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 新课标四
年级语文永生的眼睛教案(大全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一

1、出示课题《永生的眼睛》，齐读。

2、 学习“阅读提示”。

师：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我们平时是怎么学习的？

生：先是读读课前的“阅读提示”，了解这篇课文的学习要
求；接着读准读通课文，了解课文写了什么；然后围绕学习
要求，读读、找找、划划、写写，理解这几个问题；最后还
要交流学习体会，谈谈自己的收获。

师：是啊！我们先来读读这篇课文的“阅读提示”。

出示“阅读提示”：

默读课文，说说琳达一家人为了让盲人重见光明，他们是怎
么做的。从课文中找出含有“骄傲“的句子，有感情地读一
读，再联系上下文，讨论讨论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师：哪一位同学愿意读？

生：（读 “阅读提示”）



师：用笔圈一下，提了哪几个要求？

生：第一个要求就是说说琳达一家人为了让盲人重见光明，
他们是怎么做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从课文中找出含有“骄
傲“的句子，有感情地读一读。第三个要求就是联系上下文，
讨论讨论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师：很好，不过2、3两个要求可以并成一个要求。

生：（齐读 “阅读提示”中的第二个要求）

3、检查字词。

师：课前我们已经预习了这篇课文，下面我们来读读这些词
语。

出示：屡屡获奖热泪盈眶 遵从

角膜 捐赠 重见天日

生：（指名读）

师：“遵从”两个字都是平舌音。

生：（齐读词语）

师：什么是角膜呢？老师这儿有一段资料，是对角膜的详细
描述，大家认真读一读。（出示角膜的资料）

生：（自由读角膜的资料）

4、用第二组词语说话训练。

师：谁能用第二组词语说一两句话？



生1：爸爸捐赠了他的角膜，使失明的人重见天日。

师：说得真好，短短的一句话就把三个词语都用了进去。

生2：只要捐赠了角膜，几乎能让失明的人重见天日。

师：为什么说是“几乎”？

生2：因为我读了你出示的资料，知道有了角膜，70%失明的
人能重见天日。

二、体会情感

师：下面请我们再读课文，思考“阅读提示”中的两个问题，
圈划有关语句。

生：（阅读，圈划）

生：琳达，琳达的父亲、母亲，琳达的女儿温迪。

师：（一一板书：琳达父亲母亲温迪）

师：我们能搞清楚一家人的关系吗？

生1：琳达是温迪的妈妈。

生2：琳达的父亲、母亲，就是温迪的外公、外婆。

师：琳达一家人为了让盲人重见光明，他们是怎么做的？

生1：捐献自己的角膜。

生2：琳达的爸爸妈妈生前就考虑好了，死后要捐赠完整的器
官，包括角膜。



生3：琳达遵从爸爸的遗愿，把爸爸的眼睛角膜捐赠了出去。

生（读）：温迪告诉我：“妈妈，我真为你、为外公所做的
一切感到骄傲。”（出示）

师：温迪为什么为母亲、外公骄傲？

生1：外公把外婆的眼睛角膜捐赠给了别人。

生2：温迪的妈妈把外公的眼睛角膜捐赠了出去。

师：你们还找到了哪些含有“骄傲”的句子？

生（读）：这次，我为自己的女儿——14岁的温迪而骄傲！
（出示）

师：老师把这句话改了一下，（出示：这次，我为自己的女
儿——温迪而骄傲。）

有什么不一样？

生1：没有了14岁。

生2：感叹号改成了句号。

师：为什么要强调“14岁”？

生：（2位学生的回答都离题了，没有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

师：琳达14岁时和温迪14岁时对捐赠器官的态度有什么不一
样呢？请同学们默读1——4自然段，画出相关的句子。

生（读）：我痛苦难忍，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自己的房
间。“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对待妈妈！”我冲着爸爸哭
喊，“妈妈完整地来到世上，也应该完整地离去。”（出示）



师：为什么琳达反对捐赠器官？

生：她认为妈妈完整地来到世上，也应该完整地离去。（生
再读）

师：是啊，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后来琳达改变了。是
什么人让她改变了？

生1：是温迪。

生2：是琳达的爸爸。

师：父亲、温迪的哪些言行深深地影响着琳达？请同学们快
速默读课文5——9自然段，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选一两
句感受深的批注上自己的体会。

生：（默读，批注）

师：谁来说第一句？

生：我认为第一句是父亲说的话：“一个人所能给予他人的
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很久以前，你妈
妈和我就认为，如果我们死后的身体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
我们的死就是有意义的。”

出示：

一个人所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己身体的一
部分。很久以前，你妈妈和我就认为，如果我们死后的身体
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我们的死就是有意义的。

师：你觉得应该怎样来读这段话？

生：（自由读）



生：要读出平静的语气。

师：你能理解父亲的那份“平静”吗？

生：他认为死后捐赠角膜是理所当然的。

师：那就让我们再平静地读读父亲的话。

生：（齐读）

师：下面我们继续交流，父亲、温迪的哪些言行深深地影响
着琳达？

生（读）：“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
像温迪一样画出栩栩如生的马儿，那多么美妙。当你们得知
是我的眼睛角膜起了作用，你们会为我自豪！”（出示）

师：父亲为什么说到温迪？

生：因为温迪眼睛好，所以画画作品经常获奖。可有些人眼
睛却看不见。

师：是啊，这些人多么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出示：

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 ，那多么美
妙。当你们得知是我的眼睛角膜起了作用，你们会为我自
豪！”

（学生进行说话训练）

生1：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我们那
样看到周围五彩的世界，那多么美妙。



生2：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一般人
那样看看云朵，看看花儿，那多么美妙。

生3：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我们一
样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多么美妙。

师：多么富有善心的孩子们！你们想过什么都看不见会怎么
样吗？

生1：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因为眼瞎，烧饭时手都烫伤
了。

生2：我也从电视上看到，一个盲人柱着拐杖，可还是摔倒了。

出示一组盲人的图片

师：（深情地说）谁能告诉他，……

假如他有一双眼睛，……

师：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写道——

在音乐中，边出示，教师边深情地朗诵：

如果，由于某种奇迹，我可以睁眼看三天，紧跟着再回到黑
暗中去，我将会把这段时间分成三部分。

第一天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
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
我亲爱的莎莉文老师的面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
来到了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她
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它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希望
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能使她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
且看到她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



…………

到了午夜，我摆脱盲人苦境的短暂时刻就要结束了，永久的
黑夜将再次向我迫近。

师：孩子们，你能感受到盲人对光明的渴望吗？看了这些图
片、文字，你有什么体会？

生：我觉得盲人对光明的渴望，就像我们渴望一个非常好玩
的玩具一样。

师：这可比我们渴望玩具还要难得多。

师：同学们，你们可能还无法想象盲人对光明的渴望，那么，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

出示：

你想过什么也看不见会有多么痛苦吗！我死后，也学外公将
眼睛角膜捐给失明的人，让他们重见天日。

生：（齐读）

师：现在，你们感受到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文中的温迪也
感受到了。

生：（再读）

师：温迪的妈妈被感动了，最后说——

出示：

这次，我为自己的女儿——14岁的温迪而骄傲！

生：（齐读）



出示“写话训练”：

我想对课文中的说：“。”

生：（练笔）

师：下面进行交流。

生1：我想对课文中的温迪说：“你年纪这么小就想到了盲人
失去光明的痛苦，愿意为他们捐献角膜，你真了不起。”

生2：我想对课文中的温迪说：“你真棒，竟然在14岁就能懂
得这么多道理。”

生3：我想对课文中的温迪说：“你们一家人都能为盲人着想，
真了不起。我死后也想捐献我的眼睛角膜。”

师：你也真了不起！

三、情感升华

师：其实，课文学到这，还没有结束。原文的结尾是这样
的——

在音乐中，边出示，教师边深情地朗诵：

温迪去世三周后，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奥列根勇敢者角膜银
行的一封信。

亲爱的里弗斯先生和太太：

角膜移植非常成功。现在，两位昔日的盲人已重见天日，他
们成为令爱――一位极其热爱生命的女孩的活的纪念，并有
幸分终生享她的美丽。



如果哪位受捐赠者有机会到我们的家乡游玩，并且爱上了马，
坐下描绘它们，我想我知道那慷慨的‘施主’是谁。金发温
迪手中的画笔依旧不停地挥动着，她的碧眼仍然闪烁着骄傲
的光芒。

师：孩子们，看到这儿，你想说什么？

生：这一家人真了不起，都能为盲人着想。

生：为了让盲人重见光明，他们做了很多很多。

师：此时此刻，我不觉又想起了文中父亲所说的那一句话，
让我们轻轻地读一读。

出示：

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温迪一样画
出栩栩如生的马儿，那多么美妙。当你们得知是我的眼睛角
膜起了作用，你们会为我自豪！

生：（齐读）

四、课尾解题

师：透过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们的眼睛
就是——永生的眼睛。

师：仅仅是眼睛吗？

生1；永生的爱。

生2：永生的生命。

师：是啊！永生的不仅仅是眼睛。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附：吴伟老师的教学预案

1、出示课题《永生的眼睛》。

2、初读课文，想一想这篇课文写了哪几个人？他们做了一件
什么事？

3、检查字词

4、说一说主要内容。

二、体会情感

1、感受琳达的态度

14岁的琳达对捐赠角膜的态度是怎样的？默读1——4自然段，
画出相关的句子。

句子一：我痛苦难忍，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自己的房间。“你
怎么让他们这样对待妈妈？”我冲着爸爸哭喊，“妈妈完整
地来到世上，也应该完整地离去。”

从哭喊中体会态度和情感。

小结：我们通过品词读句的学习方法体会到14岁的琳达对捐
赠角膜的态度。那到后来琳达的态度转变了吗？是谁的言行
影响着琳达，让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呢？（父亲，温迪）他们
的哪些言行深深地影响着琳达？请同学们快速默读课
文5——9自然段。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选一两句感受深
的批注上自己的体会。

2、父亲的态度。

体会“平静“



句子二：“一个人所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
己身体的一部分。很久以前，你妈妈和我就认为，如果我们
死后的身体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我们的死就是有意义
的。”

3、温迪的态度

句子三：“你想过什么也看不见会有多么痛苦吗！我死后，
也学外公将眼睛角膜捐给失明的人，让他们重见天日。”

句子四：我紧紧地搂住温迪，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次，
我为自己的女儿——14岁的温迪而骄傲！

（1） 体会骄傲。

（2）你为文中的谁而骄傲？写一写自己的理解。

三、情感升华

1、展示原文结尾部分。

2、谈体会

3、回读父亲的话。

四、解题

透过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们的眼睛就
是——永生的眼睛。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二

【学习目标】

1、了解爬山虎的特点，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养成留



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能力。

2、感受作者对大自然无限热爱的生活情趣。

3、背诵、抄写作者描写生动形象的句子，段落，并仿照课文
写一篇介绍植物的文章。

【教学重、难点】了解爬山虎的特点，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
的方法。

【教学时数】2-3课时

【课前准备】

1、课前发动学生观察，采集实物，拍照，收集有关植物攀爬
运动的资料。

2、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举行“植物资源”共享会

大自然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真是色彩斑斓，奇妙无穷啊！下面我们举行一
个“植物资源”共享会，请你展示自己找到的有关实物，图
片，照片，介绍自己了解的植物攀爬运动的资料。

二、提示课题，范读课文

1、这节课老师要和大家一起走近大作家叶圣陶的《爬山虎的
脚》，去了解爬山虎，欣赏爬山虎。



2、板书课题：爬山虎的脚。

3、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爬山虎
的？

4、学生交流，教师归纳出本篇课文的两个探究点（多媒体显
示）：

a、爬山虎的叶子是怎样的？

b.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又是怎样爬的？

三、合作探究，深入研读

1、大家希望先探究什么？为什么？

2、四人小组研究描写爬山虎脚的三、四、五自然段，要求
（多媒体显示）：

a、作者是如何具体生动的描写的？

b、一定的方式把自己探索到的知识向大家汇报、展示。

3、学生自由学习。

四、汇报交流

1、一组学生竞赛读写“脚”样子的句子，并交流圈出认为重
要的词。

（反面、枝状六七根细丝、嫩红）

可让学生明白作者是从脚的位置、样子、颜色三方面来观察、
描写的。



2、学生上台板画爬山虎的脚，并口述为什么这样画。可趁机
让全班跟着他画，体会比喻句的妙处。

3、三生依次上台（师给带上他自己画的爬山虎的头饰）
作“自我介绍”，师鼓励灵活表述。

4、同桌介绍。

5、四生开火车读具体写脚怎么爬的句子，并交流“爬”有关
的重要动词。（爬：触一巴+拉+贴）

6、多媒体动画演示爬山虎是怎样爬的。

7、指导朗读。

8、点击出示中心句：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

质疑：“一脚一脚”能不能换成“一步一步”，为什么？

9、从中你又能体会到什么呢？（落实人文性）

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来体会，例如：往上爬、蚊龙的
爪子、相当牢固、休想拉下等。

10、小组比赛朗读。

11、一生扮演爬山虎的角色，演一演，说一说怎样爬。

五、积累语言

抄写你认为写得好的句子，并背诵三、四、五自然段。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导人：上节课我们探究了爬山虎的脚的样子以及它是怎样
爬的，谁能以爬山虎的角色向大家介绍一下。

2、指名“自我介绍”。

3、这节课我们要探究爬山虎的叶子是怎样的？

二、合作探究，深入研读

1、四人小组研读第二自然段，要求（多媒体显示）：

a、研究作者是如何有条理地描写叶子的？

b.标出你喜欢的词，两人小组讨论为什么喜欢？

c、要用一定的方式把自己研究的知识向大家汇报。

三、汇报交流

1、生朗读描写静态的句子。教师通过多媒体引导学生体
会“新鲜”“均匀”以及那么……那么……”句式的好处。

2、指导朗读

3、多媒体出示描写动态的叶子的句子。（一阵风拂过……）

教师引导学生想象，读这句话，你仿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重点落实一个“漾”字。

4、多媒体展示“漾起波纹的叶子”的情景。

5、指导朗读。



四、回归整体，体会写法

1、同学们，你想过吗，课文为什么以《爬山虎的脚》为题？
师随机引导学生体会写爬山虎的叶子是为了衬托爬山虎的脚。

2、那么作者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呢？

3、交流归纳：

a、整体到部分一步一步细致观察。

b.能抓住特点观察。

c.作者很有酎jb地怀着喜爱之情观察，观察得非常深入。

五、积累运用，提升语言

1、把你喜欢的部分背下来，抄下来。

2、课外练笔。

请你仔细观察一种攀援植物，仿照课文写一写，内容要具体，
语言要通顺。

六、布置作业

1、抄第6课生字组三词

3、背诵第三至五自然段

4、完成课外练笔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三



《牧场之国》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课文所描写的是被
称为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的荷兰的田园风光，字里行
间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不觉为之动容。

教学这篇文章，意图是引领学生感受荷兰和谐、优美、宁静、
悠闲的田园风光图，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首先我激情导入，接着让学生介绍收集到有关荷兰的资料，
使小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荷兰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用
简短的词语概括出来，并板书到黑板上，学生的热情被调动
起来，踊跃发言。一会课文的主要内容在学生的板书下，完
全出现在黑板上，荷兰的美景尽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们
自主阅读的兴趣。接下来进入质疑解疑环节。学生围绕“为
什么称荷兰为牧场之国?从那些语句体现出来的?”展开交流
讨论。紧紧围绕“这才是真正的荷兰”入手，让学生理解牧
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主人以
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后归结到课文最后
小节“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紧扣田园选画面，渗透一些写
法的指导。一路走下来，课堂很顺畅，条理很清晰，层次也
很分明。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了文章重点，体现朗读的训练，
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
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四

一、引入：

生：……

（预设：学生回答古诗《四时田园杂兴》时，正好切入课文，
师：是啊，那是乡村的孩子在学着大人的样子学农活，那么
今天我们则要看看农村孩子玩耍的一面，出示课题；如果学



生没有回答到这一点就直接出示课题：麦哨）

2、齐读课题。

二、初步感知课文，知“欢快，柔美”

1、师：课文为什么会以麦哨为题？首先要了解课文内容，告
诉大家一个秘密，只要抓住并理解了课文中的两个关键词，
那么你就会明白整篇课文的内容了。现在请大家好好地美美
地朗读课文，找一找这两个关键词。

2、学生自由朗读。

3、全班交流。

（欢快、柔美）

a、理解“欢快、柔美”的意思。

b、提出疑问：课文中是谁在什么环境下“欢快、柔美”地干
什么？

三、探究“欢快、柔美”，理解课文内容。

1、带着上面的问题再次读课文。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

a、解决“是谁”的问题。

b、解决“什么环境”的问题：



a、找出哪些段落是环境描写的？（第4自然段）

b、请你划出环境描写中出现的颜色的词语。

c、那么，孩子们的着装又是什么样的，是什么颜色？（把第
三自然段带过）

d、结合词语，说一说你对这样的环境的看法。

e、请你带着情感来读一读。

f、请你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样的环境。（一种柔美的，
充满欢快的环境中）

c、解决“干什么”的问题：

a、找出哪些段落是描写乡村孩子的动作？（5、6自然段）

b、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c、作者都是很详细地描写了他们的活动吗？那么，哪种活动
是略写，哪些是祥写了？为什么要祥写它？（体会孩子品
尝“茅茅针”时的乐趣与欢快）

5、学生自由阅读开头和结尾。

a、说一说你的发现：开头的意思与结尾的意思有点相近 （前
后呼应，照应开头）

b、齐读前后两段，谁来说说它们的主要意思。

c、小结课文为什么以“麦哨”为题？（说明乡村孩子的一种
自在，一种融洽，一种沟通，一种欢快的生活）



四、拓展：

1、师：学习了这篇课文，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总结：是啊，原来乡村孩子的生活天地是那么广阔，那么
有滋有味，难得的是那份无拘无束，那份自在，那份人与人
交往之间的默契。希望同学们能多和大自然亲近，和乡村贴
近，感受这份独特的情怀。

2、布置作业。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

2、体会作者生动的语言,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进一步感受乡村的
可爱。

教学难点:理解为什么课文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设计:

一:导入:

1、出示郁金香图片，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郁金香代表哪个国家吗？



2、汇报资料：

师：是的，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而闻名天下。
同学们，你们了解荷兰吗？

生：展示搜集的资料。

3、简介荷兰：

师：下面就让我们随作者一同走进这优美、恬静的地方吧！
去感受真正的荷兰。

二、初读课文,感知课文

师：谁能评一下？（教师相机出示重难点词语和生词，提示
朗读。）2、师：谁来谈一谈荷兰留给你的整体印象。

读完后，你能用文中的词句来完成老师大屏幕上的填空吗？

白天，奶牛_________，骏马_________，家畜_________。

傍晚，人们_________，这里一片寂静，__________________。

夜晚，_________不断地运往远方，车船过
后，__________________。

3、填完以后，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师：是啊，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娇艳欲滴的郁金香，动物
们的自由王国，黄昏挤奶的劳作，寂静无声的夜晚，这一幅
幅画面就组成了荷兰无限美丽的田园风光。

三、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请默读课文2--4自然段,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反复读读,



把体会写在旁边。

2、谁把你喜欢的句子读给我们听听,说说你喜欢的理由。

3、生说,师评价。

4、白天,在荷兰,这个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牛羊、小鸡、马
群、黑猪是主人,那儿是它们的王国,那么夜幕降临晚上的荷
兰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同桌之间读读第五段,找出一个最
能概括荷兰晚上的词语。

5、生读,找词语,读出感受。

6、就让我们在读中来欣赏这真正的荷兰吧!欣赏图片8--11

7、所以说,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生齐读句子,练习说句子:是……也是…

四、拓展迁移，发展语言

根据课文内容和搜集的相关资料，展开想象，把下面的话写
具体。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

荷兰是“牧场之国”。

我的祖国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五:总结全文:

虽然我们没有去过荷兰,但学了课文,这个国家就如此鲜活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感受到了荷兰景色的优美,动物与人的和谐
统一,课后,请同学们收集一些风光图片,并写上简短的描述。



[《牧场之国》教学设计(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莫、腊、浑、疑”等生字，能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
体会诗人的心境。

2、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语言的节奏和音韵美。

【教学重、难点】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语言的节奏和音韵
美。

【教学时数】2课时

第一课时

（学习《题西林壁》）

【教学过程】

一、复习《望庐山瀑布》，理解诗题

1、导语：一年级时，我们已经学了《望庐山瀑布》，大家一
起来背诵。今天，我们学习另一首写庐山的古诗，诗人苏轼
所写的《题西林壁》。板书课题，读诗题。

2、理解诗题。

自读课文中1、2两条注解，读读诗题的意思（苏轼游庐山时
在西林寺墙壁上写的一首诗）

二、吟读诗句，理解诗意



1、教师范读，让学生听清吟诗的节奏，初步感知诗人的心情。

2、自由吟诗，读准字音，把握吟诗的节奏。

3、学生试说自己已经读懂的诗句的意思，或提出不理解的。

4、理解前两句。

找出诗句中表示方位、角度的词（“横”、“侧”、“远”、
“近”、“高”、“低”）。再出示“岭”和“峰”。给它
们组成不同的词语：山岭、峻岭、高峰、奇峰、山峰……读
读前两句诗，告诉我们什么？试看说一说。

读后两句诗，告诉我们什么？试着说一说。

师归纳：上学期，我们学过《画杨桃》这篇课文，你还记得
其中老师说的话吗？（……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就不
同。有时候看起来真像五角星）庐山是那么雄奇壮观，千姿
百态，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每一回看到的景象却不一样；
横着看，连绵不断的峻岭；从侧面看，奇峰陡峭；从远处看、
近处看，从高处看、低处看……看到山的形状、姿态却不一
样。

有感情地齐读前两句。

5、理解后两句。

读一读，比一比，前两句与后两句内容上有什么不同？

（前两句写看到的景象，后两句写自己的感受）

读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

教师小结：庐山究竟美在哪里？是雄奇、是壮丽、是险峻还
是幽秀？诗人觉得没有认识庐山真面目，只因为身在庐山中。



只看到庐山的局部，要是身在庐山之外，从高处鸟瞰，就能
认识庐山的全貌了。

三、熟读背诵

请你把自己当作诗人，有感情地读一读。

练习背诵，同桌之间互背。

四、默写全诗

第二课时

（学习《游山西村》）

【教学过程】

一、整体感知

1、读读诗题，参看注解，说说诗题的大概意思。教师补充小
结。

2、自由吟读。

3、指名试读。教师点评并范读，体会诗句的节奏。

二、试讲诗意

1、边读边参阅课文中的注解，试着串讲。教师巡回倾听，发
现难点。

2、指名试讲。（要求把每句诗的大致意思说清楚）

3、理解“莫笑、足”的意思。



三、深入体会

1、读前两句，想象意境。诗人会在什么地方？他当时有什么
感受？（想象诗人在农家做客，受到农家热情款待）

2、读后两句，体会意境。

这时诗人是在哪里？他当时遇到了什么景象？

诗人可能正走在山间小道上，眼见前面被大山挡住了，怀疑
无路可走；行至山前，忽见柳荫深深，鲜花簇簇，惊喜地发
现又是一个村庄。

四、品味对偶的表现手法

1、有节奏地朗读后两个诗句。

2、引导发现两行诗句中相对应的词，说说它们有什么特点。

3、美读，读出节奏、音律美。

五、体会名句的引用

提供下列句子，供学生阅读。

1、我们走到山前，顿觉山路已尽。忽然间，山路一转，前面
又出现了一个鲜花盛开的村庄。这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吟起：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

2、李叔叔正在搞一次实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验进
行不下去了。因此失去了信心。后来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
他豁然开朗，很快攻克了难关，实验获得了成功。这真
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老师在指导我们作文时，常常用宋朝诗人苏轼的名



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教我们
写作时不要说人家常说的话，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要写出
自己的个性。

读后教育学生在以后的习作中能恰当地引用这些语句，使自
己的作文变得更精彩。

六、布置作业

1、抄第5课生字组三词

2、背诵第5课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七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能理解意思并灵活运用。

2.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有一定内涵的语句的含义，能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3.搜集有关器官捐献的资料，培养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优
秀品质。

教学重点：

体会作者一家人的高尚情操：对死后捐献器官、能帮助他人
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教学难点：

抓住父亲的语言来理解一家人对死后器官捐献这一行为看法
的转变。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情感

以配乐朗诵导入新课，在舒缓的音乐声中，让孩子们感受这
位接受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人的心声，从而激发起学生
对失明者的同情及对捐赠者的感谢，为课文的深入学习奠定
一个情感基调：爱就是永生。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让学生初读课文，从整体人手了解课文内容，通过自主探究
和小组合作的方式学习课文的生字新词。在读文中老师可以
适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读音，并进行多音字的讲解。在这一环
节老师要帮助学生理清课文内容，使学生对文章有个整体印
象，完成课后出现的表格练习，初步了解作者一家为盲人所
做的事情。并随机板书：琳达母亲父亲温迪。

三、熟读精思，探究文本

1.读中品味，领悟情感。

在这一环节中，首先引导学生读书，找出描写琳达和温迪首
次听到器官捐献时是怎样反应的有关语句，然后以情境朗读
的形式，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温迪的反应形成对比，帮
助学生更好地感受人物心理的变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找一找有关父亲的语句，理解父亲所说
的话，再抓住重点词语联系上下文谈谈对“最珍贵”的理解，
让学生体会到：这份礼物会给盲童、盲童的家庭、捐赠者家
庭带来美妙、自豪和骄傲，这份礼物也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本环节的设计以父亲的话为中心，从全文的前后照应中理解
人物崇高的精神，在反复的诵读中加深学生的理解，在学生



自读感悟的基础上，抓住重点词句深入理解课文，读中感受，
读中思考，读中升华。文中父亲的无私奉献、博爱的情怀如
涓涓流水渗入学生心田，使学生受到刻骨铭心的熏陶和感染。

2.心灵体验，深化情感。

孩子热泪盈眶，走过去紧紧拥抱外公。

老师指导学生朗读，感受温迪激动的泪，骄傲的泪。然后学
生分角色读温迪与母亲的对话，再次感受这份“骄傲”。

通过多种形式的感悟，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理解朗读重点语句，
出示

在这一刻，我领悟到父亲献出的远非一副角膜，他所遗留的
仍辉映在我女儿的眼睛里——怎样的一种骄傲！

父亲的一番话曾给琳达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此时此刻，
女儿的话又给她怎样的触动？怎样的一种骄傲！这时引导学
生带着自己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通过这一小节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到：温迪的骄傲来自于
外公的无私捐赠，来自于母亲为外公所做的一切。琳达的骄
傲缘于14岁女儿那激动人心的肺腑之言，父亲留下的远非一
副角膜！

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体会，只有抓住关键词“骄傲”，上
引下联，左叩右击，在语言环境里品味、内化，读懂“骄
傲”，读懂“有意义”的深刻内涵，让每个学生都为这一幕
留下永恒的记忆。

学到这里，学生已经能够体会课文中人物的心理：失去父亲
仅仅两周之后，琳达又失去了她那可爱的、令人自豪的女儿
温迪，这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呀，此时此刻的琳达，已不像刚



听到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将要捐献给别人时那样痛苦和极不理
解了，而是像父亲那样，平静地面对这一切，再一次签署了
器官捐献同意书。

这时，老师引导学生怀着感激之情给琳达读一封来自远方的
信，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

这样设计安排，旨在激发学生的强烈情感，在对温迪一家的
深深敬佩之余，获得对永生的理解，触动心灵，升华情感。

四、回归主题，升华情感

在这一环节，引导学生回归课文，用心记住那些触动我们心
灵的话语，再读感悟。然后课件出示、交流有关的资料，让
每个学生懂得作者一家以及更多的人正确对待死亡，自愿死
后捐赠器官，为他人造福的崇高精神。

同时，培养学生努力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意识和热心帮助他
人延续生命的态度。这时，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看到这些惊
人的数字，联系一下课文内容，此时此刻你想说些什么？把
你最想说的话写下来，可以是一段心灵感悟，也可以是一首
小诗。

结尾的升华旨在唤醒学生的一种意识，树立起对生命的热爱，
具有为他人生活的美好做出努力的愿望和热情。

板书设计：

永生的眼睛

母亲 捐献角膜

琳达 父亲 为他人着想

女儿 精神永存



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标解读篇八

1、培养学生关于观察，勇于交际的能力。

2、通过习作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3、通过我的发现教学，培养学生边读边想象的习惯。

4、积累对联。

5、通过趣味语文教学，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习作练习及培养学生边读边想象的能力。

45课时

一、口语交际及习作

（一）口语交际

1、生自由读要求，思考：本次交际的内容是什么？（交流各
自了解的自然奇观）

2、生自由分组交流。师提示：要说清这个自然奇观在哪里？
奇在何处？最好能说出奇观是怎么形成的。

3、生推荐生一名参加全班交际。

4、全班交流，师生注意评价。生可以提问，也可补充，还可
以讨论。

5、全班评议。

（二）习作



1、生在口语交际的基础上，围绕自己游览过或了解到的一处
自然景观，写一篇习作。

2、生审题，确定自己想写的内容。

3、生与同桌同学交流。

4、生拟定草稿。

5、师初评：

（1）语句通顺。

（2）没有错别字。

（3）有条理，有顺序。

（4）有重点、清楚地介绍。

6、生根据提示，四人小组评议。

7、定稿，抄习作。

二、我的发现

（一）生读对话，反复读。思考：这段对话告诉我们什么？

（二）生反馈

（读文章，边读边想象，能在头脑中形成画面。）

（三）师生共同再读《观潮》，边读边想象，争取在头脑中
出现画面。

（四）总结



三、日积月累

（一）生自由读，思考：

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吗？

（二）生反复读，背自己最喜欢的。

（三）生上台表演。

（四）师生齐读，再背。

四、趣味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