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
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反思：这一单元说话部分，如何营造口语交际的氛围，
激发学生的口语交际兴趣呢？教师要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经
验、情感体验创设情境。如人教版实验教材小学第二册语文
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六一儿童节”。可让学
生带照片互相介绍，回忆自己的快乐时光；有的小朋友特别
想知道老师小时候过“六一”时的情况，教师可作示范性叙
述，语言注意尽量儿童化。教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自己打算怎么过”这一环节时，可采取多种有趣的形
式交流。如：“打电话”“说悄悄话”“比一比”，通过这
些情境，激发学生口语交际的兴趣，提高学生交际的质量。
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口语交际的一年级小朋友，老师一定要
训练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
声音洪亮、认真倾听等。当然教师自己也要认真专注地倾听
学生的每一句话，并及时做出适当的评价。另外，在进行口
语交际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讲清要求，明确交际的目标、内
容，并随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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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园地》教学模式初谈·大力改进课堂教学，让同学在
愉悦的氛围中进行语文实践活动。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曾说过：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
由自在地呼吸。心理学研究还标明：人在轻松和谐的环境里，
思维才表示得最活跃。相反，在压抑的思想环境里，在禁锢
的课堂教学气氛中，是很难发生发明性思维的。教学活动实
际上就是师生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从而增强师
生情感交融，促进同学学习能力提高的过程。所以，在“语
文园地”课堂教学中，只有这种良好的、民主的伙伴关系，
才干进一步创设和谐、愉快、轻松的教学氛围。

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三

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口语交际的增
设是一大亮点。它旨在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人与
人之间交往、沟通的意识。面对这一“新鲜事物”。大家都
在积极探索与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口语交际的教学效
果。笔者就自己的教学实践也来谈点体会。

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激发兴趣。如何营造口语交际的氛围，
激发学生的口语交际兴趣呢？教师要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经
验、情感体验创设情境。如人教版实验教材小学第二册语文
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六一儿童节”。可让学
生带照片互相介绍，回忆自己的快乐时光；有的小朋友特别
想知道老师小时候过“六一”时的情况，教师可作示范性叙



述，语言注意尽量儿童化。教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自己打算怎么过”这一环节时，可采取多种有趣的形
式交流。如：“打电话”“说悄悄话”“比一比”，通过这
些情境，激发学生口语交际的兴趣，提高学生交际的质量。
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口语交际的一年级小朋友，老师一定要
训练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
声音洪亮、认真倾听等。当然教师自己也要认真专注地倾听
学生的每一句话，并及时做出适当的评价。另外，在进行口
语交际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讲清要求，明确交际的目标、内
容，并随时提醒。

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教学不光要把语文从“课堂”延伸到学生的生活中，还
要触及到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吐出心声。当学生有了生命的
冲动，有了创造的激情，那么课堂自然会成为他们情感激发，
心灵对话的精神乐园。

如设计“我是优秀解说员”：让事先准备好“六一”照片的
同学，把照片展示给大家看，并介绍当时的情景，让大家分
享他的快乐。“比比谁最快”是让学生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
在同学都学会了之后开展竞赛，比比谁最快。可让已经学会
音序查字法的同学先展示，一是给他们创设一个展示自己能
力的舞台，体验成功的喜悦；二是让他们体验小老师的角色，
让他们介绍查字方法，教同学查字。这样的设计，学生都能
从课文中捕捉相关的信息，然后加进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
这样的教学环节，充满了感性，调动了学生的生活积累，调
动了学生的直觉、感受、想像、情感，使学生在感性化的学
习中领悟课文，完善人格，关注生命方式，得到和谐发展。

教育的根本任务应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离开了学生主体
性的发展，教育就失去了依托和生命力，我们每个教育者应
从学生的个性出发，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发展学生的个性
才能，从而使学生沿着全面发展的轨迹健康成长。苏霍姆林



斯基曾经有一个十分精彩的比喻：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
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这种保护就是一种教
育。

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是用鼓励的语言让学生亮出自己的观点，
允许学生独树一帜，随时质疑，保留看法，使每一节课都能
成为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让学生个性尽情展现。答案不是
唯一的，语文教学才是精彩的。

四年级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林老师抓住了新课标“重发现，重合作探究，重积
累，重情趣”的这一教学理念而设计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习主动性。

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是这样阐述的：“针对儿童蕴藏着学习
的主动性，又有可能消失的可变心理特点，把儿童带入情境，
在探究的乐趣中，激发学习动机，又在连续的情境中，不断
强化学习动机。”林老师的课正符合了这一理念，利用多媒
体画面，创设了有趣的语文园地，随着上海世博会吉祥
物“海宝”的出现，让孩子们眼睛一亮，吸引了孩子们的注
意力，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紧接着让孩子去闯关，最后
孩子们闯关成功后，还送上礼物：世博各展馆图片。“我的
发现”和“日积月累”这两部分内容是相互独立，没有密切
的联系的，这样的设计，能把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学。

我觉得如果每一次闯关成功之后，播放“海宝”的配音激励
语，而不是教师包办替说的形式，可能学生更享乐于被人称
赞的快乐，使学生轻松愉快地投入到学习中。还可以给每个
环节起个名称，如：“叠词百花园”（我的发现）、“美味
佳肴园”（读读认认）、“孪生兄弟园”（我会填）、“吟
诵品诗园”。这也是情境创设的一种形式，这些情境新颖，



符合二年级孩子活泼好奇的心理，可以使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盎然，不知不觉地进入游戏中主动学习。

（二）鼓励学生探究发现，引导学生积累运用，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

新课标中说：“学生是学习发展的主体，要实现有效学习，
自主学习是基础。”二年级的学生处于7——8岁之间，活泼
好动，求知欲旺盛，喜欢新鲜事物，又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
和知识积累，加上各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度不一，所以，
教学中宜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学习兴趣，让孩子去发现、探究
知识的规律。这方面，林老师在多个教学环节中都有所体现。

1、找规则：学生自读，找规律，到小组讨论，互相补充。教
师还适当的引导学生思考，如：在学习“我的发现”中，问：
你从这些词语中发现了什么？在“读读认认”教学中，问道：
你会用什么方法记住这些字？在“我会填”中引导学生男女
比赛，看哪一方说出更多的词语。

2、比一比：在“我会填”中引导学生男女比赛，看哪一方说
出更多的词语。

3、说一说：在“我会读”教学中，教师让学生通过自读、小
组内读、男女生读之后，让学生说就自己的心情，及假如遇
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充分让学生自读自悟，没有做过
多引导，而鼓励学生自己思考。

（三）引导学生延伸拓展，联系生活开拓运用。

语文园地是引导学生发现，掌握识字方法，积累好词佳句的
重要场地。而我们教师要注意的是如何举一反三，让学生根
据园地中的提示，做到触类旁通。林老师在这堂课中也注意
了拓展。如“我的发现”中，让学生说说还有哪些同一规律
的词语。我觉得可以再增加多几种类型的词语组合练习，以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如：拓展到abb、abab、aabb式这几类词
语。在“读读认认“中让学生说说带“草字头、提手旁”等
字。我觉得在这环节，还可以拓展到说说其它偏旁与什么有
关，如“口字旁、衣字旁、示字旁”等。

学习是为了运用，在学完了“读读认认”的四组字和含生字
的八个词语后，我觉得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来说
一个句子，也可以设计一段含有这些生字、新词的接近学生
生活的一段话，“今天，我们来到郊外烧烤，很快空气里便
混杂着茄子和香菇的香味。吃饱了，同学们有的在跳绳，有
的在踢毽子。”让学生朗读，对这一题进行整合。同时也让
学生知道识字是为了运用。

总得来说，这节课教师能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抓住低年级
学生的学习特点，利用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采用自读自悟、讨论交流以及观察比
较等教学手段，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既学到了知
识，又提高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