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 四年级语文教案
(模板19篇)

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写一份真诚的答谢词是我们表达感激之
情，传递友善和温暖的方式之一。如何写一篇令人满意的答
谢词？这是许多人面临的难题。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一
些写答谢词的实用技巧和方法，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示。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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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二

《小青石》是一篇童话故事，这篇童话故事讲了小青石不安
于过平静舒适的生活，要到都市里去。后来工人把小青石运
到都市里，作为材料，拌成混凝土，铺在马路上，它和伙伴
一起为大众服务，支持大众的脚，它觉得这才是最快乐的事



情，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借此阐明了生活的意义。

这篇童话故事情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通过人物语言、心理活动表现中心，文章层层深入，揭示主
题自然，合情合理。在学习过程中，理解小青石对生活的理
想，明白做人的道理和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学习的重点和难
点。

1、通过自学，知道课文围绕小青石写了一件什么事，并使学
生明白生活的意义。

2、明确提示语位置的几种情况，并能在写作中运用。

3、了解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在文章中的作用，并进行仿写。

4、能根据习作要求对片段进行点评，提高学生修改作文的能
力。

一、导入

在第三单元中我们学习了四篇童话，每篇童话作者都用优美
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读后令我们回味无穷。
课前同学们自学了叶圣陶爷爷的童话《小青石》，这篇课文
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节课就让我们共同回顾这
篇课文，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并进行仿写。(板书：小青
石)

二、检查自学情况，交流汇报

1、出示自学提示，请学生结合自学提示进行汇报。教师适当
进行板书。

(1)课文围绕小青石写了一件什么事?

(2)课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3)课文中提示语的位置有几种情况?

2、老师在课文中找到了三段话，谁能说一说这三段话中的提
示语分别属于哪种情况?(出示三段话)

3、三种情况下怎样使用标点符号呢?

4、教师小结：提示语的位置不同，标点符号的用法也不同。

结合句子，体会提示语的用法

(出示提示语在前的句子。)

1、读一读提示语

2、去掉提示语中加点的字再读。

3、哪个提示语好，为什么?

4、师小结：这句话中的提示语不但写清话是小黑石说的，而
且写出它是怎么说的，突出了小黑石的性格特点。

5、小黑石慢慢地说，应该怎样读呢?指名读

6、课文中像这样精彩的提示语还有很多，请你快速的找一找，
并把句子读一读。

7、今后在写提示语的时候，不但要写清话是谁说的，还要加
上动作、神情的描写。这样你的文章才会更生动、更能突出
人物的性格特点。

(出示省略提示语的句子)

1、文中这句话省略了提示语，但你们知不知道话是谁说的?



2、小结：如果上下文中对说话人交代的很清楚，读者一下子
就知道话是谁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省略提示语。需要注
意的是，省略提示语后，一个人的话就要单独成为一个自然
段。

3、出示提示语在中间的句子，指名说说提示语的.位置，并
观察标点符号的用法。

4、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提示语的位置一共有四种情况，
在写文章是要根据需要适当选择。

四、总结提升，进行仿写。(出示习作要求)

五、学生写片段

今天，上了《小青石》一颗，我感触颇多。一是虽能够掌握
教材的整体，把握教材的主线：小青石最初的理想是什么?小
青石的理想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小青石后来的理想又变成了
什么?但是在教学时，为了赶时间，为了完成自己的教学进程，
忽视了很多细节，比如：教学生字、词语，本来一带而过，
课上临时改变注意要教发瓒、玛瑙、颠簸这几个生字词语，
等我在黑板上写了，学生早读好书等在那里，此时拿出已经
有些迟了，这样硬插就显得突兀。二是课堂教育机智还不够，
我一心想按照自己设计的思路牵着学生走，可学生却翩翩不
按我的要求去做。所以那时我就硬把学生给拉回来，却没有
即时找原因，为什么学生没有完成我的要求，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呢?比如，让学生找出小青石和小黑石起初的对话，大部
分学生都找错了，此时我就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
我又强调一下，起初两个字，终于有学生举手答对了。于是
我马上就肯定了那个答案。就接着完成我的教案，其他没有
弄懂的，只有湖里糊涂地跟着我走了。三是对学生的评价语
不足。课堂上教师的评价语是至关重要，好的评价语可以激
发起学生学习兴趣，愿学乐学。而我今天恰恰没有做好这一
点。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多积累多学习。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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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四

!

1.通过老麻雀奋不顾身地掩护小麻雀、勇敢地与庞然大物猎
狗搏斗的故事，引导学生体会母爱的巨大力量，理解作者所
表达的同情、爱护弱小者，藐视、不畏惧庞然大物的思想感
情。

2.掌握本课12个生字;理解“摇撼、无可奈何、拯救、嘶哑、
搏斗、庞大”等词语;会用“无可奈何”“搏斗”造句。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理解、欣赏老麻雀是如何奋不顾身保护小麻雀的。

理解“一种强大的力量”即母爱的.力量，使弱小战胜强大。

课前准备：预习课文，自学生字词。

一段表现激烈搏斗的音乐，由弱到强，再到弱。

课时安排：二课时。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百多年前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写的
一篇文学作品的片段。在屠格涅夫生活的时代，俄国的农民
是奴隶，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地主是农奴主，他们对农
奴可以任意鞭打，可以把农奴当作牲口买卖，可以随意地残
杀农奴。屠格涅夫非常同情农奴，并且认为残酷的农奴制度
一定要灭亡。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许多机会接触
大自然，使他深深地爱上了大自然，他的作品常常反映他对
农奴的同情，对大自然的热爱。今天学习的《麻雀》就是其
中的一篇。

1.先自读课文，看有几个角色?要搞清楚人物关系，谁是弱者，
谁是庞然大物?

板书：小麻雀老麻雀猎狗

2.你还读懂了什么?

1.提示：

1).“我”走在林阴道上发生了什么事?

2).猎狗想怎么样?

3).老麻雀是怎么对付的?

小麻雀摔下来

老麻雀飞下来掩护准备搏斗

猎狗张开露出愣住后退

2.根据刚才讨论的，把这些重点句用“~~~~”画下来。

小麻雀从巢里摔下来了。猎狗走近小麻雀，张开大嘴，露出
锋利的牙齿。老麻雀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小麻雀，准备着一场



搏斗。

猎狗愣住了，慢慢地向后退。

3.请学生口述练习：

文章先写()次写()最后写()。

通过朗读感受鲜明的形象，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

熟读课文。抄词。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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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在读中体会泉水的奇丽，并体会作者的表现手法。



两课时

第一课时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到朗读课文。通过感情朗读，品味泉
水的奇丽，并能体会作者的表现方法。

1、谈话导入：我们中国山河壮丽，有许多名山大川，也有许
多著名的城市。老师有一个小小的题目来考考你们。

出示：日光城重庆

冰城拉萨

羊城哈尔滨

泉城广州

山城济南

古城南京

石头城北京

2、这些城市中，你去过哪儿?那儿好玩吗?能否来说说你所看
到的景象(生自由发言)

板书课题：谁来读读课题。评价：你读的泉水很清澈、活泼、
有气势……

1、课文描写的泉水是怎样的?作者又是怎样来描写的呢?请同
学们轻轻打开课本，读读课文的段落。

2、谁愿意来读读课文的段落(指名读)



3、在这段课文中四个字的词语特别多，大家能否把这些地方
读好?

出示：这些泉有的白浪翻滚，好像银花盛开;有的晶莹剔透，
好像明珠散落;有的声音洪大，听起来如虎啸狮吼;有的声音
低细，听起来如秋雨潇潇。

(指名多人次有滋有味地读课文，以教师的评价促进学生的朗
读)

5、大堂交流：

(泉水各具形态，让学生想象描述，体会奇丽)

6、作者笔下的泉水真是多姿多彩，那作者又是如何把这种美
展示出来的呢?

学生交流，有这几点要让学生体会到：

(1)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前半句是事实描写，后半句是想象

(2)描写有序，写了形、声

(3)运用了对比：水势大的、猛的--水势缓的、柔的声音低
的'--声音洪大

7、作者用凝练的语句，生动的比喻向我们展示了泉水的独特
魅力。济南有七十二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珍珠泉、黑虎泉、
五龙潭、趵突泉了。你对什么泉最感兴趣，在你的想象中，
这些泉应该是怎样的?生自由想象，交流。

8、这些泉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下堂课再学习。

1、龙之韵广场上的喷泉有的_________，好像____;有
的_____，好像。



2、雨点儿可真调皮，有的落在树叶上，声音_______，听起
来如_____;有的敲在玻璃上，声音________，听起来
如________。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七

1、学会本课的6个生字，正确读写并理解5个新词语。

2、能划出描写武士射箭和卖油翁注油动作非常熟练的句子，
能把不完整的句子补充完整。

3、能正确朗读课文，能按.课文内容回答有关问题，(举一个
熟能生巧的例子。

4、知道武士的百步穿杨箭术和卖油翁注油滴油不沾的注油本
领都源于熟能生巧明白任何一种本领的形成都离不开长期的
实践。

5、能用自然段归并法给课文分段。

用自然段归并的方法给课文分段，明白任何一种本领的形成
都离不开长期的实践。

实物投影课文插图

二课时

第一教时

自学生字，新词，了解课文大意，给课文分段。

教学过程

一、揭题、解题



说说熟能生巧的意思(熟练了就能产生巧办法、或能找出窍门。
)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给课文分段

1、课文通过哪几件事来说明熟能生巧这个道理?

2、按人物的`事情给课文分段。(指导第三自然段的分法，想
一想第三自然段射箭武士的话主要作用是什么?)

三、交流自学情况。(同前一课时)

重点：字音：翁沾嗖簌

字形：嗖舀重点词：走街穿巷、沾、啧啧称赞、收拾、情不
自禁

第二教时

教学要点：围绕表格，深读全文

教学过程

一、围绕表格，深读全文

人们：欢呼、喝彩

武士：

卖油老翁：卖油老翁认为武士的武艺好是因为什么?

朗读：用不同的语气读出不同人物的态度。

2、卖油老翁有什么本领?找出直接描写卖油老翁技术高超的
句子。



在场的人和射箭武士看了态度怎样?(啧啧称赞、发呆)

(熟能生巧)熟在哪里?转身……油穿过……这一段讲什么?(卖
油老翁为人们表演了………)

3、假如让武士和老翁互换以下，那结果怎样?

二、朗读全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任何难的本领只
要勤学苦练，就会变得很容易)

三、综合实践活动：请学生举一个熟能生巧的例子。

四、完成作业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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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九

?练习四》安排了如下的内容：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写好钢
笔字、口语交际、学写毛笔字等五项内容。处处留心主要是
让学生了解常用的一些中药；读读背背，安排学生积累与课文
《永远的白衣战士》内容有关的成语，积累《三字经》中的
一个片段；写好钢笔字，要求学生正确、美观的书写左右结
构的字；口语交际，要求讨论班级公约；学写毛笔字，安排
了书字“歌”、“领”。

1.认识中草药的名称，学会读懂、读好一份中成药的说明书。

2.学会八个成语及《三字经》中的一个片段。

3.能正确、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4.口语交际：讨论班级公约。

5.学写毛笔字。

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和口语交际。

三课时

教学目标：

1．读准课文中出现的7种中药的药名，初步了解中药的功效。

2．学会读懂中成药的说明书。

教学准备：投影仪一份《小柴胡冲剂》的说明书7种中药的'
图片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部分

1．我们平常生病了，都会去医院看病，吃药或打针。

我们吃的药分成两类：中药、西药。今天，我们来初步认识
中药。2．你们对中药有什么了解？互相交流。

3．中医中所用的中药多以植物为材，也有以动物、矿物为材
料的。

4．《本草纲目》中就介绍多种中药的材料的功效，是我国医
学、医药上的一个瑰宝。

5．今天，书上也出现7种中药药名，读一读，读准它们的音。
指名读，齐读。

6．出示图片：让我们来认识这7种中药。

7．你知道这7种中药有什么功效吗？

二、教学第二部分

1．阅读第二部分中奶奶的话。

2．自己读这份中成药的说明书，边读边想：从这份说明书中，
你知道了什么？同桌互相讨论、交流。

3．现在你能代小芳来回答奶奶的问题吗？

4．好，我们下面来演一演这个场景，分角色扮演。同桌可以
演也可以找你好朋友一起演。

5．指名上台表演。评比。

6．老师这几天有感冒，到医院开了一盒《小柴胡冲剂》，你



能帮老师看看说明书，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吃？注意什
么？7．指名说。

教学目标：

1．联系所学课文《永远的白衣战士》，学会八个成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三字经》的片段，并能理解其意思。

3．能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投影仪等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二题

（一）教学第一部分。

1．自己读读这8个成语，读准字音。

2．你会其中哪个成语的意思？在学生说的过程中，帮助他们
回忆曾学过的《永远的白衣战士》，来理解成语的意思。

3．读了这些词，你脑中仿佛出现了什么样的场面？

4．有感情朗读八个成语。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二部分。

1．读一读《三字经》的片段。

2．互相讨论、交流《三字经》这个片段的意思。



3．指名说《三字经》的意思。

4．有感情读一读，注意抑扬顿挫。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三题

1．出示生字卡片，认读“羽、弱、器”。

2.这三个字有什么共同点？

3.对，这些字中都有相同的部件，怎样才能写美观呢？

4.在学生说的基础上，师总结：右半边比左半边上头略高一
点，下头略低才显得匀称端正。

5.师范写“羽”。

6.学生描红、仿写，师巡视指导。

7.反馈。展示写得好的字，再展示写得不好的字，师生共同
评析。

教学目标：

1．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热爱班级之情。

3．学写毛笔字。

教具准备：纸毛笔

教学过程：



一、审题

1．自读课文中的讨论要求．

2．明确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

二、指导

1．班级公约的制定从哪些方面作思考呢？

2．互相讨论、交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师可以做一些补
充。

3．师总结，学生干部在一旁记录。

三、把班级公约用笔抄写纸上，贴在墙上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

今天在阶梯教室上课《泉城》。就上课的情况谈谈自己的感
受。

进入高年级以来，我渐渐地觉得语文课堂主题比较难把握。
语文课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于每堂语文课之中
的问题。

经常提到语文老师对教材把握的准确性。把握教材包含着哪
些方面呢？是对教学目标的明确？是对教材内容的准确理解？
对教学方法的恰当运用？这些都应该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
应该取决于教师对于文本的理解程度，归根到底还是语文教
师的语文素养和文化积淀。



语文课似乎是很简单，专业性不强，无非是读书写字。好像
对于学生来说不教也会。我认为语文之所以让人感觉他专业
性不强，原因还是在于执教者本身专不够业。包括自身修养，
文化修养，专业技术；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三方面的有利结
合。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的学科，那是因为他的内容包
罗万象，而往往执教者会把教语文放在感知内容放上面忽略
了学语文是为了用语文。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一

说到济南，自然会想到济南的七十二泉。这些泉有的白浪翻
滚，好像银花盛开;有的晶莹剔透，好像明珠散落;有的声音
洪大，听起来如虎啸狮吼;有的声音低细，听起来如秋雨潇潇。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珍珠泉、五龙潭、黑虎泉和趵突泉了。

珍珠泉在泉城路北。泉池约一亩见方，清澈见底。泉水从地
下往上涌，好像一串串珍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那珠串忽聚
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把它们拎
到了水面上来。

五龙潭在旧城的西门外，由五处泉水汇注而成，所以人们称它
“五龙潭”。在五龙潭的周围还有月牙泉、悬清泉、古温泉
等，组成了五龙潭泉群。

黑虎泉的源头在悬崖下的洞穴中。泉口是用石头雕成的三个
老虎头，泉水便从“老虎”的口里不断地喷吐出来。水声喧
腾，昼夜不息。

趵突泉名列七十二泉之首，位于西门外的趵突泉公园内。一
个开阔的方形泉池，差不多占了大半个公园。池里的水很清，
游鱼水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泉池正中有三股比吊桶还粗
的清泉，“咕嘟咕嘟”地从泉底往上冒，如同三堆白雪。



济南的泉水天下闻名，所以人们称济南为“泉城”。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二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祖国文字的美好，
以及作者对校园的热爱、赞美。

2.揣摩作者的写作方法，感受其比喻句的新奇，感受祖国语
言文字的魅力。

揣摩作者的写作方法，感受其比喻句的新奇，感受祖国语言
文字的魅力。

课时划分一课时

有人认为，校园就像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板书课题)请
大家齐读课题。哪位同学对交响乐有所了解，请说一说。再
读课题。有疑问吗?这是一篇略读课文。

同学们，每学一篇文章，在第一遍读课文时我们应注意些什
么呢?(生自由发言。)

好，那就根据你们自己的提醒小声地读读课文吧。

自主交流：在读课文时，你觉得哪些字音要给大家提个醒，
哪些句子不好读的给大家示范示范。

同学们，交响乐有单乐章的、也有多乐章的，校园交响乐是
由三个乐章组成，它们分别是(板书：蜂巢鸟岛花瓣)读到这
儿，你心中有什么疑问?说一说。交流你心中的疑问?它们分
别指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比喻?这也是今天这一节课我们
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1.带着你心中的疑问默读第一乐章蜂巢。边读边提起笔做批，



留下你思考的痕迹吧。

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为什么把教室比作蜂巢?(形状上)理解“井然有序”。

蜂巢是用来干什么的?同学们在像蜂巢一样的教室里是怎样学
习的呢?(抓重点词句谈体会)

换词读这句话：汲取寻觅。

屏显“时而……时而……”一句。仔细观察这句话，你发现
了什么?读一读，这样的.句子读起来有什么感觉?(有节奏感、
朗朗上口)大家也愿意来体会体会吗?(真的读出了那么一种节
奏美)句中的“;”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从内容上看你又发现
了什么?体会从内容和情形方面写。(抽生读)那让我们带着自
己的体会有感情地读读这句话。(男女分别读)

“在知识的大海里……”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比喻句，把什么
比喻成什么，读一读，边读边想你体会到了什么?(抽生读。)

师小结：是啊，这恰如其分的比喻，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同
学们在学校里勤奋学习的美好形象，再读，读出我们心中的
这份赞美吧。

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你知道为什么作者要把教室比喻成蜂巢
了吗?(正如同学们所说的教室不仅和蜂巢一样具有井然有序
的外在美，还蕴藏了孜孜以求的内在美。同学们像蜜蜂一样
在各自的蜂房里忙碌地储积着蜜，所以作者说教室像一只甜
蜜的蜂巢。

2.如果说蜂巢是一段表现勤奋学习的乐曲，那么，刚才有同
学提到的鸟岛、花瓣又是一首怎样乐曲呢?你是从哪些词句体
会到的?以小组为单位用我们学习第一部分的学习方法选择你



们喜欢的一个乐章重点读一读。

(生交流)

3.鸟岛，是一曲欢乐的、充满温暖的、充实着幸福的乐章。

让我们再一次和作者一同走进这美丽的鸟岛，记住这段美妙
的文字，记住这一曲充满欢乐、温暖、幸福的乐章吧!

同学们，你们觉得花瓣是一曲怎样的乐章呢?

总结：回顾我们学习的整篇文章，不管是从题目，还是从三
个章节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呢?(生自由回答，师趁机板书。)再读课题。说说你的理解。
今天我们要欣赏的交响乐不是由乐队演奏的，它演绎的是那
充满生机与活力，充满着浓浓的师生情的校园生活。

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家庭里、生活中、大自然时常都会
响起一曲又一曲动听的交响乐，下去以后我们仿照课文写一
写吧。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三

课文介绍了爬山虎的叶子，脚的形状和特点，以及它是如何
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过程，启发我们要留心和细致地观察周围
的事物。

四年级的学生对植物比较感兴趣，所以本课能引起学生强烈
的阅读兴趣。教师可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然后适当点拨。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首先是引导学生自由读课文，初步了解爬山虎的特点以
及它是怎样向上爬的，然后引导学生通过文中的重点句段，
体会作者是怎样观察事物和抓住特点来描写的，从而学习作



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知识与技能】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生字、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文中写得准确、形象的句子，说
说爬山虎是怎样往上爬的。

3．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表达方法。

【过程与方法】

可从课题入手，直奔重点段落，引导学生先理清作者是从哪
几个方面来写爬山虎的，然后通过研读了解爬山虎各部分的
特点及爬山虎爬墙的过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

重点

通过对词句的理解，了解爬山虎的特点；明白爬山虎是怎样
一脚一脚往上爬的。

难点

体会作者是怎样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写出爬山虎脚的特点的。

教师：准备相关多媒体课件；有条件的可指导学生观察校内
的爬山虎。

学生：预习课文，通过实物或影像资料观察爬山虎。



2课时

第一课时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的生字、新词。

2．感受爬山虎叶子的美。

3．熟读第2自然段。

重点

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难点

理清课文的脉络。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猜猜这是什么植物？长长的藤，绿绿的叶，
爬在墙上一片片，大街小巷都能见。(爬山虎)你注意到爬山
虎还有哪些特点吗？(全国各地都有，也叫巴山虎、地锦、常
春藤。夏天开黄绿色的小花，茎和根可以入药，是绿化和美
化环境的常用植物)

2．今天我们学习叶圣陶老先生的作品《爬山虎的脚》，读课
文题目，你知道本文写了什么吗？(主要写爬山虎的脚)

二、初读课文，理清顺序

1．读课文，看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爬山虎的脚的特点。(第3～
5自然段)

2．看其他两个自然段又写什么，按提取中心段的方法给课文



分段。

3．讨论分段。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爬山虎生长的地方。

第二部分(第2自然段)：爬山虎的叶子的特点。

第三部分(第3～5自然段)：爬山虎的脚的特点。

三、再读课文，学习字词

1．读课文，画出生字、新词，借助拼音读准确。

2．根据字的组合规律记忆字形。

3．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不懂的可以查查字典。

4．学生汇报自学情况。

四、布置作业，积累语言

1．抄写词语。

2．熟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爬山虎的脚

爬山虎生长的地方

爬山虎叶子的特点

爬山虎脚的特点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四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鲜花盛开、绿
树成阴、鲜果飘香、洋溢、允许、围墙、告示牌、隆冬、孤
独、狂风大作、雪花飞舞、草翠花开、训斥、覆盖、凝视、
火辣辣、冷酷、愉快、拆除”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根据课文内容想象画面。

3、明白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的道理，愿意和同学交流阅读感
受。

想象画面，体会巨人在行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体会这篇童
话在表达上的突出特点。

课件

1、同学们，你们喜欢童话故事吗？为什么？你们都读过谁写
的哪些童话呢？请你告诉大家。

2、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童话故事《巨人的花园》，读了故
事的名字，你最想知道什么呢？这篇文章将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小朋友们带着思考进入故事。

1、自已读课文，边标自然段，边画出生字新词，自学生字词。

2、小组互相交流解决不了的问题。

3、指名说说自已读懂了什么？再指名提出不懂的词句。重点
解决：

洋溢（指情绪气氛等充分流露）、

喧闹（喧哗热闹）、训斥（训诫、斥责）、



叱责（用严厉的言语指出别人的错误或罪行）。

这几个词在理解时可以让学生联系上下句子解决，如洋溢一
词，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句子，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时是什么样
子？使学生体会孩子们在玩时的快乐。再联系生活，什么时
候洋溢着欢声笑语？然后让学生自已说句子。

还有“隆冬、瑟瑟、冷酷”可能学生也有不懂，也可联系句
子，或是用换词法，或让学生想象、做一下动作，马上就可
以理解。

4、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指名分段读故事，思考故事讲
了一件什么事情？在学生读的过程中纠正个别读音如：“火
辣辣”后两个字读平音。

5、指名说说课文的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理清课文是围绕花园
的变化和巨人的变化还写的。

1、请小朋友们自读故事，分别画出，巨人回来前，巨人回来
后，巨人醒悟后花园里的情景。

2、交流巨人回来前和回来后的句子。指名分别读这些句子。

a、指导回来前的句子。读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呀？是呀，花
园里多美呀，用你陶醉的样子美美地读一读。指名读，齐读。

b、回来后呢？请同学们把惨状突出出来，冷。指名读，指名
评，再指名读，齐读。

3、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巨人看见孩子们在花园里玩，
生气地把孩子们赶跑了，请同学们找出巨人赶孩子们时说的
话。

4、读一读这三句话，联系上下文想：巨人说这些话时心里可



能是怎么想的？他说话时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动作、神
情如何？根据学生的想象，指导学生分组比赛读，再指名做
动作读。

5、读了这三句话有什么感受呢？

6、当巨人把孩子们赶孩子们时，在桃树下有一个小男孩却没
有跑，下面请同学们默读第八自然段想象一下：小男孩那双
会说话的眼睛可能会对巨人说些什么？巨人听了小男孩的话
会怎么想怎么做呢？（指导学生想象劝说巨人回心转意的语
言技巧，例如开始对巨人说话要婉转，然后再让他醒悟）下
面我们就来读读下面的部分，请划出巨人醒悟后的句子，指
导学生体会巨人这时说的话，这时他的心情如何呢？该怎样
读呢？读好巨人的心情变化。

7、读了这篇童话后小朋友们是否有什么体会或发现。请谈一
谈。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

1、先择自已喜欢的部分进行再次体会，可以几个人表演，也
可以再去读读有关段落，也可以与同学就哪个人展开评论。
并把喜欢的句子抄写下来。

2、在课下搜集自已喜欢的童话。

课后习题

搜集自已喜欢的童话并阅读。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五

1.掌握生字词，读懂诗句，理解诗意。

2.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之间的
深情厚谊。



3.激发对祖国诗歌的热爱，培养主动积累诗歌的习惯。

4.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移情换景，想象画面，体验情感。

读中悟情，读中生情，读中赏文。

课件

师：同学们，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别离意味着也许终生都难
以再见。多情自古伤离别，

在诗人王维的眼中，离别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的伤感，

在诗人王勃的眼中，离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
乐观，

那么，在唐代著名诗人，“诗仙”李白的眼中，离别又是什
么呢?

今天，我们学习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题目中有几个生字，自个儿读。谁来读一读课题。(指
名读，齐读)(理解“之”,“广陵”)

读懂诗题是学好古诗的第一步。现在，谁能说说题目的意思
呢?

请大家打开课本，自由朗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注
意读准诗中的生字，并把诗句念通顺。

(学生朗读)

(生齐读)



师：真好，谁再来读一读，争取读得有板有眼。(学生朗读)

师：读得好吗?我们也来读读。(学生齐读)

(板书：谁送谁?为什么送?在哪送?送到哪?何时送?怎样送?)

同学们真不简单，围绕一个词提了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
答案就在这首诗里，同学们认真读读诗，把答案找出来。把
答案找出来了，这首诗也就读明白了(板书：理解诗意)。读
的时候可以看插图，看看注释，查查字典，也可以和同学讨
论交流，看谁先读明白。

(指板书上的问题)谁第一个汇报?

黄鹤楼在哪里?

还有谁知道更多关于黄鹤楼的知识?黄鹤楼和扬州都在哪条河
流边呢?(板画长江)

黄鹤楼在扬州的西面，孟浩然是从西面的黄鹤楼顺流而下出
发到东面的扬州去。所以诗人说

“故人--”

李白为什么要送孟浩然呢?你从哪里知道的?(理解“故人”)
这首诗是李白三十多岁时写的。孟浩然是与他同一时期最著
名的诗人之一。李白非常仰慕孟的才华、人品。他在诗中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什么样的三月叫烟花三月呢?还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三月?读明
白这个问题的同学可以继续告诉我。

谁来说说，你仿佛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学生汇报)

正是因为朋友感情深厚，因此李白这时的心里就更加留恋，



更加依依不舍，更加惆怅，牵挂，孩子们，读出你的留恋，
读出你的伤感，读出你的牵挂来，把这种感觉读进去，读进
诗的字里行间去。(自由读)

谁来读一读?(指名读)

老师听出来了，同学们是用心在读。是的，在这千年胜地黄
鹤楼上，

(引读“故人西辞---”)

在这如诗如画的江南春天，(引读“故人西辞---”)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李白又是怎样送走老朋友的呢?

谁来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理解“孤帆远影碧空尽”.哪个字告诉我们小船走远了，看不
见了?(理解“尽”)

李白看着老朋友的小船走远了看不见了，那小船到哪去了?

老朋友的船走远了看不见了，李白也该回去了吧?

理解“唯见长江天际流”,“唯见”就是只看见的意思。

我们送一般的朋友，只送到家门外就回来了。可是李白目送
着朋友挂帆远行，连影子都消失了还久久伫立，不肯离去。
让我们再次体会李白与孟浩然的深情厚谊吧。(播放课件：送
别)

师：多么动人的送别场面啊!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动容，怎
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话想对李白说?(这
滚滚流去的仅仅是长江水吗?)



就是这种感受，这种感情，来，同学们，把声音沉下去，再
读读这两句诗，认真体会诗歌中蕴涵的情感。(板书：体验诗
情)放开声音读，按自己的节奏读。(指名读，分组读，想读
的站起来读)

下面谁能把黑板上这几个问题的答案连起来说说?注意要先想
好怎么说，要说得美一点。每个同学在下面先说给同座位听
一听。(生同座位互说。)

同学们说得真好，说出了诗里浓浓的惜别之情，老师为你们
成为李白的知音而高兴。诗是要读的，还要尽可能地读出它
的味道。带着深深的情，浓浓的意，让我们再次吟诵这首诗。

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觉?(李白对老朋友孟浩然的深情像长
江水一样长。)

谁来读一读?(指名读、齐读。)

我们还学过李白写的送别诗《赠汪伦》(师出示课件《赠汪
伦》，生齐读)。

在这首诗里，诗人写了汪伦以歌声送友，借潭水表达了朋友
间的深情厚谊。

最后，让我们吟诵这首诗结束这节课的学习，不会背的同学
可以读。

搜集送别诗，认真地读，仔细地体会。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六

教学目标：

1.学习生字新词，学习运用“一面……一面……”理解课文



内容，知道三味书屋的有关知识。

2.学习并运用课文从中间到四周的观察方法进行观察。

3.学习鲁迅先生严于律己、勤奋好学的精神。

4.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段。

教学重、难点：

目标1、2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准备：

（挂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1.出示三味书屋的图画，指名说说图画内容。

2.齐读课文第二段,比较同学们的发言,说说课文在叙述上的
优点

3.明确学习目的，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小声读课文，圈画生字词，标出自然段序号。

2.说说课文为我们介绍了三味书屋的哪些内容。

3.说说鲁迅的书桌在哪儿。

三、学习生字词

1.学习生字音形，交流记忆方法。

1）检查生字读音：强调：“塾、绍、寿、弛”是翘舌音。

2）同音字、形近字比较区别并组词。

塾（）墨（）砚（）弛（）

熟（）默（）观（）驰（）

2.理解词语：

（鲁迅、戒尺、严厉、默默、毫不松弛、奔走、信念、料理、
花骨朵）

四、学习第一段。

1.读课文，想段意。

2.理解“书塾”的意思。

五、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2、熟读课文，理解内容。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听写词语。

2.看图，说说你对三味书屋的印象。

二、学习课文

1.学习第二段

（1）图文对照，说说课文按什么顺序介绍三味书屋的，你从
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墙上”、“画前
面”、“四面”、“东北角”上等词语，告诉学生作者是按
空间位置，从中间到四周的方位顺序来观察、叙述的。

（2）讨论：这样写有何好处，有何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如
何使用方位词帮助叙述介绍？

（3）理清本段层次

（4）有感情朗读，尝试背诵本段

2.学习第三段

（1）默读本段，说说本段的大意（“早”字的来历及其对鲁
迅一生的影响。）

（2）根据“早”的形状、来历、作用将本段分为3层。

（3）学习“早”字的形状的写法及其好处。

引导学生体会：鲁迅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作者采用打
比方的写法，写“早”字很像一个还没开放的花骨朵，又像
一支小小的火把。



理解：“字横着，很像一个还没开放的花骨朵，又像一支小
小的火把。”

（4）体会重点句：鲁迅一面上书塾读书，一面帮着母亲料理
家务，几乎天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体会带点词语及
句子含义）引导学生理解：“一面……一面……”

（5）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刻字――“也把一个坚定的信念深深
地刻在心里。”结合上下文理解“一个坚定的信念”。

三、总结课文

1.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总结全文。

四、布置作业。

1.完成练习册。

2.熟读课文并背诵第三自然段。

师：今天过去，还有明天，时间好像永远用不完，是吗？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时间？

五、初读课文，识记生字新词，了解大意

1.小声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在语境中识记生字新词特别
是新词词义。标出自然段序号。

2.说说课文说了什么事（起因、经过、结果），告诉我们什
么道理。

六、学习生字新词



1.学习生字音形

1）读准字音：持、梭、奔

2）记清字形：忧、哀、慰、梭、奔、若

2.理解词语：

忧伤、哀痛、持续、安慰、欺骗、日月如梭、滋味、假若、
与其……不如里

七、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八、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课文，理解内容。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七

1、掌握生字新词，初步学会用“只有・・・・・・
才・・・・・・”“可是”写句子。

2、能根据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课文。

3、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的精神。

读懂文中的四个事例，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的精神。能按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

课文录音、投影片。

（一）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部分词语意思。

2、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大意。

3、初步感受竺可桢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二）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简介生平。

（1）我们已学过的课文中有哪些是介绍科学家的？

说说科学家茅以升、李四光的事迹。

（2）简介竺可桢生平。（见“背景知识”）

2、听录音，感知大意。

（1）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写了竺可枚的哪几件事？

（2）交流讨论。

3、自读课文，自学字词。（结合完成《作业本》第1题。）

（1）自由读文，划出生字词，

（2）自学字词。

（3）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4、检查自学效果。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八

教学目标：



1、学_甘于清贫的革命精神，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
的关系。

2、学习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在叙述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学重点：

学_甘于清贫的革命精神。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关系。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交流课前收集的信息，对_同志产生初步了解，激发兴趣，导
入新课。

1、学生班级范围内交流，互相补充。

2、教师补充，强调_同志的为人品质，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初步把握课文内容。

1、提问：_是一个怎样的人?

2、板书课题。

3、自由交流。

4、读课文，初步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突出“清贫”。

三、再读课文，深入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1、学生带着问题大声朗读课文

(1)什么是清贫?

(2)文中哪些内容最能凸显_同志的这一可贵品质。

2、集体反馈交流。

3、画出富有表现力的句子，圈画关键词语，在旁边作恰当的
批注。

4、集体交流，教师作适当点拨，注意学习习惯的培养。

四、分角色朗读课文，深入理解人物的精神品质。

1、找出“我”与“士兵”的对话内容，同桌分角色朗读

2、指导同桌朗读。点评：读得怎样?该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
读?

3、再次朗读。

五、质疑，培养思维能力

1、学生交流课前和课中产生的问题。

2、互相探讨，教师充分肯定学生的质疑精神。

3、教师质疑，落实课文选材教学。

(1)想一想：课文第8小节对_“家底”的补叙有什么表达作
用?

(2)志敏为什么要坚持一种“清贫”的生活态度?



六、拓展，辩一辩。

1、辩一辩：在提倡全面小康的时代，清贫还需要吗?

2、学生充分思考，辩论，教师最后做正确的引导。

七、作业

1、把文中的一桩趣事说给家长听。

2、有人说_烈士“清”而不“贫”，你同意吗?请写一写。

泉城四年级阅读理解答案篇十九

略读课文

1.认识8个生字。

2.了解故事内容，体会做人要讲究认真，讲究实在的道理。

3.学习作者叙述清楚、有条理的表达方式。

3.学习独立阅读课文，培养自学能力。

学生从感人的故事中，感受真诚地为人和做事的道德风范。

学习叙事清楚有条理的表达方法。

根据阅读提示，默读课文，边读边动笔做记号，画出课文围
绕父亲做糖葫芦讲了哪几件事，并在书上作简单的批注，读
后根据自己的批注进行交流。

课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万年牢》

看了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

(万年牢是什么意思?万年牢指的是什么?)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

2.检查字词：多音字：把、闷、削。

词语：走街串巷、掉皮损伤、晾晒、竹签、耽误、甩糖风、
掺假、赚钱

(能认读，并结合句子理解词义)

3.课文三处写了万年牢，分别指什么?找出有关语段读一读。

三.细读课文，感悟理解

1.第一处的万年牢指的是什么?找出有关语句读一读。

出示句子：“我的糖葫芦得均匀，越薄越见功夫，吃一口让
人叫好，蘸出的糖葫芦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潮，这叫万年
牢。”

a.为什么叫万年牢?

b.这种糖葫芦，父亲是怎么做出来的`?

(读第二小节，体会父亲十分讲究选料;读第三、四小节，体
会父亲在制作糖葫芦中对蘸糖、甩糖风等每一个环节都一丝



不苟)

c.小结：正是因为父亲做糖葫芦认真仔细，所以他的糖葫芦
才能经久不衰。

2.第二处的万年牢指什么?

“公平买卖走正道，顾客点头说声好，回头再来这是宝，做
生意讲实在是万年牢。”

a.什么叫正道?(凭着良心做买卖)

b.父亲是怎么走正道的?(抓住“不满意、看不下去、不听、
嫌、辞去工作”体会父亲做生意认真实在)

3.第三处的万年牢又指的是什么呢?

“父亲教导我做万年牢，就是要做可靠的人，实实在在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认真，讲究实在。”体会父亲教导我
做人要做可靠实在的人。

4.这三处的万年牢之间有什么联系?

启发学生懂得：产品质量好才赢得顾客，做事讲认真、讲实
在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四.深入体验

你是怎么理解父亲的做人的道理的?结合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说
明。

交流“做事认真，讲诚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