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 四年级语文教案(优
质5篇)

初三教案要兼顾学科的纵向和横向的发展，注重知识与能力
的融合。以下是一些初中教案的实例，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
些教学思路和方法。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篇一

一、情境导入

1、今天，我带来几件小礼物，奖给昨天家庭作业做的好的'
同学。给学生发礼物，请获奖者谈一谈此时的心情。

2、教师小结，得到是快乐的，其实给予更快乐。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给予是快乐的》。希望同学们大胆地提出问题，学
完课文将根据大家的提问，评选问题和提问人。

二、感知发现

1、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2、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评价问题的质量。(估计学生会提出：
谁给予谁?在怎样的情况下给予的?给予了什么?)从好的问题
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针对课题提问时，要抓住关键词“给
予”进行思考。

3、学生选择好的问题朗读思考。

4、交流，请学生回答。(随机板书)

新车



坐车、停车

承诺

保罗的哥哥

保罗、保罗

小男孩、小男孩

弟弟

坐车、观光

给予是快乐的

保罗

小男孩及其弟弟、小男孩

保罗

5、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板书简要地复述课文的内容。

三、感悟发现

1、教师引导：哪一个给予最珍贵?

2、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3、交流。指名发言。引导学生展开争论，在思维的碰撞中进
一步理解课文。

3、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4、交流，各组派代表发言。要帮助学生打开思维，根据三个
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丰富、合理的想象。

四、鉴赏发现

1、朗读课文思考：你认为课文在选材、描绘等方面有哪些优
点值得我们学习?

2、讨论并有感情地朗读。(学生可能会提出：人物的语言描
述的具体。以此为锲机，引导学生体会说话的语气，并分角
色有感情地朗读。)

3、你认为课文还有不妥之处吗?

4、学生质疑，教师引导学生论证问题是否合理及具有的价值，
评选好问题，同时小结质疑的方法。

五、质疑问难

1、学习中遇到哪些不懂的问题?

2、学生质疑，共同讨论解决。同时评价问题的质量。从好的
问题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不能一有疑就问，应在深入思考
后，的确无法解决问题才可以提问，问题要有助于对课文的
深入思考。

六、总结表彰

而感到快乐,小男孩因为

而感到快乐，保罗因为

而感到快乐，我也曾因为

而感到快乐。让学生从生活实际中进一步受到助人为乐的教



育。)

2、师生共同评选问题、提问人，赠送小礼品，颁发荣誉证书。

六、实践活动

本课故事性强，人物角色鲜明，对话较多。让学生把课文改
写成剧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排练，再组织汇报表演，评选
小演员。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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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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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篇四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自渎课文，弄懂三个主要例子中人类从生物身上受到什么
启发，解决了什么问题，培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弄懂三个主要的例子中人类从生物身上受到什么启发，解决
了什么问题，培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说话：大家一定知道许多有关“珍惜时间、勤奋学习、立远
大志向”的格言，谁愿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读题。

2、激趣 读了课题，你想了解什么?(人类的老师是谁?它们为
什么是人类的老师?) 过渡：那就请大家带着好奇心去读一读
课文吧。

1、请同学们放声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
课文。

2、分小组朗读课文在小组内评议，正音，不熟的地方再多读
几遍。



3、同学们刚才读得真热闹，谁愿意来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朗读
(指名分节朗读)

4、课文读到这里，大家一定知道人类的老师是谁了吧?谁愿
意来告诉大家?(指名回答) 自然界种种生物(板书) 齐读最后
一句(你是从文中的哪句话了解的?)

师：为什么说自然界种种生物真是人类的好老师呢?请同学们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边读边想，细细地体会，可以
把关键的词句圈圈划划，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还可
做上记号。

1、学生自读课文，体会理解。 师：怎样?有收获吗?可能也
有疑问吧!请同学们把你的收获在小组里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当然，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在小组里提出来，讨论讨论，
行吗? 好，畅所欲言吧!

2、学生交流讨论 师：刚才同学们交流讨论的十分热烈，十
分投入。那么，自然界的种种生物为什么 是人类的好老师
呢?请联系课文把你读懂的体会到的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1)科学家从鱼儿在水中自由升降的现象得到启示，发明了潜
水艇。

(2)科学家研究鸟儿飞行的原理，发明了飞机。 从蜻蜓那找
到防止机毁人亡事故的方法。 研究苍蝇，蚊子，蜜蜂等动物
的飞行特点，造出了许多具有各种优良性能的新式飞机。

(3)工程师模仿鲸的形体，改进了船体的设计，大大提高了轮
船航行的速度。

(4)建筑师根据“薄壳结构”的特点，设计出许多既轻便又省
料的建筑物。



(5)人们模仿袋鼠造出了会跳跃的越野汽车。

(6)人们模仿贝壳制成了外壳坚固的坦克。

4、拓展延伸

(2)自然界可以充当人类老师的生物你还知道有哪些?

5、理解最后一句话

(1)齐读最后一句(文中举了哪些例子来说明自然界的种种生
物的确是人类的好老师。)

(2)学到这，你对这句话一定有了更深的理解能用自己的话说
吗?

(3)齐声朗读，再来赞一赞这人类的老师

6、小结 大自然是多么奇妙啊!经过对许多动物的研究，人类
获得了不少启发，但这还远远不够，更多的奥妙还有待我们
去发现。

2、看来，大家一定有许多奇思妙想，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吗?

1、课外自己寻找并阅读介绍人类向生物学习的儿童科普读物。

2、观察大自然中某些生物的特征，写观察日记，有兴趣的.
可做实验。

部编版级语文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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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