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钓鱼课后反思 四年级教学反
思(通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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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课后反思篇一

小数，会比较小数的大小。掌握小数的性质和小数点位置移
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会进行小数和复名数的相互改写，会
用四舍五入法一定小数的数位，求出小数的近似数，并把较
大的小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小数。

这一单元里，学生对小数的意义、小数的计数单位掌握较好，
会比较小数的大小、会读会写小数，但是对小数点的位置移
动和小数复名数的改写，求近似数这三个知识点，是学生学
习的难点，出错比较多。在学习中发现了以下知识需要巩固：

1.学过的单位间的进率需要继续巩固，学生对长度单位的进
率比较熟悉，不常用的面积单位和质量单位有所忘记。应该
在学习这单元知识之前就要把这个知识再复习一遍。

2.关于扩大到原数的多少倍和缩小到原数的多少分之一这个
知识点。学生练习说的`还少一些，在复习时要多练习说。

3.单名数与复名数的互化是难点，好学生已经掌握互化的方
法，还有一些学生会进行单位间的互化，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中间的过程经常省略不写，因而出错较多。

4.在改写时，复名数高级单位的数写在小数的整数部分，低
级单位的数再改写成小数后，写在小数部分。



5.在求近似数时，对精确到个位，保留整数部分形式的不会
求，有时会求错。特别是小数求近似数四舍五入后变成整数
的。

6.比较多个小数的大小时，有的学生贪图省劲，没有把不同
单位的数转化成相同单位的数，所以比较时出现错误。

钓鱼课后反思篇二

在课堂一开始，就把学习的主动权让给学生。设计了一个开
放性的问题：“这节课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这一问题调动
起学生兴趣，打开学生相互交流的闸门，促使学生自己去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切实把学生放在了学习的主体位置。“这
么多问题，你认为先解决哪个问题比较合适呢?”这个问题帮
助学生理清阅读的思路，给予学习方法的指导，把学生从被
动的“学答”地位提升到了主动“学问”的地位，为学生走
向主体性、走向自主探究作了潜移默化的诱导。这样，既让
学生充分感受到了教师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同时也增强了
学习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了学生探究学习的自主性，学习起
来也就自然会兴趣浓厚，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钓鱼课后反思篇三

四年级下学期第三单元是《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它把加
法运算定律和乘法运算定律放在了一起，学生在学习了加法
运算定律后，随后学习了乘法运算定律，这样，有利于知识
的迁移，学生更容易理解。在简便计算这一部分中，除了应用
“加法和乘法运算定律”进行简便计算以外，还安排了减法
和除法的简便计算。可以说简便计算的方法，在这一册中全
部出现了。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学生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知识，
我觉得很合乎情理。

但是，在“简便计算”的习题中有这样几道练习题，42页第
５题的672－36+64和25+75-25+75，在备课时，却让我陷入了



深深地思考。《教师教学用书》上明确写出：简便计算这类
题目，教师应强调运算定律适用于连加、连乘运算，不能随
意用于加减混合、乘除混合运算。上面的几道题要求虽然是
怎样简便就怎样算，如果按教师教学用书上所说的“运算定
律不能随意用于加减混合、乘除混合运算”，那么这几道题
就只能按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了，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三道
题也应该有简便计算的方法，其实只要让学生明白带着数字
前的运算符号交换位置就可以简便计算了。如果教师直接把
这样的规律告诉学生，相信学生会记住这一简便方法的。可
又背于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生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并不能
真正理解。

于是我就思考:如何让学生能理解在加减混合运算中，为什么
可以把数字及前面的符号一起交换来进行简便计算?我查阅了
相关资料，发现本章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将简便计算与实际
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与计
算方法的多样化融为一体。也就是说，都是以生活实际为出
发点的。我想：即使是练习课，也应该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到
理解的出发点。在前面的例题中，一般都是从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开始引出简便计算的，在这儿的练习中，我采用了“让
数学回到生活中去的办法”，为了节约教学时间，出示了42
页第５题的672－36+64，请学生看看算式，以我校的生活情
景来编题说给同桌听，等反馈交流后提问：

你认为怎样算可以简便一些呢？

这样，实际问题的生活背景就成为学生理解简便计算方法及
其算理的出发点了，有了生活经验的支撑，教师只要引
导：“加减混合运算的.简便计算需要交换数的位置必须带着
运算符号一起交换。”就可以了。那么，学生在计
算25+75-25+75这道题时就已经能得心应手了，并让学生举出
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理由，结果教学效果不错。

上了这节练习课后，学生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简便计算的



方法也掌握得比较好，所以我认为“简便计算”的教学必须
遵循“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展示知识的发生过程，让学生
知其所以然。”

小数的产生和意义是在三年级“分数的初步认识”和“小数
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本课要求学生明确小数
的产生和意义、小数与分数的联系、掌握小数的计数单位及
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从而对小数的概念有更清楚
的认识。

本节课我分三个层次进行教学，首先根据实际生活中的问
题“测量长度单位不够整数厘米、分米或者米时候，怎么
办？”让学生在理解分数意义的基础上理解小数的产生实质
意义，体会分数与小数的联系。第二步，表现在小数意义的
教学中，教材中利用米与分米、厘米、毫米的改写，让学生
理解小数的意义。设计了“把一米平均分成10份，每份是多
少？（1分米）如果用米做单位，每份是多少米呢？能分别用
分数、小数表示吗？（十分之一），父母是10的分数可以表
示成一位小数，也就是0.1。而我在教学中直接从线段图入手，
从平均分成10份、100份、1000份入手，让学生在改动分母
是10、100、1000的分数中来理解分数的意义。从而避免了教
材中由于增加了米后意思上表达的不够清楚。第三层次的教
学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观察、讨论、将小数计数单位和计数单
位之间的进率通过对整数计数单位的复习进行引申。使知识
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

通过以上三部分的教学，基本达到了预定的教学目标。

不足之处表现在由于还没有完整的学习小数的数位顺序表，
因此对各个数位上的数有几个计数单位组成表述不是很清楚，
在下节课的学习中要加紧学习和改进。



钓鱼课后反思篇四

小数性质的理解和运用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在教学本节内
容时，我没有直接出示例1而是先在黑板上写了1、10和100。
提问：它们中间可以什么符号连接，创设这样一个富有启发
性、趣味性、挑战性的问题情境吸引着学生，引起了他们强
烈的探索欲望。他们纷纷开动脑筋、个个跃跃欲试。通过大
家的回答和教师的引导不知不觉引入新课的学习，自然流畅。
接着，让学生充分在小组内进行交流、讨论，发现1分米=10
厘米=100毫米这个结论。接着问：怎样找出0.1米、0.10
米、0.100米的'长度？同学们马上进行合作分工，很快得出1
分米=0.1米、10厘米=0.10米、100毫米=0.100米。此处我渗
透了等量替换思想，学生不难得出0.1米0.10米0.100米这三
个数是相等的。学生们不仅很快归纳出小数的性质，而且使
他们明确了这一知识的形成过程。

最后，在练习的时候，列举了小数的性质经常出现的两种题型
“化简小数”和“改写小数的位数”，学生掌握的还不错。
个别的学生还认为末尾只能天上或者去掉一个零，要加以订
正。

钓鱼课后反思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育学生学习科学家献身科学，造福
人类的崇高品质。

2.了解巴斯德征服狂犬病的原因和过程，体会巴斯德在给小
孩治疗过程中的心情，进而体会科学家崇高的责任感。

3.认识9个字，会写13个字。理解带有生字的词语。

1.品位、感悟巴斯德在给小孩治疗过程中的心情，进而体会
科学家崇高的责任感。



2.了解课文的结构，学习按时间顺序叙事的写作方法。

1.理解、体会巴斯德征服狂犬病过程中的情感变化，感受他
崇高的品质。

2.“搏”的右上最后一笔是横折，不是横着钩;区别“搏”
与“博”

3.了解课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叙事的写作方法。

三课时

1.巴斯德的有关介绍资料

2.课件

3.生字、词语卡片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感知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认识并学习生字，提出问题。

教学步骤：

(一)课前准备

布置学生查找有关巴斯德与狂犬病的资料。

(二)谈话引入

了解巴斯德与狂犬病、学习第一自然段。

1.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闻名世界的人物，他就是——



2.板书课题：巴斯德

3.经过查找资料同学们一定知道巴斯德是怎样一个人了，谁
愿意说一说你了解的情况?

4.课件出示链接资料

5.课文中第一自然段也简单地介绍了巴斯德。打开书，齐读
课文第一自然段。

6.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主要介绍巴斯德的什么事?

7.板书：征服狂犬病

8.齐读课题

9.理解：征服

10.交流对狂犬病的了解。

课件出示：指名读

狂犬病

人和各种动物都可感染，其病原是狂犬病病毒。病犬主要表
现狂躁不安和意识紊乱，攻击人畜，最后发生麻痹而死亡，
因此又称疯狗病。

狂犬病病毒主要存在于病畜的脑组织及脊髓中。病犬的唾液
腺和唾液中也有大量病毒，并随唾液向体外排出。病犬出现
临床症状前的10～15天，至症状消失后的6～7个月内，唾液
中都可含有病毒，因此，当动物被病畜咬伤后，就可感染发
病。有些外表健康的犬、猫，其唾液中也可含有病毒，当它
们舔人或其他动物，或与人生活在一起时，也可使人感染发
病。除此之外，很多野生动物，如狼、狐、鹿、蝙蝠等感染



本病后，不仅可发病死亡，而且还可扩大传播。如有些品种
的蝙蝠，感染狂犬病病毒后，它们经常袭击人畜，使之感染
发病。呼吸道分泌物及尿液污染的空气，也可引起人畜的呼
吸道感染。野生动物可因扒食病尸而经消化道感染。由此可
见，狂犬病的感染途径不像过去既认为的只是通过咬伤感染。

11.再读课题

12.引导质疑：你对题目中的哪个词最感兴趣?

13.导入：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读读课文。

[引导学生发现、探究，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书，边思考
的习惯。]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用适当的方法认识生字、理解词语。

2.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1)指名分部分朗读课文，正音。

(2)板书字音不准确的字的音节：如：潜、孜、靡……、

(3)课件出示会认字：齐读正音。

3.学习生字

(1)自学生字，质疑、解疑、指导书写。

(2)重点指导“博”、区分“博”与“搏”

课件出示：“博”的笔顺，通过重点笔画变色强调有上边
的“横折”不要写成“横折钩”。



课件演示：“残”右上两笔横稍斜，不是撇。

课件出示：“博”与“搏”的组词练习，进行比较。

(3)书写生字。

(4)布置作业：抄写生字、新词。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研读课文，朗读课文

教学步骤：

(一)复习生字、新词

指名读生字、词卡片(或课件出示)

(二)整体感知，理解“征服”

1.自由读课文，继续思考课题中“征服”一词说明什么?

2.交流认识。

3.理清文章写作顺序：课文按什么顺序叙述巴斯德征服狂犬
病的经过的?

4.默读课文，划出文中表示时间的词语。

5.小结：课文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巴斯德征服狂犬病的经过。

(三)研读课文2、3自然段



1.读了这两个自然段，你了解到了什么?(狂犬病很可怕)

2.指导学生朗读出狂犬病的可怕。

(1)抓住重点词语理解：“一旦”“数日之内便会死
亡”、“极为罕见”、“无数人”、“谈‘犬’色变”。

(2)学生互相评读。

3.引导学生体会巴斯德研制出狂犬病疫苗的艰难和是否适用
于人体的疑虑，并读出感情。

(1)自由读，感悟巴斯德的情感变化。

(2)指名对比读，引导学生听读、评议：他们读得是否一样?
你听出怎样的感情?

(3)你想怎样读?

[尊重学生的个体感受，培养学生认真倾听、思考的习惯。]

(4)再评议、朗读过程中理解“五年”、“孜孜不倦”、“终
于”，感受征服狂犬病的艰难;同时体会巴斯德为疫苗能否使
用于人体的焦虑、疑惑，理解其崇高的责任心。

4.小结：巴斯德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经过艰辛的努力，终
于在征服狂犬病的道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但是强烈的责任
感却是他对如何驱除狂犬病对人体的危害而忧虑不安。接着
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使他最终征服了狂犬病?我们接着看课文。

(四)研读课文4—12自然段

1.整体感知：自由读4—12自然段。

2.研读感受



课件出示自学提纲

(1)默读课文，划出表示巴斯德情感的语句

(2)反复品读感悟：从这些情感变化你中体会到什么?

(3)怎样读好这些语句?

3.小组交流自己的感受。

(1)代表汇报本组对某一语句的理解。

(2)采取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相关语句。

(3)其他组评议、补充。

4.朗读自己最感动的句子。

(五)总结

可见出示名言和补充资料

“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
神。”——巴斯德

巴斯德的这句话给他的一生做了的总结。也正因为有了这种
坚持精神，巴斯德的科学之旅硕果累累。

作为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的路易巴斯
德(louispasteur，1822-1895)，一生进行了多项探索性的研究，
取得了重大成果，是19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他
于184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双晶现象研究”和“结晶形
态”，开创了对物质光学性质的研究。1856年至1860年，他
提出了以微生物代谢活动为基础的发酵本质新理论，1857年
发表的“关于乳酸发酵的记录”是微生物学界公认的经典论



文。1880年后又成功地研制出鸡霍乱疫苗、狂犬病疫苗等多
种疫苗其理论和免疫法引起了医学实践的重大变革。由于巴
斯德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他甚至还成功地挽救了法国处于困
境中的酿酒业、养蚕业和畜牧业。

(六)布置作业

继续查找、收集有关巴斯德的资料，有关动物病毒对人体的
危害及预防把办法。

[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情
感。]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巩固复习、交流资料，写出防病措施。

教学步骤：

(一)复习生字新词

1.读生字卡片。

2.读词语。

(二)归纳文章结构

1.回忆文章写作顺序。

2.完成课后49页练习。

(1)自己完成。



(2)反馈定正。

(三)交流相关资料

1.小组交流。

2.个人展示。

(四)汇报了解到的防治动物病毒传染的措施。

(五)积累词语

1.填写词语花篮。

2.交流自己欣赏的词语。

3.抄写词语。

(六)听写词语，反馈、纠正。

钓鱼课后反思篇六

今天教学的内容比较简单，考虑到班上学生最近学习有点浮
躁的事实，我没有按照书上面的例题设计，而是自己创设了
一个教学情境：去年运动会我们四年级四个班的`跳远平均成
绩如下......请你们讨论一下你们自己比赛的名次先后。由
于学生对自己的名次很感兴趣，因此迅速的融入了讨论的氛
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