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语文语文园地四教学反
思(通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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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的小老师》记叙了英国作家萧伯纳与苏联小姑娘娜
塔莎在莫斯科相遇的故事，在相处中，小姑娘的.坦然、直率
和纯洁，深深地教育了萧伯纳，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
个人不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自夸。对任何人，都应该
平等相待，永远谦虚。”

萧伯纳同小姑娘玩后，对小姑娘说：“别忘了回去告诉你妈
妈，就说今天同你玩的是世界有名的大作家萧伯纳。”萧伯
纳是否是在自夸，在炫耀自己？在备课时，我起先认为有那
么一点意思。可是，教参上说：萧伯纳是在“同小姑娘玩了
好久，临别时”才亮出自己的身份，不过是想给孩子们一个
惊喜，让孩子高兴高兴。这让我感到有些为难，问起办公室
里的老师，他们也都觉得萧伯纳虽然是想让孩子惊喜，但是
言语中似乎是带着那么一点夸耀的意思。

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理解的。最后，我觉得应该在课上听听
学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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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杨桃》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通过画杨桃这件事情启发
学生理解“是什么样，画什么样”也就是实事求是这个道理。



这篇课文里的对话很多，而且又要抽出时间来引导学生理解
课文中蕴含的道理，所以我并没有展开来读，而是抓住课文
里很特殊的两组句子（“不像！”“像五角星！”
和“不……像。”“像……五……五角星。”）比较后再来
引导学生通过填空补充提示语，鼓励学生个性化朗读。刚开
始学生在充分理解老师和同学态度变化后，就基本明确的同
学们由“嘲笑”到“惭愧”，抓住这一点，我马上让学生想
象，该怎么读好这两句，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
我模仿课文，在师生之间进行对话，在朗读中，还有的同学
还带上了表情动作，如：嘲笑时，不仅有哈哈大笑的，还有
嘻嘻笑的；在惭愧时，有几个同学甚至感觉到像自己做错事
情一样，边说边把头低下来。在这个教学片段中，学生以个
性化的方式走进文本，给学生部分添加提示语。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与文本展开对话，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发
现，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去想象，最后在敞开心扉的对话中，
在表达阅读感受中，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理解
文本、感悟文本，这种源自学生“童心世界“的'生成资源是
富有生命力的——处处呈现着精彩的感悟，焕发着灵性的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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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一堂课下来，学生发言面不够，发言的质量不高，语言表述
也不够清楚明白。我认为原因有：学生长期生活在农村，接
触外面的世界较少，导致视野不开阔，想象力不够丰富，思
维也不够活跃。另外，加上学生胆子小，不太敢当众表达自
己的想法。所以，一堂课下来，教学效果不太好。我认为，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要鼓励学生多看课外书，养成良好的.
读书习惯；让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常到外面去走一走，瞧
一瞧，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用激励的方式奖励爱发言的同
学，同时带动其他同学，让学生逐步克服害怕心理，勇于表



达自己的想法，真正做到心里怎么想就敢于怎样说，再逐步
过渡到怎么说就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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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
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我认为，对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教师应千方百计地营造宽
松的教学环境，给学生充分阅读的时间，让学生正确地读课
文，在深入阅读时，要留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调动各种感官，
读出感觉，读出味道，读出情趣。学生在良好的个性化阅读
氛围中，会有“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感觉，于是才
能积极的思考，去把握、分析和赏析课文，使阅读成为个人
化的行为，只有学生主动、自由地个性化阅读，才能在其中
形成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而个性化阅读是建立在学生大量
阅读的基础上的。然而，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中，教师往
往特别强调对课本上文章的精讲精读，结果是学生的阅读视
野狭窄对阅读失去激情。因此，教师要千方百计把学生的阅
读视野引向课外，引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加大课外阅读量，
鼓励学生读有益的书和各种报刊杂志，鼓励学生在网上阅读，
学生从中获取丰富的精神养料，受到情感的熏陶，获得思想
的启迪，享受审美的乐趣，从而提高语文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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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华秀毓

计算教学是很枯燥的教学内容，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如何让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富于活力呢?我认真钻研了教材
和教参，采用了以下方法来学习本单元内容：



1、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出发，给学生创设思考与交流的空间。

新课标提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加强估算，
鼓励算法多样化”。在探索笔算乘法的过程中，我先让学生
估算，培养学生估算的能力，接着，放手让学生用自己已有
的知识经验去计算，学生积极地投入到交流讨论当中，不少
同学的口算能力很强，用口算的方法算出了结果，在交流中
学生充分的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在此基础之上，我又引导
学生试着用竖式解决这一问题，有了口算的基础，学生通过
认真的思考与合作交流得出了笔算乘法的方法。从学生运用
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到相互交流探索笔算方法，学生始终处
于学习的主体地位，在活动中学生经历了笔算乘法的计算方
法的得出过程，体会了计算的用处，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这一过程是学生自己的成果，而不是老师强加给他们的，学
生乐于接受，易于接受。

2、给学生一个跳跃的机会，让学生在课堂中逐步掌握学习的
方法并有效的运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去。

在学生学会简单的乘法后我让学生自己试着算稍难的算式，
让学生试着自主学习，思考计算方法，利用新知的迁移来完
成学习。

每一堂课都有成功和不足之处。虽然每节课中我为学生搭建
了自由展示、自主合作的平台，但对一些学生的关注时间和
空间不够，例如，平时一些发言少的、内向的孩子，在合作
交流中，参与的深度就远远不及活泼开朗的孩子，这就需要
我在今后的教学当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方法，真正做
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
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多位数乘法的教学让我对计
算教学有了新的认识，我会在今后的教学中扬长避短，争取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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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学期我担任三年级9班、10班语文教学。由于教学经验尚浅。
因此，我对教学工作不敢怠慢，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教法，
虚心向前辈学习。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获取了很多宝贵的
教学经验。以下是我在本学期的教学情况总结。

教学就是教与学，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教者就
必然有学者。学生是被教的主体。因此，了解和分析学生情
况，有针对地教对教学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最初接触教学的
时候，我还不懂得了解学生对教学的重要性，只是专心研究
书本，教材，想方设法令课堂生动，学生易接受。

教学中，备课是一个必不可少，十分重要的环节，备学生，
又要备教法。备课不充分或者备得不好，会严重影响课堂气
氛和积极性，曾有一位前辈对我说：“备课备不好，倒不如
不上课，否则就是白费心机。”我明白到备课的重要性，因
此，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之上，认认真真钻研教材和
教法，不满意就不收工。虽然辛苦，但事实证明是值得的。
相反，我没有认真备课的时候，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
好，与此相比可见，认真备课对教学十分重要。

备课充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课效果就好。但同时又
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都会直
接影响课堂教学。因此上课一定要设法令学生投入，不让其
分心，这就很讲究方法了。上课内容丰富，现实。教态自然，
讲课生动，难易适中照顾全部，就自然能够吸引住学生。所
以，老师每天都要有充足的精神，让学生感受到一种自然气
氛。这样，授课就事半功倍。回看自己的授课，我感到有点
愧疚，因为有时我并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当学生在课堂上
无心向学，违反纪律时，我的情绪就受到影响，并且把这带
到教学中，让原本正常的讲课受到冲击，发挥不到应有的水
平，以致影响教学效果。我以后必须努力克服，研究方法，
采取有利方法解决当中困难。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期末考就是一种考验。无论成绩高低，
都体现了我在这学期的教学成果。我明白到这并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在本学期后如何自我提高，如何共同提高学生
的语文水平。因此，无论怎样辛苦，我都会继续努力，多问，
多想，多向前辈学习，争取进步。

以上就是我在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由于经验颇浅，许多
地方存在不足，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各位领导老师，
前辈的指导下，取得更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