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麦哨教案 四年级语文麦
哨获奖教学设计(通用7篇)

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计划、组织、指导和评价
的有机整合。想要了解更多优秀的四年级教案，可以参考一
下下面的教学资源。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一

新课程提倡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倡导语文课堂的开放性和
生成性，注重学生的兴趣和体验，注重学生的实践和探究，
学习语文与课外阅读相结合，是这一节课里所要努力达到的。
教学时，应该：一、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以探究问题带
动朗读；二、让学生运用学习前面三篇文章的方法自读全文，
品味语言，积累运用；三、让学生结合综合性学习的任务，
在生活中去实践，去感悟。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在自主梳理，合作交流补充的过程中，展示想画面的本领，
尝试用小标题概括，在老师的指导下关注遗漏或合并，进而
读懂这篇散文的主题是为了表现乡村生活。

2.在交流中，尝试运用本单元想象画面的方法来感受乡村生
活的情趣。

3.读文后，同桌检查文中要求认识的“畔、兜、穗、裹、嚼、
肺、腑、撩”这八个生字，分类积累描写声音及“吃茅茅
针”的语句，并尝试运用。

一、谈话导入，回顾阅读方法。



生：我们要有感情地朗读。

生：还要把自己喜欢的部分背下来。

生：我们要想象画面。

师：想象画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走进文中，会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是吗？

师：光想画面，还不过瘾，还要走进画面。怎样走进画面呢？
这个单元的导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

师：当我们读到描写瓜果芳香的句子时，你该怎么读？

生：我们应该想象着用耳朵去【板书：听】。

师：当我们读到描写辽阔的草地，成群的牛羊的句子，我们
又该怎样做？

生：我们应该想象着用眼睛去【板书：看】。看都不够，得
欣赏。

师：对呀，调动我们的感官，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眼睛
看，甚至是用嘴巴【板书：尝】，用手去【板书：触】摸，
这样才能让我们走进画面。

师：想画面，走进画面，这两方法你学会了吗？下面我们读
《麦哨》这篇课文来检验一下同学们的读书本领。首先要看
同学们想画面的本领。看看你能看到几幅画面？开始读吧！

二、初读课文，梳理画面。

1.师：大家都读完了吗？请把书扣过去，看到几幅画面？用
手势告诉老师。看到一幅的，可以得六十分，看到三幅画面
的请举手，可以得八十分，看到五幅画面的，可以打一百分。



师：老师想先请看到一幅画面的同学来展示，现在不说，后
面可就没机会了。

（第三自然段）

生：我看到了孩子的穿着这幅画面。

师：看来，你在读第三自然段的时候，眼前浮现出这些孩子
们的样子？

师：那在你们眼前的画面中

，这群孩子在干什么呢？对，这就是割草的孩子们的画面。
翻开书，找到这段，写下来。

（第四自然段）

生：我看到了有许多植物，有麦子，油菜花......

师：看来，你们明白这个意思，但把他们叫做植物或农作物，
感觉就像科学书上的插图，冷冰冰，这是风景呀！这是哪里
的风景，还记得吗？翻开书快看。田野的风光。好，把田野
圈起来，在上面写上风光两个字。这就又是一副画面了。

（第五自然段）

生：我看到的是孩子们翻跟头、竖蜻蜓、摔跤的画面。

师：你们看到了孩子们竖蜻蜓、摔跤、翻跟头，这些都是孩
子们在——游戏

师：这活动的地点太特别了，知道在哪吗？！那这幅画面可
得改改了，对，那这就是在草地游戏。好，批注在书上。

（第六自然段）



生：我还看到了孩子们吃茅茅针的画面。

师：你在读书时看到了孩子们吃茅茅针，这个画面不仅有吃
茅茅针，还能看到什么？看看书。有采集的，有品尝的，还
有茅茅针的样子。

师：那合起来就是采集茅茅针的画面，不仅有采集的，有品
尝的，还有茅茅针的样子。记在书上。

师：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五幅得100分，除此之外，同学们
还看没看到其他的画面？

（第一二、七八自然段。）

师：除了这四幅画面，还有没有其他的画面啦？看看书，还
有哪些段落你没有关注到。

师：对，孩子们吹麦哨的画面。记在书上。

梳理：

师：我们来看，你们最开始看到的几幅画面和现在我们看到
的画面一样吗？

师：有没有五幅画面都看到的。了不起，你真是阅读高手。

师：其他同学请起立，哪个画面，你在最开始读书的时候漏
掉了？快说说，要诚实呀！在比如说，在割草的孩子这个画
面中，谁只注意孩子们，而没有注意到割草啦？草地玩耍这
个画面，谁只注意玩耍，而没注意到草地的？把看到的画面
打上对号，没看到的画面打上重点号。以后读书细致点，你
们也一定能成为读书高手。

生：都是在写孩子们的生活。



师：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看着这样的乡村生活画
面，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感受？

三、想象体会，感受乡村生活。

1.你羡慕他们什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羡慕、向往、甚至是
想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呢？

2.默读课文，批注交流。你读书用......干什么啦！读是能
读到，但会读的人，会闻到，看到，听到，尝到。

师：来我们来交流一下，说说你的感受。

第五自然段（玩耍之乐）

生：最吸引我的是第五自然段，“孩子们跑到铺满青草的土
坡上面，翻跟头，竖蜻蜓，还有摔跤比赛。草地柔软而又弹
性，比城里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这简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
场！”读到这，我感觉他们玩的太开心了，可以自由自在地
做他们想做的游戏。

点评：同学们知道他为什么羡慕吗？因为他都想象着用脚去
踩那片草地了，太舒服了。

听着他的话，我们都感受到你已经跑到草地上翻跟头、竖蜻
蜓去了。

听你一说，都感觉到他的身子都到草地上打滚了。他在读书
的时候都会调动整个身子来想象啦。来给我们读，让我们也
想象着打个滚。

呀，你的手都已经拄在草地上了，你才知道他有多软啊！

同学们，他简直是用脚在踩着草地来读书啊，让我们也踩着
那柔软舒适有弹性的草地来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畔、兜、穗、裹、嚼、肺、腑、撩”八个生字，能
准确认读。

2、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能有感情朗读。

3、体会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恋。

教学重点：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能有感情朗读。

教学难点：体会乡村生活的欢快、柔美，和我们这些整天忙
忙碌碌的现代人相比较，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的主人，是自
己生命的主人，是真正快乐、幸福、自由的主人。

教学准备：《牧童短笛》的音乐教学课时：一课时

一、初读课文

1、直观激趣

播放课件，观看乡村生活的场面，让学生对乡村生活的情趣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有助于学生接下来理解课文的意境。

2、范读激情

教师配乐范读全文。要求学生闭目静听，全身心地感受课文
的美好意境。

3、初读感受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自学新词，读通课文，初步感受课文大
意。



4、互助识字

相互交流生字学习情况，出示生字“畔、兜、穗、裹、嚼、
肺、腑、撩”，要求每位学生至少选择一个生字（越多越好）
准备参与交流，多音字的分析（和、应），形近字的比较
（“俯”和“腑”）。发挥学生主体性，引导学生从自己的
实际出发，说说自己曾经见过的字，自己容易写错读错的字，
自己发现很特别、很有趣的字，（尽量做到字不离词、词不
离句）

二、感悟文章

1、步入“欢快、柔美”的课堂

学生快速地默读课文后，请同学们来猜一猜，看看谁是老
师“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理解“欢快、柔美”

（2）学生“欢快、柔美”地自由朗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第
一次感受人们的“欢快、柔美”。

从文本向生活拓展，使学生认识到“欢快、柔美的生活”是
建立在一定的环境下和一定的基础上的，需要一定的条件，
不是每个人随随便便就能过上“欢快、柔美”的生活。

3、领悟“欢快、柔美”的内涵

（1）播放《牧童短笛》，师生一起齐读最后一自然段。

（2）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找出你喜欢的部分，说说理由，
朗读出感受。

（3）乡村的生活为什么柔美、欢快呢？仅仅是因为乡村景色
怡人吗？



（经老师的这一点拨，学生不难感受到人们“欢快、柔美”
的背后，是老人的健康长寿，是孩子的聪明可爱，是夫妻的
恩爱美满，是邻居的和睦友好。从孩子们欢快的神情，看到
人们的欢快生活；从人们的欢快生活，联想到整个乡村欢快、
柔美的生活。）

4、提升“欢快、柔美”的意境

（1）教师告诉学生，有一位诗人读了《麦哨》这篇课文之后，
激动不已，将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用28个字概括成一首
精美的小诗：

碧湖，绿田，孩子；清风，炊烟，农家；青山，翠柳，稻花；
夕阳西下，幸福人，乐开花。

（2）引导学生反复吟诵，细细品味。

（3）希望同学们展开想象，课后也写一首精美的小诗。

板书设计

24、麦哨

欢快柔美

无拘无束

[《麦哨》教学设计(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四

1：认识8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感受乡村孩子的淳朴自然、欢



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3：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二：由图入题

1：观察插图或教学挂图，你猜一猜，课文描写的是什么地方，
什么季节的什么情景?(盛夏时节乡间田野孩子们无拘无束的
生活情景)

2：乡村孩子的生活是怎样的?认真读一读课文吧!(板书课题)

三：感知课文

1：自由读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看看课文几次写到“麦
哨”?是怎样描写的?你从中能感受到什么?(首尾两次写
到“麦哨”。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美;乡村孩子在田
野中无拘无束的快乐游戏)

2：默读课文，画出重点词句，写出真实感受。

3：组内交流。

4：全班交流。

四：品味语言

1：画出你自己最喜欢的语言，试着读出喜欢的感情。

2：教师巡视指导朗读。

3：指名有感情的朗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五：扩展阅读



阅读选读课文中的《可爱的草塘》。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五

略读课文

1、认识“畔、兜、穗”等8个字。

2、自主读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田园
风光的美好和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3、感受语言的丰富与优美，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教学重点：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六

--南和县闫里乡段村学校李玲

教学目标：

1．认识“畔、兜、穗、裹、嚼、肺、腑、撩”八个生字，能
准确认读。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村孩子纯朴自然、欢快的童年
生活。

3．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点：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问题：

教学准备：挂图或课件、麦哨实物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介绍作用

1．板书课题，质疑。

3．介绍作用：用麦秸做的哨子。把麦秸削孔，然后放在口中
吹，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二、初读课文，学习词语

1．请同学们打开课文，自由朗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通、读
顺，遇到难读的字多读几次。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3．出示词语，生读

湖畔肚兜嫩荚麦穗儿麦芒擎起包裹嚼嚼吮吮直沁肺腑撩起你
呼我应

此起彼落茅茅针麦秆似的结出黑白相间乐谱剥开和着

多音字：和、应、结、剥

形近字的比较：“俯”和“腑”

三、品读课文，初步感悟



1．自由读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看看课文几次写到“麦
哨”？是怎样描写的？

2．组内交流。

（首尾两次写到“麦哨”。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美；
乡村孩子在田野中无拘无束地快乐游戏）

3．师：变化丰富的麦哨声就像一曲曲风格不同的田园牧歌，
我们听着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短促的麦哨声是一曲欢快的乐曲，悠长的麦哨声是一曲柔
美的乐曲，而相互应和着的麦哨声）

4．学习写法：

师：麦哨声一呼一应，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美。你
还发现什么也前后呼应着？

（小结：课文首尾两次写到“麦哨”。你呼我应，让我们一
直沉浸在麦哨所吹响的田园牧歌里。）就像一曲合奏曲。）

5．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四、细读课文，品味语言

1.过渡：为什么孩子们的麦哨声吹得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读一读课文的其他段落，
去欣赏乡野生活里的“欢快”与“柔美”的画面。

2.请大家自读自悟，边读边把“欢快”与“柔美”标注在相
关的句子边。

3.随机交流所欣赏到的“乐”与“美”和画面，边交流边指
导朗读，读出相应的感受。



a、孩子们衣服美、外貌美。

“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

“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
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看图品味：碧蓝的湖水边，茵茵绿草地上，孩子们玩耍割草，
就像是绿草地上盛开了无数美丽的花儿，好一幅色彩艳丽的
画。

b、田野里花果美：

“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音
符。”

哪些颜色映入你的眼帘？把描写颜色的词语圈划出来：

鹅黄嫩绿、浓阴、金黄、黑白相间、雪白、浅黄色

这些颜色是一起出现的吗？（圈划：前几天、转眼间）这是
一幅怎样的画面？（好一幅变幻无穷五彩纷呈的画。）

4、仿写练习：（出示图片，看图，用“谢了……结出”说一
个排比句。）

这段不但写出了田野里花果美，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田
园里丰收乐。

c、田园里丰收乐：

“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音
符。”



哪些词语让你看到了丰收的景象？（圈划：到处、密密的、
一蓬蓬、丰满、齐刷刷。）

重点品味“擎”。（与举、托相比，“擎”字更显出果实的
丰满，突出麦子的自豪与献礼般的郑重。）

看到这么美的麦田，你想说什么呢？跳动的音符奏出的是什
么乐曲？（整个田野就好象是一篇完整的，优美的丰收乐章。
）

d、小伙伴游戏乐：

“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头……这简直是一
个天然的运动场。”

如果你在这个运动场上玩耍，心情会怎样？读到这里，你有
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读！）

难怪“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
一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e、茅茅针滋味美：“……一股甘甜清凉的滋味很快从舌尖直
沁肺腑！”

草地是天然的垫子，那茅茅针呢？（是天然的绿色饮料）

那种滋味会象什么呢？想象着这种滋味，我们也来好好尝尝
吧！（读！）

五、学生自读，交流美句

1.同学们，刚才我们品味着课文，仿佛看到了乡间田野里即
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们玩耍嬉戏的情形，那快乐美好的田园
生活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再仔细读读课文，



一定会发现课文中的好多词句也像麦芒一样齐刷刷的，也是
那样的美。

2.学生自读，寻找有规律的词句，交流美的语句，诵读积累
喜欢的词句。（通过师生对读、同桌对读等形式读出句的节
奏美，积累词句）

一声呼，一声应玩累了，喊渴了

密密的鼓鼓的嚼嚼，吮吮

你呼我应，此起彼落一张张一朵朵

一蓬蓬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3．你还有不会的吗？那么，课文为什么以“麦哨”为题？

总结：文章以麦哨为线索，以首尾呼应的音律，呈现了一派
丰收在即的田园风光，从而隐喻出生活在田园里的孩子们，
童年的生活就像麦哨的声音，这哨声是那么欢快、柔美，悠
远，绵长。这节课，我们跟随作者领略了美好的田园风光和
孩子们的欢乐，了解了作者的一些写文章的方法，希望你们
也能像作者这样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准确而恰当地表达出来。

四、拓展延伸。

2．有一位读者读了《麦哨》这篇课文后，激动不已，将乡村
的欢快、柔美生活，用28个字概括成一首精美的小诗：

碧湖，绿田，孩子；清风，炊烟，农家；青山，翠柳，稻花；
夕阳西下，幸福人，乐开花。

[《麦哨》教学设计(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小学语文麦哨教案篇七

--南和县闫里乡段村学校  李玲

教学目标：

1．认识“畔、兜、穗、裹、嚼、肺、腑、撩”八个生字，能
准确认读。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村孩子纯朴自然、欢快的童年
生活。

3．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点：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问题：

教学准备：挂图或课件、麦哨实物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介绍作用

1．板书课题，质疑。

3．介绍作用：用麦秸做的哨子。把麦秸削孔，然后放在口中
吹，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二、初读课文，学习词语



1．请同学们打开课文，自由朗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通、读
顺，遇到难读的字多读几次。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3．出示词语，生读

此起彼落  茅茅针  麦秆似的  结出  黑白相
间  乐谱  剥开  和着

多音字：和、应、结、剥

形近字的比较：“俯”和“腑”

三、品读课文，初步感悟

1．自由读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看看课文几次写到“麦
哨”？是怎样描写的？

2．组内交流。

（首尾两次写到“麦哨”。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美；
乡村孩子在田野中无拘无束地快乐游戏）

3．师：变化丰富的麦哨声就像一曲曲风格不同的田园牧歌，
我们听着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短促的麦哨声是一曲欢快的乐曲，悠长的麦哨声是一曲柔
美的乐曲，而相互应和着的麦哨声）

4．学习写法：

师：麦哨声一呼一应，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美。你
还发现什么也前后呼应着？



（小结：课文首尾两次写到“麦哨”。你呼我应，让我们一
直沉浸在麦哨所吹响的田园牧歌里。）就像一曲合奏曲。）

5．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四、细读课文，品味语言

1.过渡：为什么孩子们的麦哨声吹得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读一读课文的其他段落，
去欣赏乡野生活里的“欢快”与“柔美”的画面。

2.请大家自读自悟，边读边把“欢快”与“柔美”标注在相
关的句子边。

3.随机交流所欣赏到的“乐”与“美”和画面，边交流边指
导朗读，读出相应的感受。

a、孩子们衣服美、外貌美。

“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

“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
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看图品味：碧蓝的湖水边，茵茵绿草地上，孩子们玩耍割草，
就像是绿草地上盛开了无数美丽的花儿，好一幅色彩艳丽的
画。

b、田野里花果美：

“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音
符。”

哪些颜色映入你的眼帘？把描写颜色的词语圈划出来：



鹅黄嫩绿、浓阴、金黄、黑白相间、雪白、浅黄色

这些颜色是一起出现的吗？（圈划：前几天、转眼间）这是
一幅怎样的画面？（好一幅变幻无穷五彩纷呈的画。）

4、仿写练习：（出示图片，看图，用“谢了……结出”说一
个排比句。）

这段不但写出了田野里花果美，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田
园里丰收乐。

c、田园里丰收乐：

“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音
符。”

哪些词语让你看到了丰收的景象？（圈划：到处、密密的、
一蓬蓬、丰满、齐刷刷。）

重点品味“擎”。（与举、托相比，“擎”字更显出果实的
丰满，突出麦子的自豪与献礼般的郑重。）

看到这么美的麦田，你想说什么呢？跳动的音符奏出的是什
么乐曲？（整个田野就好象是一篇完整的，优美的丰收乐章。
）

d、小伙伴游戏乐：

“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头……这简直是一
个天然的运动场。”

如果你在这个运动场上玩耍，心情会怎样？读到这里，你有
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读！）



难怪“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
一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e、茅茅针滋味美：“……一股甘甜清凉的滋味很快从舌尖直
沁肺腑！”

草地是天然的垫子，那茅茅针呢？（是天然的绿色饮料）

那种滋味会象什么呢？想象着这种滋味，我们也来好好尝尝
吧！（读！）

五、学生自读，交流美句

1.同学们，刚才我们品味着课文，仿佛看到了乡间田野里即
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们玩耍嬉戏的情形，那快乐美好的田园
生活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再仔细读读课文，
一定会发现课文中的好多词句也像麦芒一样齐刷刷的，也是
那样的美。

2.学生自读，寻找有规律的词句，交流美的语句，诵读积累
喜欢的词句。（通过师生对读、同桌对读等形式读出句的节
奏美，积累词句）

一声呼，一声应玩累了，喊渴了

密密的鼓鼓的嚼嚼，吮吮

你呼我应，此起彼落一张张一朵朵

一蓬蓬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3．你还有不会的吗？那么，课文为什么以“麦哨”为题？

总结：文章以麦哨为线索，以首尾呼应的音律，呈现了一派



丰收在即的田园风光，从而隐喻出生活在田园里的孩子们，
童年的生活就像麦哨的声音，这哨声是那么欢快、柔美，悠
远，绵长。这节课，我们跟随作者领略了美好的田园风光和
孩子们的欢乐，了解了作者的一些写文章的方法，希望你们
也能像作者这样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准确而恰当地表达出来。

四、拓展延伸。

2．有一位读者读了《麦哨》这篇课文后，激动不已，将乡村
的欢快、柔美生活，用28个字概括成一首精美的小诗：

碧湖，绿田，孩子；清风，炊烟，农家；青山，翠柳，稻花；
夕阳西下，幸福人，乐开花。

[《麦哨》教学设计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