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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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篇一

立定跳远是四年级体育教学的重点内容。教学重点是两脚同
时起跳，落地平稳。所以，教学应着重解决两个问题：

1.培养学生正确的跳跃姿势，为儿童以后的发展与提高打下
基础。

2.学会轻巧落地的方法，增强安全地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1.四年级学生已能模仿小兔子、大青蛙、袋鼠等动物的跳跃
动作。对跳跃有了一定的基础认识，这些为学生探究、合作
学习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教学重点应放在协调用力和落地轻
巧上。

2.学生已经熟悉学习环境，能通过合作，共同参加身体练习，
能在学习中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并相互交流。

1.对于四年级小学生来说，在体育课中体验运动参与的乐趣，
增进健康，并掌握一定的技能是主要任务。所以教师要充分
考虑到儿童的身体现状和心理需求，让儿童在富有情境的环
境中学习体育，参加锻炼。

2.体育健康课关注的核心是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和情感的体



验，所以，应给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展示、自我体验的机会，
以完成运动参与、身体健康、社会适应等各领域的教学目标。

3.突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适当渗透自我保护的常识，
并能够在生活中运用。

1.运动参与目标：积极活泼地参与体育，并表现出全身性的
活动。

2.运动技能目标：掌握两脚同时起跳和轻巧落地的'跳跃方法。

3.身体健康目标：发展跳跃能力，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4.心理健康目标：养成主动与同伴交流，爱动脑筋的好习惯。

5.社会适应目标：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和合作学习的习惯。

(一)引起动机

1.“红绿灯”：学生想象公路上红绿灯的情景，根据自己的
想象，用身体、动作、语言(声音)表现出来。教师变化口令，
学生练习。当教师喊“绿灯”，学生做“跑”，当教师
喊“黄灯”，学生做“原地踏步”当教师喊“红灯”，学生做
“站如松”，迅速站好。(反复几次)

［旁注］：以游戏的方式开始体育课，完成热身活动，使学
生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及表现力，在活
动中表现出“动中有思、思中有练、练中有情”。“红灯停，
站如松”，要培养学生正确的站立姿势和组织纪律性。

2.“荡秋千”：教师利用自己的手臂以肩关节为轴做前后摆
臂练习，学生模仿教师做出手臂荡秋千动作。练习过程中逐
步加大摆臂的幅度，做到协调用力。

［旁注］：提高学生的摆臂能力，调节运动负荷，为立定跳



远做好铺垫。

3.拍皮球：学生模仿小皮球，师生按儿歌的内容、节奏边说
边练。

师：我有一群小皮球，拍一拍，

生：跳一跳，跳一跳，(边喊边做)

［旁注］：在师生共同参与的角色游戏中，让学生体会双脚
同时蹬地起跳的动作要领，增加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二)发展活动

1.小兔子回家：设计情景，一只大灰狼在小兔子家门口睡觉，
小兔子怎样回家?(引起学生思考，跳跃时落地轻巧。)师生共
同参与游戏。

［旁注］落地轻巧是本课的重点，教师利用学生已有的感情
经验，在游戏中让学生去体验落地动作，并掌握落地的方法，
将教学重点内化在情境中。

2.讨论尝试：

(1)怎样跳，才能和小兔子一样落地轻?

(2)各小组利用小垫子进行练习，目标是落地轻，落得远。

3.发表分享：请各组做做看，选出最好的小组和个人带领练
习，相互交流，为完成目标而努力。

4.展示归纳：设计陷阱(将小垫子纵放)，小兔子越过“陷
阱”，评比，各小组以过得多者为胜。

［旁注］：立定跳远是教学重点，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



心理需要和情感体验。在有趣的情境中，通过分组讨论、发
表分享、展示归纳等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并照顾学生
的个体差异，适当地给他们创造自我设计、自我展示和交流
探讨的机会。

(三)综合活动

1.想像生活中还在什么情况下用跳跃动作，利用现有的场地
器材试着练练看，并做到落地轻巧。

2.让学生在垫子上放松练习。

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篇二

俺们到拼音王国中认知了许许多多的拼音朋友，对吗？你们
还记得它们都是谁吗？对，单韵母家族的“a o e i u {”6个小
朋友，还有声母家族的“b p n f 、d t n l、g k h、j q x”14个小朋
友，你们喜欢它们吗？为什么呀？今天俺们这节课不只要再
认知声母“z c s”３个小朋友，而且还要到整体认读家族中看一
看。你们想去吗？那俺们先认知一下声母“z c s”，一会儿它们
带俺们去整体认读家族。

（一）学习声母z的音形

1、出示“z”的图，学习字母的音

（１）问：图上画的是谁在干什么？

（２）你能试着读读这个字母吗？同学试读。

（４）教师范读“z”。

（５）同学练读“z”，体会发音要领。



2、记忆“z”的形

（1）问：看看图有什么好方法记住“z”的形呀?

（2）同学说记忆顺口溜，谁说得最好，就让他带读：像个小
２z z z。

（二）学习声母“c”的音形

1、出示“c”的图，学习字母的音

（1）问：图上画的是什么呀？

（2）你能试着读读这个字母吗？同学试读。

（3）教师范读“c”。

（4）同学练读，体会发音要领。

2、记忆“c”的形

（1）问：看看图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的形呀?

（2）同学说记忆顺口溜：半个圆圈c c c 。

（3）同学读记忆儿歌。

（三）学习声母“s”的音形

1、出示“s”的图，学习字母的音

（1）问：你们看这是什么呀？

（2）你能试着读读这个字母吗？同学试读。



（4）教师范读“s”。

（5）同学练读，体会发音要领；同桌互读，相互纠正。

2、记忆“s”的形

（1）问：仔细看看图，哪儿像字母“s”的形呀?

（2）同学说记忆顺口溜：半个８字s s s。

（3）同学读记忆儿歌。

（2）电脑博士书写后，让同学观察这三个字母像什么？“z”像
２；“c”像半圆；“s”像半个８。同学不只记住了字形，而且利
于同学书写。

（3）同学练习书写，教师行间巡视，进行个别指导，还要注
意提醒同学书写的姿势和执笔的方法。

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篇三

1、了解作者通过这篇小小说向人们展示的社会现象，感悟深
含在文中的做人的道理。

2、学习这篇小小说展现主题、刻画人物的方法

预习文章，完成预习卡

多媒体电教设备

1课时

歌曲《常回家看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大街小巷
广为传唱，因为它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家是温馨的港湾，孩



子是父母心中永远的牵挂。写家书是父母和孩子寄托思念、
互相关心的一个重要方式。可有一个大学生写回的'家书却是
寥寥的只言片语，除了让家里寄钱，再也没有下文。这是为
什么呢？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胡凯的
《家书》，走进这一家子去看一看吧。

收信——（）信——（）信——（）信

1、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

2、菊的哥哥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你能根据信的内容说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3、你认为作者写这篇文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篇小说通过哪些手法将文章刻画的人物和要表达的主旨展
现在我们面前？

1、请以菊的哥哥的名义再写一封信，你认为他在收到这封六
个字的家书之后会怎么回信？

2、请以菊的口吻再给哥哥写封信。

拓展延伸中两题任选一题做在作文本上

预习卡

课题:：作者：

字词积累

感

知



赏

析

你认为作者写这篇文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篇小说用了哪些手法刻画人物、表达主旨？（请举例说明）

质疑问难

感悟收获

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篇四

1、在诵读吟咏中感受本词的语言特色。

2、体会词的意境，感悟词人所表达的深刻感受。

说明：

作者是北宋时期的太平宰相，在他的词中多以表现“闲愁”
为主题。但本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赋
予深刻的哲理，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去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
题，这和作者其它的“闲适”词有所不同。同时，词中涉及
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
而这些深邃的思考对于人生阅历尚浅的中学学生来说，他们
很难有深刻的体会，故学习本文的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加
强对本词语言的体味和欣赏，在对语言的感悟中引导学生去
不断地挖掘本词的深刻内蕴，多角度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
思想感情。

1、重点：在读读背背中感受语言清丽自然的特点。

2、难点：理解词中“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所蕴含的深邃内涵。

说明：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情中有思。而对本词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感情，学生在
理解的过程中因认知程度即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阅历、对
生活认识的深度等比较有限，所以在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尤其是本词所表现出的对人生、对宇宙的深邃认识时，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在教学中应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使学生能结合自身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进一步
地去感受，在思索感受中获得不断提升感悟生活的能力，并
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朗读中体会本词的语言美、意境美。

交流导入，激发兴趣

1、在你们积累的古诗词中，你还记得哪些?能背给大家听听
吗?

2、记得李白有诗《黄鹤楼》，其中有一句是“黄鹤一去不复
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中表达了作者对世事的变迁、人
生没有永恒的感慨。那么在曾经贵为一国宰相的宴殊笔下，
会留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思考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浣溪
沙》。

1、学生交流自己积累的古诗词。

2、引导学生对《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一句的体会，学生可自由发表见解，并由此导入对
晏殊之《浣溪沙》的学习。

1、从学生积累的古诗词入手，意在引导学生对本词学习的兴
趣。



2、由学生小学时即积累过的《黄鹤楼》中慨叹时间的茫远、
人生变化无常的诗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
悠。”导入对本词主题的理解与探讨。

朗读体会，初步感知

1、学生自由散读，结合书下注释，初步理解本词中重点词语
的含义。

2、教师范读，引导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词中所表现出的
感慨抒怀之情。

在朗读中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初步感知本词的字面意思。

这节课主要呈现出两个板块，即在朗诵中体会，在学生创造
性地描摹中感悟，使学生初步了解词中所表现的深邃的思想，
进而感受词本身所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该环节主要体现学
习过程中的第一个板块。

深入文本，感悟深邃内涵

1、请学生再读本词，并请学生简单描述一下对本词的理解。

2、在诵读中引导学生对“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句作深入的体会，因为这几句蕴涵
深刻的'哲理，内涵广泛，学生有充分想象的思维空间。

1、学生可以结合书下注释，并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来谈谈自
己的感受。

2、引导学生学会抓住关键性的句子来思考体会，但必须在结
合文本的基础上作深入地思考。

“无可奈何”、“夕阳西下”，看似凋衰消逝，但眼前的
景“花落”、“燕归”都“似曾相识”，引导学生在关键词



句的玩味中认识到作者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生活哲理：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会消逝，但新的事物总是以新的面貌在不断地出
现，生活不因消逝而变得虚无。

学生在诵读中感受全词语言的圆转流利、通俗畅晓、清丽自
然的特点，同时全词所表现出的启人神智、耐人寻味的深刻
内涵的理解，可在学生结合自身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
认识中，进一步地去感受，在思索感受中获得不断提升感悟
生活的能力。

创造性的描摹，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如写、画、唱等形式)描
摹词的意境，在创造性的描摹中加深对词中所表现出的对人
生、宇宙的认识。

1、学生自主思考，并采用适合自己的形式，个性化地再现自
身对本词的感受与领悟。

2、学生交流、探讨，加深对全词的认知与理解的程度。

在该阶段的活动中，融合自主、合作、交流、探究的学习方
式，并呈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身独特的认识和感受(即学
习过程中的第二个板块)，意在使学生对词中深刻内涵的深层
理解可水到渠成。

1、网上查阅有关宴殊的资料，了解其生平。

2、自由积累宴殊的其它《浣溪沙》词作2首，读读背背，感
受词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

1、完成作业。

2、可在课外讨论交流自己对作业中两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通过网络资源、与同学的交流互动，拓展视野，增加积累，



并在自我学习中增强语文能力。

四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部编版篇五

1、了解课文按事情发展顺序安排材料的写法。

2、学会11个生字，理解19个词语的意思。

3、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有知识，有计谋，有胆
略。

教学重点：学习按事情发展顺序安排材料的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课文重点段，认识诸葛亮神机妙算。

教学关键：教师善于激发学生提问题，凭借课文（文字、插
图），把握重点，突破难点。

教时第一教时时间课业内容2、草船借箭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生字新词，读通课文。

2、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3、了解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重点是什么。

教学重、难点借助课题把握课文的重点

课前准备小黑板录音投影

环节教学过程方法与手段完成目标（或）设计意图

（一）创设悬念，激发兴趣。



1、从《草船借箭》这个课题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2、你还想知道什么？

（师生一起梳理问题）

3、初读课文，认真思考上述问题。

4、反馈。带着问题读课文，激发兴趣，提高读书的效率。通
过知道什么，还想象知道什么，把学生带进课文内容中。

（二）抓“借箭”读文，领悟大意。

1、字词反馈：指名认读生字新词，注意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把自己认为难写的字在生字旁书写一遍）、初步理解字义。

2、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作者安排的材料补充完整。

（1）

（2）诸葛亮置备了草船，趁着大雾向曹操“借箭”。

（3）出示小黑板

出示投影

落实基础知识

理清文章思路

（三）课后小结

教时第二教时时间课业内容2、草船借箭

教学目标



1、学习按事情发展顺序安排材料的方法。

2、突破重点，明确文题。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认识诸葛亮借箭的`主要原因

课前准备录音投影

环节教学过程方法与手段完成目标（或）设计意图

（一）导读第2段，突破重点段

1、回忆课文内容及思路。

2、默读课文第3段，说说最感兴趣的内容。

这是在学生基本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重点内
容。

（二）导读第一段

1、自由朗读第一段，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2、划出对话进行研读：理解语言的内涵，揣摩人物的内心活
动。

如：“就要交战”（与造箭期限有关）

“用什么兵器最好”（引入圈套）

“这是公事”（要挟对方）

“军营里......”(借军令进逼，暗示要立军令状)主动探究



体会语言的内涵，揣摩人物的内心活动。

（三）指导朗读

1、找出你最感兴趣的地方自由读，想想该用什么语气？

2、指名读，同学评议。

3、分角色朗读对话。朗读

欣赏

评价

促进

在读中加深对语言文字的亲和力。

（四）课后小结

教时第三教时时间课业内容2、草船借箭

教学目标

1、巩固字词，听写词语。

2、品评朗读，总结全文。

教学重、难点学习作者安排材料的方法

课前准备小黑板录音

环节教学过程方法与手段完成目标（或）设计意图

（一）巩固字词



1、听写词语：

奉命撤退崎岖山涧居高临下斩钉截铁

昂首挺胸热血沸腾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2、反馈：

小黑板出示词语，同桌互批，全班小结。报词语、词语意思、
同（近）义词、反义词……

通过这个环节来巩固字词。

（二）学习首尾两段

1、对比着读读首尾两段，有什么发现。

2、小黑板（或投影）出示

挺有才干——神机妙算

心里很妒忌——我真不如他对比法

提示学生进一步理解“神机妙算”

（三）品评

总结

1、采用多种方法朗读课文，深刻地来感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总结：《草船借箭》中的“借”能用“骗”来取代吗？为
什么？

3、你还可以用别的顺序安排课文的内容吗？与课文的安排比，



哪一种更合适。

自由读、分组读、领读、指名读、齐读

学习如何更好地安排材料

课堂

板书草船借箭

邀请鲁肃同去取箭

船近曹营擂鼓呐喊

曹操惊疑万箭齐发

草船借箭满载而归

课后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