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汇
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篇一

《乡下人家》 这篇按照房前院后的空间顺序和春夏秋三季白
天、 傍晚、夜间的时间顺序交替描写，展现了乡下人家朴实
自然、和谐、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热爱
生活，善于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装点自己的家园，装点自己的
生活的美好品质。通过教学《乡下人家》这篇课文，我有以
下几点感受：

二是在阅读中体会作者善于抓住乡村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
最普通的场面，描写乡村生活的特点。基于本文的特点及学
生的情况，我将本文的学习目标定为以下两点：

1、通过朗读、感悟、交流、朗读来理解想象乡下人家各组景
色的特 点， 积累优美的语言， 感受田园诗情，产生对农村
生活的兴趣和热爱。

2、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学习作者通过描写和乡下人家最密
切相关的景、物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法。

本课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领悟作者的
表达方 法。为突破这一难点，教学时我以读代讲，通过自读
时想象画面，自 悟时体会情味，交流时畅所欲言的方式展开
教学。



1、多媒体创设美好的情景。我在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音乐创
设 了轻松愉悦的情境之后，让学生自由轻声读课文想象欣赏
乡间美景。 而且为了让学生对乡下景物有更多的了解我还给
学生展示了一组优 美的乡下美景图，给学生以好的视觉效果，
使学生产生更了对乡下生 活的热爱之情。 动听的音乐和生
动的图片为学生入情入境的朗读起到 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总体氛围创设的比较好，学生通过看图、读文、想象再朗
读的过 程，已经能够入情入境地体会乡下生活的美好，产生
了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3、抓住重点品读课文。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抓住“独特迷
人”在字 里行间中寻找这种风景。从课堂来看学生对关键词
掌握得很好。 总之，回顾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在整节课中能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对学
生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努力培养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其次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充分发挥他们 的想象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同时也感受到学生 语言的贫
乏，好词佳句积累欠缺，今后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督促其
多读书，多积累好词佳句。

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篇二

《乡下人家》这篇按照房前院后的空间顺序和春夏秋三季白
天、傍晚、夜间的时间顺序交替描写，展现了乡下人家朴实
自然、和谐、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热爱
生活，善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装点自己的家园，装点自己的
生活的美好品质。通过教学《乡下人家》这篇课文，我有以
下几点感受：

二是在阅读中体会作者善于抓住乡村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
最普通的场面，描写乡村生活的特点。基于本文的特点及学
生的情况，我将本文的学习目标定为以下两点：



1、通过朗读、感悟、交流、朗读来理解想象乡下人家各组景
色的特点，积累优美的语言，感受田园诗情，产生对农村生
活的兴趣和热爱。

2、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学习作者通过描写和乡下人家最密
切相关的景、物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法。

本课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领悟作者的
表达方法。为突破这一难点，教学时我以读代讲，通过自读
时想象画面，自悟时体会情味，交流时畅所欲言的方式展开
教学。

1、多媒体创设美好的情景。我在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音乐创
设了轻松愉悦的情境之后，让学生自由轻声读课文想象欣赏
乡间美景。而且为了让学生对乡下景物有更多的了解我还给
学生展示了一组优美的乡下美景图，给学生以好的视觉效果，
使学生产生更了对乡下生活的热爱之情。动听的音乐和生动
的图片为学生入情入境的朗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总体氛围创设的比较好，学生通过看图、读文、想象再朗
读的过程，已经能够入情入境地体会乡下生活的美好，产生
了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3、抓住重点品读课文。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抓住“独特迷
人”在字里行间中寻找这种风景。从课堂来看学生对关键词
掌握得很好。总之，回顾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在整节课中能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对学
生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努力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其次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同时也感受到学生语言的贫
乏，好词佳句积累欠缺，今后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督促其
多读书，多积累好词佳句。



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篇三

我教《乡下人家》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我始终围绕一条主线：
“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
迷人的风景。”进行教学。让学生多读课文，抓住能体现乡
下人家独特、迷人风景的句子，注意了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
段阅读。在头脑中想一想作者描绘的画面，然后交流品味。

在这篇课文中罗列了六个不同的乡村生活场景：门前的瓜架，
屋前的鲜花，屋后的竹子，院落的鸡，小河的鸭，人们夏日
晚餐和秋夜睡眠。因为每一个段落都很美，但是不可能面面
俱到，这就要有选择地讲读。这些场景中包括两处植物，两
处动物，两处人们生活的描写。因此，我分别抓取了一处植
物、一处动物、一处生活描写作为教学重点内容进行引导，
其余的内容根据他们自己的爱好，自由朗读，做到了扶放结
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因为大多学生没有亲眼见过郁郁葱葱的瓜架，也没有亲自到
过乡间田园，因此，我借助多媒体手段，展示乡村独特的风
景。同时启发他们谈谈：如果你来到这里，最想做的是什么？
乡下人家在这里都干些什么？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带着想象
出的情绪来朗读课文，效果很好。

我班的学生大多是城里孩子，对乡村生活了解不够。我在教
学文本内容之余，补充了关于乡村四季风光、生活劳作、童
贞童趣、传统风俗等资料图片。使课堂氛围得到了升华，激
发了学生了解乡下风光，体验农村生活的欲望。

回顾整个学习过程，感觉效果比较理想。我在课堂学习中进
行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引导，整节课学生都在自主学习、合
作交流，学生的兴趣也浓厚，收获很多。美中不足的是，我
在整堂课的教学中，一直引领学生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没
有引申到农民劳作的辛苦。若再引导学生感受农村生活的劳
苦与艰辛，那么学生对乡下人家的生活了解得就更深入了。



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篇四

在本月的语文教研活动中我执教了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的
一篇写景课文《乡下人家》。这篇课文展现了乡下人家朴实
自然和谐、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热爱生
活、善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装点自己的家园、装点自己生活
的美好品质。反思自己这一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亮点：

汪潮教授说过：“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书念好十字经，十
指弹钢琴”。看来字词教学仍是我们教学中的首要和重要位
置。所以在导入课文之后，采用了检查的形式，以学生理解
的难点为突破口，给予多种形式的帮助。有多音字“冠”的
强调，有不理解词“捣衣”的图片观察法，有“向晚”找近
义词理解词意的方法，有读词语“天高地阔”“月明人静”
想象画面的方法等，潜移默化地教给学生学习字词的多种方
法。在文中还有“结出”“扎到水下”等多音字也特别指导。

四年级下册有一个学习要求，既初步学会理解课文的几种方
法，如：抓住重点句段阅读，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联系上下
文理解，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等等。在教学中我注重了通过多
种方法理解课文。“青瓜绿藤”画面中，学生在石狮子和瓜
藤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的对比中，感受到别有风趣一词的含
义。“雨后春笋”一段抓住一个“探”字，通过引导学生想
象画面，使学生体会到拟人化手法运用的巧妙。并把这一教
学内容延伸到课外，与本单元的综合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出
示了孩子们搜集的有关乡村的照片，要求用上“对比”“拟
人”等写作方法进行小练笔的练习，渐渐地，孩子们的思维
打开了，语言文字也变得富有灵性了。

在教学中，我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
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抓住关
键词“独特”、“迷人”来进行教学。让学生自读课文1、2
自然段，画出能体现乡下人家独特、迷人风景的句子，有感
情地读一读，在头脑中想一想作者描绘的画面，然后交流品



味。这样就使整个教学结构清晰、合理，教学过程流畅。

美中不足的是，我在整堂课的教学中，一直引领学生感受乡
村生活的美好，没有引申到农民劳作的辛苦。若再引导学生
感受农村生活的劳苦与艰辛，那么学生对乡下人家的生活了
解得就更深入了。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它的研究是没有
止境的。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更成熟。

小学四年级乡下人家教学反思篇五

《乡下人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的一篇
精读课文，作者陈醉云用散文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个自然、
和谐的场景，展现了乡下人家朴实自然、充满诗意的乡村生
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热爱生活、善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装
点家园、装点生活的美好品质。在教学中，我主要做到了以
下几点：

教学中，我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
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进行教学。
让学生充分地读课文，抓住能体现乡下人家独特、迷人风景
的句子，注意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段阅读。

在这篇课文中罗列了五个不同的乡村生活场景：瓜藤攀檐图、
鲜花笋芽图、鸡鸭觅食图、院落晚餐图、秋夜虫鸣图。因为
每一幅图画都很美，但是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有选择地
讲读。因此，我主要引导学生们学习了瓜藤攀檐图、鲜花笋
芽图，鸭觅食图、院落晚餐图、秋夜虫鸣图等内容根据他们
自己的爱好，自由朗读，做到了扶放结合，体现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

在教学本课时，我采取教师引读、自由读、竞赛读、男女生
对比读等形式让学生感受乡下那朴素的美、和谐的美和充满
生机的美，并通过朗读来表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课堂效果
非常好。



回顾整个学习过程，感觉效果比较理想。我在课堂学习中进
行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引导，整节课学生都在自主学习、合
作交流，学生的兴趣也浓厚，收获很多。最后我建议城市里
的.孩子，也可以选取身边的一处景物，学着作者试着写一写，
写出它的独特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