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精选20篇)
小班教案的评估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观察、
记录和反思，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一些优秀的幼儿园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一

本课一共四段，内容简短。第一段主要讲孔子是春秋时代的
大教育家，他主张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受到学生的
敬重。第二段主要讲孔子在评价学生的优点的同时谦虚地表
示自己的不足。第三段讲孔子教育子夏，他的学生各有优点
但也有不足，需要不断学习。最后一段讲后人对孔子的评价。

多媒体课件

2课时

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正确掌握本课的生字、词语。

：能够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课文；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学习
习惯；训练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能够大胆与他
人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

：在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孔子的高大形象，激发学生对孔子
的敬佩之情。

1、理解“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含义。

2、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1、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一篇课文中，作者开头第一天做的第
一件事是什么？答：叩拜至圣先师孔夫子像。



2、为什么要拜孔子呢？（请同学回答，并顺势引出对孔子的
介绍）

3、 这么伟大的一位万世之师，大家想不想知道他是如何教
育学生的？答：想。

1、 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与学生》（用多媒体
出示课题）

2、 自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圈点问题，有不懂的地方画出
来，可以在旁边写上字；自学生字。

3、 请学生提问，老师将问题整理归类。

4、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请同学起来朗读一下这篇课文。
请3位同学分角色朗读，台下同学当评委，看他们读的对不对。

5、 评论一下，引出生字的学习，用多媒体出示本课生字，
请同学们读几遍，纠正发音。

1、 什么是有教无类？请同学们根据字面意思试着解释一下。
老师评价后给予正确解释。从文中哪几句话可以看出孔子的
有教无类？答：2、3句。

2、 什么是因材施教？请同学解释一下，老师指正。文中哪
几段体现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答：2、3段。（从而引出
对2、3段的研究）

3、 请大家看一下，在孔子和子夏对话中出现了几个人物？
答：4个。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啊？答：颜回、子贡、子路、
子张。（随着学生的回答，用多媒体一一出示或板书）

4、 在第二段中，孔子分别对他们做了什么评价？答：信用
好，聪明，勇敢，严谨庄重。随着学生的回答，用多媒体一



一出示或板书）

5、 孔子的学生们各有各的优点，孔子跟他们相比，感觉自
己怎么样啊？答：不及他们。

6、 听到孔子这么说，子夏很迷惑，“既然他们都各有长处，
而且比您还要了不起，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跟您学习呢？”大
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那就让我们跟子夏一起去问问
孔老先生，看看能不能解除我们的疑惑。问明白的同学请举
手告诉老师，孔子和你们说了些什么？答：……（随着学生
的回答，用多媒体一一出示或板书缺点部分）

7、 就2、3段的内容，再进一步启发学生，使学生们进一步
理解孔子的因材施教。

8、 下面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游戏，三人一组，讨论交流，
分别说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大家一定要根据平时的观察，
实事求是的说出同学的优缺点。（讨论后，老师请3-4组同学
来回答）

10、大家的想法非常好，孔老夫子也有一些看法和你们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出示大屏幕）“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齐读、
分组读、个人读。请同学说说对本句的理解，老师点拨，使
学生了解句意。再读。各自背，同位互相检查。

12、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孔子受到学生敬重的重要原因
是什么，请大家用两个词概括。答：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13、孔子不但受到学生的敬重，也受到后人的尊敬，被称
为“万事先师”，他为什么享有这么高的盛名呢？请大家齐
读第四段，找出原因。答：一……（第一句），二……（第
二句）



14、孔子桃李满天下，第一点不难理解。那么为什么说他对
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四人一组，讨论一下，
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哪些方面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老
师可以先举例说明，例如不同年龄的人上不同的年级，学不
同的东西，体现了因材施教等）

16、整体回顾四、学写摘录笔记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本子来，
我们继续练习写摘录笔记，找出你们自己喜欢的词语、句子，
写到本子上，如果你对有关孔子的知识感兴趣，也可以抄下
来，另外，老师课上讲过的有关名句，也可以记下来。

1、 生字一个四遍，组两个词。

2、 背过“三人行……”

3、 如果你是孔子的学生，你想对他说什么？把想说的话写
下来。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

1、抓住人物言行体会人物的心理。

2、联系上下文内容，体会从钓鱼中受到的启示

3、会认读7个生字，会写11个字，掌握“操纵、抛了出去、
辉映、溅起、剧烈、上钩、距离、争辩、乞求、诱惑、抵
制”等词语。

理解课

文内容，体会人物情感的变化，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联系上下文内容，体会从钓鱼中受到的启示。



多媒体课件。

预习题纲

1、初读课文，独立学习生字。

2、自由读课文，根据文章记叙的线索，体会和感受作者的思
想感情变化，注意抓住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和表达深刻的语
句。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知道詹姆斯？兰费蒂斯吗？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建筑师，
他为我国广大读者所了解，不是因为他的建筑成就，而是他
写的一篇短文，叫《做得对做得好—天知地知》。天知地知，
就是无人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有件事做得对做得好。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篇课文。

（板书课题）

二。初步了解课文

1、学习生字词

（1）生字读音

这篇课文的生字多达20字，而且有的很难读。所以啊，我们
就从检查生字的读音入手，看看是不是都会读了，大家有信
心吗？老师把课文中的生字做成了词串，请自己读一读。

课件显示：

放好鱼饵抛出钓线湖面涟漪耐心等待



鱼竿剧抖大鱼挣扎小心翼翼操纵钓线

鱼跃不已筋疲力尽拉鱼上岸父子得意

乞求无果不容争辩放鱼回湖依依不舍

月光如水获得启示遇到诱惑思父告诫

道德抉择简单问题道德实践勇气力量

师依次指“剧”“跃”“抉”“挣”“获”等字，指导学生
学习。

（2）部分词语的意思

词串中的词语，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提出来。（重点指
导“乞求”“不容争辩”“诱惑”“告诫”“抉择”等词语）

（3）课文内容

生字词掌握得这么好，课文内容也一定知道不少吧？谁来告
诉大家：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别急，
再看看课文再回答）

（板书：钓鱼放鱼启示）

三。练习朗读课文

1、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2、轻声朗读，想想课文里写了一件什么事？

3、同组互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4、指名读。



四。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

2、收集有关诚实的格言。

第二课时

一。导入

出示一则有关诚实的格言，让学生体会。导语：今天我们继
续深入学习这个有关诚实的故事。

二。深入学习课文

1、读全文，找找这件事对于文中的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默读课文思考：

文中的“我”的情感是在变化的，找出描写“我”情感变化
的语句，读一读。

3、指导与交流。

（1）出示语句

师：课文哪些语句是写从钓鱼到放鱼“我”的情感变化？学
生说完，课件显示有关语句）

（2）钓到大鱼时的心情。如果是你钓到了这样大的一条鱼，
心情怎样？

（语句：啊！这样大的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还是条鲈鱼！
我和父亲得意地欣赏着这条漂亮的大鲈鱼，看着鱼鳃在银色
的月光下轻轻翕动着。）



（3）把鱼放回湖里时的心情（分角色读）

4、父亲的情感

（1）自读

（2）交流与指导。

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父亲的态度和“我”有什么不同？
在课文的哪些地方？（课件随机显示有关语句）

（3）讨论

父亲要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态度为什么那么坚决？父
亲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先在小组里讨论，然后在班上交流。

5、揭示中心

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谁读读课文中的句子？
（学生回答完，课件出示：“转眼间34年过去了，……就会
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其中，“但是，……就会获
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画上横线。）

6、“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却不止一次的遇到了与那条
鲈鱼相似的诱惑人的“鱼”。这“鱼”指的是什么？
（“鱼”指的是形形色色的诱惑，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利
益。）

三。课堂小结

填空：作者从34年前那个夜晚钓鱼的经历中得到的启示

是。

四。拓展



比如：

在家里：父母不在家，电视很精彩，是完成作业还是看电视？
你……

在学校：考试，老师多给了分数，你……

选举班干部，看到有的同学找人帮忙，你……

五。布置作业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三

1、会写10个生字，会认3个生字，学会“蜘蛛、探险“等词
语。

2、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诗歌内容。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歌，通过朗读和联想感悟作者童年的
愿望。

1、联系生活实际，自主学习诗歌内容。

2、换位思考，加强与文本对话。

第一课时

同学们，童年的梦是一条五彩的何，童年的梦是一道七色的
路，童年的梦是一座闪亮的桥，童年的'梦是一个美妙的世界。
本文小作者的童年，也有一个色彩斑斓的梦，让我们一起走
进他的童年。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由读、指读，要将课文读准确。不认识的字圈出来。



学习生字。

1、认读词语：蜘蛛、蚂蚁、探险、蝌蚪，为“蛛”、“蚁”
扩词。

2、认读词语：_，提醒学生注意“股”的第六笔是横折弯。
分别扩词。

3、认读生字：搬、骗。注意“搬”的写法。分别扩词。

4、复习巩固生字。

5、比一比，再组词。

搬()骗()蚂()蚪()

般()偏()妈()抖()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指读诗歌，分别用一句话概括每节诗的意思。

理清文章结构：

第一部分(1)：写出了作者的愿望。

第二部分(2-4)：写“我“成为爸爸后的想法。

第三部分(5)：表达了作者想实现愿望的急切心情即对拥有这
样的爸爸的真诚呼唤。

第二课时

1、复习字词，读词。



探险蜘蛛织网蚂蚁_蝌蚪吹胡子瞪眼骗人

2、回忆文章可分几部分理解、

快速读文：思考：我的愿望是什么、

小组合作学习第2、3、4、小节，在读中感悟、体会，加强朗
读的指导，注意现实与想象两种画面不同语气的处理。

注意区别“我要……”“我一定不……”这是想象和现实对
立的生活画面，联系生活经验读，边读边想。(板书这两个句
式。)

想象部分：轻松、快乐、天真、感兴趣;

现实部分：生气、郁闷、讨厌、不高兴。

体会“跟”、“给”、“带”这几个词语的意思。(板书)

在第四节中，感悟“先……再……”的句式，齐读这句诗，
也可以仿说。、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小结诗歌的内容。

2、小组交流，评议结合。

3、仿照课文，说出自己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4、把刚才说的或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写下来。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四

1、独立认识汉字3个，学习会写5个汉字，在阅读过程中有重
点地识记“蕊”字。



2、根据课文内容理解词的意思，培养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的能力。3、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理解全诗内容，体会诗
中蕴含的大地母亲的无私奉献精神。

1、本篇课文的前四节内容十分简单，通俗易懂。重点理解第
五小节“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在我的
体内……”这句话。

2、学会仿照诗歌说话、续写。

一、新课导入。

1、教师直接板书“话”，提问：这是什么字?(话)一看到这
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2、教师再板书“大地的”，要求学生思考：大地会与谁对
话?

二、品读悟情。

2、学生自由读诗，自学生字词。

(1)自由地轻声朗读诗歌。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联系上下文，并借助工具书，自学生字词。

(3)同位检查生字词的认读以及理解情况。

(4)全班交流。(课件出示生字词)纠正容易读错的音，比
如“嘟噜”、“吐蕊”、“驱赶”等;重点识记“蕊”字。

3、默读诗歌，理解内容。

(1)默读诗歌，并在书上做些批注，批注的内容可以是学生对
诗歌内容的理解或读后的体会，也可以是自己不懂的的问题。



(2)学生小组内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

4、分角色读，指导学生用“心”说话。

(1)看看大地都想和种子、飞鸟、游鱼和小草说什么?并选出
其中的一节练读。

(3)学生选自己喜欢的段落接读课文前四节，教师点击相关课件
(每一小节都制作动画课件)，读后其余学生评价。

[设计意图：分角色读，让学生进入到课文的情境中，不仅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让学生在用心说话的同时，融入
了自己的情感;其他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学会了认真倾
听;另外，评价别人，也加深了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三、
换位抒情。

1、(课件出示)如果你是种子、飞鸟、游鱼、小草，或大地体
内的其他生灵，听了大地母亲的话，你有什么想对大地母亲
说的?你能说给你的小组成员听听吗?2、四人小组合作交流，
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

[设计意图：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延续上一个环节，在
与同位互相扮演大地向对方“表达说话”时，对方能够认真
听，此时才能够让学生在换位思维后，感悟到大地的话语对
说话的对方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就是感悟语言的作用和魅力。
]四、总结升华。

1、学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再回想刚刚大地的一句句真情的话语，你能感受到大地想



表达自己怎样的感情吗?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言回答。

3、随机设疑：最后一句话中的省略号有什么含义?(板
书：……)(还有许多大地体内的生灵，比如：落叶、石
子……)

五、以说促写。

1、(课件出示)如果你是大地母亲，你一定还有很多话语倾诉，
你还想对谁说什么?请敞开心扉，大胆地说出来吧!(学生小组
合作交流。)

2、(课件出示)仿照诗歌前四节的结构和语言风格，将自己要
倾诉的话语写一节小诗。全班展示交流。

六、课后拓展。(课件出示)课后继续修改自己写的小诗，准
备活动课上评比展示。

[设计意图：通过评比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培养学生自评自
改作文的能力。]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五

你从刚才的录像中发现了什么？

1、小组说自己的'发现；

2、日常生活中，你还知道那些？

3、说说自己的想法：这样乱改成语好吗？

百依百顺、默默无闻、有备无患、其乐无穷

1、自由读科学名言；



2、交流：你从科学名言中读懂了什么？

3、说说你科学名言以及小故事。

4、：这些名言，告诉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应该怎样，同时，
教育我们要向科学家学习。

1、朗读宽带内容；

2、交流信息；

3、小组交流汇报；

4、展示自己的手抄报《科学改变生活》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六

1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体会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
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2学习由远及近、由整体到部分的观察方法，学习在观察中展
开联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重点}

如何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的观察顺序和.写作思路。{难点}

鹏博士软件、中国地图。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默读本组“导读”，了解本组内容，明确训练要求。

二、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见过长城吗？长城给你的印想怎样？

2、长城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学了这
篇课文从内心深处来体会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三、检查预习：

1、仔细看图，说说你从两幅图上各看到了什么？拍摄点分别
在哪里？

2、找出两幅图对应的自然段，想一想其它自然段分别写的是
什么？

3、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把不理解的地方画下来。

四、图文对照学习课文

1、指名读课文的第一段，画出描写长城的句子，说说用什么
方法写的？

理解“崇山峻岭”、“蜿蜒盘旋“结合图，体会远看长城的
样子。

教师小结：描写长城的样子使用比喻、数字说明、太空拍摄
的照片来描述的。

2、默读课文第二段，说说长城的近景及长城的建造特点。



思考：从哪里看出长城高大坚固、结构合理的？

建筑材料：巨大的条石和城砖

城墙顶上：很宽，可以五六匹马并行

城台：每个三百米就有一座，用于屯兵和传递信息

3指名读课文的第三段。

思考：作者站在长城上想到了什么？

你从哪里看出古代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辛呢？

4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说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五、朗读全文，学生质疑问难

远景：像一条长龙

城墙------很宽

近景：高大坚固垛子------瞭王口、射口

城台-------互相呼应

长城联想：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地位：伟大奇迹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七

迪斯尼漫山遍野选第一个，其余第二个。



这种名贵草药是自然生长的。

只要好好学习，自然会取得好成绩。

马上要上场表演了，要自然一点，不要紧张。

1.40无数微不足道大伤脑筋

2.50一次

对建筑设计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有很强的事业心。

1.全画去第二个。

2.格罗培斯从法国南部农民卖葡萄的做法种获得路径的设计。

3.都体现了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道理。

1.蜜蜂每次采过一朵花的蜜，就屙一粒屎。

2.指的.是儿童的好奇心和对周围事物的仔细观察。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八

从大地的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在书上做批注。

怎样理解文中的“你”？

本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背诵诗歌。

指导学生理解文中的“你”。

1、指名回答



2、小结：文中的你指读者、指所有人。大自然的一切有生命
的精灵。

1、学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再回想刚刚大地的一句句真情的.话语，你能感受到大地
想表达自己怎样的感情吗？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言回答。

3、随机设疑：最后一句话中的省略号有什么含义？（板
书：……）（还有许多大地体内的生灵，比如：落叶、石
子……）

4、听课文录音，放动画课件，再次欣赏诗歌，感受大地的宽
广胸襟。

激发情感，以写续情（拓展延伸）

读了这篇课文，相信你也按耐不止自己的话语，想来说说吗？
对你想说的人、物敞开心扉，大胆的说出来吧。

也尝试着用课文中出现的“假如。”“即使。”关联词语，
仿照课文的前四段，来抒发你自己的感情吧。

这里可以引导学生继续使用大地对万物的角色，也可以换位
说说万物对大地的话语；也可以离开书本，自己设定说话的
对象。

背诵诗歌

填空

本诗体现了大地母亲博大的（）和（）的精神，抒发了作者
对一切生命（）（）（）的博大情怀。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九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本课“遭、侵、鲁、寂、悬、莫、赢”7个生字，会
正确书写“欧、侵、顽、凶、隐、绵、丧、蜘、蛛、功、
稍”11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能初步把握课文内容，体会布鲁斯心理变化的过程。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指导学生用多种方法读书，通过反复朗读，体会含义，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语句，想象人物心理活动，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懂得正视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不向逆境屈服。

以自由朗读为主，理清故事条理，把握文章主要内容。抓重
点语句，想象人物心理活动。以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为主，
在勾画、朗读、感悟、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结合生活经验，谈自身感受。

学生准备：搜集有关科学家人物故事，英雄人物故事，搜集
有关挫折与失败的`格言警句。



教师准备：搜集有关科学家人物故事，英雄人物故事，搜集
有关挫折与失败的格言警句。

一课时

设计意图

一、谈话导入。

1、教师先板书“尝试”，指名学生读。引导学生交流自己对
尝试的理解。

2、师：同学们，看到这个题目，你最想知道什么?

学生的问题可能有：谁尝试，为什么尝试，尝试什么，成功
了没有。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师：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这篇课文。首先我
们要把文章读通顺。

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查
字典等。

2、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鲁”字的声调为三声，不要误读为二声。

“侵”字为一声，不要误读为三读。

3、理解文中词语。

如：“欧洲”、“苏格兰”、“布鲁塞”、“蜘蛛”等词语
可以由老师做一下介绍。



如：“顽强”、“寡不敌众”、“寂静”、“灰心丧
气”、“疲倦”、“悲观”、“不甘心”、“鼓舞”等词语
可以结合文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因为这些词语都与文章重
点紧密相关。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按自然段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

三、深入探究。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根据课题提出的问题。

(1)学生读文逐项汇报。这个过程也就是引导学生理清文章顺
序，概括主要内容的过程。

(2)注意学生汇报布鲁塞为什么要尝试时，当学生答到因为看
到蜘蛛织网受到了启发时，要进一步让学生想象布鲁塞看到
蜘蛛织网时会想些什么?可以引导学生在自由的读课文的过程
中，勾画出文中描写人物心理变化的语句，反复朗读，用心
体会人物当时的所感所想，并和伙伴们交流自己的感受。

2、结合生活经验，谈自身感受。

师：大部分人在一生中都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遭受挫折和
不幸。但是成功者和失败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失败
者总是把挫折当成失败，成功者则是从不言败，从来不会丧
失战斗的勇气!在你的生活中曾经遇到过挫折和失败吗?自己
是如何面对失败的，你的身边有成功的例子吗?向大家说一说。

3、师：是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历失败哪会有成
功，老师相信大家学完文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跟你的好朋
友说一说吧!



四、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小组讨论如何记忆字型，如何把字写好看。

2、指导重点字的书写。

“凶”，注意笔顺，先写中间。

“侵”，注意不要多写一竖。

“丧”，注意不要多写一撇。

“稍”，要注意和“梢”的区别。

3、学生独立书写。

五、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准备一个喜欢的名人故事，讲讲他的成功与失败。

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一件曾失败过的记忆犹新的事情，把事
情的过程写具体，并写出自己当时内心真实感受。然后就那
件事谈谈你今天的所感所想。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

1.读懂三首古诗，感悟每首诗中描绘的独特景色，体会表现
手法。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意思，并由此想象画面。

3.会认读本课中“螺”“谙”等生字，会
写“亭”“庭”“潭”“螺”“谙”5个生字，理
解“闲”“厌”“和”“谙”等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

5.搜集、背诵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1.感悟诗中描写的景色，想象美好画面。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预习：

1.自学生字，读熟三首诗。

2.借助注释试讲诗意，画出有疑问的地方。

3.搜集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1.谈话引入：

2.读课题，指名读三首古诗。(检查通过预习对课文熟悉的情
况)

3.指名认读生字，提示应注意的地方。

4.分组学习

读熟三首诗，借助注释在组内试讲每首诗大意。

交流预习中的疑问，组内解疑。

5.指导朗读。

我在黑板上给孩子们抄了一首刘禹锡的《望洞庭》，指导学
生朗读并初步理解，然后指导背诵。一节课，不仅学会了教
材上的古诗，还积累了课外书上的古诗一首。这样的课堂拓
展，教一带一，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丰富了学生的积累。



课后，我进行了教学反思认为，“课堂拓展，教一带一”的
方法，符合《语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语文又是母语教育
课程，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
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
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
面，增加阅读量”等基本理念。

我在教学古诗《独坐敬亭山》时，为了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
我布置了让学生根据自己对诗的理解画一幅彩色画的家庭作
业。当时学生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情绪也很激动，一副跃跃
欲试的'样子。第二天，大大小小的画交上来了，看着这一幅
幅流露真情的画，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在批改作业，不如说
是在欣赏作品。

在这堂课上，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了问题，比如在一个环节上
媒体没有同步，比如板书当中的一些失误，以及在随机问答
中的不够严密等，都是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说是设想
的不够严密，因此渴望完美的我课后充满懊恼，并一次次告
诫自己：今后上课务必要认真、再认真，做到百密而无一疏。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一

知识与能力：认识“迅、蕴、霎”等9个字，会写“贺、顾、
迅”等14个字，正确读写“祝贺、神气十足、左顾右盼、迅
速、蕴藏、重复、安静、沉静”等词语。读懂课文内容，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重点语句，通过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帮助学生理解其
含义，感受其情感;结合课文插图，根据生活经验表演、想象
课文描述的场景，让学生从孩子们的语言、神态、动作中体
会他们的心情。

1、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句的理解，感受
父母对自己的爱。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在学习词语中感受爱。

1、课文插图及关于爱的视频。

2、文字投影片。

3、学生查找自己最满意的生日照片或一份生日礼物。

1、播放关于爱的视频，激发切身感受。板书课题。

2、、齐读课题，质疑。师：看到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1、课文预习过了吗?老师要检查你们的预习情况了。你预习
得怎么样了?

2、自由大声初读课文，老师给你们提几个小建议：

(1)读准生字新词，读通课文，遇到难读的停下来多读几遍。

(2)同桌互相说说课文先讲了什么，再讲什么，最后讲什么?

1、交流课文先讲什么，再讲了什么，最后讲了什么吗?

2、生字新词是读通课文的拦路虎，看看认真的你们把这只老
虎赶跑了吗?

(1)自由大声地读读这些词语吧。

(2)开动车读：提示注意字音

(课件出示词语：)

祝贺异口同声神气十足左顾右盼瞥了一下迅速索性蕴藏霎时



寂然无声恰恰缓和犯错误赦免稚拙烦恼享受

1、老师现在把刚才屏幕上的一个新词请到黑板上，你还认识
吗?(贴出“寂然无声”词卡)

(1)说一说它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的?

(2)学习语文有很多方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联
系上下文。

请同学们轻声读读12、13自然段，找找“寂然无声”所在的
那一句话和它后面那句话，用括号括出来。把它多读几遍，
体会体会。

2、学法小结：在课外阅读中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词语。

4、指导朗读：

(1)安静到什么程度?有翻书的声音吗，有咳嗽的声音吗，有
动笔盒的声音吗?

此时仿佛只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呼吸的声音)

(3)(配合齐读)让我们带着这份安静投入到课文中去配合读一
读吧。

1、教室里的这个场景你想到了哪个词语来概括?(板书热闹)

2、自由读1—9自然段，边读边用——————划出孩子们回
答的话，用波浪线划出描写孩子们神态动作的词语，还要特
别关注孩子语言当中的标点符号。为表演热闹做准备。

3、表演要求：不仅要说出你的台词，还要演出动作神态来。
学生表演后：



b、咱们一起猜猜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我估计他的心像一壶刚
烧开的.沸腾的水一样，兴奋得要溢出来。

c、要是你，你这个时候会骄傲地说什么?你也骄傲的读读吧。

d、你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你能把你的高兴劲读出来吗?

e、你从这些词语体会到什么?用读表达你的体会吧。

相机理解;左顾右盼为什么要左顾右盼?

4、学法小结：作者就是抓住了这些语言、神态、动作的词语，
让我们体会到孩子的快乐，可见语言、神态、动作这些细节
描写的魅力有多大啊，同学们在以后的作文中一定也要注重
这样的细节描写。

5、学生交流带来的生日礼物。

6、指导朗读：谁愿意用你的朗读来展现这热闹的气氛。

7、结合情境理解“索性”

8、师生配合读读第九自然段吧!

当老师问同学们知道父母的生日时，教室里寂然无声，在沉
默的同时，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下节课我们继续探讨。

1、老师研究了一下这篇课文中会写的字，发现这一个字特别
容易写错，顾(出示生字)，你觉得哪里最容易写错?其中左边
厂下面的一笔是竖提，不要写成竖弯钩;范写“顾”，学生书
空。

2、书写生字。



1、写一写：抄写生字新词。

2、问一问：向亲人或者邻居了解你小时侯父母是怎么疼爱你
的。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徐悲鸿学画的主要
过程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3、初步了解课文的写作结构，学习给课文分段。

4、教育学生以徐悲鸿为榜样，从小立志爱国，矢志刻苦学习，
长大为国争光。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读准生字新词。

自学能力的训练及概括分段能力的提高训练。

：初步走近徐悲鸿，感知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理清条理，并能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归纳全文。

师读两遍后，学生复述，练习学生听说能力。

1、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因为纵使我的祖国生活在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裴多菲

2、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总是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
给懒散的人留下一片悔恨。

——鲁迅

师：同学们复述得非常好，说明你们有很好的输入与精彩的
输出。为了表扬你们，老师请你们欣赏一幅名画。(出示《奔
马图》)

1、欣赏名画，引出课题

2、齐读课题，释疑“励志”

讨论：“励志”是什么意思呢?请同学们查字典理解。

(励，激励;志，志向。“励志”的意思是：为了实现某一志
向而激励自己刻苦努力。)

指名连起来说说课题的意思。

3、再读课题，学习质疑

4、归纳问题，引入新课。

为什么?怎么?结果?(板书出三大问题)

师：同学们的问题提得很好，相比起来，我更相信你们的读
书能力。相信通过你们的认真阅读，会有所感悟，有所发现
的。



1、自由读课文，做到读通，读顺。

3、讨论上述思考题，划分段落，师板书。

第一段为什么?(第1——3自然段)

第二段怎么?(第4——6自然段)

第三段结果(第7——8自然段)

1、指名逐段读课文，师生共评。

2、交流词语的理解。

3、指导学生读好长句。

4、根据板书简要说说这课主要内容，训练学生概括能力。

1、学生交流会与较难生字，教师相机点拨。

2、描红。

3、当堂完成生字与词语的抄写。

朗读课文，并利用网络课搜寻一些徐悲鸿的资料。

第二课时

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通过演示体会人物情
感，积累内化文中的语句。

学习第二大段的构段方式。培养学生的表演能力。

通过本文的学习，感受徐悲鸿的爱国之心，领悟他的坚定志
向。



1、默写本课词语。

2、交流网络课上搜集的资料。

2、生自由朗读课文，“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
的中国人!”师出示本句，研读。

3、为什么徐悲鸿要立下这个志向呢?请同学们细细读读课文
的第一大段，边读边做记号，找出有关的话。

1、读第二自然段中有关语句。

2、以小组为单位，各自准备，体会人物心理，说话的语气，
把朗读转化为表演语言。

3、全班交流汇报，评价。

4、在感悟的基础上齐读外国学生的话，把表演语言再转化为
朗读语言。

1、过渡：这个外国人欺人太甚了，于是徐悲鸿立下了这个志
向。(师指板书)让我们用坚定的语气再把这句话朗读一
遍。(生读)徐悲鸿要让外国人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直
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又是
如何努力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大段。

2、重点体会

“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日夜奔驰，勇往直前。”从文
中找出句子来说说他如何更加奋发努力的，也可抓关键词。

3、学习构段

师：大家默读第二大段，看看这一大段三小节这间的关
系。(先总后分，先概括后具体)



师：课文就是先总写徐悲鸿更加发奋努力，后从学习的勤奋
和生活的清苦两方面来具体描述的。

给一个总分的情境，让学生练习说话，内化知识。

4、以读代讲

学习第七自然段

1、读后理解“震惊”。

2、前后对比外国学生的态度，体会原因。

3、朗读活动，谈体会。

练习复述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三

一、知识目标：能说出推和拉的动作要领与方法。

二、技能目标：能做好单人、双人以及多人的推拉游戏活动，
了解用力的大小和方向。

三、情感目标：能认真参与，吃苦耐劳，发挥小组合作精神，
锻炼身体并注意安全。

学生自主探究，教师组织，以实践活动得出结论。

一、场地：学校操场（草地）。

二、设备器材：墙、大树、篮球架、游戏器材（纸币、圆圈
等）

一、本课1课时完成。



二、教学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推拉伸展。

第二部分：双人、多人推拉游戏，小组套圈比赛游戏。

一、预备运动

为头、颈、手臂、肩膀、腰部……等伸展性暖身运动，为后
面剧烈运动做好准备，以便拉伤。

二、推拉伸展

1、双手互拉：双手互扣，可向左、右、上、下、两侧等方向
用力拉。

2、比手划脚：运用手来做猜拳的游戏活动。

跪撑手猜拳、俯撑手猜拳。

3、双脚屈伸：双脚左右侧拉及前后分腿等。

运用脚来做猜拳的游戏活动。

站立脚猜拳、坐姿脚猜拳、躺撑脚猜拳、仰撑脚猜拳、俯撑
脚猜拳。

4、用力推墙：运用单手、双手或脚用力推（墙、大树、篮球
架等均可）。

三、双人推拉游戏：推拉动作以定式用力的方式进行，避免
用力碰撞。

1、用背互推：两人一组（体型相近为宜）用背互推，可用站
立或蹲式、坐式等不同方式进行。



2、用手互推：两人一组（体型相近为宜），用单手或双手互
推，可用弓箭式、骑马式等配合手部的互推动作。

3、双手拔河：两人一组，双手彼此互扣做拔河状，用力后拉，
松手或被拉距离愈长者为负，对方为胜，可增加不同组別胜
者与负者彼此挑战的机会，以增加课堂气氛的有趣性。

4、搬运：背扛、背負走、同心协力。

5、手推车：

6、鼓励学生自创其他双人的推拉游戏：教师从旁协助或指导，
并适时让学生发表或表演、示范等。

四、多人推拉游戏

1、用力拉动。（本游戏可一人拉二个人也可反过来变成二个
人拉一个人）。

2、团体拔河：本游戏为双人拔河的延伸，人数约四、五人，
双方应注意安全，避免松手后跌倒，教师指导时应特别强调
合作精神及安全原则的重要性。

3、投圈得分：在远近距离不同的地方分别放有不同分值的纸
币，每人五个圈，看谁套的分数最多。

一、教学时宜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才能充分伸展肢体。

二、推拉游戏时，应特别注意课前的场地安全检查。教学活
动应兼顾安全为原则。

三、团体拔河，以双方人数各3——5人最能引起学生高昂兴
趣又较安全。

四、投圈游戏时教师可提醒学生体会用力的大小和方向。



一、指导学生自我评量。

二、具体评量标准参考：

1、推拉游戏中，尽全力而有明显用力且流汗者为3分，其次
为2分，再其次为1分。

2、学会互推和互拉的方法，10种以上者为3分，6～9种为2分，
5种以下者为1分。

3、投圈游戏中，以圈投中的纸币的分值之和计算。

4、在游戏中能尽全力，肯合作者为3分，其次为2分，再其次
为1分。

三、评出优秀活动小组

把个人得分与小组集体得分总和作为活动小组总分，评出优
秀小组并给予奖励。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四

1、认识本课5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西湖的“绿”的特点，体会作者对西
湖的独特感受。

4、感受学校的绿，说一说。

引导学生和作者一起去感受西湖的“绿”，体会作者怎样抓
住景物特点写出了自己对西湖的独特感受。

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西湖的资料，如风光图片，文字说明。



1、导入——走近绿

“置身西湖，你不由得就融入了一种梦幻的境界。虽然是冬
季，但那如镜的湖面依然薄雾氤氲，绿意盈眼。两岸更是万
枝婀娜，暗香浮动。站在西子湖畔，一股或浓或淡的诗意便
在你周身弥漫开来，即便是再豪放再洒脱的人，此刻也会变
得妩媚多情起来。”

其实，西湖的美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
客为西湖题诗作文，例如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表现
了西湖的妩媚多姿，欧阳修的《画船载酒西湖好》突出了西
湖光影迷离恍如仙境。而现代女作家宗璞在四次游西湖之后
更是留下了独特的感受，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近西湖，来领略
她动人的风姿。(板书：西湖的“绿”)

2、初读——感知绿

师：大家很会读书，一遍就抓住了文章的精髓，那么作者主
要描写了哪几处绿呢?

生答师板书(灵隐——苏堤——花港)

3、画句——体会绿。

师：不到2000字的文章中，竟用了20多个绿字，而且毫不重
复，多么了不起的文字功夫啊!你喜欢作者哪些描写?为什么?
请同学们再认真读读描写绿的语句，体会一下。

4、学生根据自已的理解谈体会。说的时候可以按这样的方法：
先说出你选的是哪里的绿，再读读你喜欢的句子，谈谈你的
感受。如果能抓住句中的描写绿的重点词语来感悟那更精彩。
(学生的交流可能不是按课文顺序，教师要根据学路随机调控
教学策略)



学情估计及教学策略：

(1)灵隐

重点句子

a.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

b.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
(板书，树木，苍翠欲滴)

c.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
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

d.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

e.亭旁溪水琤瑽，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
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
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2)苏堤

重点句子

a.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
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
了地下。

b.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
那样可爱，使得绿阴阴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相机板书青苔，
让学生找出一个表现绿的词语)

c.有的青苔，形状也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
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一幅青绿的.山水画。



d.这种苔绿，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
印象怎样。

教师引导学生找到有关语句读中感悟、读中理解、读中想象。

(3)花港

重点句子

a.那是满池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转
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板书荷叶，
有学生提供一个表现绿的词语)

b.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

c.我最爱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儿一摆，
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引导：作者写花港的绿，为
什么写杨柳嫩枝呢?------对比，既表现荷叶成熟茁壮的生命
力，也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绿喜爱的程度)

d.荷叶则要持重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
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

作者写花港的绿主要抓住什么景物观察?(板书，荷叶)

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作者对荷叶的“绿”的感受中，悉心体会
在花港观鱼看到的“绿”，绿得那么富有生命力，生机勃勃。
表现了西湖之绿的意趣美。

(生总结写法：细心观察，用心体会)师补充：更重要的，是
作者用词十分准确。我们所见到的每一处绿，都来自于作者
精心锤炼的语言。可以说，作家用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
一幅西湖山水画，用墨不多，却让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了西湖
那生机盎然的绿。这，就是准确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以它的诗情画意痴迷了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啊!让我们
再一次欣赏这人间天堂的美丽吧。(播放西湖风景欣赏片)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五

教材简析课文细致地描写了爬山虎生长的地方，爬山虎的叶
子，爬山虎脚的`形状和特点，以及它是如何一脚一脚往上爬
的。读后使我们也产生了探究的愿望，激起留心观察周围事
物的强烈兴趣。

1、认识5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引人注意、均
匀、重叠、空隙、叶柄、触角、痕迹、逐渐、休想”等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3、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学习作者细心观察的方法，培养留心周围事物的意识。

学习作者细心观察的方法，培养留心周围事物的意识。

教师准备（包括媒体）：准备教学挂图，将读文与看图结合
起来。

预习生字朗读课文回答问题提出质疑。

一、谈话导入

１、出示挂图：爬山虎

３、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爬山虎



二、初读感知3、

1、读课文，学生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爬山虎的?

2、学生交流，教师归纳出本篇课文的两个探究点(多媒体显
示)：

a、爬山虎的叶子是怎样的?

b．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又是怎样爬的?

小结过渡：叶圣陶爷爷笔下的爬山虎的叶子是什么样子的？
自由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三、理解课文

１、学生自由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２、提问：读了课文你有什么感受？哪些地方写得美？你喜
欢哪些句子？

４、老师指导读出美感来。可以采取老师读前半句，学生补
充后半句。

５、拓展

６、爬山虎的叶子之所以生机勃勃爬满墙，这跟它的什么有
关系呢？下节课再来学习。

【学法指导】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激发学生
兴趣。

四、学习本课生字。

1、读生字词。



2、注意易错的字。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六

1.通过读记两组词语，引导学生发现这些词语的特点，激发
学生积累并运用这些词语。

2.认识一些俗语，知道它们的意思，在生活中能正确使用。

3.通过读句子，体会关联词语的作用，并能在口头和书面中
合理运用。

4.按笔顺规则写几个本单元的生字，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

5.阅读欣赏短文《恐龙》，了解恐龙的种类、生活习性、生
存和灭绝的时间，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的兴趣。

6.语文生活，通过融综合实践活动与写作为一体的社会调查，
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写作能力，培养讲文明、讲卫生
等良好习惯。

1.词语、俗语、关联词的学习重点在于运用。

2.阅读欣赏短文，了解短文内容，激发爱科学、学科学的兴
趣。

3.通过社会小调查及相应的习作练习，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
能力、写作能力，培养文明、卫生等良好习惯。

组织社会小调查，进行专题讨论，指导习作。

投影、小黑板

5课时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七

放寒假前，或学期初就布置给学生观察任务，确定观察对象，
开始进行连续观察，并根据观察到的及时作观察记录。

（一）引入：今天，我们要尝试创作一种应用文，能准确地
说出它的名称吗？（板书）

（二）指导审题：

1、指名朗读题目要求，看看什么是连续观察日记？

2、默读题目，画一画：你还知道了什么？想提示同学们哪些
地方？（1）写作的内容：种植花草果木、饲养小动物、观察
气候变化、做科学小实验等。（2）要记录事物变化的情况。

（三）回顾《螳螂的启示》，明确写法：

1、默读《螳螂的启示》，回忆从这几则日记中你都学到了什
么？

2、将《螳螂的启示》中你认为描写得好的语句练习朗读。

（四）习作讨论平台：

1、默读讨论平台中提示的问题以及三名同学所想到的内容。

2、班级中哪些同学记录的是事物连续几天的不同变化，哪些
同学记录的是它有突出变化的那几天的情况。师小结：变化
比较快，比较明显的.事物往往适于我们记录它连续几天的不
同变化，如：天气在一周内的变化、科学小实验前后的变化
等。而变化相对时间段稍长一些的事物，适于我们记录它有
突出变化的那几天的情况，如：饲养蚕宝宝、泡水仙头等。

5、指名朗读书上三名同学的话，看看他们三个都想到了哪些



习作中的内容。

第一个同学实现选择好了观察内容，准备进行连续观察；

第二个同学选择了日记的写作内容；

第三个同学明确了连续观察日记要注意的内容上的衔接，要
写完整。

6、你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也给自己提示些内容吗？先进
行小组交流，再作全班交流。

提示：写法方面、格式方面、内容方面，如：描写细致，获
得了启示等。

（五）学生先试写一则，教师巡视。

（六）讲评一两则学生当堂所写的日记，修改。

（七）布置作业：写连续观察日记。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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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九



教材分析

本次语文园地包括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和
宽带网。口语交际的内容是赞美祖国壮丽河山，启发学生走
向大自然去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习作的要求是观察一处景
物再把观察到的景物写下来。“我的发现”以对话的方式对
本组课文表达方式作了回顾和总结。日积月累选编了5句有关
描写自然风光的古诗名句。宽带网是一项搜集祖国锦绣河山
图片资料的语文实践活动。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掌握本单元字词，积累古诗名句。

过程与方法：学会制定春游方案；能按一定顺序观察景物并
具体生动的奥写下来；发现排比句的特点。

情感态度价值观：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思想感情，同时
培养孩子们搜集信息的能力和兴趣。

学情分析：

本次语文园地的内容与以往差不多，口语交际与作文都与景
物有关，学生已经写过多次，并不陌生。难点是如何把景物
写具体写生动。这就要求学生课下多观察，细观察。古诗名
句理解需要教师点播，宽带网重在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搜集信
息，提高搜集信息的能力。

教法与学法：课下细致观察与课上指导交流相结合，口语表
达与书面表达相结合

教学准备：课下按一定顺序观察校园一处景物

教学时间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口语交际

一、导入新课

谈话引入：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你从什么地方感受到了春
的气息？你们想出去找找春天吗？今天我们就要商量商量，
怎样才能快乐、安全、有意义地找到春天。

二、读课题，明要要求。

1、自读课题，弄明白说话的主题是什么。（春游计划）

2、围绕这个中心，要说清楚哪几个要点呢？

（1）时间、地点

（2）准备工作

（3）开展的活动

3、除了书上提到的这几个方面，你觉得还有必要说清楚什么。
自由补充

三、分小组讨论

1、提出要求

（1）围绕中心话题进行讨论。

（2）分工合作，团结协作。

（3）学会倾听



（4）作好记录，形成书面计划草案。可以表格的形式进行。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准备工作

分工

其它

2、自由组合。并选出组长

3、进行讨论。

4、各小组进行汇报。

5、评一评：取长补短，统一意见，形成班级的春游方案

第二、三课时

习作

一、导入新课

二、读题：明要求。

1、自读题目，弄清写作的内容和要求。

2、梳理：内容：

（1）校园的一处景物



（2）别处的景物

（3）发生在校园的一件事

要求：顺序清楚，内容具体，语句通顺。

三、指导选材：

1、典型***：写一处景物，选择最美的、自己观察得最仔细
的。

2、新颖：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

四、指导写法：

1、要有一定的顺序

2、怎样写具体：观察要细致；采用多种表现手法；语言优美。

五、相互交流：

1、分小组交流自己的构思，在交流中得到启发。

2、提出自己在思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六、拟定草稿。教师指导，及时发现优点和问题。

七、学生完成后，选择一篇较为典型的文稿做点评，肯定优
点，指出问题，然后对自己的作文进行修改。

第四课时

我的发现日积月累

一、复习导入。



检查读词语盘点里的词语，有选择地听写。

二、我的发现。

1．分角色读对话。

2．说说小林和小东发现了什么？

3．读句子，回到课文中去找这些句子，再读一读，说说这样
的句式有什么好处？

4．全班交流。

5．摘抄。

6．想一想：我们在哪些课文中也读到过这样的句子。

三、日积月累。

1．自由朗读诗句。

2．说说自己读懂了意思的诗句，提出难以理解的诗句。

3．教师点评释译。

4．比一比，看谁背得多，看谁背得快。

四、宽带网。

1．自读。看图，读文，说说从中了解的知识。

2．小组交流：说说自己了解的五岳和五湖。

3．拓展知识：搜集或下载资料，遨游祖国的山山水水



4．集体交流：图片附文交流，或者就图片口头介绍，或者借
助投影仪口头介绍。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语文园地一,语文园地一- 教案，
希望对你有帮助！

四年级教案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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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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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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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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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秋天

zhen

美景

秋阳秋风秋色秋实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