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下语文教案设计(汇总8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一

一、简介二万五千里长征，导入新课。

为了北上抗日，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福建、江西出
发，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两年的长征，红
军历尽千辛万苦，纵横11个省，翻越了终年积雪的高山，走
过了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创造
了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使红军失去了千千万万坚强战士，
以敌人失败、我军胜利而告终。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讲的就
是在红军过草地时，发生在一个小红军和一位首长身上的故
事。(板书课题。)

二、听朗读录音，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情境之中。

三、默读第二、三自然段。

思考：陈赓同志遇到的小红军是什么样子的?

四、默读第四至第十自然段，思考问题。

1、小红军是怎样一步步说服陈赓同志骑上马先走的?

2、从哪些地方看出小红军的.倔强?

五、讨论交流。



说说陈赓为什么要这样做，小红军是怎样说、怎样做的，从
中体会小红军的倔强。

六、朗读第二至十自然段。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二至十自然段，特别要读好描写小红军
言行的部分，读出小红军的倔强、可爱。

七、默读第十一至十五自然段，思考问题。

1、陈赓为什么要这样做?

(1)调转马头，向来的路奔跑起来。

(2)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2、“陈赓同志全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

八、思考。

读了这篇课文你明白了什么?是从哪些内容当中体会到的?引
导学生从内容体会思想。

(明白了小红军很倔强，一心为别人着想，即使自己因过度疲
惫、饥饿而死，也不拖累别人。)

九、延伸。

课文中哪个词语说明陈赓对这件事十分动情，终生难
忘?(“深情”“回顾”“往事”)

十、指导用“曾经”“终于”造句。

1、出示带有这两个词语的句子，体会用法。



“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
一件往事。”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
去。‘

2、练习用“曾经”“终于”写句子。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二

1.抓住人物言行体会人物的心理。

2.联系上下文内容，体会从钓鱼中受到的启示。

3.会认读7个生字，会写11个字，掌握“操纵、抛了出去、辉
映、溅起、剧烈、上钩、距离、争辩、乞求、诱惑、抵制”
等词语。

理解课

文内容，体会人物情感的变化，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联系上下文内容，体会从钓鱼中受到的启示。

多媒体课件。

预习题纲

1.初读课文，独立学习生字。

2.自由读课文，根据文章记叙的线索，体会和感受作者的思
想感情变化，注意抓住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和表达深刻的语
句。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知道詹姆斯?兰费蒂斯吗？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
为我国广大读者所了解，不是因为他的建筑成就，而是他写
的一篇短文，叫《做得对做得好—天知地知》。天知地知，
就是无人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有件事做得对做得好。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篇课文。

(板书课题)

二、初步了解课文

1.学习生字词

（1）生字读音

这篇课文的生字多达20字，而且有的很难读。所以啊，我们
就从检查生字的读音入手，看看是不是都会读了，大家有信
心吗？老师把课文中的生字做成了词串，请自己读一读。

课件显示：

放好鱼饵抛出钓线湖面涟漪耐心等待

鱼竿剧抖大鱼挣扎小心翼翼操纵钓线

鱼跃不已筋疲力尽拉鱼上岸父子得意

乞求无果不容争辩放鱼回湖依依不舍

月光如水获得启示遇到诱惑思父告诫

道德抉择简单问题道德实践勇气力量

师依次指“剧”“跃”“抉”“挣”“获”等字，指导学生



学习。

（2）部分词语的意思

词串中的词语，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提出来。（重点指
导“乞求”“不容争辩”“诱惑”“告诫”“抉择”等词语）

（3）课文内容

生字词掌握得这么好，课文内容也一定知道不少吧？谁来告
诉大家：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别急，
再看看课文再回答）

（板书：钓鱼放鱼启示）

三、练习朗读课文

1.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2.轻声朗读，想想课文里写了一件什么事？

3.同组互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4.指名读。

四、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

2.收集有关诚实的格言。

一、导入

出示一则有关诚实的格言，让学生体会。导语：今天我们继
续深入学习这个有关诚实的故事。



二、深入学习课文

1.读全文，找找这件事对于文中的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默读课文思考：

文中的“我”的情感是在变化的，找出描写“我”情感变化
的语句，读一读。

3.指导与交流。

（1）出示语句

师：课文哪些语句是写从钓鱼到放鱼“我”的情感变化？学
生说完，课件显示有关语句）

（2）钓到大鱼时的心情。如果是你钓到了这样大的一条鱼，
心情怎样？

（语句：啊！这样大的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还是条鲈鱼！
我和父亲得意地欣赏着这条漂亮的大鲈鱼，看着鱼鳃在银色
的月光下轻轻翕动着。）

（3）把鱼放回湖里时的心情(分角色读)

4.父亲的情感

（1）自读

（2）交流与指导。

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父亲的态度和“我”有什么不同？
在课文的哪些地方？（课件随机显示有关语句）

（3）讨论



父亲要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态度为什么那么坚决？父
亲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先在小组里讨论，然后在班上交流。

5.揭示中心

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谁读读课文中的句子？
（学生回答完，课件出示：“转眼间34年过去了，……就会
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其中，“但是，……就会获
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画上横线。）

6.“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却不止一次的遇到了与那条
鲈鱼相似的诱惑人的“鱼”。这“鱼”指的是什么？
（“鱼”指的是形形色色的诱惑，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利
益。）

三、课堂小结

填空：作者从34年前那个夜晚钓鱼的经历中得到的启示

是。

四、拓展

比如：

在家里：父母不在家，电视很精彩，是完成作业还是看电视？
你……

在学校：考试，老师多给了分数，你……

选举班干部，看到有的同学找人帮忙，你……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三



一、谈话导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 读准字音，并把句子读通顺、连
贯。

2、画出文中的生字、词，多读几遍。

3、对于难读的生字、词及长句多读几遍

4、学生自由交流：初读课文后，自己有哪些收获?

三、检查读书情况

1、出示生字卡，学生拼读、抽读重点指导：研 究 翼 蝇

2、学生分段读课文，其他学生评议

3、听课文录音朗读课文，生模仿读

四、指导学生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卡，学生讨论识记生字的小窍门。

2、师范写生字

3、学生书写生字，师生评议：包括笔画、结构安排

4、学生习字，并给生字组词

五、课堂小结

引导学生小结学习本课生字的体会及对本文的初步感受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目的：

知识与能力：

1、学会7个生字，认识4个字。注意读准多音字“结、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摘抄描写小天鹅离开水面飞向天空的句子，并认真抄写下
来。

4、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小天鹅的形象。

过程与方法：

读句子，根据句子内容想象画面。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小天鹅不畏艰难，追逐同伴的动人场面。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多读，边读边想象画面，将抽象语言还原成画面，
感受体会句子描写的意境。

教学难点：

学习语言，品味语言。让学生自己读书，抓住关键词句理解。

教具安排：生字卡片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会7个生字，认识4个字。注意读准多音字“结、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读句子，根据句子内容想象画面。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大家在动物园见过天鹅，天鹅是一种很美丽的动物，大家
都很喜欢它们，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有关天鹅的课文。

2.看看在小天鹅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些什么，并边读边圈生字，读完
课文后把所圈生字反复多读几遍直到熟练。

检查生字。

2、把生字送回课文再读课文，想想读完课文后，你还有哪些
不明白的问题可提出来。

三、精读课文：

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第二自然段。

思考：小天鹅当时是怎样飞行的?勾画有关词句，了解小天鹅
当时飞行的情景。

2.同桌交流。

3.全班交流：小天鹅当时是怎样飞行的?

指名读有关句子，进行朗读指导

4.出示：“那一群天鹅则像一条白线似的，在皎洁的月色下
若隐若现。”

学生自由读句子，边读边想象句子描写的情景。

指名读句子，相机指导朗读。

出示课件，再现句子描写的情景。

5.小结

四、学习生字

1.本课生字中，翅，触是翘舌音，膀，拢是后鼻音。

2.翅字注意支字旁的捺画要舒展，以便能托住里面的“羽”。
啦字注意中间的提首旁窄长。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摘抄描写小天鹅离开水面飞向天空的句子，并认真抄写下
来。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小天鹅的形象。

3.感受小天鹅不畏艰难，追逐同伴的动人场面。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复习生字。抽读生字卡片。

2、上节课同学们小天鹅当时是怎样飞行的，以及它为什么会
掉队，那它最后脱险了没有呢?同学们一定很想知道，今天我
们继续学习。

二、精读课文

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自由读第三自然段。

2.指名读句子。

理解句子：“直到那群天鹅消失了，这只小天鹅才闭上了眼
睛。”

为什么等那群天鹅消失了，小天鹅才闭上了眼睛?

理解小天鹅在认真观察那群天鹅飞行的方向。

3.指导朗读。

4.小结。

三、总结拓展



1.同桌互相说一说：小天鹅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2.全班交流。

3.教师总结全文。

本文主要描写了一只年幼的天鹅，在与同伴飞行途中，由于
体力不支而掉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小天鹅经过一夜的
休息调整，重新恢复了体力，它又顽强的追寻同伴的足迹。
赞扬了小天鹅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不畏困难，一往无前。

四、作业：以“小天鹅，我想对你说”为题写话。

板书设计

12 天鹅

1 及时观察

掉队 2 冷静机智 追赶队伍

3 不畏困难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五

《练习六》安排了如下的内容：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写好
钢笔字、口语交际、学写毛笔字等五项内容。处处留心主要
是让学生学会辨别形近字的词义和用法；读读背背，安排学
生积累八个成语和古诗《小池》；写好钢笔字，要求学生正
确、美观的书写左右结构的字；口语交际，要求学会鼓励；
学写毛笔字，安排了书字“装”、“帮”。

1、会辨别词义和用法，同时区别形近字。



2、熟记八个成语和古诗《小池》。

3、写好钢笔字。

4、练习口语交际，学会鼓励。

5、学写毛笔字。

处处留心、口语交际

四课时

处处留心

一、教学第一部分

（1）小芳正在调查有关噪声的问题，她查到了一段有关噪声
的资料。

（2）出示这段语。

（3）自己读一读这段话，借助工具书，把每个字的字音都读
准。

（4）指名读，师生共同正音，齐读这段话。

（5）在文中画出下题所提到的词语。

二、教学第二部分

１、把这些词所在的句子多读几遍。

２、首先我们来区别“需要”和“须要”。

（1）读读这两个词语所在句子，并想想讲了什么意思？



（2）指名读句子，指名说意思，其它同学补充。

（3）比较一下，“需要”和“须要”有什么区别。

（4）“需要”是要求得到，一般与某个事物搭配，而“须
要”则是一定要的意思，一般与“干什么”“怎么样”搭配。

（5）你能用这两词语各说一句话吗？

３、利用查工具书理解“频率”“分贝”的意思。

三、教学第三部分

（1）你能帮助小芳编个顺口溜吗？

（2）首先看这四个字，偏旁部首表示什么意思？

（3）读读以前学过的顺口溜，找出其中的规律。

即字的偏旁与意思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4）试着给其中一个字编顺口溜。

（5）小组合作编顺口溜。

（6）互相汇报、交流

一、教学第二题：读读背背

（一）教学成语

1、请学生借助字典，认读这几个词语。

2、指名读词语，齐读词语。



3、你理解了哪些成语的意思？

4、这些成语都勾画了什么？

5、做游戏，让一个学生悄悄看一个成语，然后做动作，其他
同学猜。

6、指导有感情朗读、背诵。

（二）、教学古诗《小池》

1、借助工具书及诗集，自学这首诗。

2、指名朗读，师生共同正音。

3、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4、指导有感情朗读、背诵。

三、写好钢笔字

1、指导。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认读“垮、碎、竭”这三个字。

（3）引导学生读帖，重点观察这三个字的结构和关键笔画的
书写要求。在观察比较的基础上小结：“垮、碎、竭”都是
左右结构的字。三个字的左半边都比较小，或半边较宽且高。

（4）教师范写“垮”。提醒学生注意：“提土旁”稍小，偏
上一点。

2、练习。

（1）学生练习描红、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2）教师及时小结，再让学生仿写。

3、反馈

（1）展示写得好的字，并请学生说说好在哪儿。

（2）对写得不好的字，予以纠正，再练习。

口语交际

1、审题

（1）指名读题。

（2）指名读题，明确此次口语交际的要求。

2、指导

（1）读读书上出现的在三个例子。

（2）怎样鼓励，互相讨论、交流。

（3）指名说，其他同学补充。

（4）分角色扮演。师生共同评议。

3、拓展。

（1）你在生活中遇到过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你是怎样鼓励自
己的？

（2）总结。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六

1、正确流利地朗读全文。在阅读中自主识字。

2、复述武松打虎的过程，注意把动作讲清楚。

3、了解武松的人物特点：智勇双全、武艺高超、性格豪放。

1、复述武松打虎的过程，注意把动作讲清楚。

2、了解武松的人物特点：智勇双全、武艺高超、性格豪放。

多媒体工具

一、介绍名著，揭示揭题。

1、教师：同学们，你们看过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撰写的
《水浒传》吗? 、 (学生回答。)

(学生回答。)

3、教师：在《水浒传》第23回中，详尽地描述了武松赤手空
拳打死猛虎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位打虎
英雄的风采。

4、板书课题：《21、武松打虎》。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1、教师：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想课文
大意;按事情的发展顺序

(“喝酒——上冈——打虎——下冈”)把课文分成四段。

2、学生按要求预习。



3、检查指导。

(1)指名带读，读准下列词语：怠慢苍凉咆哮

(2)指名分节读课文。(板书学生读错的字，纠正。)

(3)说说课文大意。

(4)分段。

三、研读课文，领会中心。

1、默读课文，你觉得武松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同学讨论，要
注意“言之有据”。

2、武松与老虎搏斗时，老虎使出了哪些招数?武松又是怎么
应付的?根据下面的提示复述武松打虎的经过。

老虎朝武松压过来，并使出了扑、掀、剪的招数，武松躲、
跳、闪，避开了老虎的进攻。趁老虎不备，武松抡起哨棒打
虎，但未击中。老虎再次扑向武松，武松用手揪住老虎的脑
门，连打带踢，终于将虎打死。

3、教师：“三碗不过冈”是什么意思?课文哪句话告诉了我
们?用直线划出。

4、教师：面对酒倌的好意劝告，武松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七

1、学会本课生字，朗读课文，理解并积累“呢喃软
语”、“通晓”、“快意”、“犒赏”、“无忧无虑”等词
语。



2、理解课文内容，学习用文中的语言表达“（）鸟儿（）地
叫，仿佛在告诉人们（）。”

3、凭借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懂得鸟是人类的朋友，激发学
生对鸟类、对大自然的热爱。

第一版块——由“鸟语”导入，了解“鸟语”

1、板书：鸟语。谁来读课题。（指名读题目）

鸟语后面加两个字，组成一个四字词语，叫——鸟语花香。

又是鸟语，又是花香，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美好的、美
丽的、美妙的），总之这样的情景是美的。

2、课文写了那几只鸟的叫声，分别是怎样的叫声？（布谷
鸟——布谷布谷；喜鹊——喳喳喳喳）

你还会说那些鸟叫的词语：唧唧喳喳、啾啾、咕咕……。

用课文中的一个词语形容，这样的鸟叫声叫——呢喃软语。
（呢喃——形容像燕子一样的叫声。）说说“呢喃软语”整
个词语的意思。

第二板块——学习传说，了解“我”的兴趣

1、据说，古时候有一个人从燕子的.呢喃软语中听出很多内
容，这个人叫——公冶长。

谁来读读这个故事，公冶长从燕子的话中听出了什么？

2、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被这个传说深深地吸引住了，
它引起了我的兴趣，引起了我想听鸟语的迫切愿望。把这一
愿望划下来。



第三版块——学习和布谷鸟的对话，寻找规律，强化训练

1、自读4—9节，想象和布谷鸟对话的场景。

2、来，我们一起读读。

师生、男女生一起读“我”和布谷鸟的对话，布谷鸟的话告
诉我们——

是啊，听了布谷鸟的话儿，我仿佛也变成了一只翩翩飞翔的
鸟儿，在布谷鸟的催促下，去认真学习。

我和布谷鸟的对话真有意思，思考：布谷鸟的话有意思在哪
里？（根据学生交流情况看，学生还是能够找出其中的规律
的：都是四个字；最后一个字和“谷”押韵；都是催促人
们……）

2、如果农民、学生、工人分别和布谷鸟对话，它又会说些什
么呢？

出示：对农民说，种田撒谷；

对学生说，认真读书；

对工人说，干劲十足。

这样的对话就称为——无拘无束，词语拓展：

无（）无（）无（）无（）

有（）有（）有（）有（）（这也是课后的练习之一）

3、从布谷鸟的话中，你听出了什么？

布谷鸟的叫声，仿佛在告诉人们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版块——略读和喜鹊等其他鸟儿的对话，再次组织训练

1、自己读第10小节，读后思考，从喜鹊的叫声又听出了什么？
在生活中有哪些喜事：考试第一、竞赛获奖、世博召开、买
房搬家、火箭上天、生日快乐……（组织学生分类：家庭的
喜事、家乡的喜事、国家的喜事）

2、指导读课文，读出人们内心的喜悦。读后练习说话：

喜鹊_______，它仿佛在告诉人们___________。

3、“我”和百灵鸟、黄莺、画眉又是怎样对话的？理解“知
音”这个词语的意思。

练习：_______，它仿佛在告诉人们___________。

老师提供一组词语：叽叽喳喳、咕咕、啾啾、引吭高歌、鸣
唱……可以利用老师提供的词语组织说话。

第五版块——总结课文

读句子“从终日忙碌的燕子那里，我认识到勤劳的可贵；从
飞行整齐的大雁那里我懂得了纪律的重要；从搏击风雨的苍
鹰那里，我学到了勇敢、顽强的精神……”从鸟儿那里我还
学到什么，是啊，“我”和鸟儿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也从鸟
儿身上感受到一种精神、一股力量。指导读好这个句子。

乃怪课文最后这样说“鸟儿的确是我们的好朋友哇！”

四下语文教案设计篇八

学生认真听并思考老师的问题，齐读课题

用学过的知识引入课题，使学生更容易弄清教学内容之间的



联系

1、看到课题，谁能告诉我这诗题的意思？重点解释“使”的
意思，说说和上一首的不同之处。

2、根据学生说的总结二人的关系。

3、在上一首诗中有两句成了千古佳句，谁知道？在我们将要
学习的这首诗中，也有千古绝句，他是不是也是作者目送友
人离开时发出的感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理
解：“使”是皇帝之命出使，奉命出使不得不去。不同：一
个是戴着使命的任务，一个是前往广陵的游玩。

2、通过课下搜集的资料介绍二人之间的关系

3、积极大胆的发言用比较的方式来学习，较易调动学生学习
的兴趣，并能及时巩固所学的内容。了解诗的背景对理解古
诗有着很好的作用。

（2）我能强调题目读法送元二/使安西

2、检查朗读情况，纠正错误。

3、分成学习小组，了解诗意。

1、将诗句先读通顺，再结合文中注释来初步了解诗意。

2、指名认读

2、提出学习目标：（1）、解诗题，知作者。

（2）、抓字眼，明诗意。

（3）、多诵读，悟诗情。



（4）、能够仔细倾听他人的发言，能与其他同学交流，体验
协作学习古诗的过程和方法。（在书中留下你思考的痕迹，
批批划划，并在旁边做上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