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 人教版四年
级第八册教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篇一

本文以“将心比心”为题，以经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两个
小故事，揭示了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文章语言精练，没有
曲折的故事情节，却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震撼力。

因为这是一篇阅读课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尽量做到大
胆放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本事，用自我最感兴趣，最擅
长的方法学习，经过小组合作，全班交流，来取长补短，到
达整体的完整。如：学生在初读课文时，我让学生选择自我
喜欢的读书方式读书，然后思考课文主要写了哪几件事?学生
读书的兴趣很浓，交流时的气氛也比较好。

其次，重视朗读和读后感受，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过程。
如在学习第二个故事时，我让学生细读触发点——只见母亲
轻轻地对护士说：“不要紧，再来一次!”找得很准，并且牵
一发而动全身地扩散深入开来：数数妈妈说的话，几个字，
简简单单。请你深入到这个故事中，再去读一读、品一品，
你还会觉得简单吗?“再来一次”对这位刚参加实习的护士来
说这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吗?普普通通的一位母亲，她为
什么能有如此不简单的举动，说出如此不简单的话呢?请联系
下文再去体会。学生经过读书体会到：透过母亲“平静的眼
神”和“轻轻的话语”，可见母亲把那位护士当作了自我的
孩子，在鼓励她，支持她，同时也期望自我的女儿在将来的



工作中也能得到患者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有层次的导学中，
学生深层次地感受、理解课文的语言文字，促进思维发展，
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本事。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我还注重课堂资源的整合，如始终将孟
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贯穿导课、
品读、结课，同时又引入了台湾作家罗兰的话，论语中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做到了拓展与文本的紧密结
合。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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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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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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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篇四

课上不能以老师讲为主，这样不但课程进展的慢，老师累，
而且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也较死，其效果必定会是事倍功半。
在讲《三角形的高》这节课的时候，我就是怕学生不会不懂，
所以由自己全全包办了。讲课时以我说为主，没让学生实际
动手操作，在我认为他们都会的情况下让他们动手画时，让
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居然没几个画对的，我见此情景后以为
他们不明白就又给他们进行讲解，但再次操作时，他们还是
没能正确无误的画好，而且一连几节课都是如此。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难道我错了吗其原因何在呢?我当
时真的是搞不懂，课下我认真进行了一下反思，感觉在教学
过程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对头，对学生管的太多太死，打消
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我知道这不是学生的错，错就错在自
己不能真正放手，让他们自己主动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案篇五

诗是语言的精华，激情是点燃语言的火把。凡是有激情澎湃
的课堂，就有诗的火花在闪烁。在学生深入地理解幸福的深
刻含义之后，教师应关注着学生情感的点燃。要求学生回头
看看黑板上课初留下的种.种答案吧，学生提出将“买彩票得
大奖”擦掉，我欣然照办。当学生默然时，我追问：黑板上
的这些都是真正的幸福吗?学生答：有的是儿时的幸福，只不
过是在享受幸福;现在的真的是幸福，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带给了朋友、父母、老师以快乐;未来的是心中的梦想，只能
期盼着未来再实现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板书下“小时候、现在、未来”三个词
语，并告诉他们：“是啊!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幸
福;现在啊，每个人都在追寻幸福;未来呢?幸福就是你们灿烂
的前程!”并要求他们写出一首诗，当然，孩子们的惊喜是可
想而知的!人人都变成了诗人，人人都才华横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