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小论文四年级(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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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爬天都峰》是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一组中的
第三篇课文。根据教材的体系编排，考虑低年级到中年级的
衔接，结合本班学生的实际，我在教学中力图体现以下这些
特点：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我着
力于指导学生学习课文的重点段落——“我”和老爷爷爬天
都峰的经过。“我们”在爬山途中，相互鼓励，克服山高路
陡的困难，终于一起爬上了天都峰。

与主要内容密切相关的那些关键语句的理解，是学懂课文的
关键，要把它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课文中的许多语言
描写挺有儿童味，内涵丰富，令人回味。如文中“我”和老
爷爷对话中的两个“也”字，细细揣摩，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言外之意：一老一少相互羡慕、敬佩，表现了他们不怕困难、
勇于攀登的精神，人物的形象自然也就丰满了。

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文字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语感训练。”
本节课通过各种方式的指导朗读，引导学生自读自悟，让他
们在读中体验；而适当的口语交际训练落实到阅读教学当中，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文
中老爷爷和“我”，不怕困难奋发向上的精神，将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学生。



本节课最大的不足是忽视了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过多地注
重理性的分析，结果学生少了些灵气，课堂少了些生气，教
学效果大打折扣，有待于进一步改正。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西周教指站语文教研活动如期开展。我执教的是《荷花》一
课。虽然也上过许多公开课，但这一次却给我与众不同的感
受。

感受一：互动式的对话研讨。这是一种答辩式评课方法，执
教老师坐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教学设计，台下老师针对教学
设计，以及课堂上师生双边活动，教学效果等进行讨论、协
商、指正。这种短兵相接的评课方式，改变了以往教者教，
评者评的情况，使评课在答辩中更热烈，更有效。不过我想
如果在开始前，让大家分小组先讨论一下，整理出问题与思
路的话，氛围应该会更好些。

感受二：教学目标的指向性，操作性。从我自己的教学实际
看，我很少注重教学目标的定位，总觉得心里有数就行了，
反正教学目标不就是那么几句套话嘛！所以备课时，特别是
上公开课时，我们关注更多的还是教学设计，包括课件的制
作。而这一次在唐老师的引领下，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教学
目标的问题。台下我深深反思：每一个教学环节，每一句过
渡导语，每一个问题，每一次练笔都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就像靶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射中它啊！

感受三：经典的束缚。“冒”是《荷花》一课重点感悟的词，
在历来的教学中，已经被演绎成了经典。一般步骤如下：１、
读句子，哪个词用得好？２、冒可以换成什么词？３、比较
这些词，感悟“冒”的精妙。

然而，在课堂上，教学到这一环节，我却遭遇了失败：学生
虽然绞尽脑汁换了许多词，但感觉越换越离谱，到比较词语



时更是语塞。至此，我只好草草收场，白荷花始终没能顺利
地冒出来！

经典遭受失败，原因很多，首先要检讨自己课堂调控能力不
好，启发不到位等。但也留给我一个思考：选入课文的大多
是经过专家推敲、考证的语句，用词准确生动，我们让学生
比较，揣摩是有道理的。但学生毕竟不能达到的这样的高度，
很多时候他们知道文中用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就这
个“冒”字为什么好，我们许多老师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们
又何必为难学生呢？语文是含蓄的，模糊的，隽永的，学会
声情并茂地背诵课文后，当看到荷花那亭亭玉立的身姿时，
如果他们的心中会自然想到这个“冒”字，我们的教学就留
有痕迹了。

教无定法，学无止境，一次教研活动，留下这么多的遗憾与
思索，我想这就是它的魅力和价值吧！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全新的教材，我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
中反思。

一、钻研教材、从学生的学情出发进行教学

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依据，如何用好、用足教材，
让学生喜欢教材、喜欢学习，是首先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对
教材、教参深入研究后我发现新教材更注重对学生学习习惯、
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一些语文知识点要求不够清晰、明确。
如，本册教材注意培养学生预习习惯、边阅读边思考的习惯、
通过各种方法理解词语的能力，注重学生对课文独特的感受。
但对一些知识点在练习中虽有所反映，要求却不够明确，如
标点符号的使用、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句式的训练等。有
了对教材较为正确、清晰的了解后，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就能
扬长避短、课内外互相补充，使教材更加完善。



教材中的32篇阅读课文，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学习要求如
何与学生的学习实际相一致，不至于挖得深、学得难，让学
生觉得无话可说、无感可发。这又是另一个摆在我面前的难
题。我觉得这时就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知道什么对他们来
说是有难度的、什么是他们感兴趣的、怎样设计通过他们的
思考、合作会有真正的提高。只有这样，在设计教学方案时
教师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教学预测，使教案更贴近学生、更合
理。

二、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优化课堂教学

教师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学习
能力的形成，真正学会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三年级刚刚
从低年级过渡上来，教师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课堂
上的自主学习还是要通过老师的组织、引导进行。因此教师
要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不断小结、不断反思，提高自己的理论
水平、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在实践中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
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得到最优化。

在教学中让学生精读感悟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让学生进入
角色，也就是进入课文的情境，让学生感知：要成功，信心
是不竭的动力，坚持不懈至关重要，但还需要不断地总结经
验教训，改进方式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瑰宝，苏教版教材中每个练习都
安排成语。今天教学成语时，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我发现教材中每个练习安排的成语不但各自相关，而且和本
单元的课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学时我就注意了这种
联系，让学生回忆《东方之珠》这篇课文，想象香港的繁华、
热闹、美丽，这几个成语正好描写的都是城市繁华的，这样



孩子理解时，我们就不知不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觉得陌生
的情境。

教材中每个练习安排的成语，表达着相同或相近的主题，这
就给教者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今天的8个成语正好分成4组，
各组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常被人们连用。教学时我就把握住
了这种关系，让学生大体理解一行两个成语的意思，读时也
让他们一行一行地读，背诵时记住一行中的第一个成语，学
生也发现了这种关系，理解背诵都很容易。

总之这节课上，我教得轻松，学生学得快乐！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赵州桥》是一篇说明文，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修筑的赵
州桥的雄伟、坚固、美观。它表明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聪
明能干、有能力、有志气，赞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才干。

虽然赵州桥是一篇说明文，但它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的
情感------自豪。教学中我紧紧抓住关键词引发学生的情感，
让他们通过朗读表达情感。例如结合收集的资料：比欧洲同
类的设计早七百年，并经受住了洪水、地震、风雨和使用的
考验，至今仍然雄姿不减当年，体会它的坚固，感受它
的“世界闻名”。我告诉他们一个数字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从
“1400多年”、“五十多米长”，“九米多宽”中体会这些
数字传递出来的信息，体会赵州桥的坚固雄伟。抓住关键
词“抵”、“回首遥望”，做动作体会桥的图案的传神。最
后我让学生利用不同形式读赵州桥精美的段落… …此时学生
的情感，老师的情感，作者的情感，文本的情感融为了一体。

在这一课的教学中，适时运用多媒体突破难点，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