的人和场景真不少，有的短短十
几分钟能写下300字的短文，我由衷地为孩子们点赞!

二、成功之处

此文教完感觉挺幸福的，因为像是回到了童年，过了一把瘾!
虽然年代离孩子较远，但是我的版画一目了然，我设计的问
题不拖泥带水直接让孩子们聚焦细节描写，所以课上孩子们
思维活跃，写话时灵动的笔触留下了许多感人的瞬间。

三、不足之处

学生的有声朗读处理匆忙，没能指导抑扬顿挫的读书，有失
语文学科特点。

四、改进措施

如果再重新上这篇课文，我会再挑选几个细节描写的句子，
在引导体会的基础上指导抓住关键词语读出轻重缓急;或者呈
现一些道具，模拟搭石的场景，让孩子们现场走一走，感受
一下搭石路。

【二】

《搭石》一文语言质朴，意境秀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
生活气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映入眼帘：秋凉在即，人们精
心挑选平整方正的石头摆放在小溪中，几番精心踩踏;急着赶
路的老人，发现搭石不稳，及时调整，满意才肯离去;一行人
走搭石，动作协调有致，声音踏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两个人同时过溪，招手礼让，闲话家
常;若是谁偶遇老人，蹲身下伏，背负过溪……乡亲们无私奉
献的精神和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传统美德也正是“搭石”默默
无闻中凸现出的精神。

在教学本课时，我的成功之处在于：

一、以读带讲，读中感悟。因为本文文质兼美，字里行间流
露出了作者对家乡人们的人性美的赞美，所以我在教学中是
这样来设计“读”这一环节的。

1.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学生个性朗读，同时提出问题，引导
学生边读边思考。如初读课文时，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了
什么是搭石吗?用课文的句子来说说。”让学生在读的基础上
理解，在读中找出“进入秋天，天气变凉，家乡的人们会根
据水的深浅，从河的两岸找来一些平整方正的石头，按照二
尺左右的间隔，在小溪里横着摆上一排，让人们从上面踏过，
这就是搭石。”

2.再读课文时，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搭石，家乡的人们
怎么过小溪呢?在书上找一找。”通过学生的理解朗读，很快
就能体会到如果没有搭石，家乡的人们过小溪时很麻烦，从
而明白了“脱鞋挽裤”的含义，知道到了秋天，天气变凉，
家乡的人们就必须靠什么过小溪。

3.品读课文时，我的问题是：“读了课文，搭石给你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学生们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搭石的美，就好像
走进了作者的心里。

4.抓住重点段落，通过朗读升华情感。例如文中第三段描写
一行人走搭石的语句很优美，学生们在朗读时感受到了画面
美、音乐美——它像一首清新的小诗。

二、读练结合。让学生当堂消化文章的写作特点。这一目的



我是通过仿写来完成的。

本文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文章，通过不显眼的、平凡事物的美
赞美具有这样的品质的人。我首先引导学生找出本文的中心
句：搭石，构成家乡的一道风景。然后看作者是怎样围绕着
这一句话来表达的。作者描写的这些都是因为他有一双善于
发现的眼睛。通过细心的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美。作者在写的
时候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因此在这时我就势引导学生
运用这种方法展开自己的想象说一段话。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对于课堂的调控能力我还是有欠缺的。
在本节课的最后，因为学生的积极性太高，每个孩子都强烈
地想表现自己，所以一度有点失控。

课堂调控能力是一个合格老师必备的素质之一，这也是我今
后努力的方向。

【三】

1、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这句中心句，让学生重点体会三幅感人画面，去层层深入地
阅读文本，进行感悟。以“美”作为主线，贯串课堂始终，
从看得见的景美、物美，到看不见的人性美、情感美，让学
生从文中去寻找、发现美，感悟、体会美，抒发、表达美，
提升了学生的情感，引起了学生的共鸣。

2、我注重朗读、速读。通过一次次地朗读、速读练习，让同
学们品味感人的场景;感受乡亲们纯朴、美好的情感，体会人
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带来的温暖和快乐，体会人间的真情，感
受人性的美。

教学永远不会十全十美，这次教学中存在着几点遗憾：



1、对于上了点年岁的人是如何搭石的，学生的想象还不够丰
富，体会得还不够深刻。

2、调控和组织课堂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发学生的想象，同时，
还要努力提高自己对课堂的组织调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