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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四年级语文母鸡教学反思篇一

一、课文的“味”儿没嚼透。

备课之前，自己先读课文。我注意到了课文的中心句：“好
一个高傲的动物!”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文章是围绕白鹅的高傲
来写的，上课时就应该着重帮助学生感受学生的高傲。可是
果真照着这样的思路上课，不断地读“厉声喝斥”“厉声叫
嚣”，不断地学“引吭大叫”，不知不觉地，连我自己都觉
得白鹅真的成了一种高傲的甚至让我们觉得有点陌生和遥远
的动物，更何况学生呢?我们感受到的白鹅显然已经不是丰子
恺先生笔下和心中的那只白鹅了。

上完课，我注意到了写在这一组课文前面的话：“动物是我
们人类的朋友。”把动物视为朋友，亲近它，喜爱它，这不
恰恰就已经体现编者选文的意图了吗?或许，编者就是被丰子
恺先生对白鹅的那份由衷喜爱打动，才选了这篇文章吧!我注
意了一句课文：“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狗多
么忠诚亲切，而养鹅竟然也能如养狗一般，不正恰恰说明了
养鹅的喜和乐吗?再看课文第一段“雪白的‘大鸟’”，白鹅
在丰子恺的眼里多美呀!我小时候被鹅咬过，但我印象最深的
却还是鹅那傻呆呆又傲气十足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觉
得很好玩，很可爱。

这就是真正接触过鹅的人才有的那份由衷喜爱!现在，我猜想



丰子恺先生是十分喜欢他养的这只白鹅，于是鹅走路时的傲
慢，吃饭时的古板也就令他忍俊不禁，使他用调侃幽默的笔
调写就了这篇文章，一如一个满怀慈爱的父亲谈起自己调皮
的孩子。

如果课前就能嚼出课文的这个味儿，那么，今天的白鹅在孩
子们的眼里会亲切可爱得多吧!

二、课堂的“味”儿还有点儿“生”。

因为没有嚼透教材，课堂就显得生硬，少了点儿滋润，少了
点儿自然。许多细节都暴露出了这个毛病。

课始出示了白鹅的照片，与学生一同领略了它高傲的姿态后，
我便让学生自由读课文。可没想到的是孩子们似乎都有些不
知所措，课堂忽然静寂了几秒钟。我只有掩饰自己的尴尬，
再次提醒学生赶紧读书。孩子们这时才像回过神儿来似的。
课后，我分析：很有可能是孩子们因为刚刚演了“伸长头颈、
左顾右盼”，对这个高傲的动物产生了兴趣，兴奋劲儿还没
过去，这时简单机械地下指令叫他们读课文，他们的情感就
产生了断层。经过这一番点拨，我才恍然大悟，真是“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课堂正因为微妙才成为艺
术，才需要每一个上课的老师用慧根去体悟!

又如在引导学生感受白鹅叫声“严肃郑重”时，我请学生圈
一圈直接描写白鹅叫声的词语。在巡视的过程中，我发现有
一个学生圈了“狂吠”，就问孩子们这个词是不是描写白鹅
的，大家都说不是，于是我就把正确的三个词大在了大屏幕
上。现在想来这个环节的生硬恰恰反映了我的教学机智还很
不够。其实汇报的时候完全可以就请这个学生来说，他的答
案一定会引发同学们的思考，这是问题就不是我抛出的，而
是从学生中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的。这不恰恰是我们需要孩
子们养成的能力吗?——有疑，有思。说到底，课堂本来就是
这二者的结合。



四年级语文母鸡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位优秀的老师，我们要有很强的课堂教学能力，借助
教学反思可以快速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那么教学反思应该
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四年级上册课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讲了少年周恩来耳闻目睹了中
国人在外国租界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
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
华而读书，表现了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下面
说说上课的感受。

课文主要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周恩来初到东北从伯父口中
得知中华不振，第二件事是周恩来闯进了租界，从租界地发
生的事中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第三件事就是修身课立志。
三件事之间又互有联系，正是因为不明白中华为何不振才会
驱使周恩来闯进租界，又是因为真正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
才会立下如此远大的志向。于是，决定抓住“中华不振”这
条主线进行教学，七、八两个自然段是本节课教学的重点，
要让学生从这两个自然段中体会到中华不振的含义，并且激
起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心中能树立起为强大祖国而读书的
愿望。

首先让学生先自读自悟，划出写“中华不振”的语句，再让
全班学生相互交流。引导学生找出租界景象的句子，目的是
引导学生体会租界内洋人的生活，和租界外中国百姓的困苦
生活，形成对比从中体会中华不振。学习第七段，让学生体
会那位妇女的可怜及中华不振，从巡警的“不惩处洋人却训
斥中国妇女”的做法中体会中国巡警的可悲及中华不振，从
围观者的“拳头和只能劝劝那个妇女”的表现中体会中华不
振。然后抓住“耀武扬威、得意扬扬、紧握拳头、只是劝劝、



哭诉、衣衫褴褛”这些词语，通过朗读，使租界里洋人、巡
警的丑恶嘴脸以及受欺凌百姓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同学们
也深刻体会到中华不振的含义，最后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概括
说说中华不振是什么意思。

体会中国妇女受到洋人欺凌却得不到中国巡警的保护这部分
内容的教学是让学生体会中华如何不振的重点，也是语言文
字训练的关键点。因此，首先，让学生想象：当时那位妇女
是怎样哭诉的，那个中国巡警又是怎样训斥她的，站在一旁
的洋人会说些什么?然后通过多种方法反复朗读，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以及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巡警的愤怒，再以“同学们，
假如你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你的内心会
有怎样的感受?”让学生进行说的训练，进一步让学生加深体会
“中华不振”的含义。让学生从读到悟，由悟到说，进行语
言实践，内化语言，深化情感。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对于“中华不振”的理解，还要引导学
生立报国之志。学生对周恩来少年立志而感到钦佩，从而让
学生知道自已读书是为了什么?从心底深处唤起学生的民族意
识，才真正达到目标。课堂的最后，我也像魏校长一样在班
级里进行了提问：“请问你们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了幸福的生活而读书。生：为了梦想而读书的。生：
为了上大学而读书。生：为了国家更强大而读书。生：为了
为国家做贡献而读书。同学们心潮澎湃，热情高涨。在种形
式，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不足之处：为了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如果能播放一段当
年租界外中国人贫穷流浪、民不聊生的视频，效果会更好。

四年级语文母鸡教学反思篇三

丰子恺先生的散文《白鹅》以活泼、诙谐、准确的语言描绘



了一只高傲的白鹅的形象。以“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
声、步态和吃相中”这一过渡段统领全文，进行了细致刻画，
而反语的应用，更显得这只鹅虽然固执迂腐，却率真质朴，
憨态可居。

《白鹅》是第四单元的第一篇例文，对于指导学生阅读写作
地位十分重要。学习这篇课文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学会抓住
重点词句了解白鹅的特点，能体会到作者运用拟人、对比、
反语等方法表达对白鹅的喜爱之情。在阅读中体会作者抓住
特点写的方法，感受作者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初步模仿进
行练笔。

教学本课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课文是怎样写出白鹅高傲的
特点的，教学难点是从那些看似贬义的词语中体会作者对鹅
的喜爱之情。

二、设计与理念

因此本课将采用读品结合法和读写结合法等方法为主进行教
学，指导学生采用读悟结合法进行仿写。

四、预设与教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情境的创设，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在引入新课时，
播放鹅的情境动态，引导学生描述鹅的形象，背诵古诗
《鹅》。这一环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进入文本做好
了铺垫。

(二)、读悟结合，理解文本

1.初读美文，整体感知。



口头填空：好一只()的白鹅。(高傲、傲慢、从容不适、一丝
不苟、架字十足、有着老爷脾气、需要人侍候……)。(学生
可以用课文中的词语概括，也可以用在行自我提炼后的词语
概括。这一环节让学生巧妙的渡过了词语积累关，从不同的
角度了解白鹅某方面的特点。既整体感知白鹅形象，又顺理
成章的抓住了课文中的关键词“高傲”和中心句“好一个高
傲的动物!”

丰老先生是从哪几方面写白鹅高傲的特点?用波浪线划出过渡
句，从这句话里你知道了什么?请学生谈体会，老师小结：整
篇课文都围绕“好一个高傲的动物”来写。第二自然段也很
重要，它不仅连接第一段的内容，还告诉我们后面几个自然
段分别从鹅的叫声、步态、吃相几方面写出了鹅高傲的特点。

四年级语文母鸡教学反思篇四

这又是一篇与钱有关的记叙文。叙述了地铁站立明为代表的
众人捡拾散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
所有的人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
的关爱之情，读之使人感慨。

根据本文的特点，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通过人物的神态、
动作、语言去感悟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而深入理解课文
的深刻内涵。在由重点词句体会人物心理的同时，要注重学
生对语言的积累，把语言积累与语文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去积极主动地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积
累语言，回归语文课堂的本来面目。

学习课文时，可以结合背诵传统名言或“语文天地”中的名
句理解“拾金不昧”的含义。古人说：“生亦我所欲，义亦
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人一向认
为，“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说金钱了。“路不拾遗”的
故事流传两千年。不顾“义” ——事实、良心、真理、信誉、
正义、廉耻心等而得来的钱，是“不义之财”。这样的观念，



应深深印在孩子们的心中。

《散落的钞票》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七册第10单元“金钱”单
元的一篇主题课文，叙述了地铁站立明为代表的众人捡拾散
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所有的人
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的关爱之
情，读之使人感慨。在这篇课文的写法上，我觉得是对学生
作文指导的一篇很好的范文，因此，我想将课文的写法在课
文学习完教给学生。而死板的教作文怎样写，学生根本不感
兴趣，在本课中，我就采取了这样的教法。

古人云：“学贵于疑，有疑则进。”在课堂上，我们应该多
给学生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质疑问难，以生为本。在教学中，
我常常启发学生质疑。在教学《散落的钞票》第二课时，我
先引导学生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学生通过对人物动作、语
言、心理等的学习也感悟到了众人拾金不昧的精神。我让学
生回顾课文写法时，张琛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课文为什么
不直接写这件事情，而开头要写我和立明逛书店和地铁站的
情况呢？”听到这一问题，我喜出望外。马上让学生讨论交
流，学生开始认为是在介绍我和立明，不让“我们”出现的
太突然，写地铁站只是为了交代地址，对于这样的答案我当
然不满意，于是，我加以引导，问道：“地铁站写了些什么
内容呢？”学生通过朗读恍然大悟：“地铁站人多才会拥挤，
才会将钱挤出来而不被失主发现，也和文章开头的国庆长假
吻合起来了。”学生了解到这个问题，但并不满意，于是我
让学生继续阅读第一自然段，通过读、想了解第一自然段的
作用，学生终于找到了关键句子“我想立明家里生活困难，
也就不再坚持。” 我赶紧接过说：“是啊，他们的确很需要
钱哪，可他们却能这样——不贪钱，拾金不昧。”学生对文
章的写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知道了在写一件事情前不只是
要简单的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还要将故事情节进行铺垫，
这样更能突出中心。因此，学习这篇文章的写法便在孩子们
的疑中、议中凸显出来了。



四年级语文母鸡教学反思篇五

从整节课来看，教学思路清晰，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学生学
得轻松，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实践了以读为本、读思结
合的设计理念。虽然做了很多设计和准备，但在实际教学中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在重点词句的理解这一环节，处理得
不够到位。教师对课堂上的生成没有及时有效地引导和处理，
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有待学习提高。通过这堂课，我也体会
到，教学的过程不是教师备好教案，然后按图索骥的过程，
而应是教者、学者和文本间的开放多元、动态生成的过程。
教师要把学生的学情作为自己教学新的生成点，尊重学生的
个体感受，并根据课堂生成，因学定教，灵活驾驭。只有这
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
人。

四年级上册语文课文白鹅教学反思四：

鉴于小学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我以
求真、求实、倡简为目标来设计本课,因此在教学设计时牢记
一个宗旨:语文教学应该从学生的“学”出发，培养学生的语
文素养。

反思这节课,我认为较好地体现了主题,达到了教学目标.到了
中年段，理解词语和句子仍然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
所以我在本课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运用低年级所学的一些理
解词语和句子的方法,加强学习方法的迁移，比如:联系上下
文理解关键的词句，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白鹅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叫声,“三眼一板”指白鹅任何时候
吃饭顺序都不变的规矩,这都要联系上下文才能理解。另外,
为了引导学生理解白鹅走路的姿态,我通过多媒体播放一段对
学生来说比较陌生的净角出场的录像，把这些抽象的和学生
生活距离比较远的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形象而直观
地感受“白鹅”走路的高傲，就达到了一个直观，形象的效



果。还有,教学中我利用学文与表演相结合。表演是兴奋剂，
是催化剂，既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又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但是,在本节课的时间安排上显得有些紧,学生读的还是不充
分,还有对课文的写话练习和写作方法的教学没有完全展开,
这也是本课教学的遗憾.由此我也在思考,如果语文是一门艺
术,我想大概是一门取舍的艺术吧,每节课多角度地突出主题
的建构是容易的,但需要取时间还是舍内容,才是更应该权衡
的.这一点也正是这节课我感觉最难把握的,既想把整节课的
教学设计完整地展示出来,又想把教学课文的每个环节做到尽
善尽美,让我着实感受到了寸时寸金的可贵.倒底在40分钟内
如何取舍,我想这将是我和各位同行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共同
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想说,教学本课后,心中存有许多留恋和些许遗憾。留恋
的是大家陪我共同渡过的四十分钟，遗憾的是这“白鹅”还
羽翼未丰，请大家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呵护。同时让我们每天
多些努力,使我们的学生都能开开心心学语文，扎扎实实学语
言，实实在在用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