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 四
年级语文教案(模板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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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一

1、学会书写6个生字。

2、抓住人物的做法和语言，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做事情应该
多动脑筋、开拓思路，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广
泛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

3、分角色表演故事，注意发挥想象，合情合理地补充人物对
话，培养学生思维的条理性和口头表达能力。

4、学习作者以小见大的表达方式，注意观察生活小事，通过
生活细节表现人物性格或生活哲理。

归纳总结阿诺德和布鲁诺之间的“差别”，交流自己从课文
中得到的启示。

学习作者以小见大的表达方式，注意观察生活小事，通过生
活细节表现人物性格或生活哲理。

幻灯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由差别引入，激发阅读兴趣，整体感知课文。

古希腊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总是存
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看到题目，你想从课文中了解些什么？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课文。

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语句。

检查生字、词汇的自学情况。

试着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主要讲了布鲁诺因为没有提薪，在老板面前发牢骚，
老板通过让他与阿诺德分别到集市上买土豆，使他认识到与
阿诺德的差别）

二、文本探究，寻找差别。

再读课文，从文章中找出人物的做法和语言，思考以下几个
问题：

从课文中找一找，你从他们的做法中对他们有什么认识？在
书页的空白处留下自己思考的痕迹，也可以和周围的同学交
流交流。

三、交流初读收获，进一步了解课文的重要内容。

1、用简洁的语言说说两人的`差别是什么。

布鲁诺：去了三次市场，带回来的信息少，被动。

阿诺德：去了一次市场，带回来的信息多，主动。



2、这些差别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影响？你对这两个人有什么初
步的认识？

四、课堂小结：

学到这里，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布鲁诺和阿诺德对待同一件
事情的不同做法使他们受到了不同的待遇，那么他们的差别
究竟是什么？应该值得我们深深地体会与思考。

第二课时

一、回顾课文，提出问题。

从买土豆这件事看，阿诺德具有什么优秀品质？他与布鲁诺
的真正差别是什么？

二、自读自悟，理解课文内涵，感悟哲理。

1、阿诺德是怎样对待工作的？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的？你觉
得他具有哪些优秀的品质？

2、当布鲁诺看到阿诺德的表现，此时，他会怎样想？

如果你见到布鲁诺你会怎样对他说？你会怎样弥补这种差距？

3、为什么办同样的事情会有这样的差别？他们真正的差别是
什么？

二者的差别不是外貌，也不是勤劳程度，而是思维态度、方
式和观察能力。最主要的差别是思维态度和方式。两个人都
很勤快，但是仅仅做到“勤”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
的思维态度和方式不同，对待问题主动与被动的不同态度。

4、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你觉得自己更接近谁？从中你又得
到什么启示？



三、角色表演、深化理解。

学生交流。

分组尝试分角色表演。

表演点评。

四、放飞想像、能力培养

布鲁诺后来有没有变化呢？他能不能赶上阿诺德？请同学们
合理地作出推断，大胆地驰骋想像，猜故事的结局，虚构接
下来的情节，续写《差别》。

五、课外拓展

教师提供《一分钟》、《一定要洗七遍》等阅读材料，供学
生课外阅读、体味、感悟、明理。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渗透正确的审美观教
育。

2、读懂课文内容，能有条理地讲述这个故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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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默读课文第3、4自然段，能简要口述骆驼的驼峰、脚掌、
眼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

学习课文抓住特点、选择有关材料、具体化的描写方法。

理解为什么把骆驼称为“沙漠之舟”。



1、学生查找有关描写骆驼身体特点和生活习性的相关资料。

2、电脑课件。

两课时

1、谈话：小朋友见过骆驼吗？在哪里见过？它是什么样的？
（指名学生说一说）

2、今天我们学习的一篇课文就是讲骆驼的，题目是：我应该
感到自豪才对。（板书）

1、出示自学题

（1）自由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读通句子，想一想课
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读读下面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它们的意思，注意带
点的字。

疙瘩自豪骆驼委屈足够沙漠小溪陷进养料

风沙茫茫贮存俯下身子铺天盖地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及时辅导后进生

1、指名读课文，帮助纠正字音和读得不通顺的地方，引导学
生把课文读正确。

2、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说一说课文哪一部分是讲小骆驼跟着妈妈到沙漠旅行的。
（第3、4自然段）

4、指名读自学题（2）的词语，注意3个带点字都读轻声，教



师领读这3个词语。

5、说一说“自豪、委屈、足够、小溪、陷进、养料、风沙”
等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学生说出意思后，教师要进一步追
问是怎么学会的。学生说不出来要引导他们反复读课文、看
课文插图来加以理解。

6、小结自学情况，表扬学得好的，鼓励学得不够好的

1、指名读第1、2自然段，思考第1、2自然段写什么。

2、引导学生归纳。

3、指导朗读这一部分课文。

（1）教师范读。

（2）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读。

（3）指名读，引导学生说一说读得怎么样，提醒学生注意通
过读体会小骆驼照镜子时候的心情，读准小红马批评小骆驼
难看时的语气，并通过读进一步理解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4）分组齐读这一部分课文。

1．用钢笔描红。

（1）引导学生观察哪些字容易写错，教师提醒学生注
意“鼻”和“陷”的写法。

（2）学生当堂描红，教师注意学生写字习惯的养成，还可以
适当播放一些轻音乐，以减轻学生课堂疲劳。

（3）及时反馈，指出优缺点，进行强化练习。



（4）欣赏佳作。

2．抄写课后第三题的词语，每个词语四遍

3．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第二教时

1．听写词语。

2．说一说妈妈为什么要带小骆驼到沙漠里走一趟。

1．默读课文，完成课文后第四题。

2．教师巡视，相机辅导后进生。

3．讨论课文后第四题的答案并板书。学生根据板书检查自己
做的答案。

4．指导朗读课文。

（1）学生琢磨这一部分改怎么读。

（2）指名读，引导评判是否读得有感情，提醒学生：通过读
突出沙漠的广大和环境恶劣，体会妈妈的良苦用心，体会文
章用词造句的精妙。妈妈的话耐人寻味，要反复读，读准妈
妈说话时的语气、感情。

（3）学生再练读、齐读。

5、小结。

（1）这一部分课文写了什么？请同学说一说。

（2）指名同学复述这一部分课文。

1、过渡：妈妈的亲切教导，自己的亲身体验，使小骆驼明白



了什么呢？

2、自由朗读第5自然段。

3、指名读课文，引导评判学生是否带了自豪的感情读这一部
分课文。指导学生读好这一段。

（1）思考：小骆驼想到了什么才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呀”？

（2）讨论。

（3）教师范读，学生练读。齐读

4、教师小结。

1．分组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说话训练：同学们，小骆驼以后再听到小红马说它难看会
怎么说呢？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回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板书设计：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驼峰——贮存着养料——足够路上用

委屈脚掌——又大又厚——

不会陷进松散的沙子里自豪



眼睛——双层眼毛——

风沙过去了，没进一点沙子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三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感知课文内容，体会小伙伴的可怜，激发学生的同情心。

教学重点、难点

1.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体会小伙伴的可怜，激发学生的同情心。

教学准备

生字词语卡片。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出示课题，引导质疑

1.出示课题，理解课题

看到题目，有什么不解？

2.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解释。



3.引导质疑，驾驶归纳问题。

（1）达贝里年纪那么小，他为什么要办杂志？

（2）达贝里年纪那么小，他怎么办杂志的？

（3）达贝里创办的《阳光》杂志挣来的钱怎么花的？

4.导入：现在就请大家按老师的要求读课文，尽可能借助小
组的力量，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二、提纲导入，小组合作学习

1.下组选择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画出生字，在组长的组织
下学习生字，认读词语。

2.自由读课文，小组内检查上述问题的解答情况或小组内讨
论，交流，解答这些问题。

3.画出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语句，说说自己的体会。

三、掌握生字，整体感知

1.出示生字词卡片，学生读，教师强调。

2.再读词语巩固认读。

3.指名分段读课文，再次感知课文内容，了解课文内容，了
解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使？

4.小结：

一个少年年仅12岁少年达贝里创办了一份杂志令人佩服。他
用办杂志挣来的钱帮助贫困小伙伴，而自己却一分钱也不花，
这更让人感动。



四、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了解穷孩子的困境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思考：在九十多年前，一些穷孩子遇
到什么困难？说说自己的体会。

2.指名反馈，出示句子体会带点的词语。

（纽约市的一所小学有一些穷孩子，每年寒冻一到，因为没
有鞋穿，无法去上课。）

3.学生说体会。

4.是的.，有一个少年名叫迪罗达贝里，他就想让同学们穿上
鞋，摆脱贫困。

5.比较体会：

（1）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我要是能穿上鞋袜那该多暖和呀！

（2）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同学们要是能穿上鞋袜那该多暖和
呀！

6.有感情地朗读第一自然段。

五、小结

在寒冷的冬天，同学们那么渴望能穿上鞋袜暖和暖和呀！达
贝里并没有等着天上掉下鞋袜来，而是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他要创办杂志挣钱来帮助同学们。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六、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继续学习课文，知道达贝里是如何创办杂志，并用挣来的
钱关爱和帮助贫困小伙伴。

2.总结全文，激发学生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情感，使学生
懂得要为别人着想，做一个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课时重点、难点

1.激发学生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情感，使学生懂得要为别
人着想，做一个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巩固生字，导入新课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读。

2.九十多年钱，纽约市的一个小学的穷孩子，每年寒冬一到，
因为没有鞋穿，无法去上学。达贝里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中
的一员，于是，他想办法办杂志挣钱来帮助贫困的小伙伴。
那么，他是怎样做的？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



二、学生自学，抓关键词句谈体会

1.出示提示：

（1）达贝里为了创办杂志《阳光》都做了哪些事？

（2）达贝里办杂志挣到的钱是怎么使用的？

2.学生自学。

3.集体反馈。

三、小结

1.我们的身边也有许多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事。来我们来说一
说吧。

2.总结：多么有爱心的孩子呀，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
是他的行为，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应该向达贝里
学习。做一个关心和帮助别人、有爱心的人。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讲讲你或小伙伴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故事。

板书设计：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四

语言和感情永远是语文教学的两根支柱，离开了感情的语言
缺乏感染力，离开了语言的感情是空洞乏味的。教学中，引
导学生通过品味、咀嚼课文中关键词、句来领悟人间真情，
用个性化的朗读来表达这份情，从而实现语文素养的提高和



滋养人文精神的双重目标。

1、通过联系上下文和查字典理解“窘住”“不辞辛苦”
和“沉吟”等关键词的意思。

2、在洞察人物内心世界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感受小女孩对妈妈真挚的爱和大胡子老板美好、善良的品
质。

幻灯片、音乐

一、听写词语，复述故事——温故知新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圣诞老人的礼物》这篇课文，请同
学们跟老师一起板书课题，强调“诞”字的书写。

2、组织同学们听写词语：橱窗、假发；项链、恳求；不辞辛
苦、遗憾；包裹、纯洁。

3、课文中介绍了几个人？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请你
根据上面词语的提示，试着用三、五句话讲一讲这个生动的
故事。

（解说：听写的8个词语中包含了所有要求会写的生字，并提
示了故事的主要情节。问题和词语成为学生复述课文的阶梯。
引导学生整体回味的同时为近一步理解课文铺垫蓄势。）

二、整体感悟，学做批注——由浅入深

1、指名按照自然段朗读课文。

预设：这是一名非常孝顺的小女孩。

这是一名很坚强的小女孩。



2、默读课文，边读边做批注，把最能体现小女孩孝顺、坚强
的语句画出来。精彩的语句就像茶一样，要反复地品味、玩
赏，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希望同学们找到这些语句后，像
品茶一样反复品玩，把你品出的滋味变成文字，流淌在书上。

（解说：让学生在整体感悟的基础上，交流自己初步的感受，
对小女孩又一个朦胧的认识，为下文品词析句打下基础。同
时侧重指导学生做批注，让学生能透过文字领悟到更深层次
的思想感情。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从文中来在到文中去的学习
过程。）

三、品析词句，洞察心理——一叶知秋

汇报读书心得，交流读书的感受。

1、体会小女孩看到假发时的欣喜和激动。

从哪些语句能看出小女孩很孝顺？（第一自然段第二句话）

小女孩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此时小女孩什么心情？用一个词语形容一下？（高兴、激动、
欣喜、喜出望外）

把你的感受融入朗读中，读一读这段心理活动的描写。

（解说：透过语言文字，读懂人物内心的情感，充分理解的
基础上融入朗读中。以读抒情，以情促读。）

2、体会小女孩钱不够时的无奈和窘迫。

还从哪些语句中能看出小女孩很孝顺？（第三自然段）

查字典理解“窘”在文中的意思。（窘：为难）



小女孩因为什么为难呢？（体会项链的价格与假发的价格相
去甚远。）

是呀，项链可能是妈妈曾经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她全部的
家当，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可还抵不过假发价格的七分之一，
如果你是小女孩，此时你心里会怎么想？（无奈、悲伤、失
望、羞涩）

把理解融入朗读中，试着读一读。

（解说：关注重点语句中的中心词，通过查字典的方式让学
生自己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查阅工具书的习惯。
）

3、体会小女孩为换回假发付出的辛苦。

读到哪句话时，你的心弦为之一颤，让你为之感动？（第四
自然段第四句）

小女孩手臂上的伤口就是无声的语言，看着这一道道伤口，
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什么画面？

预设：小女孩抓着藤条、攀越着岩石上山的画面。

她被一群也蜜蜂追赶、叮咬的画面。

她不小心从山上滚落的画面。

是呀，这伤口的背后是默默地付出，这伤口的背后是无法形
容的疼痛，面对这些小女孩没有退缩，支持她一路走来的是
什么？是她对妈妈深深的爱，是她对妈妈恢复往日的漂亮的
强烈渴求，是她那令人感动的一片孝心。

播放音乐，教师范读第4自然段。



学生自由读。

指名读课文。

（解说：根据文字想象画面，充分利用教材的空缺，让学生
展开想象来补白。在学生有了一定感情积淀的时候，播放音
乐，烘托气氛，创设情境，指导朗读。）

4、体会小女孩听了老板的话表现出的坚强和失望。

读到哪句话时，你的心弦再次被触动，让你感到很伤心？
（第四自然段第五句）

小女孩因什么而“愤怒”？又因什么而“忧伤”？

是呀，当悲伤和失望累计到一定程度时，她变得愈发地坚强，
带着自己的理解读一读这句话。

四、联系前文，再次品味——拨云见日

1、读了五、六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圣诞老人就是大胡
子叔叔。）

2、联系前文，说说从哪里得知圣诞老人就是大胡子叔叔？

预设：只有大胡子叔叔知道小女孩的妈妈急需这顶假发。

大胡子叔叔沉吟了一会儿，遗憾地说……

预设：他被小女孩的一片孝心深深感动了。

对小女孩妈妈的身体和母女贫困的生活非常同情。

已经打定主意，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



带着对小女孩境遇的同情，带着对大胡子老板的敬意，我们
再来读一读第四自然段。

播放音乐，再次品味文字。

（解说：通过对圣诞老人是谁的揭示，再次品味文章的重点
段落，充分理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使学生与文中人物在
情感上达成共鸣。）

五、布置作业，展开想象——余音缭绕

作业超市，自足选择。

1、给故事续编一个合理的结局。

2、从小女孩、妈妈、大胡子三个人物中选择一个或两个，把
想对她们要说的话写下来。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五

1、正确认读本课6个生字，掌握11个要求会写的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山里人”热情、淳朴的性格，初步
学习作者运用语言、动作描写人物的方法。

3、能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一课时

小朋友们，你们去过山里吗？感受过山里人的热情、淳朴吗？
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篇有关山里人的文章：《炊烟》。

师板书课题。

看到题目，你想到了什么？想知道什么？学生说一说。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字字入眼、句句入心，把句子读
准确、读通顺。不认识的生字可以查字典解决。

2、检查朗读情况。指明分段读，纠正错误的字音。

3、理解词语。在小组里交流，不懂的词语小组成员通过联系
上下文或差字典、词典解决，再有不懂的词语全班一起交流
解决。

4、再读课文，思考文中讲了一件什么事？木屋主人给你留下
了怎样的.印象？

第二课时

1、出示问题：木屋的主人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结合人物
有关的语言、动作谈一谈。

2、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给自己印象最深的语
句，体会着认真有感情地读一读，并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

3、小组交流。学生把自己感受最深的语句在小组里读，并谈
自己的感受。小组评价。

4、全班交流。由小组代表读自己感受最深的语句，并谈感受。
全班同学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交流。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和神态理解人物
性格，让学生体会如何通过语言文字抓住人物的精神品质。

读了《炊烟》，木屋主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同学
再次快速通读全文，看还有什么疑问，提出来一块儿解决。



四年级语文生命生命教案人教版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渗透正确的审美观教
育。

2、读懂课文内容，能有条理地讲述这个故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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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默读课文第3、4自然段，能简要口述骆驼的驼峰、脚掌、
眼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

学习课文抓住特点、选择有关材料、具体化的描写方法。

理解为什么把骆驼称为“沙漠之舟”。

1、学生查找有关描写骆驼身体特点和生活习性的相关资料。

2、电脑课件。

两课时

1、谈话：小朋友见过骆驼吗？在哪里见过？它是什么样的？
（指名学生说一说）

2、今天我们学习的一篇课文就是讲骆驼的，题目是：我应该
感到自豪才对。（板书）

1、出示自学题

（1）自由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读通句子，想一想课
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读读下面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它们的意思，注意带



点的字。

疙瘩 自豪 骆驼 委屈 足够 沙漠 小溪 陷进 养料

风沙 茫茫 贮存 俯下身子 铺天盖地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及时辅导后进生

1、指名读课文，帮助纠正字音和读得不通顺的地方，引导学
生把课文读正确。

2、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说一说课文哪一部分是讲小骆驼跟着妈妈到沙漠旅行的。
（第3、4自然段）

4、指名读自学题（2）的词语，注意3个带点字都读轻声，教
师领读这3个词语。

5、说一说“自豪、委屈、足够、小溪、陷进、养料、风沙”
等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学生说出意思后，教师要进一步追
问是怎么学会的。学生说不出来要引导他们反复读课文、看
课文插图来加以理解。

6、小结自学情况，表扬学得好的，鼓励学得不够好的

1、指名读第1、2自然段，思考第1、2自然段写什么。

2、引导学生归纳。

3、指导朗读这一部分课文。

（1） 教师范读。

（2） 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读。



（3） 指名读，引导学生说一说读得怎么样，提醒学生注意
通过读体会小骆驼照镜子时候的心情，读准小红马批评小骆
驼难看时的语气，并通过读进一步理解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4） 分组齐读这一部分课文。

1．用钢笔描红。

（1）引导学生观察哪些字容易写错，教师提醒学生注
意“鼻”和“陷”的写法。

（2）学生当堂描红，教师注意学生写字习惯的养成，还可以
适当播放一些轻音乐，以减轻学生课堂疲劳。

（3）及时反馈，指出优缺点，进行强化练习。

（4）欣赏佳作。

2．抄写课后第三题的词语，每个词语四遍

3．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第二教时

1．听写词语。

2．说一说妈妈为什么要带小骆驼到沙漠里走一趟。

1．默读课文，完成课文后第四题。

2．教师巡视，相机辅导后进生。

3．讨论课文后第四题的答案并板书。学生根据板书检查自己
做的答案。

4．指导朗读课文。



（1）学生琢磨这一部分改怎么读。

（2）指名读，引导评判是否读得有感情，提醒学生：通过读
突出沙漠的广大和环境恶劣，体会妈妈的良苦用心，体会文
章用词造句的精妙。妈妈的话耐人寻味，要反复读，读准妈
妈说话时的语气、感情。

（3）学生再练读、齐读。

5、小结。

（1）这一部分课文写了什么？请同学说一说。

（2）指名同学复述这一部分课文。

1、过渡：妈妈的亲切教导，自己的亲身体验，使小骆驼明白
了什么呢？

2、自由朗读第5自然段。

3、指名读课文，引导评判学生是否带了自豪的感情读这一部
分课文。指导学生读好这一段。

（1）思考：小骆驼想到了什么才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呀”？

（2）讨论。

（3）教师范读，学生练读。齐读

4、教师小结。

1．分组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说话训练：同学们，小骆驼以后再听到小红马说它难看会



怎么说呢？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回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板书设计：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驼峰——贮存着养料——足够路上用

委屈 脚掌——又大又厚——

不会陷进松散的沙子里自豪

眼睛——双层眼毛——

风沙过去了，没进一点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