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母鸡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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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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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母鸡教案篇一

一、教学要求：

1.认识9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正确读写“海鸥、争先恐后、
若无其事、鱼贯而出、气喘吁吁”等词语。

2.有感情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
情，从中受到做事要遵循自然规律的教育。

3.丰富见闻，激发学生探究大自然规律的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情感态度价值观：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从中受到做事要遵循自然规律的教育。

三、方法与过程：

通过初读、再读、细读这三个层次的读书活动，使学生体会
逐步深入理解课文的阅读方法。

四、教学准备：

布置预习任务、制作幻灯片

五、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

1.解释课题：自然之道。请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一下
自然之道的意思。

2.检查对课文内容了解了多少：说一说故事的主人公都有
谁?(生物学向导、我们、绿龟、嘲鹰和海鸥)学生答，教师板
书。

3.检查生字。请一名学生到黑板上来写，注意思考，根据黑
板上已经有的词语，把生词写在恰当的位置上。(巢穴、侦察
兵、食肉鸟、饱餐、若无其事、棒球帽、气喘吁吁)

4.检查对错，然后请学生说一说这些词为什么写在这个位置。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旨在检查学生预习的情况，即考察了学
生自学生字的情况，也了解了在初读课文中学生是否了解了
文章的主要内容。

(二)理清文章脉络。

1.师：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课文。要想学好课文，首先就
要读好课文。读课文不能盲目的读，每次读了课文，我们都
要有收获才行。你们看昨天的预习大家就都有收获，昨天的
课文就读的有意义。通过初读课文了解了主要内容，今天再
读课文，就要有更高的要求——理清文章脉络。对于一个故
事来说，就是理清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等等。现在就请
大家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各是
怎样的。

学生读课文，教师巡视。

2.全班交流，通过理顺故事的过程进行分段。指名说说事情
的起因经过结果各是什么，课文的哪些自然段分别写了这些



内容。

设计意图：给学生渗透阅读方法，给叙事性的文章分层，可
以按着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展开来进行。

3.引导理解第二自然段。

引导学生理解，在讲故事中加入适当的补充说明，能让读者
看得更明白。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出示最
后一句，说说写了什么?跟后面有没有联系?这里给后面的故
事打下了一个伏笔。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恰当的使用这种方
法，可以增加文章的完整性和趣味性。

设计意图：写作方法的渗透。

(三)学生默读课文，独立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1.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细读课文，体会文章要表达的思想
感情和要说明的道理。要完成这个任务，在细读的时候，就
要有自己的感受(板书——有感受)什么感受呢?我给举个例子，
比如你从课本中有什么发现，发现字里行间藏着什么意思，
还有你对课文上所说的事情有什么体会，又如你有了什么想
法等等，都算感受。(板书：发现、体会、想法)要想在读的
时候有感受，就要一遍读一遍想，哪里有想法就应该画出来，
有什么感受就简单得写下来，就是一边读一遍写写画画，也
就是最简单的读书笔记。

2.学生自读课文，边读边记录感受。教师巡视指导。大约进
行十分钟。

设计意图：先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使学生知道在读书时该
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去做。给学生足够的读书时间和思考时
间，使他们能真正的认真读书，静心思考，读出自己的感受。



(四)交流感受，深入理解课文。

学生自由发言，谈自己的体会。教师注意结合学生的谈话，
引导学生们理解文章的重点段落和句子。

1.在交流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引导：有感情的朗读(结合四、八
自然段进行)体会人物的心情、体会用词的准确生动。

2.理解文章所要说明的道理。重点理解向导的话。

3.再次感受文章的结构：发生、发展、。

(五)总结。

我们人类自称是万物之长，其实真正的万物之长是大自然，
不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做事，必将使我们受到惩罚。作为人类，
该如何才能真正创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值得我
们每一个人思考。

四年级下册语文语文园地三第一课时教案

文档为doc格式

四年级母鸡教案篇二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爬山虎的特点。

学习作者观察方法和表达方法，培养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能
力。

课件、两株爬山虎

导入（）分钟



一、复习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著名作家叶圣陶爷爷写的《爬山虎的脚》
这篇课文，并从课文第1自然段中，知道了爬山虎的生长特点。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篇课文。大声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回顾上节课的知识，引起学生的兴趣。】新课
教学（）分钟

二、研读第2自然段

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爬山虎的？
（教师板书：位置颜色样子）

学生交流，教师归纳出本篇课文的两个探究点(多媒体显示)：

爬山虎叶子生长的位置：。

刚长出来的叶子的颜色：。

长大了叶子的颜色：。

叶子的样子：。

（教师板书：墙上嫩红嫩绿朝下、均匀、不留一点空隙）

指导朗读：读出美感来。

【设计意图：提出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有助
于理解课文。】

三、研读第3、4、5自然段，交流体会。

请同学们继续默读文中第3、4、5自然段，思考：爬山虎的脚



有什么独到之处？

汇报交流。

师：首先我们一起交流第3自然段。你读懂了什么？

（1）结合插图，爬山虎的脚的样子很独特。

出示文中的句子。

“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
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
也是嫩红的。”

师：如果你也学着叶圣陶爷爷此时也在观察爬山虎的脚，你
发现作者是从哪些方面观察爬山虎的脚的？（引导学生发现
作者是从位置、数量、形状、颜色上来具体描写的。运用比
喻句显得更生动、形象。）

b：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爬山虎脚的样子。

（教师板书：茎上如新叶细丝像触角）

c：过渡：来，我们边跟着画面边读这段话，同学们读横线上
的句子。

d：出示画面：指导朗读这个句子，加深体会。（老师引读）

小结：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的样子很独特之处。你们知道爬山
虎更独特之处是什么吗？

（2）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

a：问：爬山虎是怎样往上爬的？



c：想看到爬山虎一脚一脚往上爬的情景吗？（请你睁大眼睛
来看）

d：自由朗读描写爬山虎向上爬的句子，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
标出描写爬山虎脚的动作的词句。（教师板书：触、变成、
巴住、拉、贴）

小结：原来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有一股不断
向上的攀爬劲呀！

【设计意图：通过朗读，感受爬山虎脚的美。】

生齐读。

指导朗读：注意动词稍微读重点。

在这里，叶圣陶爷爷还教给了我们一种介绍事物的方法，那
就是拿我们熟悉的事物来作比较。

师：老师上课前在校园的东墙边采集了两根爬山虎，你来说
说从它们的颜色去观察可以推断什么？老师这里有道作业练
习，需要大家去探索。小组结合文章第五自然段的内容自由
讨论。

（3）爬山虎“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

四、联系生活，感悟方法。

你要向叶圣陶爷爷习什么？（留心细致地观察周围的事物）

总结。罗丹也说过：“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今天让我们用一双慧眼，去观察，去发现。

课堂小结及拓展延伸（）分钟



五、积累运用，提升语言。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抄写优美的词句。

课外练笔。

请你仔细观察一种攀爬植物（如：葡萄、牵牛花等），仿照
课文写一写，内容要具体，语言要通顺。

【设计意图：有助于学会运用抓住事物特征，把意思写清楚
的写作方法。】

板书内容

课堂作业新设计

一、比一比，组词语。

隙（）嫩（）舒（）茎（）

占（）瞧（）柄（）叠（）

二、说出下列句子运用的修辞方法。

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

我会仿写：

微风中柳树正在向人们展示那美丽的腰肢。

我会仿写：

三、我会填。

嫩绿的嫩红的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

【答案】

一、空隙占有嫩绿瞧见舒展叶柄茎叶重叠

二、比喻句弯弯的月亮像小船。

拟人句鸟儿们在欢快地歌唱。

三、嫩红的；嫩绿的

本课的教学让我收获颇多，首先我从中感受到要充分信任学
生，把课堂和自xx还给学生，把读书和说话权还给学生，让
学生充分的阅读、感悟、思考、质疑、解疑，这样既可以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又让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坏习惯，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与此同时，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突
出重点、突破难点。在读懂内容的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小
练笔，使课文中的观察和写作知识实现迁移，获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

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激发他们的兴趣，我
以与学生亲切谈话、课题质疑的形式激发他们探究的欲望。
请小老师带读生字，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可以和
小伙伴一起学习，给他们充分读、思考的时间，都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
们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再现过程，突破难点。爬山虎脚的位置、样子、颜色以及它
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这是学生理解的难点。我在学生
自己读、画、议的基础上，找准时机恰当地出示爬山虎脚的
位置、颜色、样子和它向上爬的过程，这些形象直观的画面，
学生很轻松地理解了难点，达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四年级母鸡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体会小数的意义，会用小数表示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

2、能正确读写小数，并能对小数大小进行比较。

3、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能进行两位小数的加减及其混合加
减运算。

4、能运用小数加减运算的知识，解决相关的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重难点：

1、能正确读写小数，并能对小数大小进行比较。

2、能进行两位小数的加减及其混合加减运算。

3、能运用小数加减运算的知识，解决相关的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课时：

11课时

第1课时：

教学内容

小数的意义（第2-5页）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数。



2、通过实际操作，理解小数的意义。

教学重、难点理解小数的意义。

教学准备准备计数器。

教学过程

一、生活中的小数

（事先布置学生找一找生活中的小数）让学生说说生活中除
了某些商品的价格用到小数外，还在哪些地方见到过小数。

结合书上的例子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在每个情境中
消失表示的是什么，由此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小数意义的兴
趣。

二、小数的意义

1、自学小数的意义（看书第3页）

2、小组交流

3、汇报：出示正方形，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为10份取其中1
份，用分数表示是十分之一，用小数表示是0.1；把这个正方
形平均分为100份取其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百分之一，用小
数表示是0.01。

4、以1米为例结合具体的数量理解小数

把一米长的线段平均分为10份取其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十分
之一米，用小数表示是0.1米；把这条线段平均分为100份取
其中1份，用分数表示是百分之一米，用小数表示是0.01米。

5、归纳小数的意义



通过学生的讨论归纳出小数的意义。

三、运用拓展

1、阅读书上p2的生活中的小数。

2、学生试着解释这些小数的意义。

四年级母鸡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大雁湖》，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和
风俗习惯。

2、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大雁湖》，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和
风俗习惯。

3、有熟练演唱歌曲的基础上，能用不同的速度、力度、节拍
进行演唱歌曲。

重点难点

1、能够完整的、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大雁湖》

2、根据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唱准切分节奏︱55.︱56i︱的演
唱。

教具准备电子琴、录音机、磁带、课件、打击乐器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组织教学

随《大雁湖》伴奏音乐进教室。

2．学做简单的蒙古基本动作

2)教师随《大雁湖》伴奏音乐跳一段舞蹈让学生说说老师跳
的是哪个民族的舞蹈。

3)看了之后说说你们喜欢哪几个动作。跟随老师做做动作。

总结：同学们舞姿跳得很美，那你们的歌声会是怎样呢？今
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首蒙古歌曲《大雁湖》，让同学们在蒙
古的大草原上尽情歌唱同时我们领略一下那里的风景。

二、寓教于乐

1．听录音范唱感受音乐的风格和情绪。（蒙古族民歌，曲调
优美抒情。）

3．听教师范唱歌曲。

4．歌曲短小让学生自己随琴唱唱。

5．学唱难句：大雁湖好风光啊哈嗬。（先听教师范唱，教师
在啊哈嗬下面划出节拍，学生跟老师一起边唱边划拍。）

6．大雁湖那么我们用心的赞美以一下再跟琴唱唱这一乐句。
（衬次“啊哈嗬”表达了蒙古人民的粗犷豪放对家乡的热爱
和赞美之情。）

7．指出切分节奏xxx的唱法，歌曲有几个这样的节奏并唱唱
切分音。

8．随琴慢速轻唱歌曲。（数次）



9．师生接唱。（分组接唱）

10．随音乐伴奏唱唱歌曲。

11．请个别同学唱唱。

12．随琴慢速唱唱曲谱。（教师帮助学生碰到有困难的乐句
一起纠正唱唱。）

13．师生曲谱接唱。

14．再次完整有感情的唱唱歌曲。

三、创造表现

1．在演唱过程中学生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了。你想用怎样的
动作来表达这首歌曲呢？（开始学过的蒙古动作加进去）

2．放音乐全班学生随音乐做自己喜欢的蒙古动作。

3．跟随老师的琴边唱边做动作。

4．请几位学生上台表演舞蹈，其他同学伴唱。

总结：同学们唱得那么好，舞得也那么精彩，你们还会创编
歌词吗？

5．以《大雁湖》的旋律创编歌词。（提醒学生旅游过的地方
印象深刻的或者我们自己家乡等好地方值得你赞美的。）

6．请创编好的学生念念歌词，再随琴唱唱自己创编的'歌曲。

7.假如让你们随音乐画画你会画出怎样的一副画呢?学生自由
说说。



四．完美结果

同学们不但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对蒙古族的热爱，还用了美妙
动听的歌声抒发了对大草原赞美之情，老师希望你们以后能
编出更多更好的歌词来赞美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随
《大雁湖》音乐边唱边出教室。

课后反思

1、优点：

在这节课中，我采取了很多的形式方法来完成，学生的注意
力始终很集中。

2、缺点：

有些地方没有让学生自己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主体
性的体现还不够明显。学生在自我评价方面也做的不够。

3、改进意见：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段的反思，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虚
心请教，不段的提高教学水平。成为创新教育中的新型老师。

四年级母鸡教案篇五

1、理解满山遍野、抽搭、拽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是人们的爱让小
作者脱离危险。

3、学会感谢他人的爱，并关爱他人。

理解课文中句子包含的感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cai课件。

学习课文3——8自然段。

一、复习课文，激情导入：

1、齐读课题。

2、复习上节课学过的生词，开火车读词。

3、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一二自然段，谁能用一句简短的
话说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4、通过朗读回忆当时的情景：

5、出示句子齐读：天上下着大雨，身下浸着井水，我哭着、
喊着、挣扎着，两手扣抠着井沿上的泥土和杂草，希望能爬
上来。

二、品读课文重点段，悟语悟情悟境。

（一）学习3——5自然段。

1、抓住重点句，自主学习

2、悟情悟境，品读句子。

出示句子：我不再哭，也不再喊，只是抽搭着，全力拽住井
口的杂草，不让自己再往下坠。

（1）、换词理解：“拽”的意思。

（2）、指名表演抽搭的样子，理解词语。

（3）指导朗读：谁能通过朗读为我们再现当时的情景。指名



读后互评朗读。

3、出示句子：我知道亲人们一定会很快就来救我的。

（1）、谈话：同学们，如果你遇到了危险，你的亲人会来救
你吗？

（2）、带着这样的信念读句子。

（3）、拓展说话：小作者这样坚信自己的亲人会来救自己，
说明他的亲人平时对他怎么样？他的亲人平时是怎样关心他
的？出示说话练习：

（1当我生病时，外婆。

（2当我时，。

4、出示句子：

虽然四肢已经发麻发硬直哆嗦，身子又可怕地往下陷了一点
儿，可是我仍然坚持着，坚信着。

（1）指导朗读：正是亲人的爱让“我”坚持着，坚信着，让
我们带着这份爱读句子。

（2）指名读后分组读。

（3）齐读。

（二）、学习6——7自然段。

1、自主学习，读练结合。

正像“我”坚信的那样，我的亲人来救我了！这时，我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用横线画出我



听到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我看到的句子。

2、指导读法，阶梯朗读。

（1）你能通过朗读，表现这声音的不同吗？指名读，体会声
音由远到近的变化，及声音的特点。

1）隐隐约约的喧哗

2）焦急、亲切而悠长的呼唤

（2）我们读好了关键词就能读好句子，让我们把这些声音放
到句子中去，读句子。

3、出示句子：突然，从远处村庄的方向传来我急切渴望听到
的隐隐约约的喧哗，听到了一声又一声焦急、亲切而悠长的
呼唤。

（1）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这声音是“我”急切渴望听到的，
指名读并自我评价后，会读的同学起立读。

（2）、拓展说话：听到这喧哗声，我想来找小作者的人一定
很多，哪些人会来找他？

（3）、创设情境：如果你就在这寻找的人群中，如果你就是
小作者的.外公、外婆、是他的哥哥、姐姐，是他的小伙伴--
----，你会怎么呼唤他？请你来试着呼唤一下吧。

（4）、深化理解，再读句子。同学们，从你们的呼唤中，我
听到我多少焦急、担忧、多少关爱啊！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感
情再读这段话。

一片、一大片的亮光，那满山遍野的灯笼火把，越来越近，
越来越亮……



（1）学生自由品读

（2）指名朗读，自我评价，互相评价。

（3）齐读。

（4）课件展示火把由一线，然后看到一片，一大片最后变为
满山遍野的景象。相机深化理解“满山遍野”一词。

（5）拓展说话：

1）、满山遍野的（）。

2）、请用“满山遍野”说一句话。

4、天色越来越暗，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你掉在这井中，
听到这声声呼唤，看到这火把满山，你是什么心情？带着体
会读句子：顿时，我泪如泉涌。

（1）教师根据学生的朗读进行点评和指导，鼓励学生读出自
己的感受。

5、配乐朗读第六段。

6、是啊，这泪水中包含着多少成功，多少激动，真是百感交
集，此时我的身体是冰冷的，心却是温暖，泪更是热的，同
学们，让我们以朗读的方式来学习第七自然段吧。

（三）、学习第八自然段。

1、自由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思考：作者本来以为只有与
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会来救自己，可是，让他难以想象的
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出示句子：

2、比较一下这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1）整个村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百多人。

2)整个村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百多人！

3、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情读好最后一个自然段。

出示句子：你知道有多少人出来寻找我吗？整个村庄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一百多人！

4、指名读，齐读。

三、情感升华，再读课题。

2、指名带着体会再读课题，读出自己的感受。

四、拓展练习，积累语言。

1、课文学到这里结束了，爱的传递却没有结束。作者在这灯
火之夜得到了一份浓浓的爱，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感谢人们的
爱。在同学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一定得到过很多爱。

2、说话训练：

让我为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人：

1）、唱一支歌

2)、诵一首诗

3）、写几句话

4）、……

3、学生先在四人小组中练说，再指名说。



五、总结。

六、布置作业：

像小作者那样，把自己得到关心、爱护的事写下来。

七、板书设计：

坚持听到

哭喊抽搭泪如泉涌

坚信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