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模板9篇)
总结六年级各科教学中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接下来是一些经
验丰富的老师总结的一年级教案，大家一起来借鉴一下吧。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一

记住战国时期的起止时间，记住“战国七雄”，理解战国战
争的特点及其影响，了解“合纵”和“连横”的含义及重要
表现。

二、能力与方法

通过对七国关系及战国时期战争、外交特点的分析，培养和
提高分析能力。学习和初步掌握制作历史图表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战国战争史的学习，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初步教育。
通过孙膑、张仪等人的事迹，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
育。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二

1．创设情境，复习字词。

(1)导入：(课件出示生字闯关游戏)首先，我们来做闯关游戏。

(2)组织游戏。

第一关：读生字并自由组词。(课件出示八个生字。学生以开
火车的形式认读生字并组词。)

第二关：从“南、西、北”中，任选一个字说一句话。



第三关：读诗句，说感受。(课件出示全诗)

(3)过渡：我们闯关成功！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江南》。

2．利用媒体，由景入文。

(2)学生自由畅谈观后感受。

3．过渡：是呀，江南景美，江南诗更美。下面请同学们打开
教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设计意图：本环节让学生在一开课就进入游戏闯关情境，调
动起学生主动参与复习字词的热情，不仅对上节课学习的知
识进行有效的复习，而且抓住重点词引导学生进行拓展和运
用。教师保护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
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课件从感官上和心理
上激发学生的读文热情，并为诗文的理解奠定必要的情感基
础。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三

1．自己读韵文。

2．小组合作学习

比一比，认识量词。

图上的杏子和桃子有多少?

杏子可以一堆一堆数，还可以怎样做?桃子呢?

图上其他动物或植物到底有多少?哪个小朋友能准确介绍一
下?



提出疑问，开展互相解疑的活动。

3．相机引导学生理解同一种物品可以使用不同的量词。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四

1、正当各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国却逐渐占据了主动，
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出了个张仪（投影张仪图片）

张仪游说各国，破坏了六国的联盟，使得六国联合抗秦的谋
略破产，具体是怎么回事，同学们还是通过阅读教材去了解
吧。

2、指导学生重点理解什么叫“合纵”，什么叫“连横”（课
件出示“合纵连横”示意图，教师据图讲述）：合纵就是东
方六国联合抗秦，（“合众弱以攻一强”）。这种联合从地
理位置上来说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联合，所以叫做“合纵”。
合纵政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秦。苏秦奔走于东方多国之
间，身佩六国相印，在他的游说推动下，东方各国一度合纵
攻秦，迫使秦国吐出一些占领的地方，使秦国遭到一定的挫
折。

连横就是劝说一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各国（“事一强以攻众
弱”）。这种结合是西边的秦国与东边各国之间横的连合，
所以叫做连横。连横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魏国人张仪。秦国用
张仪为相，让他推行连横政策。当时东方的齐楚两大国结成
联盟，秦国要跟齐国争雄，必须先破坏齐楚联盟。张仪连横
政策最成功的一着便是把齐楚联盟给破坏了。

3、六国合纵抗秦为何未成功？

（秦国用贿赂、威胁的手段破坏合纵，各个击破；五国间利
益不一致，立场不坚定）



（教师讲述）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国一会
儿加入合纵，跟楚国搞联合，跟齐国搞联盟，一会儿又跟秦
国抱到一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成语就
是这么来的。——不过，虽然斗争很复杂，情况多变化，形
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不断的军事斗争和复
杂的合纵连横斗争中，楚国和齐国先后衰落下去，秦国却xx
越强。

课堂小结

（课件出示知识要点，教师概述）

战国宏大而壮观的战争，变化多端的谋略，足智多谋的军事
家令人难忘，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何时，战争带给人民
的，永远都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在连绵不绝的战争岁月中，
受煎熬的始终是老百姓，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和平，一直
都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练习巩固

一、选一选

1、作为一个时期的名称，“战国”因战争众多、争夺激烈而
得名。战国时期是指（）

a、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6世纪

b、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c、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d、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2、下列诸侯国中，不属于战国七雄的是（）



a、齐国

b、晋国

c、楚国

d、赵国

3、战国初年，被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的国家是（）

a、齐国

b、晋国

c、楚国

d、秦国

4、战国中期，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打败魏国的军事家是（）

a、孙武

b、孙膑

c、吴起

d、伍子胥

5、人物下列中，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军事家是（）

a、孙武

b、张仪



c、孙膑

d、苏秦

6、战国时期，七国之间战争不断。主要的兵种有（）

a、车兵

b、步兵和骑兵

c、水兵

d、藤甲兵

7、“纸上谈兵”的成语典故源自于长平之战，指缺乏实战经
验，惯于空谈兵法，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赵括。交战双方是（）

a、秦国和齐国

b、魏国和赵国

c、秦国和楚国

d、秦国和赵国

8、《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一部兵书。该书的
作者是（）

a、孙武

b、孙膑

c、吴起



d、白起

二、材料分析

战国七雄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合纵与连横之争成为战国纷争
的重要内容。

1、用简要语言说明“合纵”与“连横”策略。

2、在合纵与连横之争中，一些研究纵横之术的读书人十分活
跃，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谁？

3、你认为上述哪一种策略运用的更成功一些？

三、各抒己见

结合有关史实和课外资料，谈谈你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战国人
物。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五

1、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战国七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自西周分封诸侯，中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诸候
国。但是经过春秋时期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
强国吞并弱国，到战国开始的时候，诸侯国已经为数不多。
主要的有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课件展示
“战国形势图”）。

教师提问：

（1）战国时期周王的`地位怎么样？——春秋时犹宗周王，
而七国则绝不言王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
俗”条）——无足轻重。



（2）为什么诸侯国会越来越少——统一的趋势日渐明显

2、同学们仔细对比春秋形势图和战国形势图，发现有什么明
显的不同吗？

学生提问：为什么晋国没有称雄？

（教师讲述）七国中，齐楚秦燕，大家已经熟悉，春秋时期
的晋国在战国地图上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
个诸侯国。原来晋国已经被它的三家大夫韩氏、赵氏、魏氏
瓜分，一分为三，形成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历把这件
事叫做“三家分晋”。

历把这七个强国并称为战国七雄，七雄并立是战国期的基本
形势。

3、学生认真观察课件投影，了解七国及其地理方位：齐国在
东，楚国在南，秦国在西，燕国在北，韩、赵、魏三国在中
间。（老师看图讲解，辅之顺口溜“齐楚秦燕韩赵魏，东南
西北到中间”，指导学生掌握记忆方法）。

（教师引导过渡）战国，顾名思义，有战争的国，这里
的“战”主要是指战争频繁，争斗激烈，学习战国的历史，
必须了解战国的战争。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六

1．课件演示“可、东、西”三个字的书写过程，引导学生自
由观察。

2．组织学生交流观察结果。(重点引导学生交流笔顺和笔画
占田字格的位置。)

3．教师根据学生交流情况，引导学生观察重点笔



画。(“可”的最后一笔是竖钩。)

4．教师示范书写生字，学生仔细观察，并跟着书空。

5．学生描红，临写，自由练写。

6．投影展示，师生共同评议。

设计意图：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写好汉字是教学的基本要求，
所以，教师强调练字应在学生仔细观察、发现规律的基础上
进行。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抓住重点对学生进行了书写
指导。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七

1．提出自学要求。课件出示：

(1)给生字找朋友，用喜欢的词语说话。

(2)小组合作读课文，读自己最喜欢的语句，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方式读，可以边表演边读，也可以和好朋友一起读。

2．各小组汇报自主学习情况。

(1)引导学生说说生字的组词情况。

(2)组织学生把自己喜欢的语句读给其他同学听。

(3)组织学生试着表演读。

(4)引导学生谈收获并质疑，为第二课时做准备。

设计意图：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鼓励学生自己选择喜
欢的学习方式和课文内容，进行有效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
主意识。让学生在小组内、班内汇报学习成果，有目的地训



练学生的合作意识，体会成功的快乐。

四年级第四课教案设计篇八

1．出示"牛、羊"，学生观察，说说要提醒小朋友注意什么。

演示"牛、羊"的笔画顺序。学生试写一个。

2．出示"小、少"，让学生观察该字在田字格的位置，比较有
什么不同。然后跟老师一起书空，认识新笔画-竖钩。

3．教师范写"小、少"，学生仿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