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案全册(优质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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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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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哨》一课的“突发”现象处理的较为得当，但在小学课堂
教学中，因学生年龄特点，“捣乱”现象屡有发生，如何处
理它，是我们小学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每当这时，我都思
考：如何“蹲下来看学生”?如何让自己成为学生的朋友?了
解学生，宽容学生!你对学生的宽容与理解，学生会一更大的
积极进取回报老师。我们必须用新的教学思想和理念来指导。

如何真正地做到宽容呢?

(一)提高教师自身的心理品质

(二)以民主与尊重创设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

现代教学观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提问做出的反映是多元的。
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感知新知识
的同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和体验，他们是那么具有灵性
和思想。教师应允许、尊重学生这种独特的体验，并激发学
生进一步去发现、创造的热情，鼓励学生大胆的尝试、表现、
创新，而不必担心他的回答是否会受到批评——无论他们的
创造是多么幼稚和离奇。教师的态度对学生的创造性的发挥
起着关键的作用。民主、平等的标志是尊重。尊重学生，就
要学会宽容与接纳学生，允许学生犯错误。宽容即理解，是
对学生人格自尊心的一种特殊尊重。成长中的学生难免会犯
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老师完全可



以宽容、谅解，用巧妙的方法加以化解，用鼓励的方式激励
学生发现错误并自己改正错误。

尊重学生还要学会欣赏学生，特别是对那些学习基础差、纪
律松散的学生更要努力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把这闪光
点放大，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让每个学生
都在成就感中获得自信。然而，当你面对"恨铁不成钢"的学
生时，一定要冷静。如果我们把指责、批评、抱怨，换成启
发、表扬、激励时，我想我们都将会看到另一种情景，一种
让人喜悦的情景!

(三)、疾风骤雨 春风化雨

教师的宽容，象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气氛比起疾风骤雨更
见效。她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创造出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
促使学生无拘无束，更好的发挥创造力。教师宽容地对待自
己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过程。正如陶行知先生说
的：“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牛顿，你的讥笑里中
爱迪生。”

但是，也不能对其放任自流`任其胡闹，这就需要把握一个度，
需要教师能够用敏锐的眼光去审视学生在课堂上的“恶作
剧”的表象下是否是对知识的真正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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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备课、备考伴侣 专注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柳树醒了

教学目标：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会写2个字。2.能正确朗读课
文。



3.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了解春天到了，大自然的变化。
教学过程：

一、看图说话，导入新课

1.出示图画小朋友，春天已不知不觉来了，春天是个万物复
苏、柳绿花红的季节。瞧，图上画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说
给我们听。

2.师：春天来了，小朋友多高兴呀！来，自己高高兴兴地把
课题读一读。谁来念？再读得亲切一点？再高兴些。

3.师：想不想自己读好课文？那么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注意把字音读正确、读流利。读好后，把不认识的字圈一圈，
认一认，想办法记住它。

二、检查生字

三、读课文，感知内容

1.师：冯老师相信，这些词到课文里，你们能读得更好，对
不对？来，先自己试试，把课文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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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朗读接力其他小朋友拿起书认真听，呆会做小评委，
评评谁做到了正确、流利。

3.找小伙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四、理解课文，感悟内容

1.师：现在你能不能说说柳树有几个好朋友？来，拿起笔



用“——”把它们划出来。

2.说话训练：用上“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也可以自
己用其他句式说。3.读准：春雷、春雨、春风、春燕、小朋友
（词卡贴在黑板上）

4.把5句话合并成一句话说说，可以用上：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

5.这些好朋友为柳树做了什么呢？请你用喜欢的记号把它找
出来。

6.老师这里有几个词语（说话、洗澡、梳头、捉迷藏、玩
耍），来，读读，谁帮老师贴贴。贴好了说一句话。

7.指导朗读：这群好朋友真能干，你能不能夸夸他们呢？这
样吧，选其中一个夸夸。

先自己试试。

（1）谁来夸？你夸谁？

（2）春雷会跟柳树说什么悄悄话呢？（机动）如果你也夸春
雷，站起来也跟他一起夸夸。

（3）师生表演第二节（机动）

8.4人小组合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夸夸柳树的5个好朋友。9.4
人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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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齐读课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写字指导

七、欣赏《春天在哪里》

今天小朋友学得真好，老师奖励奖励大家，给大家听一首春
天的歌。下课后，老师希望大家去观察观察春天的美景，然
后把他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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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color:#125b86">四年级语文《猫》教案5

教材特点：这是一篇讲读课文。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猫的古怪
性格。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生动具体地叙述了小猫的淘气可爱和大猫的古怪
性格，激发学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

2.能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段意，并用串连各段段意的方
法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3.朗读课文，背诵第二段。

教学重点：了解课文生动具体地叙述了小猫的淘气和大猫的
古怪性格，激发学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

教学难点：能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段意，并用串连各段
段意的方法归纳课文中的主要内容。



教学过程：

一，

1分段，读课文，了解内容，串连各段段意，归纳课文主要内
容，背诵第二段。

2读课文分段

第一段(1----3)：介绍了猫的古怪性格。

第二段(4)：写满月的小猫可爱。

请你用串连各段段意方法归纳主要内容：(猫的古怪性格和刚
满月的小猫更可爱。)

二，

学习第一段

1猫的古怪性格表现在哪里?

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古怪”是形容猫的性格特别，
很难捉摸。课文从三方面描写的性格有些古怪：

[1]猫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

[2]猫高兴时温柔可亲，不高兴时不理不睬，一声不坑;

[3]猫即胆小，又勇猛。

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2结合生活实际谈谈猫的叫声是否总是那么动听，为什么在作
者的耳中会是“丰富多腔”的?(展开讨论，再读课文体会作



者的思想感情)

3学习第二段：思考完成。

[1]用()画出描写“满月的小猫”淘气可爱的句子。

[2]抓词语说理解，谈体会。方法：读句子，话词语。

(满月的小猫淘气又可爱，它腿脚还不稳就淘气。在它的眼里
什么都是它的玩具，而且玩就没个完。摔跟头它不怕，摔疼
了也不哭，而且肆无忌惮在花盆摔交，抱着画枝打秋千，致
使枝折花落，尽管满月的小猫到处闯祸，毁坏东西，但作者
却更加喜爱这生机勃勃，天真可爱的小猫。

[3]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4]再读课文，用串连各段段意义的方法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介绍了猫的性格古怪和满月的小猫淘气可爱。)

板书： 猫

~~~老实、贪玩、尽职 ~~~

|温柔可亲、一声不吭

一性格古怪|胆小，勇猛 喜

――――――― ―――――― 爱

|耍个没完 之

二 淘气―― |摔疼了也不哭 ――天真可爱 情



|摔交打秋千

作业：

一 组词

1 形近字组词

性( ) 忧( ) 职( ) 凝( )

姓( ) 优( ) 织( ) 疑( )

痒( ) 稿( ) 淘( ) 耍( )

样( ) 搞( ) 掏( ) 要( )

跌( ) 辟( ) 跤( ) 凭( )

秩( ) 僻( ) 校( ) 算( )

2多音字组词：

的 折

二填空组成词语

无()无() 生气()()性格()()闭息()()

变化()() ()()可亲

三造句

无忧无虑

四背课文(第4自然段)



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四

汉中市青年路小学教师 牛汉霞

教材分析：

《春雨的色彩》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人教版一年级第一单
元的一篇课文，讲的是一群小鸟在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
的故事。春雨本无色，但课文用童趣的语言，创设一个充满
童话情趣的故事，让孩子们感知春雨把大地染成了五颜六色。
设计思路：

低年级孩子充满想象力，为了让孩子把生活中常见的春雨，
描绘出五彩缤纷，我充分利用孩子富于想象，善于表演的特
点，借教材来拓展孩子的想象力，把课堂变成舞台，让孩子
在充满情趣的世界中尽情朗读感悟，模仿课文的的语言，达
到运用语言的目的。真正践行了新课标提出的：“学习语言
文字运用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培养提升语文素养是教学
语文的任务。”我根据本班孩子活泼，好动，模仿力强，有
一定的识字经验，设计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１、
知识与能力：

（1）、认识“线、论、趣、题、底、颜、淋、洒、滴、油、
欢”11个生字，读准字音，并能运用自己的识字技巧掌握这
些字。（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指导会正确规范地书写“绿”字。

2、过程与方法：

在看、读、表演读中感悟春雨给大地带来的变化，体会春天
是五彩缤纷的。能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春雨是什么颜色的。
３、情感、态度、价值观：



能在分角色表演中感受小燕子、麻雀、小黄莺在春雨中充满
情趣的争论，体会它们对春雨的热爱，向往在春雨中尽情地
玩耍，激发孩子有探究春雨的颜色的愿望，培养孩子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采用个性化的朗读，读出小鸟们争论时的不同语气。

难点：理解春雨本无色，只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但我们要
像小鸟们一样充满想象力，让生活充满情趣。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学课件；板书的田字格；小鸟的图片。教法学法：

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新课标的要求，在教
学中我采用了情景教学法、小组合作教学法、表演法等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读中感悟，实现与文本对话。课 型：
新授课 课 时：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春天来了，让我们一起欣赏美丽的春景吧！（出示多媒体课
件）谁能用刚刚学过的四字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春天。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绿花红、百花齐放、、、、、）

春天真美啊，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你知道是什么让春天变
成五颜六色的吗？（春雨）

学习第一自然段

1、你见过春雨吗？说说你见到的春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
可以这样描写春雨（出示幻灯片），（点名读）

“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出示“线”生字卡。（其
中“线”这个字，是本课要会认的字。看图（出示多媒体课
件），一种植物叫青麻皮，古代的人们把它的皮夹刮后分裂



成很细很细的麻丝，就形成了最早的线，所以这个字的偏旁是
“绞丝旁“右半部就是不断刮夹，分割的动作，线字就是这
样造出来的，后来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线”字。）

2、你见过那些线？（出示多媒体课件）线多细啊，春天的雨
就像线那么细，那它下在地上一定很轻很柔。谁读出这细细
的春雨？（个人读，齐读）

二、分层次朗读课文，完成整体感知：

1、请自由朗读课文，第一遍，把课文读通顺，如果遇到不会
认识的字，请拼音宝宝来帮忙。读第二遍，请思考：有哪几
个小动物在争论?它们争论的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快快进入课
文吧！

2、（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和 正在争论着一个有趣的
问题： ？

3、齐读这段话，这是我们文章的第二段，也是这篇文章主要
讲的一件事。这段话中，有许多字是我们要认识的字。出示
生字“论”、“趣”“题”、“底”、“颜”（点名读，大
家跟读一次），孩子们有许多识字法宝，请把你们识字法宝
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交流识字方法,师梳理识字方法。（出示多媒体课件）

4、你们看，三只小鸟争论得多起劲啊。（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快快请出这三位小客人吧!请热情地和它们一一打个招呼
吧。（出示小燕子，麻雀和小黄莺的图片，师张贴在黑板上。
）

三、学习3—5自然段，读中感悟。

1、我们先听听小燕子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体



课件），谁愿意扮演小燕子来读一读。（生回答，老师贴出
绿色的纸。）

我们还可以这样读，我们可以只读小燕子说的话。哪只小燕
子再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更明白一些。（出示多媒体课件：只
出示小燕子说的话。）这只小燕子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多明白
啊。可是小麻雀却不同意它的看法。你们听，小麻雀说话了。

（出示多媒体课件）谁来读一读。说一说小麻雀认为春雨是
什么色彩的?（生回答，老师贴出表示红色的纸）

（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读，请补充出小麻雀的语气来读。）

麻雀（）地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
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

（点名来读，可以填“着急地”的“大声地”）

3、小黄莺听了，也加入了争论的行列，你听（出示多媒体课
件）“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
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
了。”想象小黄莺争论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呢？动作会是
怎样的？比一比哪只小黄莺争论得最起劲（请个别孩子表演
来读，指导孩子把表情和动作带上）（老师相机贴出黄色的
颜色。）

4、你们有没有发现，小鸟们在说春雨下到植物上面时，用上
了不同的词，如“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用上
了“淋”（把淋贴在黑板上）你们还能在课文中找出“下”
还用了哪个词吗？请用铅笔圈出来。（生回答，师分别贴
出“落、洒，滴”）

5、（认识“林、洒、滴”这三个生字）你看中国的汉字是多
么的博大精深啊，一个“下”字，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



让语言不再重复，而变得丰富多彩。这三个字也的我们今天
也认识的字，你们发现它们都共同拥有一个什么偏旁（三点
水）是啊，雨落下来都是水，所以要用“三点水”。

四、拓展练习说话：

你们瞧，又有一些小鸟也加入了争论，谁来说一说，你能不
能也用上“淋，洒、落”等词。（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说
话）

孔雀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瞧，春雨（）
到梨花上，梨花变（）了。“

喜鹊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看，春雨（）
到紫丁香上，紫丁香变（）了。”

我想听听春雨在小朋友的眼里又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
体课件）我说：“不对，不对，春雨是（）

（有的孩子说春雨是无色的。为了让孩子充满童趣，我是这
样对孩子解释的：有的小朋友观察的真仔细，他说春雨是无
色的，春雨本来就是无色的，因为它滋润了万物，所以大地
才变得这么美丽。但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想小鸟们一样，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把春雨想像成五颜六色，这样生活才会
更有情趣。）

五、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在音乐中结束课文。

春雨听到这么多小鸟的争论，下得更欢了。齐读最后一个自
然段。（出示多媒体课件）“更欢了”的“欢”，也是我会
认的字，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的？下得更欢了，也就是说下
得更（高兴了，兴奋了，快了），那我们也读得欢快一些吧。
（指导读最后一自然段。要求轻、快。）



你们听，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高兴地唱起了歌儿。（播放
《春雨沙沙》的儿歌）

六，开火车巩固“我会认”的字。（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结束了春雨的讨论，春雨很满意大家对它的热情关注。
它想考考大家，你们学完了课文，还认识藏在课文中的生字
宝宝吗？要求读一个字，还要组一个词。

七、指导“绿”字的书写

春雨给带来一个任务，说你们会写“春雨是绿色的”
的“绿”字。（孩子观察，师范写。）注意这个字的绿
的“绞丝旁：要写窄一些，最后一笔要提起来。”“绿”的
右半边注意倒山的横要长，下半边不要写成“水”。

八：作业布置： 画一副春雨图。附：板书设计

2、春雨的色彩

淋 洒 滴 落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亮点在于我主要创设情境，让课堂充满情趣，利用
文本中的情节，让孩子体会争论的语气、表情、动作，训练
孩子们的个性化朗读，达到孩子与文本的对话，让语言文字
有了灵动和情趣。我还充分运用电教媒体体等多种教学手段，
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感知春雨给大地带来的美丽。在识字
方面，充分调动了孩子已有的识字经验，采用多种多样的识
字方法，互相交流，教师总结出孩子们的识字方法，并渗透
一些别样的识字方法，如“比一比”“字源分析”等方法，
让孩子知道识字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本节课的不足体现
在朗读中还存在缺憾，带来的学生是两个班选取的一部分孩
子，每个人的阅读经历有差异，在阅读上没有达到我预期的
目的，所以设计在关注学生个体上还要加强一些。



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五

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二十三年弃置身。2.诗中运用典故表达自己怀念故友的
心情，暗示自己因世事变迁而怅惘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诗中蕴含发展哲
理，揭示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句子是：

。4.诗中表达诗人坚定乐观精神的句子是：

。二《过零丁洋》

5.诗中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句子是：

。6.诗人运用比喻修辞表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诗句是：

。7.诗中表现文天祥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愿意以死明志）
的句子是：

，？ 8.惶恐滩头说惶恐，_______________。

9.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文天祥“

，？”的浩然正气；是范仲淹“

10.词中蕴含自然哲理的句子是：

。11.词中表达良好祝愿的句子是：

。12.描写月亮的句子

。四《饮酒》

。16具体描写南山景象，使诗人从自然景色中领略到无限乐



趣的诗句是：

。17描写自己居住环境安静的诗句是：

。18对全诗内容进行总结的诗句是：

。五《行路难》

19诗中运用比喻修辞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句子是：

。20诗中运用典故表达了作者对从政的期待的句子

。两句的动作细节刻画，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苦闷抑
郁。24用

。两句，既表明诗人的许多理想都因权贵当道而阻塞了出路，
也暗点诗人企盼终有一天能得到重用的心情。25表现自己身
处逆境仍然乐观自信的名句是：

。（常用于勉励别人）六《小石潭记》

26文中写鱼儿自由轻灵的游动姿态的句子是：

。27文中体现水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28文
中揭示作者游览心情的一句话是：

31文中反映滕子京政绩的一句话是：

。32文中描写岳阳

楼

全

景的句



子是：

，，。33文中描写夜晚洞庭湖波光月影的语句是：

。34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中的“进”指：

“退”指：

35文中体现作者旷达胸襟的句子是：

。36文中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句子是：

。37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____；薄暮冥冥，虎啸猿啼。38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39《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送别
友人、依依惜别，但气势豪迈、意境开阔的千古名句是：

。

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六

1、认识8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
清新的童年生活。

3、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教学重难点

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



课前准备

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导入课题

同学们，你们有过乡村生活的经历吗?想了解乡村孩子的生活
是怎样的吗?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读《麦哨》这篇课文，读完后，
相信你一定有美好的感受。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注
意“应”“和”“乐”多音字在本课的读音;注
意“肺”“嚼”“裹”的字形特点。

2、同桌互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描写的乡村孩子的生活是怎
样的?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乡村孩子淳朴可爱，乡间景色美丽亲切，孩子的活动丰富多
彩，孩子的情感热烈活跃。)

3、同桌交流，小组交流。

细读课文，品味语言

1、默读课文，画出你最喜欢的部分，试着有感情地读一读。

a、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
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这是一个比喻句，这里把“孩子们的脸蛋”比作了一朵朵晶
莹剔透的月季花，这样形象生动的语言，会产生一种意境的



美)

b.金黄的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
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一
蓬蓬的种子。

(这是一个排比句。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将一个五彩斑斓的
田间世界再现出来，同时

也蕴涵着一种丰收的喜悦)

c、草地柔软而有弹性，比城里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这简直
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

(“简直”表示完全如此，这里运用对比、比喻的手法形象地
写出了草地的茂密、柔软，也写出了孩子们的玩耍是那样地
贴近自然，更写出了作者由衷的赞叹。阅读时，要读出赞叹
的语气)

2、把你最喜欢的、感受最深的部分读给大家听。

感受全文，积累语言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课外拓展，丰富语言

按照本组课文的读书方法，阅读选读课文中的《可爱的草塘》
和《同步阅读》中的相应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