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腰三角形教学反思 四下语文期中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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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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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学期很快过去了,学校举行了期中考试，检查这半年来学
生们的学习情况。

在期中的前期我就交代学生要利用课外时间多做复习，比如
最基本的熟背和默写一到六单元中的课文、古诗、名言警句
等，自己考考生字词，可以让爸爸妈妈念听写，看看同步练
习册中平时做错的题目，多看作文书，积累好词佳句……但
是，从这次的期中考试来看，分数却不尽人意。

这次考试之所以没有考好，总结原因如下：

平时没有养成细致认真的习惯，考试的时候答题粗心大意、
马马虎虎，导致很多题目会做却被扣分甚至没有做对。 比如
按课文填空，学生书写了很多错别字，把“入眠”写成
了“入眼”，在改作业就出现过，这我已经在讲练习时强调
多次。把一枝红杏的“枝”写成“支”，甚至有的写
成“只”。看拼音写词语的“痕迹”很多人写错。平时我是
每一课的生字词都布置学生认真书写，并课课听写，单元听
写，期中听写。采用老师改，同桌互改，小组长改等多种形
式。让他们及时纠正错别字。还有这次的的两句修改病句，



第一句几乎是全军覆没，学生们不懂得“话”不能是在眼前
浮现，应补充在耳边回响或者萦绕在耳边。听力题的第二小
题，保护眼睛要注意什么，其实很简单，在单元语文天地中
的畅所欲言学生们很会说，作文《怎样保护眼睛》也会写，
还写了很多方面，但是这题却很多同学做错了，答了：眼睛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考试之
前我还一再强调学生一定要认真审题，认真作答。可是部分
同学还是没办法做到。看来，今后还需加强训练学生的认真
审题作答能力。

课堂还是较多学生只是听众，学习比较被动。优等生们学习
积极，善于思考，善于发言，而课堂上对于后进生的关注不
够，他们学习跟不上，学习就比较没动力。

班上的几个“顽固生”不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基础本
来就差，再加上不做作业，考试成绩当然不理想。应该多与
他们交流，多和家长联系，对他们的作业天天亲自检查。

不过这次的作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大家懂得介绍平时
看过的书或者写读后感，作文题目也取得很新颖，很独特，
很多同学作文中还用上了很多关于书的名言，比如：“书中
自有黄金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还结合
这次学校的读书月活动谈到读书的好处，倡议大家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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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2是一篇写小动物的作文。为了能让学生写好这篇作文，
我在教学《变色龙》、《金蝉脱壳》这两课时对写小动物的
方法做了适当的讲解。课堂上特别抓住变色龙的外形指导学
生反复读，让学生明白写小动物该从哪些方面来写。我自己
认为我已经讲得很细了，可当读到孩子们的作文，我觉得很
失败。他们虽然能从动物的各个方面来写，可读起来平平淡
淡，干巴巴的。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学生观察不够仔细。只有在观察细致的基础上，才能写
好小动物。学生写作文时只是凭自己的印象去写，在动笔写
的时候，没有把观察的结果，有重点地加以选择、有条理地
加以描述，所以显得啰嗦。

二、没有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学生整篇文章
都是大白话，读了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三、没有将自已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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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万年牢是什么意思？万年牢
指什么？）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读通课文，读准字音。

2、检查字词：多音字：把（ba）闷（men）削（xiao）

词语：走街串巷、掉皮损伤、晾晒、竹签、耽误

（能认读，并结合句子理解词义）

3、课文三处写了万年牢，分别指什么？找出有关语段读一读。

（三）细读课文，感悟理解

1、第一处的万年牢指什么？找出有关语句读一读。

出示句子：我的糖葫芦蘸得均匀，越薄越见功夫，吃一口让
人叫好，蘸出的糖葫芦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潮，这叫万年牢。



（1）为什么叫万年牢？

（2）这种糖葫芦，父亲是怎么做出来的？

（读第二小节，体会父亲十分讲究选料；读第三、四小节，
体会父亲在制作过程中对每一个环节一丝不苟。）

（3）小结：正是因为父亲做糖葫芦认真仔细，所以他的糖葫
芦才能经久不衰。

2、第二处万年牢指什么？

句子：公平买卖走正道，顾客点头说声好，回头再来这是宝，
做生意讲实在是万年牢。

（1）什么是正道？（凭着良心做买卖）

（2）父亲是怎么走正道的？

3、第三处万年牢指什么？

父亲教导我做万年牢，就是要做个可靠的人，实实在在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认真，讲究实在。

体会父亲教导我做人要做可靠实在的人。

4、这三处的万年牢之间有什么联系？启发学生懂得：产品质
量好才能赢得顾客，做事讲认真、讲实在才能赢得别人的信
任和尊重。

（四）深入体验

你是怎么理解父亲所说的做人的道理的？结合具体的生活事
例来说明。



（五）交流“做事认真，讲诚信”的故事。

在教学过程中，我开头导入内容过多，没有直接抓住主题找
到切入点设计导语。识字分层次不够到位，导致费时较多。
其次，默读时间较多，朗读没有强化，所以学生融入不够。
但作为排在本单元最后的略读课文，我注重发挥其承上启下
的作用。开课时自然地把学生带到本单元的学习主题中；结
束时，又引导学生对整组课文进行简单回顾，并安排课后练
笔，使整个单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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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推荐他人》要求学生推荐班级里在阅读、表演、保健、礼
仪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一个人，或推荐每个方面各推荐一个人，
为了写好推荐文章，可以采访有关的人。如果事例多，要突
出主要事迹，做到有详有略。

二、教学要求：

1、学习通过具体的事例，表现人物的主要特点，能按要求写
一篇推荐文章。

2、学习通过采访的方式搜集相关的写作素材，学习围绕人物
的主要事迹安排详写与略写，提高选材的能力。

3、在学习过程中，努力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学习真诚地
赞美、热情地推荐。

三、教学重难点：

1、学习用具体的事例表现人物的主要特点。



2、学习用多种方式搜集资料，并提高选材能力。

四、教学时间：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联系“雏鹰争章”，习作要求：

1、同学们，大队部一直在开展“雏鹰争章”活动，你们参加
了吗？出示挂图。

2、在“争章”过程中，出现了表现突出或进步显著的同学。
你们愿意向大家推荐一下吗？

3、只要这个同学在一个方面突出，你都可推荐。

你们可以自己推荐，也可以小组相互讨论、推荐。注意；主
要要说出你推荐的理由。

二、组织交流，丰富习作素材：

1、小组内互相交流、讨论，要求确定被推荐的人是谁，说出
推荐的理由，关键是举具体的事例。

2、班级进行交流，教师适当指导。

3、推选代表上台发言，其他同学可以补充。师生共同评议，
选用事例是否具体。

4、小结：在说推荐理由时，选取具体的事例，如果事例太多，
要做到有详有略。

5、有的同学很苦恼，说的事例总觉得不典型，不具体，老师



教你们一个方法：下课后，你可以去采访老师或被推荐的同
学，来获取最详细的资料。

6、当然，可以一个人，也可以以争章的每个方面各推荐一个
人。

7、可抽出五分钟时间，让学生自己互相采访。

三、拓展思路，指导书面表达：

1、好，通过刚才的采访，相信大家的收获一定会很多。

2、可以采用总分方式来推荐某个同学。

四、学生撰写草稿。

第二课时

一、继续完成习作草稿。

二、交流、评议习作。

1、可选一篇写得比较差的文章，师生就“是否用具体事例把
人物优点写具体”方面进行评议。

2、修改习作草稿。

3、选一篇写得好的文章，师生来共同赏析。（事例具体，详
略得当）

4、再次进行修改。

三、展示学生习作。

六、板书设计：



概括介绍（总）

习作二推荐他人

具体的事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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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争章”得活动开始了，大家都积极踊跃地表现自我，得
到自己想要得徽章。在众多奖章之中，我一眼就看中了那闪
闪发亮的才艺奖章，我很喜欢它，它也挺适合我的。

我，一个既普通又可爱的小女孩。总喜欢扎两个小辨子。别
看我个子矮小，其实，我很有艺术天分哦。从小，爸爸就将
我送进了补习班，从绘画起步，渐渐地，我已经对绘画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老师也很欣赏我的画。不久前，我的画被送去
“国际青少年美术作品展”参赛，并刊登在锦集上。幼小的
我，曾获得过三次金奖、一块银牌、二块铜牌。

三年级的我同班上高手的书法作品，一起在艺术馆展览过。
现在，我的书法作品又一次获得全国的铜奖了，这件事令我
兴奋不已。在我刚学书法的时候，我还觉得书法跟干重活一
样又苦又累，好几次都跟爸妈抱怨，不想再学下去了，我受
不了了。可奶奶却耐心地教导我说，学了书法，对我的将来
是有许多好处的，为了给奶奶面子，我才勉强学了下来。谁
知，得到的奖章却使我尝到了甜头，知道了胜利的滋味，才
意识到，奶奶说的话有道理，而且是正确的，也不要辜负了
爸妈对我的期望。从此，我下定决心，要坚持学到底，我的
字写的漂亮，也正是因为我学了书法啊，不要丢掉了我的优
点所在。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不，又要参加全国的与
全省的书法比赛了，现在正忙着写作品呢!

书法和绘画对我来讲，无所不能，我的水平是一流的。不论
是杂志上的，还是图纸上的，我都会画的完美、逼真，这种



天赋让我当上了宣传委员，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为我能
写一手漂亮的字，和一幅好画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才艺徽章，
唯我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