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大
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知识和能力

1自学生字新词，认读13个字;

2朗读课文。了解神舟五号飞船从天外安全返回祖国大地经过。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产生骄傲自豪的感情。

了解神舟五号飞船从天外安全返回祖国大地的经过，产生骄
傲自豪的感情。

查阅资料

神舟五、六号的补充资料

1课时

一、初读课文，注意认读字的发音

1.生自由读课文，看你能不能达到正确流利，注意认读字的
发音。



2.指名朗读，注意指导难句的断句。

二、交流资料

关于神舟五号的资料。关于神舟六号的资料。

老师补充神舟的的发展史。

三、自学课文

1.出示自学提示：

(2)生默读后小组交流。

2.汇报结果：一方面，可以使文章条理清楚，另一方面也表
现了返回过程中科学工作人员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划出杨利伟与指控中心的对话，读一读，一边
读一边想像体会当时的情景。

2.指名朗读。

3.浏览全文，使这给课文分三部分，说说每部分写了什么?

(1)生独立分，同桌交流。

(2)指名说订正。

4.那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讲述这件事情呢?(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五、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怎样概括?

1.小组说2.指名说



六、作业：朗读课文;可以办一期神舟资料展。

板书设计：

“神舟”五号，我为你骄傲

20xx年10月16日6时23分杨利伟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学会本课的生字。

理解本课的重点词语。

学会写摘录笔记。

为什么要拜孔子呢？

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与学生》

请学生提问，老师将问题整理归类。

带着这些问题，请同学起来朗读一下这篇课文。

评论一下，引出生字的学习

孔子和学生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1、了解人物神态描写的基本知识。



2、掌握神态描写的方法，把细节写生动，把内容写具体。

3、通过习作交流，培养自主修改习作的好习惯。

掌握神态描写的方法，把细节写生动，把内容写具体。

多媒体课件

一、看一看，谈一谈"笑"的图片。

1、课件出示笑的动态图片，谈谈感受，引出课题——笑。

2、笑是脸部表情，脸部表情除了笑，还有怒、哀、惊讶、害
怕等。对这些脸部表情变化的描写都叫做——神态描写（板
书）读课题。

二、比一比、说一说"笑"的词语。

1、笑一笑，十年少，笑是我们在生活中最经常出现的表情，
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中也有许多的词语来形容笑的。下面男
女分组比赛说说"笑"的词语，不能重复。

3、齐读"笑"词。

三、演一演、评一评"笑"的脸庞。

游戏：笑脸模仿秀。选几个同学上台模仿笑脸。

1、出示光头强"喜笑颜开"的图片。

同学们，你们给表演者一些建议，怎么模仿才像？

2、学生模仿，其他同学点评。

3、出示"开怀大笑、笑不露齿、回眸一笑"笑脸图让同学来模



仿，其他同学点评交流，师随机指导说具体，说生动。

4、同桌相对模仿"憨豆先生"的笑脸，互相纠正模仿不到位的
地方。

四、写一写、改一改"笑"的片段。

（一）、课堂练笔：

你看，他（她）笑了：。（具体写出一个人脸上的表情变
化）。

（课件出示九张笑脸图，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老师：今天的小练笔，可以写刚才我们看过的笑的图片，也
可以写同学们表演的'笑的样子，还可以写在你生活中曾经给
你留下印象深刻的笑容。可以写小孩的笑，可以写老人的笑，
可以写男人的笑，也可以写女人的笑。

（二）、生写，师巡视，挑选习作进行评议。

1、点评优秀片段，提炼总结"直接放大法"：五官+动词

2、出示范文：

光头强嘴巴张得大大的，笑得都合不拢了。他的嘴角向上扬，
那嘴型就像一个大大的金元宝。圆溜溜的眼珠子笑得都快要
掉出来了，一定是又接到了一笔赚钱的好生意，那眼珠子看
见的都是钞票。两片黑黑的眉毛往上翘，就像一只扇动翅膀
的大鸟想要飞离他的额头。

提炼总结"展开想象法"：比喻+夸张

3、共同修改一篇描写不具体不生动的习作片段。



4、学生自主修改。

5、修改后再展示。

五、理一理，谈一谈"笑"的课堂。

1、本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1）、积累了很多笑的词语。

（2）、学会了描写笑，同样也可以用这些方法进行其他的神
态描写。

（3）、度过了快乐的一节课。笑一笑十年少。希望大家每天
都要笑，笑对生活，笑对人生。

2、回去后，把今天的课堂记录下来，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板书：神态描写——笑

直接放大法：五官+动词

展开想象法：比喻+夸张

附学生片段描写：

你看，她笑了，她轻轻地回眸，如碧波般清澈的眼神，洋溢
着淡淡的温馨。她的眉毛弯的弧度恰到好处，嘴巴轻轻一抿，
是那般的妩媚。脸上的两个小酒窝，笑意都装不下了。耳朵
被两旁柔顺的头发轻轻地挡住，或许这就是天使的微笑，让
人赶走所有的阴霾。（刘烨欣）

你看，他笑了。额头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眼睛眯成了一
条缝，眼眶边的肉都往里聚，好像挤在一起开会似的。鼻翼
两边鼓了出来，像是两个小皮球在跳动。鼻子边的笑纹组成



了一个大圆圈，把鼻子都包起来了。耳朵笑得上下抖动，像
在为快乐而舞蹈着。（赵曲巧）

你看，她笑了。那瘦小布满茧的手拿着手机，脸上乐开了花。
可能是他的儿子带来了喜讯。她的眉毛舒展成了"八"字，眼
睛眯成了一条线。鼻翼一鼓一鼓的，大大的嘴巴笑得怎么也
合不拢了。没了牙，倒感觉笑得更开心了，耳朵和满头的银
发似乎也在一颤一颤的跟着笑呢。（陈高枫）

你看，他笑了。他笑得如此灿烂，嘴巴往上翘，小小的舌头
吐了出来。下巴上的肉一层一层的，就像是折叠好的被子一
样。他的鼻翼舒展开来，就像是一个"八"字。眼睛睁得溜圆
儿，眼珠子仿佛就要蹦出来的一样。两个小酒窝也随着他的
笑声在打着旋儿。（王福梅）

你看，他笑了。眉毛就像用素描画上去的线条，眼睛都眯成
了一条线，我真怀疑，他还能看得见吗？他鼻子旁的小沟随
着他的笑声越来越深，似乎能把一切的东西都给装进去。鼻
子微微上翘。嘴角也往上翘。这一笑，似乎要把脸上的器官
都挤在一起去了。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1、弄懂每个词语和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色和意境，
从而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2、背诵、默写、翻译、改写这首古诗。

理解体会诗句的意思和诗中的意境。

投影片、录音机、配乐朗读磁带。

一课时。



1、了解作者(同学们知道这首诗是哪个朝代、哪位诗人的作
品?)

板书：唐代：白居易

2、简介作者：(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之一，
他和李白、杜甫一样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流传至今，《暮江
吟》是他的诗词中最浅显易懂的一首)

3、释题：暮江吟的“吟”是什么意思?(歌颂、赞美)

歌颂赞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景色?

“暮”是指一天的什么时候?(傍晚)

赞美了傍晚什么地方的景色?(江上景色)

指名说：歌颂傍晚江上的景色。

要求：1、基本会背;2、注意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的那些景物?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时间：傍望—夜晚(深秋)

地点：江边

景物：太阳、江水、露珠、月亮。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问：一道残阳指的是什么时候的太阳?“铺”是什么意思?
太阳照在什么地方?

指名翻译：夕阳斜照在江面上。(江面出现了什么样的.景
色?)



“瑟”是什么意思?(碧绿色)

译：江水一半呈碧绿色，一半呈红色。

2、小结：通过学习前两句诗，我们知道了前两句诗主要写傍
晚时分，夕阳斜照在江面上是什么样的景色，现在请同学们
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欣赏和想象当时那美丽的意境。

师述：夕阳渐渐地落下去，晚霞映红了天空，夕阳的余辉洒
在了宽阔的江面上，忽然间，江水似乎分成两半，这一半是
碧绿碧绿的，那一半是鲜红鲜红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江面，
江水泛起了粼粼波纹，像一颗颗闪光的宝石，又像空中闪烁
的繁星。啊!多么迷人的傍晚景色。

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景色美不美?这样的景色会让诗人怎样?
用一个词语形容：“陶醉，恋恋不舍，流连忘返”。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本课“遭、侵、鲁、寂、悬、莫、赢”7个生字，会
正确书写“欧、侵、顽、凶、隐、绵、丧、蜘、蛛、功、
稍”11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能初步把握课文内容，体会布鲁斯心理变化的过程。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指导学生用多种方法读书，通过反复朗读，体会含义，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语句，想象人物心理活动，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懂得正视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不向逆境屈服。

策略与方法：以自由朗读为主，理清故事条理，把握文章主
要内容。抓重点语句，想象人物心理活动。以学生的自主合
作学习为主，在勾画、朗读、感悟、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
文章的理解。结合生活经验，谈自身感受。

学生准备：搜集有关科学家人物故事，英雄人物故事，搜集
有关挫折与失败的格言警句。

教师准备：搜集有关科学家人物故事，英雄人物故事，搜集
有关挫折与失败的格言警句。

教学时间：一课时

设计意图

一、谈话导入。

1、教师先板书“尝试”，指名学生读。引导学生交流自己对
尝试的理解。

2、师：同学们，看到这个题目，你最想知道什么?

学生的问题可能有：谁尝试，为什么尝试，尝试什么，成功



了没有。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师：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这篇课文。首先我
们要把文章读通顺。

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查
字典等。

2、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鲁”字的声调为三声，不要误读为二声。

“侵”字为一声，不要误读为三读。

3、理解文中词语。

如：“欧洲”、“苏格兰”、“布鲁塞”、“蜘蛛”等词语
可以由老师做一下介绍。

如：“顽强”、“寡不敌众”、“寂静”、“灰心丧
气”、“疲倦”、“悲观”、“不甘心”、“鼓舞”等词语
可以结合文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因为这些词语都与文章重
点紧密相关。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按自然段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

三、深入探究。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根据课题提出的问题。

(1)学生读文逐项汇报。这个过程也就是引导学生理清文章顺



序，概括主要内容的过程。

(2)注意学生汇报布鲁塞为什么要尝试时，当学生答到因为看
到蜘蛛织网受到了启发时，要进一步让学生想象布鲁塞看到
蜘蛛织网时会想些什么?可以引导学生在自由的读课文的过程
中，勾画出文中描写人物心理变化的语句，反复朗读，用心
体会人物当时的所感所想，并和伙伴们交流自己的感受。

2、结合生活经验，谈自身感受。

师：大部分人在一生中都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遭受挫折和
不幸。但是成功者和失败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失败
者总是把挫折当成失败，成功者则是从不言败，从来不会丧
失战斗的勇气!在你的生活中曾经遇到过挫折和失败吗?自己
是如何面对失败的，你的身边有成功的例子吗?向大家说一说。

3、师：是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历失败哪会有成
功，老师相信大家学完文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跟你的好朋
友说一说吧!

四、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小组讨论如何记忆字型，如何把字写好看。

2、指导重点字的书写。

“凶”，注意笔顺，先写中间。

“侵”，注意不要多写一竖。

“丧”，注意不要多写一撇。

“稍”，要注意和“梢”的区别。

3、学生独立书写。



五、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准备一个喜欢的名人故事，讲讲他的成功与失败。在自己的
小本本上写一件曾失败过的记忆犹新的事情，把事情的过程
写具体，并写出自己当时内心真实感受。然后就那件事谈谈
你今天的所感所想。

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去严店送教已经是第六次上《记一次体验活动》的习作课了，
一直酝酿着写点什么，看到给我帮助的各位战友对这节课评
价那么高，终于能下笔了。

抽到课题时也是一头雾水，自己不善表现，怕在课堂组织活
动。“体验”活动安排在课外还是课内？为此纠结了两天，
要知道，时间宝贵！打电话请教大家，都说应该在课堂现场
组织体验活动。记得是周四下午抽的课题，周日的晚上，独
自趴在电脑前对着屏幕发呆，体验什么呢？借班上课，课前
几天有一次与学生见面的机会，无法让学生准备什么，也很
难准备道具现场发给学生。我想了一个不要丝毫准备的体验
活动——画方圆，即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体验一心二用的难
度。最终体验活动被确定为“独臂穿衣”，主要考虑“独臂
穿衣”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比画方圆的活动气氛要
浓，可供学生观察表达的.内容也就更多；另外这个活动更有
情感教育意义，可以引导学生生活中关爱残疾人。

课的内容基本备好后，在校内找了一个班试教。很意外，没
有想象中的效果，恰恰相反，孩子们都不大理我，尽管设计
了这么有趣的活动。课后，我觉得是他们没看清楚活动中的
场景，于是拿相机拍了许多孩子们独臂穿衣的图片，准备插
到课件中用。可是，第二次的试教依然很失败，而且用的是
我们工作室头儿的班。终于确信这是教学设计有问题。我们
的头儿快人快语，指挥若定，建议我的教学更放开，不要给
学生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果然是集体的智慧足，再试一次



效果好了。第二天，在南国花园小学，我用四（2）班上了这
节参赛课，县教育局朱红梅老师是现场评委，结束以后，她
给了我极大肯定，终于可以放下了。

5月份，学校要求我把课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于是用另一个班
再上一次，效果却差强人意。那天刘校长去听了，结束后和
我聊了一节课，经专家一点拨，我才豁然开朗。他的视点与
我们都不同，工作室的同仁帮我改教案，大家的想法是怎么
改得出彩；刘校长评课，是评我教学生什么了。他告诉我要
教学生表达，因为我们的孩子不会说话，不会写话；不会说
精彩的话，不会写精彩的话。当学生说不出来或说得不准确
时，老师要及时引导，老师的课堂应变能力要强，要会用耳
朵听，听完就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能想出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