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精选8篇)
竞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实力和表现。
怎样在竞聘申请中展示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意向？以下是
一些提醒和建议。以上是一些优秀竞聘者的自荐信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一

《四季之美》这篇散文，语言非常优美，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作者清少纳言以她独特的视角、细腻的表达为我们呈现了四
季的独特之美。作者选择了她认为最美的四个时刻：黎明、
夜晚、黄昏、早晨来咏唱。“春天——黎明”动人的是色彩
的美，天空的柔和与云彩的鲜亮互相映衬。“夏天——夜
晚”迷人的是萤火虫的翩翩飞舞，月夜、暗夜、雨夜都无妨，
哪怕是星星点点朦胧的微光也足够唤起美的感觉。“秋
天——黄昏”感人的是夕阳照山时的点点归鸦和比翼联飞的
雁字，还有风声虫鸣的合唱。“冬天——早晨”可人的是手
捧温暖炭火的心情，这是下雪时、下霜时，甚至无雪无霜时
都需要的。四时琐屑，信笔写来，春天的柔和，夏天的有趣，
秋天的温暖，冬天的和谐，都细腻真挚，溢于言表。不是一
个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人是不会写出如此文字的。

1、《四季之美》是部编教材第七单元的第二篇课文，本单元
围绕“自然之趣”这一主题编排，单元教学目标重在感受景
物描写的动与静，学习描写景物的变化。本次教学是定位在
学生第一次接触此类文章的基础上设计的，旨在让学生就散
文这一特殊文体，静静品读、慢慢体会。研读文本，以读促
写，让学生学会方法，为后面的习作学习做准备。

2。

以“美”为线索贯穿全文，开启寻“美”之旅。最终板书组成



“美”字，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不仅要学会“发现美”，更要
学会“表达美”。

1、绝大多数孩子对四季景色比较熟悉，但让他自己来介绍四
季的特点又有一定的难度。怎样让五年级的小学生走进四季，
与四季进行零距离的对话呢？在教学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多媒
体课件的作用，借助视频、图片直观地展现了四季景观，引
导学生学会观察、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结合生活经验进行
文字介绍，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四季的感知认识。

2、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理解课文内容，鼓励学
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如，自由读、小组读、分角色读、
齐读等。让学生通过朗读从感官到内心体会到四季景色的特
点。让学生体会和感受文章语言的精练和优美，从而感受四
季的美。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3、我抓住了“美”这一条主线，让学生在充分朗读感悟后，
体会作者笔下的语言文字美、韵味美、选材美。朗读方式也
是多种多样，有自由朗读、默读、配乐读……熟读成诵。

4、课堂配乐范读美、板贴美、教学课件设计美……整体给人
一种美的享受，把学生们带入美的情境之中。

在教学时间分配上还稍欠缺。由于课堂的交流和品读用时较
长，因此在仿写这一环节的时间就显得有些紧张。

如果再重新上这堂课，我会在品词析句上下功夫，引导学生
抓住关键词句段品读，读出作者的心思、性情、襟怀，与作
者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从对话中照见自己：是否有作者那
样的的眼光、思考和生活态度？如此，散文才能与学生的生
活息息相关，才能真正触动学生的内心世界，从而让学生学
会发现世间万物之“美”，用真情实感表达世间之“美”。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二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识字能力。本文中汉字
的间架结构、字音字形等，我通过引导学生自学、互学等方
式来解决。词语理解方面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
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以此来培养学生良
好的预习习惯和引导他们掌握预习方法。

教学中，学生能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
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但理解一篇日本作者的散文意
境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片、感情
朗读、延伸联想等策略展开丰富的想象，体会作者所要表达
的四季之美。

此外，我还努力引导学生揣摩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句，从
中习得语言表达的规律。如，词语的准确运用，拟人修辞手
法的运用以及对比、衬托手法的使用，从中获得写景类文章
的语言表达规律，为学生今后的习作打好基础。

《四季之美》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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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三

《四季之美》是一篇富有韵味的散文，用独特的'视角写出春
天的黎明、夏天的夜晚、秋天的黄昏、冬天的清晨的独特的
美！

在设计课堂时候，考虑到五年级孩子的学情，我采用创设情
境的办法让学生乐学、易学。

在情境中体会独特的美

通过自读体悟、想象画面，用课件的美图和孩子们美妙的想
象，共同赏析春天的黎明和夏天的夜晚，在教学中植入动态
的写作手法和散文独特韵味的感受!

在情境中指导朗读

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的一项语言基本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
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学生增强语感，发展语言能力。课文
的内化是孩子们学习书面语言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学时必
须让孩子们直接去感受语言，积累语言。所以在学习春天黎
明直火帮，我带学生们入情入境地阅读,去感受黎明的动态的
美，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从而读好课文。

小组合作，自学秋天和冬天

小组合作，运用刚才的方法自学秋天和冬天的美，教会孩子
们以后学习散文应知应会的方法。

在情境中思考

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出如此美丽的散文?；离不开对生活和自然
的热爱。



不足之处:

导入不够新颖，没有把学生带入文本

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沉醉其中，互动太少！

学会等待，静待花开！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四

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每个季节每个地方都有着它独特
的美。

春天我认为最美的是公园。公园里的柳树姐姐长头发了，又
长又绿。草努力的钻出了泥土，在泥土上给我们看它的生命
力。花儿也张开了，它在给我们看它那美丽的样子。鸟儿也
回来了。人们也带宠物来到了公园。公园又成了热闹的景象。

夏天我认为最美的是海滩。沙滩上人山人海，有的小孩在堆
沙堡，有的小孩拿着小枪在对射，有的小孩子在挖河道，运
沙子……而在海面上，有些大人和小孩在游泳，有的带着游
泳圈和水枪在海上游射，真是热闹非凡。

秋天我认为最美的是田野。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在田野里，
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农民伯伯挥洒着辛勤的汗水，看着一
片片金黄的稻谷，脸上露出了开心地笑容。

冬天我认为最美的是雪地。冬天，世界便被那纯洁、晶莹的
雪花覆盖了。大雪漫天飞舞，一瞬间就把世界装扮成了粉妆
玉砌的童话。孩子们带上各种工具，如：铁锹、桶子……来
到了雪地上玩耍，一起堆堡垒、建城堡、筑炮塔……但如果
建筑被人毁掉，那么孩子一定会报复的，于是孩子们又一起
打雪仗，打得还不亦乐乎。



一年四季，自然带来的美从未间断。世间并不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有一天，人们都能够发现身边是如此
美丽，那么也终会发现，世界也是如此美好。

《四季之美》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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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五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识字能力。本文中汉字
的间架结构、字音字形等，我通过引导学生自学、互学等方
式来解决。词语理解方面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
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以此来培养学生良
好的预习习惯和引导他们掌握预习方法。

教学中，学生能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
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但理解一篇日本作者的散文意
境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片、感情
朗读、延伸联想等策略展开丰富的想象，体会作者所要表达
的四季之美。



此外，我还努力引导学生揣摩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句，从
中习得语言表达的规律。如，词语的准确运用，拟人修辞手
法的运用以及对比、衬托手法的使用，从中获得写景类文章
的语言表达规律，为学生今后的'习作打好基础。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六

《四季之美》是第七单元的一篇写景抒情散文。王荣生教授
说：“我们阅读散文就是要感受作者的所见所闻，体认作者
的所思所感。阅读散文，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作者所写的人、
事、景、物，而是要通过这些人、事、景、物，触摸写散文
的那个人的情思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思量与感悟。”依据文体
特征，结合课后题、单元语文要素“初步体会课文中的静态
描写和动态描写”及学生的前置性学习，我确定了本节课的
重难点为体会作者笔下四季之美的独特韵味并进行随文练笔，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能于文本细微之处发现四季独特的情趣
并表达这种美，课堂生成也很美。

美在生活处处细留心。课堂伊始，我请学生介绍作者清少纳
言。从大家的表情中，我知道学生没有提前查找作者资料，
这也在我的预设之中。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个女生举起
了手，她说《四季之美》这篇课文选自清少纳言的《枕草
子》，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对话中得知这位同学是
从课外书中获取这个信息。语文就是生活，处处留心皆学问。
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够将课文中的人事景物与阅读结合起来，
并随时将有用的资料储存在自己的知识宝库中。顺着她的介
绍，我补充了作者作为女官的生活及人们对她的评价，看着
同学们认真聆听的眼神，我知道学生已经走进了文本。

美在细微之处的发现。本节课的重点是体会作者眼中四季之
美的独特韵味。课堂上，学生们能够细心品读文本，抓住关
键景物、事物来体会作者眼中的四季之美。春之美，学生大
都能抓住三个带有画面感的动词感受了天空的色彩美，并在
我的启发下，关注到叠词的运用让文章更有韵味。夏之美，



学生能关注到萤火虫的翩翩飞舞，感叹于作者所描述的漆黑
漆黑的暗夜和蒙蒙细雨的夜晚中，萤火虫的动态美！秋之美，
我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想象为何“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
飞”，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猜测可能是鸟宝宝在等她，
也可能是乌鸦疲倦了想回去歇息-------冬之美，学生能关注
到熊熊的炭火和闲逸的心情，但对于炭火的变化关注甚微。
其实，这处也体现日本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物哀之美，
比如樱花最美的时候，也正是立刻要凋谢的象征，日本的很
多文学中都有类似的描述，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我没
有渗透。四季之美，学生对冬之美的感触似乎没有前面三个
季节那么敏锐。

美在独特细腻的表达。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于静态
描写和动态描写把握还不太准确，这也符合学生现阶段的学
情，因为本单元就是要让学生初步感知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
如何解决这个难点？板书是一个很好的支架。借助板书让学
生观察，四季最美的时间段都有哪些共同特点？学生回答有
独特、短暂、悠闲、安静等；再将最美的景致对比观察，就
能发现本文独特的写法——以静衬动。回过头来再次关注文
本的表达手法，学生对动态描写了然于心。梳理写法后进行
随文练笔。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学生的小练笔却让我
惊喜，诗意的表达，细腻的描写，甚至动态描写的运用，一
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美好！

《四季之美》这篇文章描写的意境无疑是美的，作者的写作
手法更是独特的，但我觉得最美的还是课堂上学生朗朗的读
书声，无声胜有声的思维脉动，以及侃侃而谈有理有据的表
达及诗意的描述，美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聆
听，用心发现。

文档为doc格式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七

《四季之美》是一篇富有韵味的散文，用独特的视角写出春
天的黎明、夏天的夜晚、秋天的黄昏、冬天的清晨的'独特的
美！

在设计课堂时候，考虑到五年级孩子的学情，我采用创设情
境的办法让学生乐学、易学。

在情境中体会独特的美

通过自读体悟、想象画面，用课件的美图和孩子们美妙的想
象，共同赏析春天的黎明和夏天的夜晚，在教学中植入动态
的写作手法和散文独特韵味的感受!

在情境中指导朗读

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的一项语言基本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
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学生增强语感，发展语言能力。课文
的内化是孩子们学习书面语言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学时必
须让孩子们直接去感受语言，积累语言。所以在学习春天黎
明直火帮，我带学生们入情入境地阅读,去感受黎明的动态的
美，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从而读好课文。

小组合作，自学秋天和冬天

小组合作，运用刚才的方法自学秋天和冬天的美，教会孩子
们以后学习散文应知应会的方法。

在情境中思考

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出如此美丽的散文?；离不开对生活和自然
的热爱。



不足之处:

导入不够新颖，没有把学生带入文本

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沉醉其中，互动太少！

学会等待，静待花开！

四季之美教学反思篇八

春花秋月，夏花冬雪，季节流转总能带给我们无限美的感动。
本单元课文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多姿多彩的四季美景，抒
发了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

这一节可就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这四是美景，去感受大自然的
美好。

二、解读学习目标：

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出作者是如何写景的并简要赏析。

2、运用所学到的写景方法，描写你心中的四季美景。

3、分享交流，并能在今后的生活中随时记录身边美景。

三、介绍情境任务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大自然生生不
息，四是美景美不胜收。这节课就让我们用你手中的笔来描
绘你眼中的四季美景。看一下我们的具体要求：

1、选择几篇选文中你喜欢的段落有感情的朗读。



2、说出作者是如何写景的并简要赏析。

3、结合你从文中学到的写景方法，描写你眼中的四季美景。

评价：相邻的两个小组选出一篇优秀的片段作文，全班展示，
并且简要赏析。

四、自主合作探究

现在，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同学，请同学们先自主修改学
案，然后再组内讨论。

同学们，作家眼中笔下的四季是美好的，你们眼中笔下的四
季是怎样的呢？刚才每两个小组都选出了优秀的习作，请每
两个小组派代表展示。

还有没有你认为好的作品可以自己起来读一读。（李若彤、
刘蔚然、石含玉、李梓诺、苑玲溪、祝艺萌、李姝瑶、徐怀
衣、宿安然、李晓岩、孙子萱、）

小结：文章本是有情物，要让读者感动，首先要作者情真意
挚。我们在写作中也要注意融入自己的情感。

我们写的虽然略显稚嫩，但是从同学们的语段中，老师看出
了大家都有一双发现美得眼睛。

孩子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仔细观察的同时，必须用心体验，
勤于思考，这样才会有独特的感悟，生发自己的情思。ppt带
着温情、爱心去看风景，才会领略四时之景、朝暮之景、阴
睛之景的妙处和情趣，才能够洞察风景的价值和意蕴；带着
一双慧眼去观察生活，捕捉自然和生活的美，去感受美妙的
时光，才会产生智慧的火花，抒发自已独特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