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六年级语文第四单元教学计划 四
年级语文第四单元教案(实用8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写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
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部编版六年级语文第四单元教学计划篇一

【知识目标】

认识、会写“牌、煌、副、仙、宋、仲、忧、诵、犹、君、
皇、湘”12个生字，正确读写“岳阳、潇湘、金碧辉煌、水
天一色”等词语。了解“总—分—总”的文章结构。

【能力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积累好的语段。了解作者
的写作顺序、体会并学习课文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写作
方法。

【情感目标】

体会岳阳楼景色的优美，了解为什么人们称岳阳楼为“江南
第一楼”，从而培养学生赏美爱美的情趣，激发民族自豪感。

掌握本课生字的音、形、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岳阳楼
的壮美气势和悠久历史。

教学难点：



了解作者的写作顺序，体会并学习课文抓住特点进行描写的
写作方法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

小黑板、生字卡片。

教学内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按游览顺序、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
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总—分—总”的文章结构，体会
岳阳楼景色的优美。

教学难点:

学习按游览顺序进行描写的写作方法。

教具准备:

课件。

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
的?谁来说说。

1、默读课文，想想人们为什么称岳阳楼为“江南第一楼”?

讨论，交流：因为岳阳楼有“浩瀚的洞庭、壮美的楼阁、不
朽的诗文、动人的传说”。

2、这些词语分别是对课文哪些段落进行了内容的概括?

1、小组学习。



你最喜欢岳阳楼的什么景点?选择一个景点，读给同学听，并
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2、阅读、交流“楼阁”部分。

(1)指名读，楼阁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作者用什么方法来描写楼阁的呢?说说这样写的作用。(用
列数字、比喻的方法来描写，让我们感受到岳阳楼的壮美。)

(3)分组比赛朗读。

3、阅读交流“诗文”部分。

(1)说起岳阳楼，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来到这儿，你会不由自主地吟诵：先天下之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

(3)齐读这一段

4、欣赏洞庭美景。

(1)从屏风后的楼梯登楼，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

(2)配乐朗读：楼四周回廊环绕，凭栏远眺，洞庭湖水天一色，
碧波万顷，使人心境格外开阔。

5、动人的传说也深深地吸引着中外游客。谁来为我们讲讲美
丽动人的传说故事?(指名读第五自然段)

1、作者站在这儿，有感而发，齐读课文结尾。

2、要是你来到岳阳楼前，看到这些景色，你会怎么样?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名胜景点比比皆是，那么除了岳阳



楼之处，你还知道哪些名楼?请模仿课文的作者写作方法，向
大家介绍你到过的地方。

板书设计：

27江南第一楼

浩瀚的洞庭

壮美的楼阁

岳阳楼不朽的诗文

动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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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朗读韵母，观察发现“炮、饱、抱、袍、泡”的'特
点。

2、积累词语，学会填标点，能看图写几句话，能读短文。

3、培养学习兴趣。

1．出示以下几组字认读。

己：记纪

方：仿纺防

2．发现特点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找一找幻灯片上的加点字的特点。



有水把茶泡，有饭能吃饱。

有足快快跑，有手轻轻抱。

有衣穿长袍，有火放鞭炮。

3、讲特点。

4、读、记。

5、组词。

6、出示生字卡片测读。

抄写生字。

一、导入。

二、学习词语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粗知大意。

3、自由读、记。

4、出示幻灯片进行填空。

（）正经 （）不说

（）二意 （）八方

五颜（） （）无主

七嘴（）舌（）过海 （ ）一毛



三、填标点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句子。

3、填一填。

4、校对答案。

5、针对句子讲解。

6、再出示几例填空。

（1）妈妈你上哪里去呀（）

（2）妈妈你上雪山去了没有（）

（3）妈妈你先回去（）

（4）妈妈你真好啊（）

四、看图写话

1、出示教学插图。

2、自由练说。

3、汇报。

4、写话。

五、读短文

1、自由读短文。



2、讲讲爷爷与孙子是怎么骑驴的？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3、大家议一议，应该怎么骑？

4、学生自由议。

六、作业

课外自由读短文。

一、复习

1、回顾上一课的短文。

2、讲讲文章中的爷孙是怎么骑驴的？

二、口语交际

1、组成小组议老爷爷是对是错？你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做？

2、小组汇报。

3、教师小结。

三作业

把短文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第四课时

一、导入

1、出示一些用品，例如识字卡、图片、画册……

2、讲一讲做这些活的过程。

二、展示才艺

1、自由准备10分钟。

2、带着用品上台讲自己的才艺。

3、评比。

三、作业

回家准备一份才艺表现给爸爸妈妈看。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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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积累"阔绰、颓唐、间或、不屑、置辩"等词语。

2、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

3、体会小说精巧含蓄的布局。

1、学习用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描写来展示人物思想性格
的写法。

2、品味小说辛辣深刻的语言，理解社会环境描写对塑造人物
形象的作用。

3、探究小说人物的性格内涵，体会孔乙己形象的思想意义。



了解作者对腐朽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和病态冷酷的社会的揭
露和批判。

1、把握小说主题。

2、分析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学习小说多角度鲜明、生动刻
画人物的写法。

结合时代背景，深层领会小说的思想意义。

1、诵读法2、质疑探究法3、比较阅读法

2课时

第一课时

鲁迅先生曾这样答复一位朋友，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
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是《孔乙己》。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我们
描绘的这个孔乙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讲述哪些有关孔
乙己的故事呢？请看课文。

学生默读课文，初步感知文意。

（一）学生朗读第一段。

1、提问：故事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

明确：地点：鲁镇咸亨酒店；时间："这是20多年前的事"

2、咸亨酒店喝酒的人有哪几种类型，各有什么特点？（从衣
服、地点、方式三方面启发答问）

3、〔提问〕："短"和"长"，"外"和"里"，"站"和"坐"等对立
词语反映了什么？明确：反映了等级森严，贫富悬殊，阶级
对立。补充说明："踱"写出了长衫主顾趾高气扬、悠闲自得



的神情；"要酒要菜，慢慢坐喝"写出他们有钱有势还有闲。

（二）学生朗读第2、3段。

1、提问：掌柜对长衫客、短衣帮以及小伙计态度上有何不同？
这说明掌柜是怎样的人？

明确：掌柜对长衫客：极力逢迎，恭敬侍候对短衣帮：不讲
情义，恣意剥削

对小伙计：凶狠无情。说明掌柜虚伪、势利、冷酷，媚富欺
贫，唯利是图。

（三）学生朗读第4段，结合"理解？分析一"分析孔乙己的典
型性格。

明确："短衣帮"与"长衫客"之间等级森严，隔着鸿沟。孔乙
己"站着喝酒"，说明社会地位低下，应属"短衣帮"；而"穿长
衫"，总想保持读书人架式，却穷困潦倒，不能"踱入"房里，
与长衫并起并坐。短短一句话点明了孔乙己的身份、地位和
性格特点。

（四）学生朗读第5段

1、提问：小说怎样细致刻画了孔乙己的肖像，这些描写说明
了什么？

明确："身材很高大"表明原本具有谋生条件，"青白脸色"说
明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皱纹间常夹些伤痕"表明他饱受
生活折磨，常遭欺凌侮辱。"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点明他已是
风烛残年。长衫脏而不洗，破而不补，又不肯脱去，表明他
好逸恶劳，潦倒不堪，自视清高。

2、提问：孔乙己说话为什么"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



明确：说明他长期受封建文化教育的熏陶中毒之深，迂腐之
至。

（五）学生朗读第6段

提问：当人们见他脸上的伤痕故意高声嚷，取笑他偷东西时，
他怎样对待？

明确：他先故作镇静，"排出九文大钱"，一个"排"字既表现
他拮据而穷酸的本相，又对酒店卖弄分文不少，自己是规矩
人。也表现出对只花四文钱的短衣帮的得意而炫耀的神情。
逼得他"青筋条条绽出"睁大眼睛，进行争辩。一个"绽"字活
画出他的窘迫尴尬、又羞又恼的神态。争辩理由是"窃书不能
算偷"，"窃"和"偷"本是同义词，这反映他死要面子、自欺欺
人，不敢正视现实的性格，也反映了他的自命清高，迂腐穷
酸。

（六）学生朗读第7、8段

1、提问：孔乙己教小伙计写"茴"字和给小孩吃茴香豆表现了
孔乙己什么性格特点？

明确：教"茴"字的四种写法，见小伙计毫不热心，便长叹惋
惜，说明孔乙己把僵化无用的"学问"视如至宝，说明迂腐不
堪，中毒甚深。分豆给孩子吃说明他的善良诚恳。不看对象，
"多乎哉，不多也"的词句脱口而出，说明迂腐可笑，麻木不
仁。

明确：首先是孔乙己"可笑"。他受封建教育毒害，被科举制
度摧残，不会营生，迂腐麻木，假斯文，他的像貌、行动、
言语是可笑的，写孔乙己的可笑，实质上是对封建文化和科
举制度的尖锐嘲笑和讽刺。

其次是别人对孔乙己的取笑。反映人们的冷漠麻木。



（七）学生朗读第9段

提问：第九节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在结构上有什么作用？

明确：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寄寓着
作者浓烈的感情：对孔乙己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以画
龙点睛之笔，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统治阶
级的罪恶。

（八）学生朗读第10段

1、提问：掌柜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这样写的作
用是什么？

明确："忽然"，说明偶尔想起，他在掌柜等人头脑里印象不
深，只是由于他欠的十九个钱才想起，承接上文（"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又引起下文（一酒客讲"他打折了腿"）。

2、结合"理解？分析二"回答明确：侧写孔乙己因偷窃被打成
残废，用"竟"和反诘句突出丁举人的凶横残暴和狠毒。小说
写一个读书人毒打另一个读书人，再次点出孔乙己悲剧的社
会根源是封建科举制度。丁、孔二人，同是读书人，但地位
命运截然相反，科举中，一个爬了上去，成了有权有势的"举
人老爷"，成了狠毒的"吃人"者，一个因"半个秀才也捞不到"
而跌了下来，成了可怜的牺牲品，这就深刻揭露了人吃人的
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罪恶。

（九）学生朗读第11段

提问：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和第一次出场有什么不同？请从
肖像、声音、神态、动作几方面加以比较。

以上对比，说明了封建制度不但戕害了他的思想，而且摧残
了他的肉体。孔乙己已经不成样子，周围的人们仍对他取笑，



这反映了人们的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十）教师朗读12、13段

1、提问：写"长久没有看到孔乙己"，用了四个"到"，说明什
么？

明确：具体写出了孔乙己已渐渐被人遗忘，点出了"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

2、提问："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

明确：因事隔20多年，无人确切讲过孔乙己死的消息，只能
推测。说"的确"，因为从孔乙己的社会处境和不幸遭遇来看，
死亡是必然的。又由于在社会上毫无地位，根本无人重视，
即使死了也是默默的无人关心的。小伙计确信其死，但又始
终没有听到确实可靠的消息，所以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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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

1.注重整体感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通过参考注释
和工具书，对文章的主要内容及感情基调有初步认识。

2.注意培养学生的文言文语感，以朗读和背诵带动其他环节。

过程与方法

1.诵读，体味语言的自然美，学习写景的技巧。

2.从叙事写景的角度比较两篇文章的异同，加深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答谢中书书》：感受祖国山川之美。

2.《记承天寺夜游》：培养豁达宽广的胸襟。

重点：整体感知作品内容，领悟作者发现美、欣赏美的情怀。

难点：反复诵读，体味语言之美。

诵读法课外资料延伸法

陶弘景及苏轼的生平资料、承天寺图片。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对于祖国的秀美山川，无数位文人在赞羡的同时，也作了大
量的描写，但用书信这一文体进行描摹并且成为名篇的却并
不多。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陶弘景用书信文体写的《答谢
中书书》，从中感受他所描绘的山川之美。

二、作者简介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幼有
异慧，年四五岁即以荻为笔在灰中学书，读书万卷，未及弱
冠，齐高帝即引为诸王侍读。后隐居于句容茅山，自号华阳
隐居。因梁武帝早年与之游，即位后，逢有朝廷吉凶征兆等
大事，常前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好
神仙之术，爱山水。著作甚多，大都亡佚，诗文今传《陶隐
居集》辑本一卷。

三、文本链接



陶弘景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因政局动荡，社会混浊，他遁逊
山林，从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他在《答
谢中书书》中以描画山水昭示自己所好，并作为对友人的安
慰。

四、整体感知

1.明确学习目标。

2.范读课文。

(1)学生听读课文，注意句子的节奏、轻重音等，初步感知课
文。

(2)自由朗读两三遍课文，进一步感知课文，做到流利地朗读。

3.疏通文意。

(1)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意。如遇问题，先在四人小
组内讨论解决。

(2)教师明确重点词语。

五色交辉：交相辉映。晓雾将歇：消散。

夕日欲颓：坠落。

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参与，这里指置身其中。

(3)全班讨论，理解文章大意。

4.背诵课文。

(1)自由竞背。



在四人小组内互相检查背诵。

(2)教师抽查背诵。

五、课文精读

1.本文语言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试归纳本文的语言特点。

句式上多采用四字短句，运用对偶、排比手法，语言精练生
动，将描绘的山水之美写得清丽自然，毫无堆砌雕琢的弊病。

2.深化：找出文中你所喜爱的句子并简要分析。

3.拓展：“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历代诗人也留下了大量
山水诗句，请大家相互交流收集的诗句，并试简评诗句特色。

4.《答谢中书书》首句总领全文，概括古今高雅之士的情怀。
纲举则目张，中间部分承前文具体描写山川之美，选取有代
表性的景物，从仰视、俯视、平眺的视觉角度，从色彩，从
四时，从晨昏，从动静，从听觉等角度展开，用自己独特的
体验去诠释自然景物绮丽的风光，展现出一幅怡神悦性的山
水画卷。而最后一句则以感慨收束，自比先贤，怡情山水，
自得其乐。

六、探究升华

描写讴歌自然之美的作品浩如烟海，但像陶弘景的《答谢中
书书》这样短小简约、字精意达的却并不多见，我们应学习
他不作繁文、惜墨如金的写作态度。

七、文章脉络

全文分三部分。“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总领全文，从古至
今，以“共谈”概说人人皆爱，以“美”点明全文中心。当
中部分则具体叙写山川之美。最后垫以“实是欲界之仙都，



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先以感叹总括前文，复
以名人证实此说。

八、写作特点

1.描写细致。

“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
四时俱备。”这三句是写静景，写得形色俱备，精彩纷呈。
作者先以“入云”表示山之高峻与雄伟，以“见底”表示水
之清澈与透明，一仰一俯，视野开阔，山水尽收眼底。接着
移步换景，由清流而写两边的景物。可写之景物必定多不胜
数，但作者抓住其色彩给人以具体的视感：五彩缤纷的石壁，
郁郁葱葱的树林，碧绿青翠的竹园。一年四季，景物之茂盛，
色彩之斑斓，足以让人大饱眼福。以此突出江南景物特点。

“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作者描写自
然景物时，扣住最能表现景色特征的时间——早、晚来描绘。
在旭日东升、晨雾将散的一片寂静里，山林中呈现一片猿鸟
争鸣的欢腾景象。“乱”字写出了猿鸟争鸣的喧闹景象，使
整个山林充满着勃勃生机。夕阳将要落山时分，余晖照映着
水面，层层粼波之中，不断有鱼儿从水中争相跃起。“竞”
字写出鱼儿争先恐后跃出水面的场景。一早一晚，一空中一
水面，一鸣一跃，构成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立体流动画面。

2.抒写奇美。

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中展现了多种“美”。一是山水相
映之美。山的峻峭，水的明丽。水的动势给山增加了活力，
山的倒影给水铺上了异彩，二者相映成趣。二是色彩配合之
美。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蓝天作背景，
绿水为衬托，绚丽动人，美不胜收。三是晨昏变化之美。清
晨白雾缭绕，似烟似缕，猿啼鸟鸣，生机勃勃;傍晚红日西沉，
山色苍茫，飞鸟归林，猿猴息树，游鱼跃水。四是动静相衬



之美。高峰为静，流水为动(形体);林青竹翠为静，五色交辉
为动(光色);日出雾歇为静，猿鸟乱鸣为动;日落山暝为静，
游鱼跃水为动(声响)。

九、板书设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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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这是一次读和写的作文训练。指导写好读后感。

本课重难点：指导怎样写好读后感，掌握写读后感方法。

重难点解析：我们到怎样写好读后感？首先当然读懂原文，
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所在。再读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解文
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要边读边记，对于那些使你感慨
万千的地方要把它记下来，以备写读后感时使用。在读的时
候还应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心得体会，边读边思考。这样
就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在写的时候选
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如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
闪光的语言等，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感受越深，表达才
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在写的时候还应注意联系实际，
发表感想，这里所说的联系实际可以联系自己的实际，也可
以联系社会实际，还可以联系历史教训等等，总起来说，最
主要的是要突出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所谓读后感，就
是以感为主，因而我们在写的时候就应注意以下三点：是不
要用大量的篇幅去复述原文内容，而只在结尾处发表几句感
想；二是不是脱离原文的内容而去平空谈感想；三是不是眉
毛胡子一把抓，要突出重点。以上三点是同学们初写读后感
常犯的毛病，因而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克服。

典型习题：例文参考

写作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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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

1、学会认读12个生字和衣字旁1个偏旁；会写7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懂、读好多个分句组成的长
句子，注意分句间的停顿，并能试着读出问句的语气。

过程与方法：图文结合，采用多种形式读来理解课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纯真的想象世界，感受小女孩关心
父母家人的美好品质，学会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

识字、写字。理解句子的基础上，读好多个分句组成的长句
子，能读出问句的语气。

体会小女孩关心父母家人的美好品质

讲授法读书指导法游戏法

学生预习课文，教师准备课件。

2课时

一、情境导入

1、我们来猜一个谜语：“天上有座彩桥，不用水泥和木料，
只好看不好走，太阳公公把它造”。谁知道是什么？（彩虹）

2、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听准生字读音。



2、引导学生练习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把生字画出来。

3、出示要求会认的12个生字，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认读，
并组词。

4、全班汇报生字的学习情况。教师相机补充、指导。

5、同法指导学习本课生词。

三、再读课文，巩固识字

1、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重点指导难读的句子。

四、指导书写

1、出示7个会写字。

2、引导学生自己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并想一想写的
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重点指导“着”“那”“兴”的书写。

3、教师范写。

4、课件展示书写，强调笔画的搭配。

五、布置作业

1、组织自由认读生字，给生字组词。

2、引导练习朗读课文。

一、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卡片，指名学生认读，组词。

2、引导齐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中共有几个自然段？你



最喜欢哪一个？

二、品读课文

1、引导学习课文

（1）指名回答以上问题

（2）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思考：彩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呢？彩虹美吗？

（3）学生讨论交流

（4）课件出示雨后彩虹美景。指导看图：说说你都看到了什
么？彩虹像什么？

（5）指导朗读第一自然段，读出美感。

2、引导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1）指导看第一幅插图，说说图上画的什么？

（2）指名说，师生指正。

（3）课文哪个自然段写的是这一幅插图呢？

（4）范读、指名读第二自然段，思考：我要在彩虹桥上干什
么？

（5）指名回答，全班交流。

（6）“我”真的能在彩虹桥上洒水吗？

（7）同学们说得对，这是小作者的想像而已。怎样来读好这
两个问句呢？



（8）范读、指名读，请小老师带读，读出作者对大自然探索
的兴趣

3、引导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想想这一段有几句话？主要写了什么？

（2）指名说。

（3）全班齐读，读出作者对大自然探索的兴趣。读出“我”
对妈妈的关爱。

4、总结学法，引导学习课文第四自然段。

5、总结全文，齐读全文，感悟情感。

三、课堂拓展，布置作业

1、除了本课的彩虹让我们充满无限的想象，你还见过哪些自
然现象也很美呢？

2、把课文美美地读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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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朗读韵母，观察发现“炮、饱、抱、袍、泡”的特点。

2、积累词语，学会填标点，能看图写几句话，能读短文。

3、培养学习兴趣。

1．出示以下几组字认读。

己：记纪



方：仿纺防

2．发现特点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找一找幻灯片上的加点字的.特点。

有水把茶泡，有饭能吃饱。

有足快快跑，有手轻轻抱。

有衣穿长袍，有火放鞭炮。

3、讲特点。

4、读、记。

5、组词。

6、出示生字卡片测读。

抄写生字。

一、导入。

二、学习词语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粗知大意。

3、自由读、记。

4、出示幻灯片进行填空。



（）正经（）不说

（）二意（）八方

五颜（）（）无主

七嘴（）舌（）过海（）一毛

三、填标点

1、出示幻灯片。

2、读一读句子。

3、填一填。

4、校对答案。

5、针对句子讲解。

6、再出示几例填空。

（1）妈妈你上哪里去呀（）

（2）妈妈你上雪山去了没有（）

（3）妈妈你先回去（）

（4）妈妈你真好啊（）

四、看图写话

1、出示教学插图。

2、自由练说。



3、汇报。

4、写话。

五、读短文

1、自由读短文。

2、讲讲爷爷与孙子是怎么骑驴的？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3、大家议一议，应该怎么骑？

4、学生自由议。

六、作业

课外自由读短文。

一、复习

1、回顾上一课的短文。

2、讲讲文章中的爷孙是怎么骑驴的？

二、口语交际

1、组成小组议老爷爷是对是错？你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做？



2、小组汇报。

3、教师小结。

三作业

把短文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第四课时

一、导入

1、出示一些用品，例如识字卡、图片、画册……

2、讲一讲做这些活的过程。

二、展示才艺

1、自由准备10分钟。

2、带着用品上台讲自己的才艺。

3、评比。

三、作业

回家准备一份才艺表现给爸爸妈妈看。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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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12个生字，会写"牛、羊、小、少"4个字。认识l个笔
画和l个偏旁"土"。掌握"多——少""大-——小"两组反义词。
理解量词"群、颗、堆"的意思，能正确使用一些量词。正确、
流利地朗读课文。激发对生活的热爱。



2．通过图文对照认识八个词语；理解黄牛和帽、苹果和枣的
大小及一群鸭子和一只鸟、一堆杏子和一个桃的多少，在反
复的朗读中激发朗读兴趣，体会语言的节奏美。

3．能激发学生朗读韵文的兴趣并诵读、记忆，在诵读中感受
农家校园的美丽、温馨，唤起学生热爱农村的情感。

1.识字和写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难点：理解量词"群、颗、堆"的意思，能正确使用一些量词。

幻灯片、字母卡片

第一课时

一、看图识词

1．看图提问：这是什么地方?里面有哪些动物植物?

2．词卡与实物对应。

学生将带拼音的词卡贴在相应的动物或植物旁边。

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读准这些音节、词语。

3．认读带拼音的词语。

先请个别学生认读，再全班跟读，最后开火车读。

4．出示不带拼音的词卡让学生认读。

二、学习韵文



师：有人啊，把这幅图写成了一首很美的诗，

1．自己读韵文。

2．小组合作学习

比一比，认识量词。

图上的杏子和桃子有多少?

杏子可以一堆一堆数，还可以怎样做?桃子呢?

图上其他动物或植物到底有多少?哪个小朋友能准确介绍一
下?

提出疑问，开展互相解疑的活动。

3．相机引导学生理解同一种物品可以使用不同的量词。

三、巩固记忆生字

1．学生选择生字，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记忆。

2．选择生字进行组词、说句的练习。

四、指导书写

1．出示"牛、羊"，学生观察，说说要提醒小朋友注意什么。

演示"牛、羊"的`笔画顺序。学生试写一个。

2．出示"小、少"，让学生观察该字在田字格的位置，比较有
什么不同。然后跟老师一起书空，认识新笔画-竖钩。

3．教师范写"小、少"，学生仿写一个。



五、作业：书写生字。

板书设计：牛、羊、小、少(在田字格中教师范写)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理解量词"群、颗、堆"的意思，能正确使用一些量词。

2．积累反义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重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难点：理解量词"群、颗、堆"的意思，能正确使用一些量词。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看图说动物、植物的数量、名称。

二、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组内自由读

2．指名读。理解反义词。大------小多-----少

3．齐读。

三、扩展延伸

1．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引导准确使用“颗、群、堆”三个



量词。

（1）数枣的时候可以一颗一颗地数，数哪些东西还可以用"
颗"数?

你发现用颗数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2）数鸭子用“群”，在哪些时候还可以用上“群”?

用“群”数，告诉我们什么?

（3）数杏子时用“堆”，在哪些时候也可以一堆一堆数?

用“堆”数，你发现了什么?

如果老师把“堆”换成“群”，行吗?为什么?

2．老师出示一些物品，学生说一说。

一朵花一本书一件衣服一双鞋一把扇子一辆汽车一块西瓜

一个杯子一双手一台电视机一幅图一座房子一台电脑一双筷
子

一张桌子一座桥一列火车一架飞机一排椅子一篇一本书

一杯水一枝笔一份报纸一扇窗户一棵树一把剪刀一个书包

一条绳子一串香蕉

3．学生选择生活中自己认识的物品进行说量词比赛。

4．创编儿歌。

5．做游戏-找朋友。



将量词卡片和物品名称卡发给学生，开始唱找朋友的歌，歌
曲结束后，和自己找到的朋友站在一起，一起读出共同的名
字。

四、比一比谁说得多

回家说家庭用品，和爸爸、妈妈比一比，看谁说得又多又准。

五、积累反义词

我们学过哪些反义词？谁会说？

大——小多——少黑——白上——下天——地有——无

来——去前——后左——右哭——笑南——北东——西

高——低高——矮开——关

六、作业：学过哪些反义词，用笔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