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上语文教案全册 长春版小学五
年级语文田忌赛(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四上语文教案全册篇一

教学目标：

1.从田忌两次赛马转败为胜的事情中，使学生懂得遇事要细
致观察，认真思考，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取胜，做到胜不骄
败不馁。

2.体会孙膑足智多谋，学习认真观察分析的态度和科学的思
想方法。

3.默读课文，理清课文条理，给课文分段，概括各段段意。

4.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两次赛马时双方三匹马出场顺序的不同，体会孙膑足智
多谋，学习认真观察分析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默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

（二）理清课文条理，分段并概括段意。

（三）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二、教学重点

（一）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

（二）理清课文条理，分段并概括段意。

三、教学过程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喜欢赛马。赛马前，每个人根据自己
的马奔跑的速度，把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时，这三
等马各赛一场，谁的马赢的次数多，谁就获胜。《田忌赛马》
一课讲的就是田忌参加赛马的事。这场赛事如何呢？请同学
们借助字典朗读课文，并画出不理解的字词和句子。

在这一教学环节教师起一个指导作用，学生借助字典自己完
成字词的学习和课文结构的分析。之后教师要对这一学习内
容进行检查和讲评。

（二）检查预习，扫除课文中的文字障碍。

1.读熟生字，填写生字表。

2.辨别字形，读准字音。

生字“讽”是后鼻音，可以多读几遍反复体会，一定要读准。

“忌”字是上下结构，心字底。上面是“己”，不是“已”。



“蔑”字的下面不要少写一点。

“序”字是半包围结构，广字作偏旁，里面的“予”不能加
上一撇，写成“矛”。

3.解释词语，为理解课文做准备。

讥讽：用含蓄尖刻的语言嘲笑刺激别人。

胸有成竹：画竹子时心里已经有了竹子的形象。比喻做事情
之前已经计划好该怎么办。

扫兴：（因遭到阻碍或挫折）败坏了兴致。

垂头丧气：形容失意或挫折时情绪低沉的样子。垂头，耷拉
着脑袋。丧气，意气颓丧。

挖苦：用尖酸刻薄的话讥笑人。

疑惑：心里不明白，不相信。

得意洋洋：形容得意时神气十足的神态，也叫“洋洋得意”。

夸耀：向别人显示自己的本领、功劳、地位、势力等。

目瞪口呆：目瞪，睁大眼睛直盯着不动。形容受惊而愣住的
样子。

轻蔑：看不起，不放在眼里。

约定：经过商量而确定。

孙膑：战国时期的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

4.结合课文理解词语。



请同学自由读一遍课文，在教师的指导下，联系上下文，讨
论理解词语的意思。

“垂头丧气”一词是形容失望的神情。在课文中是写田忌缺
乏再赛的信心。

“挖苦”这个词是讲有的人用尖酸刻薄的话讥笑别人。这个
词在这篇课文中出现是表现了田忌在赛事不利的情况下连好
朋友的诚挚帮助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了。

“胸有成竹”是比喻做事之前已经有主意了。在课文中说明
孙膑经过对主客观的分析，已有了转败为胜的策略和把握。

“讥讽”的意思是用尖刻的话嘲讽对方的错误、缺点和某种
作法。本课中讲到田忌的马输了，齐威王嘲笑田忌。从这里
可以看出齐威王骄傲自满，这是他的弱点。

“轻蔑”就是轻视、不放在眼里的意思。课文中讲到齐威王
的马赢了以后盲目乐观，实际上暴露了他只凭马力不善于智
取。

“目瞪口呆”说的是眼睛直盯着一处不动，嘴说不出活来的
样子。课文中表现了齐威王看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之后吃惊而
又发愣的样子，可是他现在觉醒已为时太晚。

这样分析理解词语能够使较难的问题迎刃而解，对理解课文
有好处。

5.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感知全文。

学生一边听教师朗读一边要思考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内容。

在同学充分发言的基础上，教师要归纳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田忌赛马》讲的是战国初期，齐国军事家孙膑帮助齐国大



将田忌在和齐威王赛马时转败为胜的事。

6.理清课文条理，分析课文结构。

课文是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的，根据故事发展的几个部分可
以把课文分成四段。

第一段（第1、2自然段）讲田忌和齐威王赛马，三场全输了。

第二段（第3～12自然段）讲孙膑看了这次赛马，认为田忌可
以取胜，田忌决定再和齐威王赛一次。

第三段（第13～17自然段）讲田忌照孙膑的话去做，第二次
赛马果然赢了齐威王。

第四段（第18自然段）总结了第二次赛马田忌取胜的原因。

从课文的结构可以看出来，《田忌赛马》一文是以“赛马”
为线索，具体记叙了比赛的过程。在结尾处又画龙点睛地点
出了第二次赛马取胜的原因。

（三）朗读全文，为进一步学习课文做准备。

（四）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人物关系。

3.读熟课文。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从田忌两次赛马转败为胜的事情中，使学生懂得遇事
要细致观察，认真思考，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取胜，要做到
胜不骄败不馁。

（二）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学习认真观察
分析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一）从田忌第二次赛马转败为胜的事情中，使学生懂得遇
事要细致观察，认真思考，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取胜，要做
到胜不骄败不馁。

（二）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学习认真观察
分析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三、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孙膑的足智多谋，学习认真观察分析的
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四、教学过程

（一）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请同学默读课文，找出课文中讲的是谁和谁赛马？进行了几
次比赛？

学生读书后回答问题，教师板书。

（课文中讲的是田忌和齐威王赛马，前后进行了两次比赛。）

（板书：田忌 齐威王 第一次 第二次）



课文怎样写赛马的经过的呢？比赛的结果怎样呢？我们一起
认真地学习这篇课文。

（二）学习第一段

找一位同学朗读第一段，把学生带入故事情节中，教师抓住
时机进行提问。

田忌为什么会失败？“垂头丧气”说明什么？

（课文中讲到比赛时“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
”齐威王的马每个等级都比田忌的马强，谁强谁弱已经很明
显了。在比赛中又恰好是“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
马，下等马对下等马。”所以田忌失败了。“垂头丧气”是
低着头，很失望的样子。从这个词可以体会到田忌失败后情
绪颓丧，缺乏信心再战的心态。）

（板书：齐威王 上 中 下 田忌 上 中 下 败 胜）

“各自”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文中说明什么？

（“各自”是各人自己的意思。这个词说明比赛前各人自己
给马分等级，决定出场顺序。）

组织学生讨论，充分地发表意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抛开课文设身处地地给田忌出主意想办法。同时也进行
了素质教育，教育学生遇事要多观察，多思考。

同学们的想法都有道理，今后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动脑筋，
经过认真观察思考后再做决定，不要再做第二个田忌了。其
实，后来田忌也胜了一次，他是怎样转败为胜的呢？我们学
习第二段。

（三）学习第二段



请学生小声读第二段，画出三个人物说话时的动作、神态，
体会每个人物的精神状态。

找同学说一说文中三个人的表现。

（孙膑胸有成竹；田忌垂头丧气，没有信心；齐威王得意洋
洋，很有把握再取胜。）

孙膑凭什么说“齐威王的马比你的快不了多少呀”。

这一问题主要是提示和帮助学生理解孙膑是在观察赛马的同
时，认真分析，从中找出取胜的可能性。由此突出孙膑善于
观察，认真思考、分析的好习惯和好品质。

（因为孙膑对第一次比赛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得出的这样一
个结论。）

请同学再读一读这一段再看一看齐威王的表现。

（“齐威王正洋洋得意地夸耀自己的马，”还讥讽田忌“还
不服气？”从这里可以看出齐威王根本就没有把田忌放在眼
里，表现出非常的骄傲自满。

还有一处是这样写的：齐威王轻蔑地说：“那就来吧!”从这
句话中也可以看出齐威王有胜利的自信，没有失败的思想准
备。

让同学们讨论分析以上内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膑正是抓住
了齐威王骄傲自满的弱点才决定安排田忌与齐威王再赛一次，
使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齐威王毫无失败的思想准备。

请同学们分角色朗读这一段，要读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
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第二次战况如何呢？我们继续学习第三段。



（四）学习第三段

孙膑是用什么办法帮田忌取胜的呢？请同学们仔细读课文，
前后桌讨论一下孙膑采取的战术。

（孙膑重新安排了马的出场顺序。）

请一位同学在黑板上画一画孙膑安排的马的出场顺序，或在
投影机上用不同颜色的棋子代表双方的马，摆出孙膑安排的
马的出场顺序，以加深学生对这一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如果
时间允许，可以多请几位同学用不同的方法演示。教师可选
取与课文中讲的内容相同的方法进行板书。

（板书：下 上 中 上 中 下）

这样的出场顺序就一定能取胜吗？经过和结果如何呢？哪位
同学来分析一下。

（孙膑这样安排马的出场顺序说明他非常聪明，有智慧。第
一场比赛用的是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结果输了。第二
场用的是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结果赢了。第三场比赛
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又赢了。三场比赛两胜一
负，田忌赢了齐威王。）

（板书：胜 败）

通过这样的分析，使学生明白孙膑针对彼胜我败的原因采用
了下等马对上等马，上等马对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的方
法，除此之外什么办法都对田忌没用。从而让学生明白孙膑
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有着惊人的智慧。为学生理解课文最
后一句奠定了基础。

（五）学习第四段



齐读最后一句话，然后启发学生思考。

马还是原来的马，第二次比赛田忌为什么能二比一取胜呢？

指导学生统观全文讨论分析，田忌第一次赛马失败的原因
是“齐威王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而田忌又不懂得调配自
己的马，比赛中采取的方法不当，只注重马的力量，必然要
失败。孙膑观察到了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马快不了多少，所
以采取了重新排列马的出场顺序并以此帮助田忌以二比一战
胜了齐威王，这次突出了人的智力。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
学生会很自然地明白“马还是原来的马，只是调换子一下顺
序，就可以转败为胜。”

这句话中的“只”“就”说明什么？

（说明很简单，没有费太多的力气，结果却大不一样。）

教师要补充说明智慧的作用，让学生明白这样一个“简单”
的办法可不是谁都能想的出来的。

通过田忌第二次与齐威王的马比赛，你认为孙膑是怎样的一
个人？从田忌赛马的这件事中你受到了什么启示。（发散思
维。）

（六）总结板书，归纳中心思想。

田忌和齐威王的赛马第一次失败是“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
马都比田忌的强”所以三场比赛田忌都失败了。孙膑经过观
察和思考认为“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马快不了多少。”所以
采取了新的方法，田忌转败为胜。前后两次比赛的区别就在
于斗力和斗智。因此可以说，田忌和齐威王的赛马不是力量
的比赛，而是智力的比赛，田忌的胜利是孙膑智慧的胜利。

（板书：斗力 0 3 斗智 2 1）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请同学体会并归纳中心思想。

（这个故事说明了只有细致观察，认真思考，把各方面的情
况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方法取得胜利。）

（七）齐读全文，进一步理解两次比赛的不同结果。

（八）作业。

1.完成课后思考、练习题。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上语文教案全册篇二

一.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3.学习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懂得只有通过
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二.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句子，抓住学习中的疑点，边读边想，体
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说说这篇课文写了哪位科学家的故事?[板书：竺可桢]



2.课文写了竺可桢几次看杏花的情景?(两次)

分别是什么时间?(一年前，一年后)

(二)第一次(学习第1---5自然段)

1.自由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

2.讨论(学生可相互解答，教师只作点拨)。

3.指导朗读。

4.重点指导第3自然段，体会带点词的作用。

出示投影片：

“是啊，杏花开了。”说着，竺爷爷弯下腰来，习惯地
问：“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吗?”

(弯下腰来：说明竺爷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习惯地问”说
明竺可桢在坚持长期物候观测的日子里养成了主动探索，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5.四人小组练读。

一个读竺爷爷的话，一个读小孩的话，一个读旁白，一个做
评委。

6.指名练读。

(三)第二次(学习第6---15自然段)

1.师述：一年前，孩子对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答不上来，
带着竺爷爷的嘱托，一年后，孩子有答案了。文章第6自然段，
作者用简洁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一幅春景图，谁来读读看。



2.指名读，突出“绿、皱、鼓”等关键词。

3.齐读

4.重点放在对话朗读上

(1)读第一遍：自由轻声读，想想这是谁说的?帮它加个提示
语。讨论之后，出示投影片。

窗外一个小孩急切地叫道：“竺爷爷!竺爷爷!”

竺爷爷()地问：“什么事情呀?”

小孩子()地说：“竺爷爷，杏花开啦!”

竺爷爷()地问：“什么时候?”

小孩子()地说：“刚才。”

竺爷爷()地问：“是第一朵吗?”

小孩子()地说：“是。”

(2)读第二遍：同桌讨论，每一句该用怎样的语气读?指名说
说，归纳答案：

奇怪、高兴、激动、自豪、半信半疑、肯定。

(3)读第三遍：根据提示与读出语气，指导朗读。

(4)读第四遍：指名生一个读竺爷爷的话，一个读小孩子的话，
其余读旁白。

(7---14)



5.师述：从同学们的朗读中，不难听出竺爷爷和小孩子都非
常激动、非常兴奋。那王老

师不禁要问小孩子为什么高兴?竺爷爷为什么高兴?

(小孩子是为自己终于完成了竺爷爷去年交给的任务而高兴，
竺爷爷是为自己终于弄清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而兴奋。)

6.除了对话部分，你还可以从哪里看出?

出示投影片，朗读体会带点词语的作用

“竺爷爷顷刻间象年轻了几十岁，立即兴冲冲地快步走到前
院。”

7.“郑重”什么意思?你从“郑重地计下”第一朵杏花开放的
日子又体会到什么?

师述：是的，“一丝不苟”，竺爷爷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点明中心(学习第16自然段)

1.出示投影片：

“我需要的是精确的时间。搞科学研究，不能使用‘大概’、
‘也许’这些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来代替观察。”

2.自由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3.你怎样理解“精确”一词?(非常准确)能不能结合前文来说
说。

4.指导朗读

5.竺爷爷作为一名物侯学家，他的成就是怎么得来的，你找



到原因了没有?

[板书：精确观察]

师补充《竺可桢和自然日记》：竺可桢精确观察大自然：什
么时候第一朵花开，第一声蛙鸣，第一次雷声，第一次落叶，
第一次降霜，第一次下雨------他的笔记本是大自然的缩影。

7.再读读竺爷爷的话，加深体会

五.总结迁移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总结：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研究物候学的一
个小故事，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说明只有通
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3.学了本文，你觉得应向竺爷爷学些什么?

四上语文教案全册篇三

教学目标：

2、学习作者观察景物、描写景物的方法；（移步换景）

3、体会文本优美的语言，积累语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学习作者对梅雨亭、瀑、潭的观察和描写方法。

2、体会作者抓住事物特点和用比喻词句具体描绘的方法。

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对梅雨亭、瀑、潭的观察和描写方法。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明晰目标

1、师：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梅雨潭》，这节课我们继续
追随朱自清的脚步，再次走进《梅雨潭》，欣赏梅雨潭的美
景，品味作者优美的语言。

2、出示目标（三个小组分别读）

二、自主学习，互助合作

第一自然段

1、自学指导：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来到梅雨潭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梅雨瀑。请同学们把书打到25页，找同学读第一自然
段，其它学生思考：作者此时的观察点是在哪？他观察到什
么？你是从哪些词语或句子看出来的？（学生汇报）

2、远看瀑布，你也和朱自清一样对它一见钟情吧？下面我们
带着喜爱、愉快心情来读这一段。指名读（两）

第二自然段

1、自学指导：初到山边已领略梅雨瀑的大气，那么再往近处
走，景色定会大有不同。自由读第二自然段，小组合作：作
者此时的观察点又是在哪里？他观察到什么？亭、瀑、潭的
关系如何？用“ 正对着 ， 下面是 ”句型描述。

2、作者是怎样描写梅雨亭的呢？谁能找到相关的句子读一读。
（指名读） （出示梅雨亭的图片和描写梅雨亭的句子）

3、这句话作者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把什么比喻成什么？（把



亭子比喻成苍鹰）从踞和浮这两个词语上你体会到了什么？
（使我们感觉到梅雨亭位置奇妙，险峻，说明作者观察力敏
锐，想象力丰富。比喻句用得十分巧妙）

4、师：身处这悬浮半空的亭中，眼望那飞泻而下的瀑水，我
们仿佛成了这亭中的一部分，这水中的一分子，这美妙的自
然之景怎么不让人心动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种心动的感觉齐
读第二自然段。

第三自然段

1、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儿；不复是
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 ﹙因为瀑布上部分整齐平滑，下部分
受到岩石阻隔后分成几道，看上去像是被人扯成了一块一块
的，作者把瀑布的形态描写得非常形象。从“扯”字体会作
者运用拟人手法，把瀑布描写得生动又形象，用词的准确。﹚
有感情朗读。（3名）

2、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
玉般乱溅着了。 板书：像花朵，像玉石 （这里说水花像玉
石，像花朵，表现出水珠晶莹洁白和迸溅时的景象十分美丽。
） 指名读，（3名）

3、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
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 板书：像白梅 （作者将水珠比喻
为朵朵白梅，不仅突出了其形状特点，还表现出水花轻快飞
舞飘落的动态之美）指名读。（2名）

师：你读得真美啊！仿佛这个富有诗意的梅雨瀑现在就展现
在我们面前。看到这飞溅的瀑布，作者有怎样的感受呢？
（引读最后两句话） 抓住“送、钻”两个动词，体会水花飞
溅时的可爱和作者对梅雨瀑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三、交流展示，点拨提升



师：朱自清的比喻手法，使我们生动形象的感受到梅雨瀑的
美。 （出示所有比喻句）

师：这些比喻词都表示什么意思？（像，好像）

师：一样的意思为什么用不同的比喻词呢？（灵活运用词语
会使文章更加生动、精彩）

师：下面谁能试着说一个比喻句呢？ 师：同学们平时要多加
练习，写作时才会有用武之地啊！

五、当堂训练、达标测评

1、《梅雨潭》的作者是（ ）。

2、作者是在什么季节游览的？（ ）

3、作者从山边远看瀑布的样子到走近梅雨亭近看瀑布，这种
以地点转换的方式描写景 物的方法，我们称之为（ ）法，
这样描写，使文章则显得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此外作者还
运用了（ ）和（ ）的观察方法。

六、盘点收获、反思提高

预设：收获了作者优美的语言。

小结：

是啊！作者抓住景物的特点，运用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
着意描写，层层渲染，把梅雨亭、梅雨瀑描写得神形兼备，
妙趣横生。这种细腻准确的描写方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预设：收获了写作方法（观察顺序）

2、还有哪些疑问？ 文章题目为“梅雨潭”，可内容却重点



介绍了梅雨亭和梅雨瀑？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篇课文
是节选自朱自清的散文《绿》，原文中，的确是以梅雨潭为
主的，课后有时间，大家可以读一读原文。下课。

四上语文教案全册篇四

一、引入

1、同学们，看过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吗？在这部优秀的文
学作品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马的描述，那就是《群英降
马》，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课文。

2、齐读课题，多音字“降”，在这里读什么？说说题目的意
思。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词。

本课生字比较多，利用已经掌握的识字方法，调动学习的积
极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4个多音
字：“降”“淋”“压”“晃”

2、读词语，不懂的查一查字典。

毛赤如血无影无踪振鬃长嘶一瞬之间喝彩武功高强举世无双
自叹不如身矮腿短神骏

3、近义词：蓦地————机灵————厉害————举世无
双————自叹不如————

4、再读课文，理清文章层次。

第一部分（1）：小红马扰乱马群。



第二部分（2—3）：小红马的来历。

第三部分（4—5）：降马经过。

5、默读课文，用自己的话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本文描写了一匹毛赤如血，奔跑迅速，机灵的马，三次到马
群中捣乱，众牧人恨它又拿它没办法，突出了郭靖勇敢和武
艺超群。

6、反复读课文，读熟，为下一节课的学习做好准备。

三、小结

本节学习情况。

教学过程

一、引入

1、认读词语：

毛赤如血无影无踪振鬃长嘶一瞬之间喝彩武功高强举世无双
自叹不如身矮腿短神骏

2、回忆：课文主要写了什么？文章思路。

二、研读课文

1、指名读第一段，你读懂了什么？（小红马三次冲进马群捣
乱，众牧人想尽办法却治不住它。）

（1）从哪些词可以看出小红马跑得快？边读边划出来。抓住
重点词语理解课文。（“片刻之间”“红光闪闪”“一转
眼”等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振鬃长嘶”“无影无



踪”的意思。

（3）那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

（4）找出那里是直接描写小红马的？哪里是侧面描写？有什
么好处？

2、自由读课文2、3段，想想这部分主要写了什么？

（1）理解“神骏”。

（3）他的“追风黄”已是世上罕有。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方
法？

“惹它不得”“不及”“奔到”还可以怎么说？

（4）知道有感情地朗读这一段。

（1）从文中的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是匹厉害的畜生？

（2）群英降马，突出了谁熟悉马性，身手高强？

（4）文中的韩宝驹是怎样一个人？

（5）介绍郭靖与韩宝驹的关系，讲述此段故事的前因后果。

（6）指导朗读。

三、学习文章写法上的特色

课文主要是要描写郭靖却不从正面来写，而是极力渲染红马，
及韩宝驹的神俊与勇猛，从而突出郭靖的英勇，这种描写的
方法叫做侧面描写。

四、小练笔



运用本节学到的侧面描写方法，描写一种小动物。

板书：

众牧人四下兜捕

群英降马韩宝驹疾追不上

郭靖降服烈马

四上语文教案全册篇五

1、通过理解课文的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美的感染
和熏陶。

2、认识13个生字，会写11个字。了解恰当运用词语的好处，
积累生动的词语。

3、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写作方法。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降马人的勇敢

一、新授

1、生齐读课题。从课题中你知道了什么？你还想知道什么？

2、指名生分段朗读课文。学生评价。说出课文给你什么感受？

3、生自由读文，思考：课文中什么地方体现小红马的特点？
小组讨论，边读边画。

4、生汇报。



（1）忽见西边一匹全身毛赤如血的小红马猛冲入马群之中，
一阵乱踢乱咬。马群又是大乱，那红马却飞也似的向北跑得
无影无踪。片刻之间，只见远处红光闪动，那红马一转眼又
冲入马群，捣乱一番。

（2）但那红马奔跑迅速，哪里抓得住？顷刻间又跑得远远的，
站在数十丈外振鬃长嘶。

（3）那马机灵之极，待箭到身边时，忽地转身旁蹿，身法之
快，连武功高强直人也未必及得上。

（4）这匹小野马不知是从哪处深山里钻出来的。前几天，我
们见它生得美，想用绳圈套它，哪知道非但没套到，反而惹
恼了它，这几日天天来捣乱。

（5）这是天上的龙变的，惹它不得。

（6）我牧了几十年马，哪见过这般厉害的畜生？

（7）哪里知道那红马便在这一瞬之间，突然发力，如快箭一
般向前窜了出去，他这下竟没骑上。

5、文中的韩宝驹是怎样一个人？

（1）被誉为“马王神”的韩宝驹，其骑术称得上是举世无双，
连一世活在马背上的蒙古人也自叹不如。

6、你认为郭靖是怎样的一个人？

7、介绍郭靖与韩宝驹的关系，讲述此段故事的前因后果。

8、你认为课文主要突出的人是谁？“群英降马”中“群英”
指谁？

二、总结写法。



课文主要是要描写郭靖却不从正面来写，而是极力渲染红马，
及韩宝驹的神俊与勇猛，从而突出郭靖的英勇，这种描写的
方法叫做侧面描写。

三、总结

学了本课，你学会了什么？

四、作业

读关于本文有关的《射雕英雄传》第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