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四年级语文天窗教案设计(优
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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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通过图文对照，读懂课文，知道动物表演的节目精彩在什
么地方。

2、培养学生细表演致观察图画的能力，看图说话的能力。

3、有感情的读课文，背诵第四段。

教学过程：

一.过度

小朋友我们昨天学习了第十五课《精彩的马戏》。知道了昨
天妈妈和我去看了一场精彩的马戏。那么小朋友想不想也去
看一看这场马戏究竟什么地方精彩呢?让我们先去看一看猴子
的表演。

二.新授

(一)教学第二小节。

1、多媒体出示图一。



(1)说说谁在干什么?

(2)再看看猴子的动作，表情，按顺序用自己的话说说，同桌
互议。

2、翻开书，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写猴子爬竿的。

(1)自渎课文，我们来看看你读后知到了什么。

(2)一生范读，划下猴子是怎么表演爬竿的。

(3)观众看了猴子的表演，有什么反映?为什么哈哈大笑。

3、你认为在读猴子爬竿这一小节时，应读出什么样的语气
来?

4、学生齐读这一小节。

5、你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猴子的表演得很精彩?有~~~~线划
出。

6、读这写句子和词语。

7、总结学法。

(二)教学第三小节。

1.看图。(1)图上画了什么动物，他在干什么?

(2)黑熊怎么表演，观众反应如何?

2.学生按照方法自学。

3.老师检查作业。



(1)谁表演的什么节目?

(2)怎么表演?请一学生朗读，其余学生看图理解。

(3)看了黑熊的表演，观众又有什么反应?什么是哄笑?这儿为
什么用哄笑?

4.这一小节应读出什么语气来，请学生说说看。然后请一个
学生示范朗读，全体学生齐读。

5.从哪儿可以看出这个节目很精彩?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直
立，小心移动。

(三)教学第四小节。

1、按自学要求学生自己自学。

2、教师检查学习效果。

(1)看图说说赡养表演了几个节目?怎么表演的?你最喜欢哪一
个?

(2)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3)第一个节目是怎样表演的?什么市稳稳当当?请一个学生上
台来表演一下动作。

(4)山羊还表演了什么节目?请一个学生来朗读。

(5)比较：句子1、身子很弯。

句子2、身子弯得像一座拱桥。请学生说说看那一句句子好，
哪儿好?(第二句比第一句好，好在它告诉我们山羊身子弯的
程度。



(6)这个动作表演是独一无二的?告诉我们山羊身子弯得程度。

(7)观众看了这样的绝技，有什么反应?什么是喝彩?为什么用
喝彩?

(8)你认为这一小节要用什么语气来读?

(9)有感情的读这一小节。

(10)找一找精彩的句子。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稳稳当
当，婶子像拱桥。

(11)学生背诵这一小节。

三、复习巩固

出示填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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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朗读并背诵全诗。

2.在诗句中体会作者淡淡的旅愁。

3.比比谁收集的古诗多。

二、教学准备：课件、搜集有关乡愁的古诗词。

三、教学过程：

2.   学习古诗的方法有哪些？你已对这首诗做了哪些了解？

师小结，并解释题目《枫桥夜泊》及作者张继。《枫桥夜泊》



描写了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
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游子，使他领略
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深远的小诗。表
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

3.指导初读古诗。并评价，在书上做好标记。

4.理解诗句。

（1）“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意思。生回答师小结：首句写
了“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上弦
月升起得早，到“月落”时大约天将晓，树上的栖鸟也在黎
明时分发出啼鸣，秋天夜晚的“霜”透着浸肌砭骨的寒意，
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船，使他感到身外茫茫夜空中
正弥漫着满天霜华。

（2）“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意思。

问：为何愁眠？联系这两句的景色想一想。（出示课件）板
书：愁眠

（3）“姑苏城外寒山寺”的意思。

（4）“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思。后两句只写了姑苏城外寒
山寺，夜半的钟声传到船上的情景。这“夜半钟声”不但衬
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沉，而诗人卧听钟声时
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5.朗读全诗，指导背诵。

6.诗中的感情。板书：表达了 __愁闷____的思想感情。

7.听音乐《涛声依旧》读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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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让教师收获幸福〗

激情不是情绪，是热爱；激情不是激动，是执著。

激情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情，是精神饱满、生机盎然的象征。
一个富有激情的教师会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去演绎丰富多彩的
民族文化，让学生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巨大而无穷的魅力。
教师精神饱满，讲课充满热情，调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用
丰富的课堂语言、肢体语言感染学生，那么一颦一笑，一举
手一投足，甚至一个热切的眼神，都能传达出教师的激情。

生：想起妈妈做了好吃的，在家里等着他。

生：想起妈妈会亲切地搂着他回家。

生：想起妈妈在床边为他讲故事，唱催眠曲。

生：想起妈妈为他做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师：是呀，妈妈往常关爱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如此的令人感动！
可是，卡罗纳再也得不到了！让我们把种种理解溶进我们的
朗读。

正是基于教师的激情渲染，才生化出学生的激情投入。

我是一个情感型的人，我渴望把自己的满腔热情传递给学生。
在教学中努力做到以充沛的感情、专治的精神、丰富的想象、
生动的语言、高度的概括力来感染学生，催生学生学习语文
的情趣，使每一个学生都从心底爱上语文。

很喜欢这样几句话：有一种态度叫享受，有一种感觉叫幸福，
学会面带微笑才能享受生活；懂得播种快乐才能收获幸福。



让我们尽情地飞扬激情，享受课堂，收获幸福吧！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实验小学　胡 敏】

〖重视朗读，以读带悟〗

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更要重
视朗读，这是学生展开想象，将文本转化为画面的最有效的
途径，也是使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受到情感熏陶，享受
审美情趣最直接的手段。例如，我在教学《卡罗纳》一课时，
有个学生就谈到这篇课文最令她感动的句子：卡罗纳走进教
室，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一定是想起了往日的情景。那时
候，母亲差不多每天都来接他；要考试了，母亲总是俯下身
来向他千叮咛万嘱咐……她说读到这些句子时，她感动不已，
眼泪都流出来了，她仿佛看到了卡罗纳母亲在世时对卡罗纳
百般关心，疼爱有加的情景，而卡罗纳夫失去母亲后伤痛的
样子令人心痛、伤心。“我觉得卡罗纳太可怜了！”她激动
地说。这样，通过朗读就拉近了文本与学生间的距离，进而
让学生获得了情感体验。

《卡罗纳》片断赏析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县第二小学　陈美平

《卡罗纳》这篇略读课文同三年级下册教材中的《争吵》一
样，都选自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一书。本文讲述的是小
男孩卡罗纳在遭遇失去母亲的巨大不幸时，身边的人真诚地
理解他，热情地安慰她，默默地关爱他。课文抓住卡罗纳失
去母亲后第一天来上学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从他承受的巨
大悲痛和身边人对他的无限关爱这两方面展开来写。文章语
言生动，描写细腻，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卡罗纳的爱，容易引
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教学本文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大家
在卡罗纳遭到不幸时是怎么做的，并交流各自的阅读体会和
感受。为了突破重点，较好地达成情感目标（激发关爱他人、



帮助他人的情感），课前预设学习过程时，我把课文重组成
两个版块：

1、找出描写卡罗纳的悲痛欲绝的语句，体会感悟，指导朗读，
表现出卡罗纳的心情。

2、再读课文，找找卡罗纳身边有哪些人在关心他，并划出有
关语句，细细品味，说说他们是怎样关心卡罗纳的。

【片断】

师：失去母亲的卡罗纳悲痛万分，默读课文，用波浪线划出
描写卡罗纳心情的语句，再认真读读，用你的朗读声表现出
卡罗纳的心情。

生默读找划语句，一会儿几个同学就认真地练读起来。

师：相信大家已经体会到了卡罗纳悲痛的心情。谁先来读一
读。

生1：他面容灰白，眼睛哭红了，两腿站不稳，好像他自己也
大病了一场似的。我从卡罗纳的脸色中体会到他失去母亲是
多么的伤心、难过。

师：卡罗纳承受着多么巨大的悲痛呀！谁再读。

（指名读。）

师：你体会到了卡罗纳的悲痛。让我们一起读。（学生齐读）
你还从哪句话体会到了卡罗纳的心情。

生2：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卡罗纳独自站在一边端详着我，他
的目光里充满着无法形容的悲哀，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可
以拥抱妈妈，我却再也不能了。”卡罗纳失去了母亲，他的
内心充满了悲哀，他羡慕我还能拥抱妈妈。



师：你说得真好，让我们一起走进卡罗纳的内心，读。

（学生齐读。）

师：卡罗纳失去了母亲是那样的痛苦、伤心。假如卡罗纳就
在我们身边，你会怎么做？

生1：安慰他，叫他不要再伤心。

生2：帮助他走出伤痛。

生3：鼓励他，让他重新快乐起来。

【反思】

新大纲指出：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
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
受到情感的熏陶。通过自读自悟，集体交流，有感情地朗读
语句，学生体会到了卡罗纳失去母爱的悲痛，从而激发起了
要关爱他、帮助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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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学会8个字，认识5个字。

2、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3、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4、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到人物善良、淳朴的优秀品质。懂得
学会分享，才会感受到快乐的道理。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设问激趣

1、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夏天，到了麦收季节，就是杏儿成
熟的季节。

2、板书课题。

3、读了课题，你会有什么问题？每个人都试着问一问。

4、提出问题：这小小的杏儿引出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故事又
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课。

二 、把预习引入课堂，培养自学习惯。

1、按要求预习自学：

读课文，读准每个字的字音。

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你有什么不懂的做上记号。

2、指名分段读课文：

仔细听，同学是否读正确了。

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有不懂的问题做上记号。

三 、朗读指导，文中感知

学习课文1——4自然段。



1、同学们自由朗读这几段，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2、全班交流：杏儿好（第2段）杏儿多（第3、4段）

3、你们能把杏儿的特点读出来吗？分四人小组朗读。

4、指明飞角色朗读。评读。

5、有感情的齐读1-——4自然段。

第二课时

一、 理解感悟，情感升华

1、（第7段）找出奶奶说的话，并做上记号。

2、把这几句话多读几遍，你听懂了奶奶的话了吗？

3、分小组讨论：说说自己的理解。

4、全班交流：只有让大家分享劳动果实，才会感受愉快和喜
悦。

5、在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吗？说给大家听。

二、教师总结全文，学生齐读课文。

三、课堂书写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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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认识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
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的伟大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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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教学重难点

1.图文结合，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感悟课文的
思想内容，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之情是教学重点。

2.展开想象，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教学难点。

第 一 课 时

一、导入新课

1.学生谈谈对长城的认识。

2.学生自由补充。

3.老师给以肯定。

二、学习生字

1.学习会认的字。

2.学习会写的字。

3.学生书写。

三、出示图画，边看边说

(1)说说这幅图是从什么地方观察长城的?看到的景物是什么?



(2)从图上你还看到什么?

(3)小组讨论，并说说。

2.出示第二幅图

(1)这幅图与第一幅图有什么不同?

(2)从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3.对照课文，读课文。

(1)小声朗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课文。

(2)联系课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四、小组学习，思考

(1)仔细对照课文内容，想想哪些内容图上已经画出来，哪些
内容没画出来。

五、巩固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