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 四年
级语文课文渔夫的故事教学设计(通用5

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篇一

1、知识教学：掌握文中出现的常用生字、新词。

2、能力训练：初步了解肖像、对话、心理等描写手法的作
用;初步学会赏析和有表情地朗读民间故事，注意描述语言的
正确运用。

3、思想情感教育：感受课文所歌颂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

1、重点：渔夫和魔鬼两个形象的性格特征。渔夫是诚实善良、
机智勇敢的劳动者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觉醒过程，歌颂
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魔鬼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揭露了敌
人的残暴和愚蠢。

2、难点：把握渔夫和魔鬼的矛盾发展转化过程。

本单元前几篇课文，把我们引入了故事长廊。今天，我们再
次阅读精彩的神话故事，《渔夫的故事》，从中去获得收获。

齐读课题



1.默读连接语，用“——”句出阅读要求，课件展示。

(1)独立思考。

(2)四人小组讨论。

(3)抽说(分意义段，读懂每段重点内容。依次抓每段重点内
容讲述。)

3.自学生字词、多音字

1、交流思考的问题。

(1)交流魔鬼为什么要杀渔夫。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魔鬼说的话是真的吗?
使学生明白，魔鬼是凶恶和狡猾的，魔鬼的杀人本性是不会
改变的，魔鬼是不懂得报恩的。引导学生读懂第七至十二自
然段。

(2)交流对渔夫的看法。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对学生点拨：渔夫战胜魔鬼，
凭的是什么?你是从哪看出来的?魔鬼如此狡猾，它怎么会上
当呢?指导学生读懂第十五至二十三自然段，读出渔夫的智慧。

2、师(总结)：看来，渔夫说的没有错。人的智慧是能压制妖
气的。人的智慧，也是能战胜邪恶的。从渔夫的身上，我们
领略到了智慧的巨大力量!

1.读资料表。

2.读《一千零一夜》。



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篇二

1、《自然之道》告诉我们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往往会产生
与我们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自然之道”。

2、向导却若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
这样的。”向导的言下之意是说，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是
太平洋幼龟防备天敌、自我保护的手段。

3、“向导极不情愿地抱起那只幼龟，朝大海走去。”“极不
情愿”说明向导对同伴们善良的呼喊予以理解但又感到无可
奈何。

4、我们干了件“愚不可及”的蠢事，说明同伴们后悔的心情。

5、向导一边走一边发出悲叹。“悲叹”突出了向导伤心难过
的心情。

6、《黄河石怎样变化的》课文通过描写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
由好变坏得过程和变化的原因，告诉我们要保护好森林资源，
保护好环境，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7、人们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话应用了比喻的
修辞手法。

8、可是一查黄河最近的“表现”，却叫人大吃一惊。—“表现
“这里含有贬义，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可是，后来黄河变了，它开始变得凶猛暴烈起来，折腾得两
岸百姓叫苦不迭。—拟人

9、黄河变化的原因：一、气温转寒，暴雨集中。二、人口迅
速增长，无限制地开垦放牧，使森林毁灭，草原破坏，绿色
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10、把黄河治理好，关键是要把泥沙管住，不能让它随心所
欲地流进黄河。(保护森林资源，合理规划利用土地，大量修
筑水利工程)

12、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揭开了蝙蝠能在夜里飞行的
秘密。—-“终于”一词说明了结论不是轻易得出来的，而是
经过反复试验，反复研究得出来的。

13、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发明了雷达。蝙蝠的嘴=雷达
的天线、蝙蝠发出的超声波=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蝙蝠的耳
朵=雷达的荧光屏。

14、《大自然的启示》“原来，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互
相联系的。这样，才能保持大自然的平衡。”—--这是全文
的中心句，揭示了大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人类的“老师”》人类从蜻蜓身上得到启示，解决了机翼
因剧烈抖动而破碎的现象。

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篇三

《渔歌子》是人教课标版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一篇课文。
单元的主题是田园生活，伴随着诗一般的语言，一幅幅清新
的田园风景展现在眼前。翁卷、范成大、张志和更是以凝练
的语言再现古老的乡村，田园的意趣。张志和既是诗人，又
是画家，因此他笔下是一片画意诗情。全诗动静结合，意境
优美，用词活泼，情趣盎然。全诗不仅画面美，而且情意浓。
张志和十六岁，举明经，曾献策肃宗令招待翰林，后被贬官，
不再复仕，在湖州隐居五年，后来到会稽隐居，十载后再回
湖州，写下千古绝唱——《渔歌子》，倾吐了他对悠闲生活
浓浓的眷恋之情。

四年级的学生处于二、三学段的衔接期，学生的求知欲强。



他们已经有了近四年的学习经验，有了初步的自学能力，但
还应不断加强。学生在课内已学习了本组的前两首古诗，在
课外收集了其他描写田园风光的古诗词，对于“田园生活”
的主题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本课的学习，对田园生活的诗
情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1、认识4个生字“塞、箬、笠、蓑”，指导书写“鹭”等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词句，并能熟读成诵。

3、体会词的内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4、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养成课外
积累的好习惯。

    根据词所描绘的景物，想像画面;有感情地朗读，在
读中入境，读中悟情。

情境教学法、诵读感悟法、读写结合法

(一)教学媒体：多媒体课件

(二)学生课前准备：收集有关张志和的资料

一、初读，建构田园生活的主题

(一)教师用语言渲染，用图片辅助，帮助学生对单元本题温
故知新。

(二)师生交流，理解词牌名。

(三)请学生自由朗读词句，把词句读通顺，字音读准确

(四)教师检查整首词的读音，重点指导“塞”的读音
及“鹭”等字的书写。



(五)请学生再读词句，指导读出词的节奏。

(一)请学生借助已有的经验，回顾理解词意的方法。

(二)学生自主学习，理解整首词的意思，并在小组内交流自
主学习中的见解。

(三)反馈汇报对词意的理解。

(一)教师配乐范读，请学生谈感受，让学生初步感受诗人
的“不须归”。

(二)由“不须归”切入，让学生交流汇报诗人“不须归”的
原因。

1.景美中感悟“不须归”。

(1)请学生了解词中描写的景物。

(2)教师配乐范读，让学生想象词中的画面。

(3)学生交流想象的内容，教师紧扣画中的色彩及“飞”字进
行点拨，并引导学生用其他词语来形容春景。让学生通过多
元品读，继而诵读，感悟画面的和谐与动态之美。

(4)回读“斜风细雨不须归”，初步感悟诗人“不须归”的原
因。

2.鳜鱼肥中感悟“不须归”。

(1)引导学生关注“肥”字，让学生交流从“肥”字仿佛看到
了什么。

(2)让学生品读前两句词，感悟诗人用词的精妙。



(3)回读“斜风细雨不须归”，进一步感悟诗人“不须归”的
原因。

3.箬笠、蓑衣中感悟“不须归”。

(1)学生感悟“斜风细雨”，引导学生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春雨
的`特点。

(2)学生品读，继而诵读第三、四句词，感受春景的宁静之美。

4.让学生把感悟到的画面用文字描绘下来，并在全班中交流，
提升画面的整体美。

1.出示补充资料：“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让学
生理解句子的意思，并让学生提出心中的疑问。

2.师生交流诗人的生平，教师补充对诗人的介绍。理解诗
人“不须归”的是什么地方，进而走进诗人的内心。

3.教师引读第三、四句词，提升情感。

4.补充学习诗人的另一首《渔歌子》，让学生初步了解词意，
并朗读积累。

5.回顾诗人生平的著作，师生带着对整着词的感悟，一起诵读
《渔歌子》。

景中有情

渔歌子 ------不须归

[唐]张志和

情景交融



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篇四

1、认识生字，正确读写“规、闲”等字词

2、有感情地朗诵、背诵、默写古诗

3、体会诗的内容，想象诗中所描绘的景物，体会诗人的思想
感情。

4、培养阅读古诗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抓住重点词句，感悟诗歌的魅力，同时进行扎实
的语言文字的练。

同学们，我们生活在繁荣的都市，感受着现代文明的气息，
同时也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举目高楼大厦，却难见蓝天白云，
举足车水马龙，却总是来去匆匆呀。这就是我们都市生活的
最真实的写照了，于是假日里，我们便走出都市，向
往……(蓝蓝的天空，碧绿的山原，清新的空气……)这样的
地方有吗?(乡村)

其实很多诗人都喜欢乡村田园生活，像南宋诗人翁卷就是其
中一位，对比李白杜甫，翁卷很陌生，那我们就先简单地了
解一下他。他是浙江(温州)人，很有才华，却没有做官，喜
欢田园生活，擅长作田园诗。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一首《乡
村四月》板书：乡村四月我向往乡村四月。可能大家还没有
我这种感觉，因为你们没读进乡村四月。没关系，现在让我
们随着诗人一起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去感受乡村初夏的气息
吧。

1.请大家大声读读这首诗，注意要把字读准，把句读顺(自由
读)



2.谁愿意在大家面前吟诵吟?(2分钟)

正音：多音字：卷、了 生字：规、闲

3.师范读，生个性读，把诗读通了(用喜欢的方式读)。

4.小组读，齐读。

5.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说说诗句的意思。理解古诗的意思
有那些方法呢?(注释、上下文、字典、请教别人……)

6.先自己利用这些方法悟一悟，不懂的可以请教别人或四人
小组合作学习。

7.学生汇报自己的`理解。 你明白了那句的意思?(让学生粗
略地讲，无需一定要读诗句再说)

说到“白满川”时，借助课件理解。

过渡语：乡村四月的景色被大家读着读着就勾出了大概的轮
廓，这就是多读的魅力。它能把藏在字里行间的画面立体起
来。

1.但刚才同学们说的只是乡村四月大概的轮廓，大家能否再
清晰地告诉老师，在诗中，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把你
们的答案写在纸上，然后举起来。

3.引导：

(1)很多人写了“山原”，那就首先看看山原：

b辐射：这是他看到的山原，你们看到的山原是怎样的山原?
用笔在“山原”前面加个词，写出你想象到的怎样的山
原。(提问3、4个学生，鼓励学生用不同的词表现绿，必要时，



老师可以示范一句。)

翠绿翠绿的山原 绿得淋漓尽致的山原 漫山遍野都是绿的山
原……

渲染：像轻烟般的细雨笼罩着水田和山原 如诗如画如仙境。

4.回到整体。

5。播放乡村风景图片(四张)。这就是诗人笔下的—(引读或
师读)“绿遍…….雨如烟”的美景啊!

1.读后两句诗，问：他们在忙些什么?(采桑养蚕，插秧种田)

2.采桑养蚕，插秧种田是农民的必修课，这是多么勤劳的村
民啊，读出感觉。

4.想象他们在忙些什么。(在黑板的一边写下学生提及的农活，
如忙喂鸡、忙放牛、忙犁田、翻土、种树……)

5.质疑：诗人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写忙人多得了，却要写闲
人少呢?

(诗人用三个字就给人丰富的想象，婉转含蓄，化繁为简，哪
个更妙?这就是诗的魅力啊!)

6.从“才了……又……”你感受到了什么(繁忙)

对啊，诗意来源对生活的热爱，作诗又有何难!你们都成为了
诗人。

过渡：但诗人中也有一般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人之分，刚才同
学们说了那么多的“才了喂鸡又放牛，才了犁田又翻土”等
等诗句，诗人翁卷也是知道的，但一句都没用，选择了“才
了蚕桑又种田”，为何?(一是农村最主要的农活，二是与第



二句诗押韵，三是与第一句的“绿”和“白”照应)

指导：联系上两句诗读读，前两句最后一个字是“雨如烟”的
“烟”，现在后两句的最后一个字是“又种田”的“田”，
这两个字的音都有“an”，因此读起来很有韵味，琅琅上口。这
也是诗的魅力。

不信，我们再读读，感受这诗歌的韵味。 读诗。

1. 多动听的诗歌啊!如果你现在就是诗人，此时走在乡村的
小路上，展现在你的眼前是(美若仙境的田园风光)你是诗人
啊，你陶醉了，你诗意正浓，于是你作诗一首 《乡村四月》
读：(读出陶醉美)(配乐诵读)。

2. 看着(勤劳忙碌的人们)，你又怎好意思闲着呢，于是你大
笔一挥 欣然作诗《乡村四月》 读：

3. 是啊，你是诗人，你要赞美这里的景(美)…… 这里的
人(勤)…… 于是你把你的感情融进了这一首诗：读：乡村四月
(读出赞美之情)

4.是啊，美若仙境田园风光，勤劳忙碌的人们，多么赋有生
活气息的画卷啊!你舍得离开这里吗?想把它带走吗?美美地再
读读吧，把它刻在心里。

5. 背诵古诗

(生成学法，诉说收获，巩固所得)

四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春季篇五

1、自然之道：自然的规律。



2、争先恐后：争着向前，唯恐落后，形容十分积极。

3、欲出又止：打算出去，又停止了。

4、踌躇：犹豫。

5、若无其事：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

6、鱼贯而出：贯，连接、连续。像游鱼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出
去。

7、愚不可及：文中形容我们的做法十分愚蠢，好心反而办坏
事。

8、气喘吁吁：形容呼吸急促的样子。

9、叫苦不迭：不迭，不停止。不停地诉说苦处。

10、随心所欲：随着自己的意思，想怎样就怎样。

11、异想天开：形容想法非常奇怪。

12、轻而易举：形容事情容易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