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
(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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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教学过程：

1、回忆放风筝的情景。

同学们，上星期我们举行了一次放风筝比赛，谁来说说你们
是怎么放的?其中还发生了哪些有趣或难忘的事情?(重点引导
他们说动作和当时的心情)

2、导入学习：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做
风筝、放风筝，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感受与我们有哪
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板书并齐读课题。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先读得正确、流利，再一边读
一边想，课文围绕着风筝给我们介绍了哪些事情?聪明的小朋
友读书的时候会一边读一边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

2、根据学生的自由述说，相机反馈，长总结概括板书：做风
筝、放风筝、找风筝。(引导学生用简单的语言来归纳概
括。)

1、默读思考：你认为做、放、找哪一部分最有趣?

2、小组交流：将自己认为最有趣的内容介绍给大家，并说出



自己认为最有趣的理由。

3、全班交流。

4、联系自己放风筝时的情景，说说哪些部分的情景感受和你
最相似，并试着有感情地读一读。

(1)指名读。

(2)说说自己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读的。

(3)学生评价，教师小结。

(4)有相同经历感受的同学齐读。

把你喜欢的句子抄下来。

第二课时

课时分解目标：

1、抓住重点词句朗读课文，体会心情的变化。

2、会认5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3、练习查阅课外资料，初步培养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学习目标：

1．会认5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做风筝、放风筝、
找风筝”时的心情变化，感悟童真童趣。



3．练习查阅课外资料，初步培养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几个小朋友放风筝的情景，点击后，画面出
现清代诗人高鼎的诗《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
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2．ppt课件：（1）本课要求会认及会写的生字词。（2）宋代
寇准的诗《纸鸢》：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
终共白云飞。（3）明朝徐渭的诗《风鸢图》：柳条搓线絮搓
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女上青天。

3．借助课后“资料袋”的内容，引导同学课前查阅有关风筝
的资料。

课时布置：2课时

一、激趣导入

1．出示课件，创设情境。

2．观察说话，导入新课：谁能把看到的画面向大家说一说？
（根据回答板书课题：风筝）

3．联系生活，请放过风筝的同学谈谈放风筝的情景、感受以
及风筝的来源。

4．交流资料，展示查阅能力。教师也一起展示自身查找的资
料，简介古代风筝的七个名称：纸鸢、风鸢、风鹞、鹞子、
纸鹞、纸鸦、纸鸱。

二、初读感知，了解文章大意



1．自由读课文，先读得正确、流利，再一边读一边想：课文
围绕着风筝给俺们介绍了哪些事情？聪明的小朋友读书的时
候会一边读一边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

2．根据同学的自由述说，相机反馈，并总结概括出下列内容：

（1）童年时候放风筝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2）课文分写了几个小伙伴在一起做风筝、放风筝、找风筝
的事情。

三、朗读感悟，体会心情的变化

（一）整体感悟。

1．默读考虑：“做、放、找”哪一局部最有趣？

2．小组交流：将自身认为最有趣的内容介绍给大家，并说出
自身认为最有趣的理由。

3．全班交流（最有趣），让同学畅谈自身的个性化理解，在
尊重同学意见的基础上，引导同学认识到，“做、放”都很
有趣。假如有同学认为“找”也很有趣，应予以特别肯定和
鼓励。

（二）感悟做风筝的乐趣。

1．指名读课文第二段，根据朗读情况，相机指导正确、流利
地朗读。

2．师生合作解决下列问题：

（1）“神往”的意思。几个小伙伴精心地做着风筝，风筝做
好以后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谁能想象一下？（这就是“神
往”）



（2）“依”的认读及“依然”的意思。

（3）为什么做好的风筝什么都不像，俺们却依然快乐？

3．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1）激趣：课文当中的几个小伙伴做风筝时很快乐，谁能把
他们的快乐心情读出来呢？

（2）练习朗读。

（3）小组内竞赛朗读，评选优秀朗读者。

（4）展示朗读。

（三）感悟放风筝的乐趣

1．轻声读课文，看看课文中哪两个词语描写了风筝刚刚起飞
和已经飞到空中时的优美样子。找到后把这两个词语多读几
遍。

2．再次播放课件（风筝飞舞的片段），引导同学理解并读
好“翩翩飞舞”。

3．指读课文，指导同学读出快乐的心情。

4．分小组练习朗读、竞赛朗读。

5．展示性朗读。

6．拓展。

出示课件，引导读背：《村居》清・高鼎草长驾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出示课件，引导诵读：

风鸢图

明徐渭

柳条捷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
儿女上青天。

出示课件，引导诵读：

纸鸢

宋寇准

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4）下课后，老师会把这两首诗誊写给大家，愿意背诵的同
学

（四）体会找风筝的心情，感悟童真童趣。

1．默读课文描写找风筝的局部，看看哪个词语最能表示“俺
们”的心情。

3．相机指导认记“丧”字。

4．请同学先谈谈应该怎样读好这段课文，再练习朗读、指名
朗读，相机指导。

5．讨论：“俺们”在水磨坊那儿能找到心爱的“幸福鸟”吗？

四、识字写字。（略）

小结：



这篇课文写了“俺”童年时候和伙伴们做风筝、放风筝的情
境。文章语言朴实。文章既写了“俺们”放风筝时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快乐，也写了放风筝时的伤心；同时还体现了小
朋友们对幸福和希望的神往。文章自始至终，充溢了童真童
趣。

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 会认5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精心、希望、
依然”等词语。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文中描写心情的
词语和句子，体会秋天里放风筝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

3、 练习查阅课外资料，初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4、 积累课文中生动的词语，引导学生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
下来。

1、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从学生的亲身经历出发，激发
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乐说，爱说，想说。

2、 尊重学生个性化理解，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和见解，体现语文学习的个性化，多元化。

3、 引导学生把自己当作课文中人物去感受，去体验，去思
考。

4、 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和习惯。

引导学生体会在做风筝、放风筝、找风筝的过程中，伙伴们
的心情起伏变化，并找出描写心情的词语和句子。

引导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变化的同时，体会作者是怎样把孩子



们的心情变化写具体的。

搜集资料、创设情境、合作交流

1、 课前进行一次放风筝比赛。

2、 搜集有关风筝的文字资料和图片。

3、 幻灯片：

(1)本课要求会认及会写的.生字;

(2)课文中描写心情的重点句;

(3)古诗《村居》、《纸鸢》、《风鸢图》。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分解目标：

1、 联系生活，抓住动作和心情说出自己放风筝的经历。

2、 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情感。

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教学过程：

1、感悟做风筝的乐趣。



(1)男同学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女同学倾听，比比
谁更认真。

(2)通过朗读和倾听，你明白了什么?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3)师生合作解决下列问题：

指名读，挑战读，再指名读，齐读。

3、体会找风筝的'心情，感悟童真童趣。

(1)自由朗读课文描写找风筝的部分，找一找哪些句子最能体
现找风筝的心情。

(2)学生分别找出以下三句话，教师用幻灯片出示：

我们大惊失色，千呼万唤，那风筝越来越小，倏地便没了踪
影。

我们都哭了，在田野里四处寻找，找了半个下午，还是没有
踪影。

我们垂头丧气的坐在田埂上。

(3)学生连起来读这几句话，整体体会“我们”当时心情的变
化过程。

(4)找出最能表现当时心情的词语。(板书：大惊失色、千呼
万唤、哭、垂头丧气)

理解“垂头丧气”(可让学生表演)，相机指导“丧”字，注意
“丧”是平舌音，“丧”字下面没有一撇。

(5)指名读，教师范读，再挑战读，齐读。



【教师的示范性朗读，不仅是学生模仿的对象，更是学生挑
战的对象。】

(6)小组讨论：“我们”在水磨坊那儿能找到心爱的“幸福
鸟”吗?

1、出示课后横线上要求会认的5个生字。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了吗?谁来当小老师，教大家读一读。(提示：“磨坊”在本
课都是多音字)

2、出示课后田字格中要求会写的12个生字。

你认为哪些字最难写，谁来帮助他?

1、交流资料。

同学们，学了《风筝》这篇课文，你们知道“风筝”这个称
呼究竟是怎么来的吗?你还知道哪些有关风筝的知识?(检查学
生搜集资料的情况和学生对资料袋的学习情况。)

2、引导学生回忆古诗《村居》，并背诵。

老师这里还有两首描写放风筝的诗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课
后去读一读，背一背。

(幻灯片出示古诗)

1、把自己玩耍、活动时的心情告诉大家，写一写。

2、你还知道哪些描写心情的词语，互相交流一下。

小学四年级语文风筝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观潮》是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作者记叙了观



赏钱塘江大潮时所见所闻的景象，说明它确实是“天下奇
观”。课文按照“潮来之前”、“潮来之时”、“潮退之
后”的时间顺序记叙的，重点描写了潮来之时潮水的壮观景
象；从声音和样子两方面写出了潮水的宏伟气势。阅读这篇
课文可以使学生了解钱塘江的有关情况，激发热爱自然，探
索奥秘的情趣。文中有许多优美的词句，可丰富学生的语言
积累，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

【设计理念】

学生学习一篇新的课文，最有兴趣的是在第一课时。可是按
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往往是第一课时扫除生字新词，读
懂读通课文，教学的重头戏是在第二课时上。从教学的实际
效果看，往往是第一课时“逛西湖”，第二课时“打老虎”；
从学生的兴趣看，实际上是错过了学习课文的最佳时机。因
此如何优化第一课时的教学，提高第一课时的教学效率，很
值得研究。

《观潮》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散文。文章语言优美，词语丰
富，句子变化错落有致。特别是“潮来时”一段，把钱塘江
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读来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
景。教学中我将这一段作为教学的重点，紧紧抓住学生的注
意力，以读为本，紧抓“奇”进行教学，初读感知奇，品味
探究“奇”，美读感悟“奇”。

【学情简介】

四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乐于表达，但他们的生
活经验有限，知识面不宽，对文中所描绘的钱塘江大潮的雄
伟景象，很难想象出画面，教师必须指导感情朗读并借助电
教媒体等辅助教学。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7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

2、结合课文理解“横贯”、“天下奇观”、“人声鼎
沸”、“风号浪吼”、“涨”等词语及比喻句。

3、能发挥想象，有条理地说说江潮来时的情景。

过程与方法目标：

1、引导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想象画面，通过品味重点词句段，
体会课文在表达上的特点。

2、学习作者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留心周围事物，能
按一定顺序，有条理地介绍一处景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多媒体创设情境及阅读感受钱塘潮之“奇”，让学生领
略钱塘江大潮的壮丽与雄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感情。

【教学重点】

体会潮来之时的壮观景象，能够根据语言描写想象画面。

【教学方法】

“教有多法，但无定法。”在本课中主要采用情景教学法、
多媒体辅助法和朗读法进行教学。我将远程教育资源：图片、
影像等有机地融合到多媒体课件中，通过展示课件让学生身
临其境，寓情其中，从而感受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为学生提
供了直观、动态、形象的影视文件，并让学生在读中感悟、
品味，更好地理解课文。为学生自读、自悟文章内容提供了



充分的依据。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为了上好这一堂课，我在远程教育资源网上查找
了和课文有关的图片和录象资料，制作了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学生搜集反映钱塘江大潮的文章和图片，以便对
大潮有初步了解。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
钱塘潮的千古名句。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奇特卓绝的江潮，
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大家去看过吗？（没有）很遗憾
老师也没能亲眼所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壮观的景象。

二、出示课题，探究“奇”意：

1、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21课观潮，（师相机板书课题）
课文写的是哪儿的潮？

（通过预习学生自然就可以回答出：钱塘江大潮）

2、师介绍：钱塘江在我们祖国的浙江省，远离我们可爱的家
乡——秦皇岛有好几千里。如果说秦皇岛的北戴河风景区举
世闻名，那么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就可称为“天下奇观”了。



（师板书：天下奇观）

（给学生独立思考空间，之后可以提醒学生借助字典解决。）

4、多指名回答后明确：“观潮”的“观”是“看”的意
思。“奇观”的“观”是“景象”的意思。进一步引导说
出“天下奇观”的涵义，即：天底下或世界上奇异的景象。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奇”：

2、老师发现大家都有些迫不及待了，那就赶快打开课文读一
读吧！

阅读提示：

a、把字音读准确，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决。

b、认真的读课文，读不好的地方多读几遍。

刚才教室里可真是书生琅琅，大家读得都那么认真又那么好，
现在谁愿意展示一下你自己，我们开火车读一读，注意一定
要认真听哦，老师随时会有可能叫到你！

3、开火车读课文，教师利用这个过程纠正学生读不准的字音。

4、刚才看到大家火车开得那么好，老师真为你们骄傲！现在
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再把课文读一遍，一边读一边想，
作者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5、指名回答后明确：作者先写潮来之前，再写潮来之时，最
后写潮过之后。

四、精读课文，品味探究“奇”：



1、师：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那么你认为
“天下奇观”到底奇在哪里呢？边默读课文边用——画出你
最能感受到大潮“奇特”的词句。读一读这些词句，说一说
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