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 四年级的语
文教案(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一

1.出示黄叶：同学们请看，今早老师在上班的路上，玄武湖
边捡了两片――黄叶，我为什么要悄悄珍藏这两片黄叶呢？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黄叶”是秋天的象征，那么在你们的
心目中，秋天是什么颜色的呢？（生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

2.你们眼中的秋天色彩斑斓，转眼间，有到秋天了。秋天是
硕果累累、流光溢彩的季节，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
让我们跟随诗人王宜振的脚步一起到大自然去感受明丽的秋
天吧！（板书：秋天王宜振）

3.简介王宜振：王宜振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山东人，今
年60岁了，和我们学校的王校长、卢校长、卢老、耿老崔老师
（正好在听课）他们是同辈人。他主要创作儿童诗歌，也写
童话和儿童故事等，是我们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指读名
字，注意“振”的发音）

二、初读课文

4.请看（出示课件秋景图，《秋日私语》音乐响起），老师
朗诵全诗。

5.看了秋景，听了描写秋天的诗，你对秋天又有什么新的感
受呢？（生自由发言）



6.秋天是美丽的，秋天是迷人的，而诗人笔下的秋天更令人
陶醉。你一定也很想读读这首诗吧？请同学们打开书到17页。

注意听要求：（1）边读边标出小节数；（2）读准字音，圈
出生字；（3）读顺句子，注意长句子中间的停顿。

放声地朗读这首诗吧。（生自由读书，圈点）

7.这么美的诗，我们要想读好，首先要读准（字词）。

（1）出示词语：桂子、香气、苹果、红袄、葡萄、紫袍、
（后面是书后3词语）；

（2）注意读音（这些读音和写法也要看仔细）：脚印、柔韧、
珍藏、红缨、嚷着。

（指名读每一节，注意正音评析；重要的诗节，正音后全班
齐读或男女生分读）

9.这首诗写得这么美，你最喜欢哪些部分呢？把你最喜欢的
地方读给你的同桌听一听。（然后，再指名读，喜欢这部分
的同学一起读）（老师注意引导每一节的熟读）

10.我们读了自己最喜欢的诗节，跟着诗人走进秋天，看到了
秋天，那么你能告诉大家这首诗主要写了秋天的哪些美丽的
景色和丰收的景象呢？（板书：美景――红色笔）

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做记号。（生自由读画）

11.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老师顺势引导归类、板书：秋阳、
秋风、秋色、秋实、秋香）

12.风景如画的秋天，秋阳娇艳，秋风飒爽，秋实累累，秋色
怡人，秋香飘溢（师指板书），让我们伴随《秋日私语》的
优美乐曲，再次轻轻齐读这首诗。



三、教师小结

13.读到这里，你有哪些收获呢？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呢？
（生自由说）

下节课我们继续品读，继续欣赏。

四、练习写字

14.现在来看看这一课的生字，你认为哪些字读写时要特别当
心的。

15.老师范写“柔”、“肠”。（边写边将注意点，生跟着书
空）

16.学生完成书后2描红练习。

五、板书设计

4 秋天

zhen

王宜振

美 景

秋阳秋风秋色秋实秋香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二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文中的五幅春联。

2.初步了解春联的一些特点(对仗、声律美)，知道诵读春联
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3.通过本课的学习懂得生活中处处有学问的道理。

教学重难点：

了解春联的一些特点(对仗、声律美)，知道诵读春联也是一
种很好的学习。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1

课前背诵《笠翁对韵》。

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春联》一课。

生：春联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师：缩减句子。

生：春联增添气氛。

师：我们浏览着各种各样的春联，就像是漫游在万紫千红的
百花园中。

(齐读春联)

师：诵读这些春联，咱们会感到生活中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师：课文接下来讲的什么内容?请大家认真默读第2、3自然段，
思考，并用横线画出相关内容。

生：课文第2自然段讲：春联最讲究对仗。

师：春联讲究对仗，用文中8个字解释是?



生：字数相等，词类相当。

生：课文第3自然段讲：春联读起来抑扬顿挫，和谐动听。

师：用文中的3个字来概括则是?

生：“声律美”。

师：咱们归纳一下即春联的特点。

师：对仗，即为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名词对名词，动词对
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同时，声调也要相对，平对仄，仄对
平。

师：文中以“绿柳舒眉辞旧岁，红桃开口贺新年”为
例。“绿柳”对“红桃”，是名词;“舒眉”对“开口”，是
动词;“辞”对“贺”是动词;“旧岁”对“新年”，是名词。

师：请大家仔细读第二自然段的例子，老师稍后会提出更高
要求。

师：接下来，咱们开展“春联里的对仗”小活动，邀请同学
来为大家讲解。

1.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文中剩余的春联里的对仗规律。

2.选出一名同学为代表用简洁的语言介绍其中一幅春联里的
对仗。

3.带领全班同学诵读这一春联，加深体会。

(男生读上联，读下联。)

师：咱们读春联要读得抑扬顿挫，和谐动听。



(生再读)

师：这几位同学说得真不错，老师再出几幅，考考你们。

山河增秀色，大地沐春晖。

神州有天皆丽日，祖国无处不春风。

春雨洗尘埃一片清新好风景，东风送和煦千株红艳最芬芳。

师：你们太棒了!借着这股热劲，咱们也学学古人，来对对对
子。

师出示对子：

红桃对()细雨对()蓝天对()地北对()

山美水美春光美对天新()气象()

师：其实，只要咱们留心，天地万物都可以成对吟诵。

师：第二关---连对子

师出示对子：千帆竞发，万马奔腾;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国
泰民安，人寿年丰。

(生搭配，并朗读。1—4组读上联，5—8组读下联。)

师：只要掌握了春联里对仗的小诀窍，这些对你们来说简直
就是小菜一碟。

(生补充，并作说明。)

师：看来大家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落”，有人喜
欢“润”，这样细心推敲，反复斟酌，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



“揣摩”。好春联是揣摩出来的。

师：祖国的语言有的无穷奥妙，如果我们下功夫背诵一批名
联，更能帮我们感受其美。请大家把我们这节课学到的所有
春联再美美地朗读出来。

“春联荟萃”(生自由朗读，指名读)

师：春联不仅是语言艺术，还是书法艺术。你们看，用不同
的.字体书写，给人的感受就不同。隶书厚重大气，行书灵动
优美，草书狂放率性。看来，春联的美，还有很多，值得我
们仔细揣摩。

师：齐读第4自然段。

生书写自己喜欢的春联。(右边上联，左边下联。)

春联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习俗，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
文化遗产。现在很多人过年时喜欢买现成的春联，其实，这
样一来，春联带来的热闹氛围就少了许多。希望大家以后能
好好练习书法，自己写春联，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

《楹联丛话》《春联琐记》

1.背诵课文中引用的五幅春联;再搜集两三幅春联，交流。

2.完成《两导两练》相关习题。

春联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三

教学目标：认读、理解生字词，积累词语。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标出不懂的内容，准备质疑。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方法：导析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你们喜欢读书吗?说说你曾读过了哪些有趣的书籍。今天，我
们一起来学习一篇介绍自己童年读浒传》的文章。

(板书课题：童年读《水浒传》)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3、有不明白的地方做上记号，准备质疑。

4、全班交流。(课件出示下列词语)

(1)生字词：读一读下列词语。

水浒传特别搬秦叔宝身材魁梧赤手空拳破涕为笑毕竟生辰纲

(2)读准下列多音字：

水浒传好奇吞没答应曲折天分赤手空拳

(3)理解下列词语：

百听不厌破涕为笑迫不及待豪情壮举毕竟赤手空拳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天分观摩



(4)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写了"我"童年读《水浒传》的故事，表达了"我"对这本
书的喜爱之情。

三、再读课文，理清思路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想课文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各拟一个小标题更好。

2、想一想，从这些内容中，你明白了什么?

3、学生默读。边读边做笔记或批注，以备交流。

四、熟读课文

五、指导书写本课生字，抄写生词

六、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25童年读《水浒传》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四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
组成的词语。

3.用“先……再……然后……”表示顺序的词语写一段表示
动作的话。

4.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
神。



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神。

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神。

自主探究

1、扣图引题。

（1）出示雕像图。

（课前可让学生搜集资料，接下来可交流搜集到的有关林则
徐或虎门硝烟的资料，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2、板书课题，解题。

3、读了课文后你想知道什么？

1、范读讨论。

（1）录音范读课文。

思考：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事情的大致经过怎
样？

（2）读后讨论上述思考题。

2.自读课文。

要求

（1）轻声练读生字表上的字，读准字音。

（2）边读课文边画出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查字
典理解词语的意思。）



（3）逐段读顺句子，读通课文。

3.试读课文

指名分段试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错的地方。

1、“泄、侮”按笔顺描红。

2、“寨”结构要匀称，笔画要紧凑。

抄写本课生字词。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五

教学目标：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生字词，理解课文内容。
感悟小仲马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可贵精神。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的内容，通过朗读、想象等途径，感受小仲马永不
言败、坚持不懈的品质。

教学过程：

一、解题导入。

1、请学生试着读一读“大仲马”、“小仲马”两个词语，纠
正读音。

2、引入课题。其实大仲马、小仲马是两位在法国文坛上赫赫
有名的大作家，看到他俩的名字，不难猜出，他们是一
对——父子，当时的大仲马可谓在文坛上春风得意，他的很
多作品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三个火枪手》、《基督山



伯爵》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可见大仲马已经在文坛上有了
一定是“高度”(板书)，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却尚
未出名，但是他也想获得与父亲一样的高度，而且是”真
实“的高度(板书)。

3、齐读课题，质疑。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小组合作读课文，要求：标上段号，遇到不认识的字词圈
一圈，碰上读得不通顺的句子停下来，多读几遍。

2、检查小组生字词学习情况。

a、分步出示三组词语。

第一组：广为流传名不见经传

第二组：大名鼎鼎盛名一举成名

第三组碰壁冷酷无情退稿笺

b、检查学生是否会灵活运用词语，完成学习单。

学习单

练习：从所给词语中，选择恰当的词语，填入下面的语段中。

一举成名敲门砖盛名名不见经传广为流传不露声色

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作家。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的儿
子——小仲马一开始(名不见经传)，父亲想要帮助他，但小
仲马拒绝以父亲的(盛名)做自己事业上的(敲门砖)，面对挫
折他仍然(不露声色)地坚持创作。最后，小仲马(一举成名)。



全班交流。重点解释：名不见经传、敲门砖。

完成了学习单，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段文字正是这篇
课文的主要内容，长长的一篇文章可以精炼成一段话，一段
话可以浓缩成几个词语，这就是我们挖掘主要信息的方法。

三、研读课文，感悟“真实的高度“。

解决了生字词，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我们再一次进入课
文，一起去感悟何为“真实的高度“。

1、小仲马渴望成就一定的高度，他做到了吗?文中那里可
见?(交流)

他的《茶花女》可谓大获全胜，此时，他拥有了他想要
的“真实“的高度(板书)。

想象说话2：如果你是编辑，你会在退稿笺上说什么?

如果你是小仲马的好朋友，你会对他说什么?

小仲马的父亲，看到儿子面对挫折，他对他说了什么?

4、小仲马有一条捷径可以走，但是他拒绝了父亲，他说。

“不，我不想坐在您的肩头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没味
道。“

请结合这句话说说小仲马为什么不接受父亲的帮助。(交流并
练读)

此时，小仲马，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真实“的高度
(板书)

四、小练笔。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免不了会遇到挫折。有的时候，我们会
躲在爸爸妈妈身边，希望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帮助我们解
决难题。今天学了这篇课文你肯定有了新的收获。当你遇到
挫折时，你也一定有很多话想对自己说，现在，就请将你想
说的话流泻于笔端。

五、小结。

依附着父母成长就像一根藤，自己无法独立地成长，我们要
做一棵树，脚踏实地地站立，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这样才能
和他们拥有一样的高度，并肩站在一起。

板书设计：

真实的高度

真实

四年级语文教情分析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是如何把猫的特点写具体，并表
达出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的。

3．激起热爱生活的情趣，激发课外观察动物的兴趣。

了解作者是怎样写出猫的性格特点的。

在阅读中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1.同学们，上课之前我想请大家来猜一个谜。“胡子不多两
边翘，开口总是妙妙妙，黑夜巡逻眼似灯，厨房粮库它放哨。
”（打一动物）大家都很聪明，这种动物就是我们昨天学习



了的《猫》。

2.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小时候的猫，下面我们来完成一项
练习（出示小黑板）

小时候的猫很（淘气），它是那样（生气勃勃）（天真可
爱），我非常（喜欢）它。

爱心

用心

专心1

（一）教师引导，赏析第一自然段。

1.请同学们找出表现猫老实的相关词句，读一读，谈谈自己
的.体会。2.再找一找表现猫“贪玩”的句子。

3.请大家再来找一找哪些地方表现了猫的“尽职”呢？

4.贪玩与尽职集中在一只猫身上，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的猫？
5.学生练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

（2）指导朗读。

（3）男女生比赛读。

（二）师生互动，赏析第二、三自然段。

1.请同学们默读第二、三自然段，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
画下来，多读几遍。2.师生互动，交流感受。



分小组讨论为什么写得好

（三）学生练读1——3自然段。1．指名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2．请同学用自己的话把猫的古怪性格说具体。

你们总结得非常好，在老舍爷爷笔下的猫显得那么惹人喜爱。
同学们，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留心周围美好的事物，用心去
感受，就能像老舍爷爷那样，不但能发现美，欣赏美，而且
还能创造美！

1.把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背下来。

2.请同学们课后认真观察你所喜欢的小动物，写一段描写小
动物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