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实践教案 幼儿园中班实践活动课
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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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四年级实践教案篇一

我班幼儿进过一星期的学习，对于马路都有了一点的认识。
利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迁移，使孩子们理解故事的内容。学
习按照顺序和倒序说出故事中的老鸭分别经过的地方。根据
对中班幼儿年龄特点以及本班幼儿的水平，因此设计了此次
活动《老鸭的店丢了吗》。激活幼儿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开展实践性学习活动。让幼儿在说说想想
中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技巧，符合幼儿的发展需要。

本次活动共分三个环节，首先在第一环节在理解故事的基础
上掌握按顺序和倒序的方法记忆老鸭经过的路线;在第二环节
中通过经验回忆来拓展生活中认路的方法;第三环节在情境体
验中掌握及巩固认路的方法。

1.倾听故事，学习按顺序和倒序说出故事中的老鸭分别经过
的地方。

2.尝试利用路边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或设施来帮助我们认路。

一、理解故事——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掌握按顺序和倒序的
方法记忆老鸭经过的路线

1.解读故事名称

2.理解故事前半部分



1)老鸭的店真的丢了吗?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店丢了呢?

2)再次欣赏

3)老鸭经过了哪些地方?先经过哪里?再经过哪里?最后到了哪
里?(操作课件)

怎样才能帮助老鸭找回自己的'店呢?

往回跑时，先经过哪里?再经过哪里?最后看见什么就能找到
老鸭的店了。(操作课件)

3.理解故事后半部分

小结：当我们从一个地方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一路
上总会经过一些容易记住的地方，记住这些地方的标志能帮
助我们认路。

二、回忆经验——回忆及拓展生活中认路的方法

1.你从家里出发到幼儿园时，会经过哪些容易记住的地方?

小结：除了记住一些特别的房屋，我们还可以记住看一些路
牌、门牌号、交通标志等，帮助我们认路。

三、情境体验——在情境体验中掌握及巩固认路的方法

1.从幼儿园出发到“南翔老街”，会经过哪些地方?

2.从“南翔老街”回到幼儿园时，先经过哪里，再经过哪里?
最后看到什么，就回到了幼儿园。

四年级实践教案篇二

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教学目标

1.透过活动使学生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增强保护生
态环境的紧迫感。

2.使学生了解保护生态环境的方法，明白保护生态环境是每
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3.教育学生从自身做起，为保护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课前学情分析

透过对植物与动物的生活环境的认识，在学生心中早有了这
样的概念：环境的好坏对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了。但多数学生还不是对环保这件事情很重视。

反馈

一、查一查

1.要求学生课前查找资料。

找一找大自然为我们带给了哪些生存条件，哪些生存条件遭
到了破坏。

部分学生从网上下载资料。

部分学生能够从课外书中抄写资料。

2.引导学生汇报资料。

提示学生要认真听取。

引导学生反思人类自身不良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几位学生汇报收集到的资料。

其他学生认真听取。

学生从生存条件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中感受到保护环境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

二、感知

看一看

1.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种种行为必然对自然界着重下面或负
面的影响。

2.人类还有许多的做法都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

3.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进行说明。给学生以鲜明的印象。

观察图片

辨析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人口过度增长、向江河排放污水、乱砍树木、乱排放废气是
威胁人类生存空间、破坏生态的行为。

学生有鲜明了的印象，学生了解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
重要好处。

二、议一议

1.想一想

我们就应为保护生态环境做些什么？

2.从空气、水、植物等多方面去思考保护环境的方法。



小组讨论

如何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更完美？学生汇报。

1.植树造林、捡塑料袋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表现。

2.垃圾分类处理。

3.回收电池。

4.不用一次性筷子。

5.成立环保小组，宣传环保知识。

能够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

写一写

你准备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哪些事？

联系自身的生活实际，列出一份切实可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
计划。

适时进行指导

在学生充分交流的前提下，由环保观念上升为环保行为。

互相交流

引导学生自评、互评，可展示自己收集的各种资料，以及自
己在活动中参与的用心性、态度等进行评价。

充分交流在活动中的表现、感受和体会。

教师可随时参与个小组的交流活动。



课后延伸

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理论研究到实际动手操作，由环保意
识转化为环保行动，将自己一周内做过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事记录下来，并做出评价。

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潜力

一周后评选班级“环保之星”。让学生的环保行为得到及时
地肯定和赞扬，激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注意保护生态环
境。

板书设计：

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生存条件，遭到破坏。

不良行为，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的计划。

“环保之星”。

四年级实践教案篇三

1、通过交流收集到的广告语，使学生认识广告语的特点。通
过表演、创作广告，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2、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技能，通过动脑，
动手，动口，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体现自主学习的精神。

3、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培植学生开拓学习
资源意识，使语文教学内容更具有时代气息。



4、展示学生个性特长，使学生朝着社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活动年级]四年级

[活动准备]

1、学生自主或与他人讨论，利用一周时间去思考要探讨哪些
与广告有关的有价值的问题。

2、小组分工合作，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各类广告及有关广告文
字资料(含书籍、图片、实物、影视资料)。

3、制作调查表，统计广告对大家的影响。

4、学生课前自选对象进行广告创作。

[活动时间]一星期

[主题的产生]

广告是公众介绍商品、报道服务内容或文娱节目等的一种宣
传方式。一般通过报刊、电视台、招贴、电影、幻灯、橱窗
布置、商品陈列等形式来进行。从古代的沿街叫卖、幌子招
牌到现代的媒体宣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广告正在飞速
地发展。它创意新颖、语言生动、特点鲜明、简洁易懂、形
象独特、幽默风趣，吸引了不少孩子们，使同学们对广告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确立了“小小广告设计师”活
动内容。

一、确定研究方向

二、合作、探究

1、教师指导学生设计调查表，要求实事求是的填写。



2、各小组围绕自己的选题展开研究，通过查阅资料，网上下
载，请教学校的社会老师，去工厂、街道、商店等实地考察、
访问等来收集资料，并填写调查表。

3、学生共同讨论，确定各组研究成果的汇报形式。

三、活动方案

第一组围绕“广告的历史与发展”这一内容搜集了大量的文
字图片资料。

第二组同学合作研究了“评价广告的利与弊”。以讲故事、
举例子、谈感想、作调查、宣读《广告法》等形式进行准备
学习。

第三组同学共同对“广告的艺术与欣赏”这一内容开展研究，
搜集了具有各种艺术特色的广告语，选择精美的广告制成了
剪报。

第四组同学在班内开展了“我做广告设计师活动”，并以此
为课题，进行了资料的整理，配以图画、文字制成多媒体课
件。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深入到各组中，了解每组交流情况。教
育学生要实事求是，调查的数据要准确，要学会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遇到的困难，指导学生进一步整理材料并准备在全校
范围内的汇报活动。

四、成果汇报

谈话导入：同学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瞬息万
变，信息公路高速发展。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把眼光投
向哪里，都无法避开广告。今天这节综合实践课，让我们再
次走进那缤纷的广告世界，去了解广告吧!



(一)第一组同学介绍广告的历史与发展。

最古老的原始广告酒幌如：三碗不过岗

图画广告：始于唐朝，西安一位姓钟的刀铺老板发明的。他
不识字，不会写广告，就画了一把刀斩断一根铁索的图画贴
在店门口，招引了许多好奇的顾客。

印刷广告;始于北宋，济南一家姓刘的针铺制作的铜板印刷广
告，比1473年英国宣传宗教书籍的印刷广告早了近4。

实物广告：始于明朝，北京一家鞋铺老板发明的。为了招揽
顾客，他想出主意，每天用抽签的方式赠送顾客一双鞋，不
料，一时间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文字广告具今有3000年，它是一枚纯金硬币上刻着的悬赏捉
拿逃亡奴隶的广告。

报纸广告：1650年问世，英国一份英文报纸《新闻周刊》上
刊登的寻马悬赏启示。

文艺广告始于文艺复兴时，是一名叫彼特斯托的服装商以巨
额酬金让一名演员穿上由他设计的服装演出，结果服装供不
应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装表演。(附图)

灯光广告，1882年问世，是一个叫哈默的人在英国伦敦安装
的。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霓虹灯广告，长118米，高23米，灯
管总长1280米。我们街道两旁也有许多绚丽多彩的霓虹
灯。(附图)

最贵的广告是百事公司创造的，这个公司曾邀美国当红歌星
布兰妮.斯皮尔斯为其拍摄饮料广告仅一段90秒广告，竟支
付753万美元。



世界最大广告牌是美国纽约百老汇的一块牌子，面积1068平
方米。(附图)

世界最高的广告牌安装在加拿大一座大厦的第73层楼上，距
地面高285米，广告的字母长6.7米，宽6米。(附图)

过渡：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呀，那么，广告有什么
好处呢?

(二)第二小组同学评议广告的利与弊

1.广告可以及时传播信息

2.广告可以指导消费

3.广告扩大了商品流通

4.广告推动了对外贸易

组长;不过，也有一些不法商人趁机做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
我们还收集了典型的例子。(讲故事)

我们分析了这些消费者上当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治病心切、
贪图便宜、崇拜洋货、急于致富、轻信以贵为好等。

同学甲：那该怎么办?

介绍《广告法》部分条款

第三条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要求。

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七条广告内容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促进商品和服



务质量的提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遵守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

(二)使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

(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四)妨碍社会安定和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五)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六)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

(七)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八)妨碍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

第九条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产地、用途、质量、价格、生
产者、有效期限、允许或者对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价
格、允诺有表示的，应当清楚、明白。

广告中表明推销商品、提供服务附带赠送礼品的，就当标明
赠送的品种和数量。

(三)广告的艺术与欣赏



组长：我们组搜集了一些构思巧妙、设计独特广告语，想考
考大家：

臭名远扬，香飘万里。(一家臭豆腐店广告)

口服心服。(一家矿泉水广告)

雨天更显潇洒。(雨靴广告)

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某理发店广告)

输入千言万语，打出一片深情。(某电脑公司广告)

抹去过去，改善现在，创造美好的未来。(美容霜广告)

小心驾驶，阁下无法复印。(复印机店送货车广告)

同学丙：我们也收集了一些我们身边的广告，和同学们交流。
(说说喜欢哪条广告，及原因)

表演“娃哈哈龙井茶饮料”的广告。

(只见讲台上放着一块招牌：“清代年间悦来客栈，欢迎四方
宾客光临!”突然，一位身材魁梧、腰配宝剑的“大侠”以一招
“大鹏展翅”飞身而出，落坐后，用他那苍劲有力的手猛地
一拍桌子，泠冰冰地说：“小二，给我沏杯茶。”客栈小二
肩披毛巾，身体微曲，恭恭敬敬地给大侠沏了七杯茶。大侠
见状，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哼，给我沏杯龙井
茶!”“是……是七杯……七杯龙井茶呀!”小二颤抖地解释
道。大侠用剑鞘对着小二的脖子说：“我要天堂水沏的龙井
茶，冰的!”“罗嗦!”小二不耐烦地回敬道。说完，便拿了瓶
“娃哈哈龙井茶饮料”丢给了大侠，大侠接过水痛快地饮用
起来。随着音乐的响起，讲台上招牌的内容也换成了“现代
社会休闲茶座，欢迎八方友客来坐坐”，接着，小二和大侠



一起高兴地说：“娃哈哈茶饮料，不用沏的龙井茶!”)

演唱广告歌曲“酸酸甜甜就是我”(伊利优酸乳)

(四)我做广告设计师

指导利用广告推销家乡珲春的特产、旅游、商业…

例如：要想一眼望三国，请到防川望海阁

再如:观赏荷花哪最美?珲春敬信莲花池

小结：同学们设计的广告语太精彩了，课后我们还可以把自
己学到的绘画、音乐技巧运用到广告中，使我们设计的广告
更完美!

附：学生调查表

调查表(一)

调查内容

调查时间

调查成员

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调查体会

调查表(二)



被调查人数

受广告影响购物的人数

所占的比率

[综合实践活动课方案]

四年级实践教案篇四

通过观看这几节《综合实践活动课》案例，我进一步明确了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贴近学生自身生活与社会生活，由学生
自主实践和探索，体现对知识综合运用的全新课程。综合实
践活动可以使学生把生活中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学习的对象，
自然地，综合地学习，这种学习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非老师
强加。

综合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如何真正发挥和体现学生的主
体性，综合活动课题的选择尤为重要。综合实践活动课题越
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经验，贴近学生的兴趣，贴近社会现
实，学生越能够较好的操作，越有积极性。

但并不意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学生是活动的主体，强调
要通过学生的实践来获得直接经验，而不需要老师的指导。
教师不是活动的旁观者、组织者、领导者，而且还要与学生
共同探究实践的过程。教师的指导任务贯穿学生综合实践的
全过程，包括活动中方法的`指导及交流形式和总结整合的指
导。在整个综合实践活动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教给学生获
取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多种技能。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教学，学生是主体，综合实践活动也
不例外。但综合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注重——“动”，
动脑、动手、动口，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创设各种有利于实
践的环境来促“动”。



综合实践活动也不是培养少数学生的特长活动，同时要面向
全体学生。因此，除了“激发兴趣”出发，“鼓励+赞赏”的
教学理念是全员参与的重要保障，给予每个学生自主活动的
机会，鼓励每一个学生大胆展示自己，赞赏每一个学生的点
滴所得，都能促进学生积极参与。

四年级实践教案篇五

1.认识“蟋、蟀、宅”等12个生字，会写“宅、临、选”
等14个字。正确读写“住宅、隐蔽”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读懂蟋蟀的“住宅”是怎样建成的，
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特点。

4.积累好词佳句，体会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和生动形象的语
言表达具体事物的写作方法。学习作者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抓住事物的特点进行叙述的方法。

1.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理解蟋蟀的住宅是怎样建成的。

2.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特点。

体会作者如何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具体事物。

第一课时

1.认识会写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多媒体课件



2.有关蟋蟀的文字、图片资料和作者资料

教学设计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昆虫的世界非常奇妙，夏天我们经常听到蝉在窗外高歌。
昆虫界中，除了蝉拥有优美的歌声外，还有一种昆虫也常常
给我们带来美妙的歌曲。

2.(播放蟋蟀的叫声)(课件出示2)

蟋蟀唱歌非常出名，但它还有一样东西非常出名，是什
么?(蟋蟀的住宅)(教师板书：蟋蟀的住宅)(课件出示3)

4.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疑问，跟随法国作家法布尔一起参观
“蟋蟀的住宅”。

二、朗读课文，掌握字词。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2.出示生字，多种方式朗读(开火车读，齐读，指名读)

3.分析记忆字形。教师要鼓励学生开动脑筋记忆

出示生字“宅、隐、毫、慎、址、良、掘、搜、倾、置、骤、
抛”(课件出示4)

翘舌音：蟀、宅、慎、址、置;平舌音：搜

4.书写指导。

出示生字“宅、临、选、择、址、良、穴、厅、卧、专、寸、
卫、钳、较、锯”(课件出示5)



指导书写：“穴”的最后一笔捺要舒展;“卧、专”的最后一
笔都是点;“卫”最后一笔横要长一些。

指导学生按笔顺规则写字，并注意学生的写字姿势。

5.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借用工具书解决。(课件出示6)

隐蔽：借助别的`东西遮盖掩藏。

随遇而安：顺应环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满足。

慎重：谨慎认真。

柔弱：常指体弱,易感疲劳的;易得病的。

搜索：仔细查找。

隧道：埋置于地层内的工程建筑物。

耙扫：打扫。

三、理清脉络，划分层次

1.自由朗读课文，小组讨论思考：作者观察了什么?有什么发
现?

2.课文一共9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三部分：(课件出示7)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写蟋蟀出名不光由于它的唱歌，还由于
它的住宅。

第二部分(第2～6自然段)具体介绍住宅的特点。

第三部分(第7～9自然段)具体描述蟋蟀修建住宅的经过。



四、熟读课文，了解住宅特点。

1.默读第1自然段，思考、小组讨论：蟋蟀出名有几个原因?

2.将第二句话改成“它的出名不光由于它的住宅，还由于它
的唱歌”行不行?为什么?

3.学生汇报，教师相机指导。

五、小结课文，课堂练习

师：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与感悟呢?你对蟋蟀的劳动成
果感到惊奇吗?下一节课我们再走进课文。

六、再读课文，布置作业(课件出示8)

1.带着你的疑问再读课文。

2.搜集关于描写昆虫的文章读一读，并写读书笔记。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读懂蟋蟀的“住宅”是怎样建成的，
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特点。

3.积累好词佳句，体会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和生动形象的语
言表达具体事物的写作方法。学习作者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抓住事物的特点进行叙述的方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激情导入，复习生字

1.听写生词，同桌互相检查，及时改错，必要时集体订
正：(课件出示10)

住宅临时选择住址优良卧室

大厅洞穴专家卫生钳子较大

2.作者观察了蟋蟀什么?(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

3.我们向别人介绍自己家的住宅的时候，会按照怎样的顺序
介绍?

学生说说自己的介绍顺序。

二、精读课文，深入理解。

1.现在作者法布尔就向我们介绍他发现的蟋蟀的住宅。自由
朗读2—6自然段。(教师板书：住宅特点)

(1)作者为什么把蟋蟀的洞穴称做是“住宅”呢?这是运用了
什么修辞写法?

(2)“随遇而安”什么意思?(指导学生读第2自然段的前三句
话)

(3)“蟋蟀和它们不同，不肯随遇而安”这恰好照应了课
题“住宅”一词。读着这句话，你还会想些什么?(教师板书：
选址慎重、自己挖掘不肯随遇而安)



(4)指导朗读，体会“不肯随遇而安”所表达的丰富内涵。

思考：作者发现了什么?他是怎么介绍的?

2.学生汇报：

外部：(教师板书：外部)

隧道——排水良好

青草丛中隐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这里也立刻
就会干的。(拟人的手法)(课件出示11)

门——隐蔽

出口的地方总有一丛草半掩着，就像一座门。(比喻的手
法)(课件出示12)

平台——平坦(教师板书：隐蔽平坦)

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
的平台。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拟
人手法)(课件出示13)

3.齐读第5自然段，教师追问：这些都是从哪一方面介绍蟋蟀
的住宅?(外部)

4.介绍完蟋蟀住宅的外部后，作者又发现了什么?(学习第6自
然段)

内部：简朴、清洁、干燥、卫生(课件出示14)(教师板书：内
部：简朴、清洁、干燥、卫生)

三、精读课文，加深理解



1.自由朗读7—9自然段，思考：为什么说蟋蟀的住宅真可以
算是伟大的工程呢?抓住关键词句，说说你的感受。

2.学生汇报：

动工时间：十月，秋天初寒(教师板书：动工时间：十月)

挖掘过程：

它用前足扒土，还用钳子搬掉较大的土块。它用强有力的后
足踏地。后腿上有两排锯，用它将泥土推到后面，倾斜铺开。
(挖掘工具柔弱)(课件出示15)

蟋蟀钻到土底下干活，如果感到疲劳，它就在未完工的家门
口休息一会儿，头朝着外面，触须轻微地摆动。(勤劳，作者
观察细心)(课件出示16)

长时间修整

余下的是长时间的整修，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

即使在冬天，只要天气温和，太阳晒到它住宅的门口，还可
以看见蟋蟀从里面不断抛出泥土来。(勤劳)(课件出示17)(教
师板书：挖掘过程：不断整修勤奋)

3.再次朗读7—9自然段，感受蟋蟀建筑住宅的过程。

(1)从哪些地方看出来蟋蟀不肯随遇而安?

蟋蟀不肯随遇而安体现在:一是它慎重地选择住址;二是它不
利用现成的洞穴;三是自己一点儿一点儿挖掘洞穴。

(2)作者是如何把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写清楚的?

通过“扒”“搬”“踏”“推”“铺”一系列动词，具体生



动地描写了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表现了蟋蟀的建筑才能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

四、课堂总结，回顾课文

法布尔先生经过长期、细心地观察，发现了蟋蟀住宅的特点
以及建筑过程，他像介绍朋友的住宅一样，用生动的语言向
我们介绍了蟋蟀的住宅，让我们感受到蟋蟀的住宅真可以算是
“伟大的工程”。

五、拓展延伸，布置作业

1.科学家法布尔以严谨求实、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坚持长
期细心观察的敬业精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平时，我们每一
个人也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从小培养
耐心细致的观察习惯，积极探索，为科学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谈谈你读了这篇课文后有什么感受或启发?

3.选择学习。(课件出示18)

(1)课后选一处景物进行观察，练习写一写。

(2)继续搜集关于昆虫奥秘的相关资料。

(3)有条件的读一读《昆虫记》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