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四年级语文跨学科教学设计
与反思(模板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四年级语文跨学科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1、学习课文6--8自然段。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词句，
结合朗读、对话、想象、感司等到手段来体验情境从而领悟
文章内涵。

2、引导学生从课文中受到尊重自然、遵循规律的教育，培养
热爱自然的情感，建立生态平衡的观念。

3、丰富见闻，激发探究大自然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理解向导的话，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听写导入，引发阅读期待

1、听写词语：侦察 欲出又止 鱼贯而出 口中之食

若无其事 极不情愿 愚不可及 悲叹

2、学生订正并读第一组词语

（1读词，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2）感情朗读词语



二、学习6-8自然段，感悟自然之道

1、默读6-8自然段，找出令我们震惊的场面

2、汇报交流：

（1）向导抱走幼龟不久，成群的幼龟从巢口鱼贯而出。

（2）从龟巢到海边的一大段沙滩，无遮无拦，成百上千的幼
龟结队而出，很快引来许多食肉鸟，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3）这时，数十只幼龟已成了嘲鸫、海鸥、铿鸟的口中之食。

（出示图片）孩子们，你们看到了怎样的一幅景象？

3、理解：我们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

你们觉得作者是带着什么心情写下的这句话呢？

4、理解这句话中特殊的地方。

（引读该句）

（4）串读：尽管我们拼命拯救，还是给幼龟带来了极大的伤
害，此时的补救显然已经晚了，抬头仰望天空——（生读第3
句），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生再读第3句）；一只幼
龟得救了，无数只幼龟丧生了——（不一会，生读第4句）；
一只嘲鸫飞走了，数十只食肉鸟欢笑了——（生读第4句）

（5）体会向导的悲叹

四、感悟中心。

1、出示美国作者伯罗蒙塞尔创作的《自然之道》原文的结尾，
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2、小练笔，补充句子3、引读该句，揭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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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正确朗读课文，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放肆、哭笑不得、
桅杆、龇牙咧嘴”等词语的意思。

2、通过理清文章中人物的关系，复习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3、感受船长在紧急关头超人的胆略和智慧。

重点难点：

1、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2、通过写话训练，以获救后孩子的口吻表达自己对文章的感
悟。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以作者简介引入课文，理清课文人物。

1、先来认识一位作家。请同学们自由轻声读这段话。

2、这堂课，我们将学习的《跳水》一课也是托尔斯泰的作品，
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惊险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艘环游世界的帆船上。这天风平浪静，水手们
都在甲板上。船上还有一只调皮的猴子，一位有着丰富航海
经验的船长和他的儿子。

二、整体感知

（一）通读全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2、学生交流，填写。

归纳出学习方法：

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能帮助我们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二）学习课文第6节。

1、原来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是船长命令儿子跳水。他是怎么
说的？

（1）轻声读读这两句句子。

（2）师指导朗读。要大声，要急切的语气。

2、请学生质疑、解答。

为什么父亲拿枪瞄准儿子？为什么父亲命令儿子向海里跳？

3、小结：

因为父亲意识到孩子此时遭遇了最危急的时刻，所以命令儿
子向海里跳。

4、过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船长面对自己的孩子要用如此严厉



的命令口气？我们下节课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课后小结

三、复习巩固

1、齐读全文。

2、不看板书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

小学四年级语文跨学科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三

荷兰一向以“花之国”、“风车之国”、“运河之
国”、“牧场之国”闻名于世。本文正是从“牧场之国”的
角度来展现荷兰的独特风情的。课文为我们描绘了荷兰牧场
白日的辽阔无际、宁静和谐和夜晚的祥和寂静、神秘含蓄：
白日里，牧场是动物们的天堂，无论是花色多样的牛，还是
骏马或羊、猪、鸡，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低地上”是
那样的悠然自得、惬意舒畅，广阔无垠的草原无疑就是他们
的自由王国，好一幅家禽家畜安闲游憩图。即使是傍晚出现
了挤奶的人也并没有打破草原的寂静，奶牛仍是“严肃沉
默”，挤奶人更是“默默无语”，连船只行驶也是舒缓平稳
的，车船的到来与离去也反衬出了草原的寂静。直到夜幕降
临，荷兰更是沉入一片静谧之中，又成了一幅沉沉静夜图。
课文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荷兰牧场和运河交错的独特地形，
看到了畜牧业尤其是奶牛和奶制品在荷兰国计民生中的重要
作用，更看到了荷兰蓝天、碧草、牛羊组成的优美迷人、自
然和谐的景观，所以作者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既是作者在向人们介绍荷兰的特点，更是对荷兰的美景发
出的赞叹。

本文语言生动，形象传神，比喻、拟人是本文语言上的一个
突出特点。



选编这篇文章的意图，一是让学生感受荷兰牧场的田园风光，
体会动物与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好意境；二是使学生领
悟本文在写景方面的一些特点，体会课文优美的语言。

二、教学目标：

1、认识9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荷兰独特的牧场风光之美。

3、体会作者生动的语言，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

三、教学重难点：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进一步
感受乡村生活的可爱；体会作者拟人手法的巧妙运用，感悟
文章语言的生动，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难点是让学生明白
课文为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感悟并说出文章所展示的诗情画意。

四、教学创意着眼点：

感受与表达想结合。

五、教学时间：

2课时

六、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释题导入：



1、谈话导入：

2、板书课题：田园诗情

诗情？看到诗情，你又想到了什么？——诗一样的情怀，有
一个词叫做诗情画意

我们刚刚学过的美丽的《九寨沟》能不能称作田园诗情？

3、好，那让我们诗情画意的来读一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己轻声读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

（2）积累好词，在好词下面做记号。

2、学生自己读课文，圈画好词。

3、指名分小节读课文，相机正音，学生评议。

交流圈画到的好词，多读几遍。

4、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象，你看到了哪些田园风光，给你留
下了怎样的印象？

读后交流，相机板书：

草原奶牛图 郁金香

低地骏马图

动物王国



傍晚图

夜晚图

三、学习生字

1、学生自学生字。

2、提出有难度的生字，共同讨论识记方法。

3、完成习字册上描红。

四、课外作业

搜集有关荷兰的风光图片或文字资料，下节课交流。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揭题：田园诗情

2、回顾：有着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等美称的荷兰，究
竟是怎样的.呢？

上节课，我们读了课文，你看到了哪些有着浓郁的荷兰风情
的图画呢？

学生回答，相机板书：

草原奶牛图 郁金香

低地骏马图

动物王国



傍晚图

夜晚图

3、过渡：是呀，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流动的奶牛，鲜艳的
郁金香，剽悍强壮的骏马，悠然自得的动物、宁静的夜
晚……这就是荷兰的田园风光，这就是荷兰留给我们的印象！

二、抓住重点，品读感悟

1、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处美丽的风光呢？它又让你感受到怎
样的诗情画意了呢？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你
最喜欢的地方，并多读几遍。边读边想象景象，边读边体会
情趣。

2、自读自悟

3、小组交流：把你最喜欢的地方读给小伙伴听，把你最深的
感受与组内同学分享，把你的困惑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等
会我们请小组派代表把你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说给同学们听。

4、大组交流反馈：

a、读自己最喜欢的句子

b、说说为什么喜欢？（仿佛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c、同学补充或看有关图片

d、有感情朗读

（真正的荷兰不仅仅体现在那花之国水之国，更是那骏马的
自由王国，是那天堂般的动物世界，是那宁静安谧的夜晚，
是那悠然的家园、独具特色的域外风情，还是那作者内心深



处溢发的对荷兰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向往之情！

三、拓展迁移

1、同学们，今天我大家一起游览了荷兰乡村的美好景色，感
受着那迷人的田园诗情！还记得吗？首先，我们来到了碧绿
如丝绒般的草原，看到了——（一生说，可结合图片）；接
着，我们又来到了碧绿色的低地，——（同上）；到了傍晚，
我们看见——（同上）；是的，运河之中装载着奶桶的船只
舒缓平稳地行驶着，我们上了小船，之间夜幕降临，——
（同上）……啊，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呀！

2、真美呀，我们又一次陶醉在这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中，感
受着那份宁静悠闲和富足安适，感受着作者对这独具特色的
域外风情的赞美和向往。建议大家：

a、选择自己喜欢的美词美句反复诵读，展开想象，积累背诵。

b、继续搜集这样的描写田园风光，或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景
象的文章来读一读，比较、感受、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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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南辕北辙》出自于《战国策·魏策四》。本是魏国的谋臣
季梁用这样一个小故事，劝安厘王以大业为重放弃伐赵，故
事后被广为流传下来。

这则寓言讲述了一个人要乘车到楚国去，由于选择了相反的
方向又不听别人的劝告，只能离楚国越来越远了。文章是通
过对话展开故事情节的，路人强调的是：既然方向错了，就
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而要去楚国的那个人强调的是：虽然
方向错了，但是他有跑得习快马、很多的路费和驾呈技好的



车夫，所以一定会到达目的地。

从人物的对话的过程中和文章结尾的点睛这笔中，学生自然
会明白其中的寓意：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
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
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则寓言常用来比
喻行动和目的是相反的。

二、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运用不同的方法熟读课文，通过人物的对话体会
寓言的主要内容。

2、认识2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

3、在熟读课文和理解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使学生懂得，做事
时要选准方向再去做，让行动和目的保持一致，否则一事无
成。

4、加强读写训练，练习扩写《南辕北辙》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南辕北辙》的寓意，课后读写小练笔。

教学难点：在理解《南辕北辙》寓意的基础上，写好课好小
练笔。

四、教学建议

(一)教学好生字“辕”和“辙”，有助于成语“南辕北辙”
寓意的理解。

本课生字认的和写的都比较少，但字意和字形的把握还是有
难点的。



“辕”和“辙”都是学生在生活中不常见的生字，“辕”是
车杠;“辙”是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如果教学中单单告诉
学生字典中的解释，学生可能理解得并不清楚，如果能通过
具体的车马的图片或教师在黑板上画的简笔画来帮助学生理
解，效果会更好，学生理解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对“南辕北
辙”这个成语的意思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成语
中，“辕”向南表示行动的方向与目标，“辙”向北表示向
北走，从而可以理解出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行动与目标相反，
结果只能是离目标越来越远。可见，讲生字时理解好“辕”和
“辙”这两个字的意思，对讲读课文时，理解课文内容，进
而理解成语“南辕北辙”的意思是有很大帮助的。

(二)抓好文中人物对话的朗读，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这篇课文适合于在朗读的基础上理解课文内容，而熟练的朗
读便于学生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感悟其中的寓意。课堂上，
可以让学生抓住人物的对话，读一读，演一演，从两个人的
对话中，引导学生体会路人的好言相劝、苦口婆心和去楚国
那个人的毫不领情和一意孤行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朗读教
学中，要注意先让学生揣摩这两个人的心理，然后再指导朗
读。在读中让学生先要理解那人所说的“马跑得快”、“路
费多”、“驾车技术好”这些是不是那个人要到达楚国的有
利条件，而他却把这些有利的条件用反了，会有什么后果?再
引导学生仔细读一读路人说的几句话，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路
人所要表达的意思。理解好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理解本
文寓意的关键所在，当目标和行动相反时，只能是背道而驰，
永远不可能实现目标。

(三)教学中应注意渗透的内容

1、引号的用法。课后练习第二题是填标点，思考引号的不同
用法，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引号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方法。第
一小题是介绍引号能引用人物的语言的作用;第二小题讲的是
引号还能引用特定的词语，表“水”是重点要描述的对象。



对引号的第二种用法，教师可让学生说一说，在你接触到的
语言文字中，什么地方还出现过引号的这种用法，源于学生
自己的思考，才会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课后题既可在课上理解课中渗透训练，也可在课后单
独练习。

2、在讲读中注意丰富学生的语言材料，为读写训练做铺垫。

(四)读写训练建议

本则寓言，短小精悍，寓意也相对简单，学生一读就懂，对
这样的小文，如果我们教师能抓住语言文字的训练点，对学
生进行读写训练，对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是大有益处的。

结合这篇寓言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建议课下进行以下几方面
的练笔。

1、写读后感，发表自己对人物做法的议论，联系生活学习的
实际理解寓意。比如在课上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想象表
达：“你想对那个楚国人说些什么?”“你会怎么劝那个去楚
国的人?你还可以用这些话劝劝谁呀?”

2、扩写成300字多字的习作，在原文的基础上，对事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合理的想象，丰富课文的语
言材料，使语言文字更加生动形象。比如：加上人物的心理
描写;为故事续写结果。

3、还可以让学生改变课文的描写方式，把对话描写改成叙述
性文字，从中锤炼自己的使用语言文字进行叙述性描写的能
力。

四、源于本课的备课思考，给出简单教学设计，仅供参考：



(一)揭示课题：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单元，寓言故事，寓言
就是通过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这节课我们先
来学习第一则寓言。(板书课题：南辕北辙)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了解大意。

(三)检查生字的预习情况。(1)出示古代车马的图片，了
解“辕”和“辙”的字意。并把这两个字放在成语“南辕北
辙”中，初步体会成语的大意，这对学习课文内容会有帮助
的。

(2)指导书写：注意“袁”的上部是“土”不是“士”。

“辕”和“猿”对照学习。“紧”字强调下半部别写错了。

(四)以读带讲，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寓言的深刻含义。

(1)通过课下预习，说说你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文中的楚国在太行山的南面，那人却往北走，会怎样?(3)
组织学生不同方式、多角度读课文，读中感悟。

想一想文中要去楚国那个人有不哪些有利的条件?

他在对话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而路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劝说他的?

注意文中对话句子中的标点符号，读出人物对话的语气，深
入体会课文的内容。

(4)引读思考：要去楚国的那个人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反了，
会有什么后果?

再引导学生仔细读一读路人说的几句话，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路人所要表达的意思。

理解好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理解本文寓意的关键所在，
当目标和行动相反时，只能是背道而驰，永远不可能实现目
标。

(5)课外延伸

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发生过“南辕北辙”的事情?

(五)课堂读写小练笔

(六)课后作业：完成课堂读写小练笔。

小学四年级语文跨学科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五

设计理念

《揠苗助长》是一则传统寓言。它展现了一个急于求成而揠
苗助长的可笑而又滑稽的农夫形象，让学生明白做事不能操
之过急，违反规律的道理。通过这个短小有趣的故事，让学
生明白深刻的道理，对于二年级形象思维仍占主体的孩子来
说，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展开寓言情
景的体验，并通过朗读，讨论进入情境，悟到寓意。这不仅
关注了学生的个体，也关注了全体，使每个学生都参与阅读
思维活动，都得到学习需求的满足，都获得阅读活动的收获，
都得到发展。

教学目标:

1.会认五个生字，会写4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通过学习悟出故事的寓意：做事不可急于求成。

教学重点、难点：

能通过学习悟出故事的寓意：做事不可急于求成。

一、读题解题，理大意

1.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非常有趣的课文《揠
苗助长》，(板书：揠苗助长)读课题。

2.学习生字“揠”，猜“揠”的意思，理解课题。

通过昨天的预习，谁能来猜一猜，“揠”的意思呢?(板书：
拔)理解课题的意思。

用拔苗的方法帮助禾苗长大。

3.读文。

抓住重点字词(急拔死)，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种田人急着想要禾苗快点长大，就用拔苗的方法帮助禾苗长
大，结果禾苗都枯死了。

(设计意图：对概括故事内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二、品读“着急”，感受“急”

这个种田人到底有多着急呢?就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读一
读第一自然段，找一找相关的句子。

1.学生自由读，找出句子。

2.交流句子。



出示句子(一)：古时候有个人，他巴望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
快些，天天到田边去看。

(1)巴望：十分的渴望

(2)天天：每天

情景创设：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时候，他去看了吗?

刮风下雨的时候，他去看了吗?

十分繁忙的时候，他去看了吗?

是啊，昨天今天明天，每天都去看，就是——(手点住天天)
天天去看，他是多么着急啊，谁能把他着急的样子读出来，
自己先试试。

感情朗读指导。

出示句子(二)：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
长高。

师引读——可是一天，——生读后面的。

(1)小朋友，禾苗真的没有长高吗?(长高了)

(2)种田人为什么觉得禾苗好像没有长高?(太着急)

从“好像”理解，禾苗其实长高了，只是种田人每天去看，
心里太急了以至于没有感受到。

感情朗读指导。

出示句子(三)：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
说：“我得想个办法帮它们长。”



(1)体会焦急，并学习生字“焦”。

(设计意图：从焦的四点底入手——代表火，感受农夫火急火
燎的急切心情。)

三、感受“劳累”，凸显“急”

1.于是他想到了，拔苗助长。请小朋友读读第二自然段，看
看他又是怎样拔苗助长的呢?

交流：一天，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急忙跑到田里，把禾苗
一棵一棵往高里拔，从中午一直忙到太阳落山，弄得筋疲力
尽。

从三个方面理解：

(1)急忙跑到田里

(2)把禾苗一棵一棵往高里拔

(3)从中午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4)理解“筋疲力尽”

通过创设情境理解“筋疲力尽”：

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烤着种田人，多热啊，可是——是啊，
还有一大片的禾苗要拔呢。他哪顾得上休息啊。

拔呀拔，拔到汗水直流的时候，可是——是啊，抓紧时间，
禾苗就能早点长高呢。

腰都——

腿都——



这时候的他呀，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用课文中的一个
词，就是——筋疲力尽。

(设计意图：让孩子感受种田人“累”的基础上，体会农夫
的“急”)

四、体验“快乐”，显“无知”

1.用朗读的方式，读出农夫此时虽然累，但是心情却是高兴
的。

(设计意图：让孩子体会农夫虽然累，但是心里是快了的，从
而感受农夫的无知。)

2:.学习“喘、截”。

五、感悟道理，揭寓意

1.理解禾苗为什么都枯死了?

2.体会种田人后悔的心情

3.初步渗透语言这种文学体裁

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的文章，我们称为寓言。
写字指导

(设计意图：让孩子对语言由形象到抽象的理解)

六、作业练习，导写字

写字指导：费算焦望



小学四年级语文跨学科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六

教材分析：

本文是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1883—1931）散文集《泪与
笑》中的一篇。《花之咏》可以理解为“花的歌唱”，品读
全文，更像是一封花的自白书。诗人采用拟人的写作手法以
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写出了花的心声；在前3段“我”分别
把自己比作了“大地心中的一句话”、“坠落到草地上的一
颗星星”、“大地的女儿”、第4小段讲了自己的用途“朋友
间的礼物”、“新娘头上的鲜花”甚至是“祭拜逝者的赠
物”，“花”是世上美丽事物、人间真挚感情的象征；
在5、6段“我”又歌颂了自己从清晨到黄昏，从大地到空中
与微风携手同百鸟相伴的幸福美好生活；第7段则表达了花的
理想：追求光明。本文表面上是关于花的描写，实际是作者
在借物抒情，作者已与花融为了一体，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花
的欣赏和赞美，潜藏着作者的对美丽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
诗人以流畅的语言，清新的文笔，愧丽的想象，新奇的比喻
从平易中发掘隽永，在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

学情分析：

本文是本单元的第三篇课文，通过前两课的学习，学生已经
对借花抒情、借花喻人的写作手法有了较深的了解与感悟，
而本文作者在抒发自己对花的赞美与喜爱的同时借花表达自
己对美丽对光明的追求，正是两种手法的有机结合。加
上“花”是学生们身边十分常见的`也是大家较为喜欢事物，
学生对它们的形态外表以及生长习性比较了解，所以本文学
生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不难理解。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段落。



2、能用第一人称和拟人的手法仿写课文。

3、通过诵读课文体会到作者对美丽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并
与自己情感产生共鸣。

教学重难点：对“我永远仰目朝天，不为看到我的幻想，而
是为了看到光明。”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