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优质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一

1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体会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
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2学习由远及近、由整体到部分的观察方法，学习在观察中展
开联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重点}

如何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的观察顺序和.写作思路。{难点}

鹏博士软件、中国地图。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默读本组“导读”，了解本组内容，明确训练要求。

二、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见过长城吗？长城给你的印想怎样？



2、长城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学了这
篇课文从内心深处来体会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三、检查预习：

1、仔细看图，说说你从两幅图上各看到了什么？拍摄点分别
在哪里？

2、找出两幅图对应的自然段，想一想其它自然段分别写的是
什么？

3、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把不理解的地方画下来。

四、图文对照学习课文

1、指名读课文的第一段，画出描写长城的句子，说说用什么
方法写的？

理解“崇山峻岭”、“蜿蜒盘旋“结合图，体会远看长城的
样子。

教师小结：描写长城的样子使用比喻、数字说明、太空拍摄
的照片来描述的。

2、默读课文第二段，说说长城的近景及长城的建造特点。

思考：从哪里看出长城高大坚固、结构合理的？

建筑材料：巨大的条石和城砖

城墙顶上：很宽，可以五六匹马并行

城台：每个三百米就有一座，用于屯兵和传递信息



3指名读课文的第三段。

思考：作者站在长城上想到了什么？

你从哪里看出古代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辛呢？

4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说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五、朗读全文，学生质疑问难

远景：像一条长龙

城墙------很宽

近景：高大坚固垛子------瞭王口、射口

城台-------互相呼应

长城联想：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地位：伟大奇迹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二

从大地的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在书上做批注。

怎样理解文中的“你”？

本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背诵诗歌。

指导学生理解文中的“你”。



1、指名回答

2、小结：文中的你指读者、指所有人。大自然的一切有生命
的精灵。

1、学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再回想刚刚大地的一句句真情的.话语，你能感受到大地
想表达自己怎样的感情吗？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言回答。

3、随机设疑：最后一句话中的省略号有什么含义？（板
书：……）（还有许多大地体内的生灵，比如：落叶、石
子……）

4、听课文录音，放动画课件，再次欣赏诗歌，感受大地的宽
广胸襟。

激发情感，以写续情（拓展延伸）

读了这篇课文，相信你也按耐不止自己的话语，想来说说吗？
对你想说的人、物敞开心扉，大胆的说出来吧。

也尝试着用课文中出现的“假如。”“即使。”关联词语，
仿照课文的前四段，来抒发你自己的感情吧。

这里可以引导学生继续使用大地对万物的角色，也可以换位
说说万物对大地的话语；也可以离开书本，自己设定说话的
对象。

背诵诗歌

填空

本诗体现了大地母亲博大的（）和（）的精神，抒发了作者
对一切生命（）（）（）的博大情怀。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三

?练习四》安排了如下的内容：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写好钢
笔字、口语交际、学写毛笔字等五项内容。处处留心主要是
让学生了解常用的一些中药；读读背背，安排学生积累与课文
《永远的白衣战士》内容有关的成语，积累《三字经》中的
一个片段；写好钢笔字，要求学生正确、美观的书写左右结
构的字；口语交际，要求讨论班级公约；学写毛笔字，安排
了书字“歌”、“领”。

1.认识中草药的名称，学会读懂、读好一份中成药的说明书。

2.学会八个成语及《三字经》中的一个片段。

3.能正确、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4.口语交际：讨论班级公约。

5.学写毛笔字。

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和口语交际。

三课时

教学目标：

1．读准课文中出现的7种中药的药名，初步了解中药的功效。

2．学会读懂中成药的说明书。

教学准备：投影仪一份《小柴胡冲剂》的说明书7种中药的'
图片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部分

1．我们平常生病了，都会去医院看病，吃药或打针。

我们吃的药分成两类：中药、西药。今天，我们来初步认识
中药。2．你们对中药有什么了解？互相交流。

3．中医中所用的中药多以植物为材，也有以动物、矿物为材
料的。

4．《本草纲目》中就介绍多种中药的材料的功效，是我国医
学、医药上的一个瑰宝。

5．今天，书上也出现7种中药药名，读一读，读准它们的音。
指名读，齐读。

6．出示图片：让我们来认识这7种中药。

7．你知道这7种中药有什么功效吗？

二、教学第二部分

1．阅读第二部分中奶奶的话。

2．自己读这份中成药的说明书，边读边想：从这份说明书中，
你知道了什么？同桌互相讨论、交流。

3．现在你能代小芳来回答奶奶的问题吗？

4．好，我们下面来演一演这个场景，分角色扮演。同桌可以
演也可以找你好朋友一起演。

5．指名上台表演。评比。

6．老师这几天有感冒，到医院开了一盒《小柴胡冲剂》，你



能帮老师看看说明书，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吃？注意什
么？7．指名说。

教学目标：

1．联系所学课文《永远的白衣战士》，学会八个成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三字经》的片段，并能理解其意思。

3．能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投影仪等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二题

（一）教学第一部分。

1．自己读读这8个成语，读准字音。

2．你会其中哪个成语的意思？在学生说的过程中，帮助他们
回忆曾学过的《永远的白衣战士》，来理解成语的意思。

3．读了这些词，你脑中仿佛出现了什么样的场面？

4．有感情朗读八个成语。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二部分。

1．读一读《三字经》的片段。

2．互相讨论、交流《三字经》这个片段的意思。



3．指名说《三字经》的意思。

4．有感情读一读，注意抑扬顿挫。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三题

1．出示生字卡片，认读“羽、弱、器”。

2.这三个字有什么共同点？

3.对，这些字中都有相同的部件，怎样才能写美观呢？

4.在学生说的基础上，师总结：右半边比左半边上头略高一
点，下头略低才显得匀称端正。

5.师范写“羽”。

6.学生描红、仿写，师巡视指导。

7.反馈。展示写得好的字，再展示写得不好的字，师生共同
评析。

教学目标：

1．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热爱班级之情。

3．学写毛笔字。

教具准备：纸毛笔

教学过程：



一、审题

1．自读课文中的讨论要求．

2．明确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

二、指导

1．班级公约的制定从哪些方面作思考呢？

2．互相讨论、交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师可以做一些补
充。

3．师总结，学生干部在一旁记录。

三、把班级公约用笔抄写纸上，贴在墙上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四

1、认识本课5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西湖的“绿”的特点，体会作者对西
湖的独特感受。

4、感受学校的绿，说一说。

引导学生和作者一起去感受西湖的“绿”，体会作者怎样抓
住景物特点写出了自己对西湖的独特感受。

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西湖的资料，如风光图片，文字说明。

1、导入——走近绿



“置身西湖，你不由得就融入了一种梦幻的境界。虽然是冬
季，但那如镜的湖面依然薄雾氤氲，绿意盈眼。两岸更是万
枝婀娜，暗香浮动。站在西子湖畔，一股或浓或淡的诗意便
在你周身弥漫开来，即便是再豪放再洒脱的人，此刻也会变
得妩媚多情起来。”

其实，西湖的美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
客为西湖题诗作文，例如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表现
了西湖的妩媚多姿，欧阳修的《画船载酒西湖好》突出了西
湖光影迷离恍如仙境。而现代女作家宗璞在四次游西湖之后
更是留下了独特的感受，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近西湖，来领略
她动人的风姿。(板书：西湖的“绿”)

2、初读——感知绿

师：大家很会读书，一遍就抓住了文章的精髓，那么作者主
要描写了哪几处绿呢?

生答师板书(灵隐——苏堤——花港)

3、画句——体会绿。

师：不到2000字的文章中，竟用了20多个绿字，而且毫不重
复，多么了不起的文字功夫啊!你喜欢作者哪些描写?为什么?
请同学们再认真读读描写绿的语句，体会一下。

4、学生根据自已的理解谈体会。说的时候可以按这样的方法：
先说出你选的是哪里的绿，再读读你喜欢的句子，谈谈你的
感受。如果能抓住句中的描写绿的重点词语来感悟那更精彩。
(学生的交流可能不是按课文顺序，教师要根据学路随机调控
教学策略)

学情估计及教学策略：



(1)灵隐

重点句子

a.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

b.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
(板书，树木，苍翠欲滴)

c.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
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

d.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

e.亭旁溪水琤瑽，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
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
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2)苏堤

重点句子

a.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
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
了地下。

b.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
那样可爱，使得绿阴阴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相机板书青苔，
让学生找出一个表现绿的词语)

c.有的青苔，形状也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
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一幅青绿的.山水画。

d.这种苔绿，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



印象怎样。

教师引导学生找到有关语句读中感悟、读中理解、读中想象。

(3)花港

重点句子

a.那是满池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转
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板书荷叶，
有学生提供一个表现绿的词语)

b.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

c.我最爱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儿一摆，
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引导：作者写花港的绿，为
什么写杨柳嫩枝呢?------对比，既表现荷叶成熟茁壮的生命
力，也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绿喜爱的程度)

d.荷叶则要持重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
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

作者写花港的绿主要抓住什么景物观察?(板书，荷叶)

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作者对荷叶的“绿”的感受中，悉心体会
在花港观鱼看到的“绿”，绿得那么富有生命力，生机勃勃。
表现了西湖之绿的意趣美。

(生总结写法：细心观察，用心体会)师补充：更重要的，是
作者用词十分准确。我们所见到的每一处绿，都来自于作者
精心锤炼的语言。可以说，作家用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
一幅西湖山水画，用墨不多，却让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了西湖
那生机盎然的绿。这，就是准确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以它的诗情画意痴迷了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啊!让我们
再一次欣赏这人间天堂的美丽吧。(播放西湖风景欣赏片)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五

1.出示黄叶：同学们请看，今早老师在上班的路上，玄武湖
边捡了两片――黄叶，我为什么要悄悄珍藏这两片黄叶呢？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黄叶”是秋天的象征，那么在你们的
心目中，秋天是什么颜色的呢？（生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

2.你们眼中的秋天色彩斑斓，转眼间，有到秋天了。秋天是
硕果累累、流光溢彩的季节，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
让我们跟随诗人王宜振的脚步一起到大自然去感受明丽的秋
天吧！（板书：秋天王宜振）

3.简介王宜振：王宜振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山东人，今
年60岁了，和我们学校的王校长、卢校长、卢老、耿老崔老师
（正好在听课）他们是同辈人。他主要创作儿童诗歌，也写
童话和儿童故事等，是我们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指读名
字，注意“振”的发音）

二、初读课文

4.请看（出示课件秋景图，《秋日私语》音乐响起），老师
朗诵全诗。

5.看了秋景，听了描写秋天的诗，你对秋天又有什么新的感
受呢？（生自由发言）

6.秋天是美丽的，秋天是迷人的，而诗人笔下的秋天更令人
陶醉。你一定也很想读读这首诗吧？请同学们打开书到17页。



注意听要求：（1）边读边标出小节数；（2）读准字音，圈
出生字；（3）读顺句子，注意长句子中间的停顿。

放声地朗读这首诗吧。（生自由读书，圈点）

7.这么美的诗，我们要想读好，首先要读准（字词）。

（1）出示词语：桂子、香气、苹果、红袄、葡萄、紫袍、
（后面是书后3词语）；

（2）注意读音（这些读音和写法也要看仔细）：脚印、柔韧、
珍藏、红缨、嚷着。

（指名读每一节，注意正音评析；重要的诗节，正音后全班
齐读或男女生分读）

9.这首诗写得这么美，你最喜欢哪些部分呢？把你最喜欢的
地方读给你的同桌听一听。（然后，再指名读，喜欢这部分
的同学一起读）（老师注意引导每一节的熟读）

10.我们读了自己最喜欢的诗节，跟着诗人走进秋天，看到了
秋天，那么你能告诉大家这首诗主要写了秋天的哪些美丽的
景色和丰收的景象呢？（板书：美景――红色笔）

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做记号。（生自由读画）

11.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老师顺势引导归类、板书：秋阳、
秋风、秋色、秋实、秋香）

12.风景如画的秋天，秋阳娇艳，秋风飒爽，秋实累累，秋色
怡人，秋香飘溢（师指板书），让我们伴随《秋日私语》的
优美乐曲，再次轻轻齐读这首诗。

三、教师小结



13.读到这里，你有哪些收获呢？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呢？
（生自由说）

下节课我们继续品读，继续欣赏。

四、练习写字

14.现在来看看这一课的生字，你认为哪些字读写时要特别当
心的。

15.老师范写“柔”、“肠”。（边写边将注意点，生跟着书
空）

16.学生完成书后2描红练习。

五、板书设计

4 秋天

zhen

王宜振

美 景

秋阳秋风秋色秋实秋香

四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六

1、会写10个生字，会认3个生字，学会“蜘蛛、探险“等词
语。

2、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诗歌内容。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歌，通过朗读和联想感悟作者童年的



愿望。

1、联系生活实际，自主学习诗歌内容。

2、换位思考，加强与文本对话。

第一课时

同学们，童年的梦是一条五彩的何，童年的梦是一道七色的
路，童年的梦是一座闪亮的桥，童年的'梦是一个美妙的世界。
本文小作者的童年，也有一个色彩斑斓的梦，让我们一起走
进他的童年。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由读、指读，要将课文读准确。不认识的字圈出来。

学习生字。

1、认读词语：蜘蛛、蚂蚁、探险、蝌蚪，为“蛛”、“蚁”
扩词。

2、认读词语：_，提醒学生注意“股”的第六笔是横折弯。
分别扩词。

3、认读生字：搬、骗。注意“搬”的写法。分别扩词。

4、复习巩固生字。

5、比一比，再组词。

搬()骗()蚂()蚪()

般()偏()妈()抖()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指读诗歌，分别用一句话概括每节诗的意思。

理清文章结构：

第一部分(1)：写出了作者的愿望。

第二部分(2-4)：写“我“成为爸爸后的想法。

第三部分(5)：表达了作者想实现愿望的急切心情即对拥有这
样的爸爸的真诚呼唤。

第二课时

1、复习字词，读词。

探险蜘蛛织网蚂蚁_蝌蚪吹胡子瞪眼骗人

2、回忆文章可分几部分理解、

快速读文：思考：我的愿望是什么、

小组合作学习第2、3、4、小节，在读中感悟、体会，加强朗
读的指导，注意现实与想象两种画面不同语气的处理。

注意区别“我要……”“我一定不……”这是想象和现实对
立的生活画面，联系生活经验读，边读边想。(板书这两个句
式。)

想象部分：轻松、快乐、天真、感兴趣;

现实部分：生气、郁闷、讨厌、不高兴。

体会“跟”、“给”、“带”这几个词语的意思。(板书)



在第四节中，感悟“先……再……”的句式，齐读这句诗，
也可以仿说。、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小结诗歌的内容。

2、小组交流，评议结合。

3、仿照课文，说出自己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4、把刚才说的或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