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语文教案部编版 四年级上语文教案
(大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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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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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先……再……然后……”表示顺序的词语写一段表示
动作的话。

4.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
神。

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神。

认识虎门硝烟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爱祖国、拒外侮的精神。

自主探究

1、扣图引题。

（1）出示雕像图。

（课前可让学生搜集资料，接下来可交流搜集到的有关林则
徐或虎门硝烟的资料，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2、板书课题，解题。

3、读了课文后你想知道什么？

1、范读讨论。

（1）录音范读课文。

思考：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事情的大致经过怎
样？

（2）读后讨论上述思考题。

2.自读课文。

要求

（1）轻声练读生字表上的字，读准字音。

（2）边读课文边画出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查字
典理解词语的意思。）

（3）逐段读顺句子，读通课文。

3.试读课文

指名分段试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错的地方。

1、“泄、侮”按笔顺描红。

2、“寨”结构要匀称，笔画要紧凑。

抄写本课生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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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认读、理解生字词，积累词语。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标出不懂的内容，准备质疑。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方法：导析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你们喜欢读书吗?说说你曾读过了哪些有趣的书籍。今天，我
们一起来学习一篇介绍自己童年读浒传》的文章。

(板书课题：童年读《水浒传》)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3、有不明白的地方做上记号，准备质疑。

4、全班交流。(课件出示下列词语)

(1)生字词：读一读下列词语。

水浒传特别搬秦叔宝身材魁梧赤手空拳破涕为笑毕竟生辰纲

(2)读准下列多音字：

水浒传好奇吞没答应曲折天分赤手空拳



(3)理解下列词语：

百听不厌破涕为笑迫不及待豪情壮举毕竟赤手空拳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天分观摩

(4)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写了"我"童年读《水浒传》的故事，表达了"我"对这本
书的喜爱之情。

三、再读课文，理清思路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想课文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各拟一个小标题更好。

2、想一想，从这些内容中，你明白了什么?

3、学生默读。边读边做笔记或批注，以备交流。

四、熟读课文

五、指导书写本课生字，抄写生词

六、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25童年读《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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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文中的五幅春联。

2.初步了解春联的一些特点(对仗、声律美)，知道诵读春联
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3.通过本课的学习懂得生活中处处有学问的道理。



教学重难点：

了解春联的一些特点(对仗、声律美)，知道诵读春联也是一
种很好的学习。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1

课前背诵《笠翁对韵》。

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春联》一课。

生：春联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师：缩减句子。

生：春联增添气氛。

师：我们浏览着各种各样的春联，就像是漫游在万紫千红的
百花园中。

(齐读春联)

师：诵读这些春联，咱们会感到生活中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师：课文接下来讲的什么内容?请大家认真默读第2、3自然段，
思考，并用横线画出相关内容。

生：课文第2自然段讲：春联最讲究对仗。

师：春联讲究对仗，用文中8个字解释是?

生：字数相等，词类相当。



生：课文第3自然段讲：春联读起来抑扬顿挫，和谐动听。

师：用文中的3个字来概括则是?

生：“声律美”。

师：咱们归纳一下即春联的特点。

师：对仗，即为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名词对名词，动词对
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同时，声调也要相对，平对仄，仄对
平。

师：文中以“绿柳舒眉辞旧岁，红桃开口贺新年”为
例。“绿柳”对“红桃”，是名词;“舒眉”对“开口”，是
动词;“辞”对“贺”是动词;“旧岁”对“新年”，是名词。

师：请大家仔细读第二自然段的例子，老师稍后会提出更高
要求。

师：接下来，咱们开展“春联里的对仗”小活动，邀请同学
来为大家讲解。

1.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文中剩余的春联里的对仗规律。

2.选出一名同学为代表用简洁的语言介绍其中一幅春联里的
对仗。

3.带领全班同学诵读这一春联，加深体会。

(男生读上联，读下联。)

师：咱们读春联要读得抑扬顿挫，和谐动听。

(生再读)



师：这几位同学说得真不错，老师再出几幅，考考你们。

山河增秀色，大地沐春晖。

神州有天皆丽日，祖国无处不春风。

春雨洗尘埃一片清新好风景，东风送和煦千株红艳最芬芳。

师：你们太棒了!借着这股热劲，咱们也学学古人，来对对对
子。

师出示对子：

红桃对()细雨对()蓝天对()地北对()

山美水美春光美对天新()气象()

师：其实，只要咱们留心，天地万物都可以成对吟诵。

师：第二关---连对子

师出示对子：千帆竞发，万马奔腾;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国
泰民安，人寿年丰。

(生搭配，并朗读。1—4组读上联，5—8组读下联。)

师：只要掌握了春联里对仗的小诀窍，这些对你们来说简直
就是小菜一碟。

(生补充，并作说明。)

师：看来大家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落”，有人喜
欢“润”，这样细心推敲，反复斟酌，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
“揣摩”。好春联是揣摩出来的。



师：祖国的语言有的无穷奥妙，如果我们下功夫背诵一批名
联，更能帮我们感受其美。请大家把我们这节课学到的所有
春联再美美地朗读出来。

“春联荟萃”(生自由朗读，指名读)

师：春联不仅是语言艺术，还是书法艺术。你们看，用不同
的.字体书写，给人的感受就不同。隶书厚重大气，行书灵动
优美，草书狂放率性。看来，春联的美，还有很多，值得我
们仔细揣摩。

师：齐读第4自然段。

生书写自己喜欢的春联。(右边上联，左边下联。)

春联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习俗，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
文化遗产。现在很多人过年时喜欢买现成的春联，其实，这
样一来，春联带来的热闹氛围就少了许多。希望大家以后能
好好练习书法，自己写春联，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

《楹联丛话》《春联琐记》

1.背诵课文中引用的五幅春联;再搜集两三幅春联，交流。

2.完成《两导两练》相关习题。

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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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看视频，自主学习

1．播放《学写信》视频，学生通过观看教学动画，自学写信



格式。

2．同学们，看了刚才的动画，现在你们会写信了吗？谁来说
说一封信由哪几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格式有哪些需要注
意的地方？谁可以结合这封信，给大家介绍一下。

(1)出示例信，学生根据例信回顾书信写作的格式。

(2)教师相机板书。

3．为了便于大家记忆，老师把书信的格式编成了顺口溜，我
们一起来读一读。

称呼顶格打冒号，先向亲友问个好。

正文每段空两格，一事一段不乱套。

事情说完写祝福，健康快乐常说到。

署名日期别漏掉，工整写在右下角。

二、点拨题材，自由酝酿

1．信的格式掌握了，那么现在你最想给谁写信呢？你想告诉
他什么？

2．教师相机总结板书：

(1)写信的对象可以是：亲朋好友、同学、老师……

(2)写信的内容可以是：学校活动、家中近况、感谢、道歉、
叙旧、家乡的风土人情、风味小吃、名胜古迹、建议意见、
趣事新闻、问候、邀请、愿望……请几名学生简单介绍自己
的思路，教师提示注意事项，相机板书。



三、交流表达，小试牛刀

1．掌握了写信的格式，明确写信的对象和写信的内容，现在，
就让我们小试牛刀，赶紧拿起笔把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写下
来吧。

2．学生当堂作文，教师巡视。

3．展示部分学生作文，师生共同点评。

4．解决学生在书信表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四、佳作引航

写给姑姑的信

亲爱的姑姑：

您好！

您去美国好几年了，在那里过得很好吧？姑父、表弟和表妹
们都好吧？听说您今年寒假要回来看看，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姑姑，这几年我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妈妈让我用书信的方
式向您汇报一下家乡的变化，否则，您可能连回家的路都找
不着呢。

几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生态公园来说吧。
以前，这里只是一片又臭又脏的垃圾场，一到夏天，蚊蝇就
四处乱飞，行人只能绕道而行。如今不一样了，这里建成了
生态公园。而且开挖了一个大型的人工湖。湖水清澈见底，
湖面上还有一群色彩斑斓的鱼儿嬉戏，如果你幸运的话，还
能看见几只水鸟在湖面飞过。一到夜晚，人们就在湖边散步。
而且，我们这里还被评上了“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十大宜
居城市”呢。



前几年，我经常在马路边数汽车，只用一只手就数得清。可
现在，我们全家人数汽车，也无法计算出1分钟有多少辆车从
宽阔的马路上飞奔而过。我们这儿天变得更蓝了，水变得更
绿了，市民变得更文明了。

姑姑，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了，我们等着你回来看看吧。

祝您

万事如意，生活愉快！

您的侄女：小雪

11月12日

点评：这是一封侄女写给远方姑姑的信。书信格式正确，语
言规范，信的内容明确，语言优美，感情饱满，流露出了对
姑姑的喜爱，对家乡的赞美。

五、探究实践，学写信封

2．出示信封范例。

3．学生自主学习关于信封格式部分。

4．教师小结：收信人、寄信人的姓名、地址、邮编的书写位
置，以及邮票的作用。特别强调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不要
写错。

5．如果现在请你给老师写一封信，你知道信封该怎么写老师
才能收到吗？现在拿出信封，动笔写一写吧。

出示教师地址、邮编及学生所在学校的地址和邮编。

六、修改提升



1．选择学生例文，师生共同点评。

(1)下面我们对几位同学的习作进行点评。谁愿意读读自己的
习作，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2)点评要求：从优点和建议两方面去评。可以整体评文，也
可以就某一方面点评。

(3)选择典型例文，引导学生进行点评。

(4)师生总结评改步骤：先通读习作，一看是否符合要求；二
看信的格式是否正确；三看内容是否具体生动；四看字词句
是否使用得当。

2．小组合作，互评互改。

(1)按照评改步骤，小组成员间轮流批改习作。

(2)小组长记录发现的共性问题。

(3)恰当地使用修改符号。

3．个人修改，谈谈体会。

(1)学生根据小组成员的修改建议，自己修改习作。

(2)如果发现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提出建议的同学。

(3)谈谈自己在修改中的体会。

七、总结习作

与远方的小伙伴结成朋友。

板书设计：



学写信

称呼：

问候语！

正文(一事一说):家中近况、学校活动、家乡风景名胜、思念、
问候、建议、道歉……

此致

敬礼！署名

日期

本次习作我首先通过动画视频，引出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
自主学习了解写信的格式，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印象深刻，学生在获得发现知识的成功感的同时，也获
得了一种可贵的学习方法。顺口溜则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即
时巩固所学。

为了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真情实感，做到“我手写我口，我
口表我心”。让学生联系自身实际，想一想要写信给谁，向
他说什么，使写信成为学生自发的内心需要。打开学生思路，
便于学生真情流露。同时，让学生明白书信是为了交流，无
论是与别人交流，还是与自己对话，写信都是表达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另外让学生自己观察信封，发现和总结写信封的格式，充分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同
时，让学生写信封的实践环节，可以当堂检验学生的自学效
果，切实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把教学目标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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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作者抓住特点描写景物的方法。

2．引导学生读文章，想画面，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

3．领略西湖的美丽景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一）（出示课文插图）导入新课

（二）范读课文

学生初步感受课文。

（三）自学课文（出示阅读提示）

1．认真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课文所描绘的画面。

2．想一想作者抓住哪些景物的特点，写出了自己对西湖的独
特感受。

（四）小组交流

重点讨论第2题。作者抓住了西湖“绿”的特点，作了具体的
描绘：一是雨中去访灵隐，看到的西湖的“绿”；二是漫步
苏堤，看到的西湖的“绿”；三是在花港观鱼，看到的西湖的
“绿”。每一次看到“绿”，给作者的感受也不一样。雨中
去访灵隐，作者抓住了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
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
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此外还有
溪水：“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漫步苏堤，
作者抓住了树木身上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
使得本就很绿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这种苔绿，
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在花港观鱼，作者抓住了满池



的新荷。与初春的杨柳嫩枝的新绿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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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指名读，其他同学闭目想象课文所描绘的画面。

2．自由感情朗读课文，感受西湖“绿”的美。

（六）感受语言文字美

1．本文优美的词汇十分丰富，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词、句。

2．指名读自己喜欢的词句。

（七）听课文朗读录音

想象课文所描绘的画面，体会作者对西湖的独特感受。

（八）布置作业

1．把自己喜欢的词句摘抄下来。

2．找一找其他描写西湖的文章或诗词读一读，体会一下不同
作者眼里的西湖，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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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词。

2.通过朗读体会_同志甘于清贫的可贵品质，感受他坚定的革
命志向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



3.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
关系。

教学重点：

通过朗读体会_同志甘于清贫的可贵品质，感受他坚定的革命
志向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现在，我们就继续走进_，感受他清贫的一生。下面同学们打
开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体现_清贫的
句子，并想一想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小组交流一下勾画的部分，并抓住具体的词句说
说是怎么体会出来的。

二、精读课文

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哪些地方体现了_的清贫?并抓住具体的
词句说说你是怎样体会出来的。

第9段

那些地方体现了_的清贫?抓住具体的词句来说说怎么体会出
来的?

旧汗褂裤和线袜：什么样的?读出来!(板书)深山坞

：什么意思?除了这两件东西之外他还有别的东西吗?_参加革
命后，家里被烧被抢了十几次，很可能除了这两件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传世宝：什么是传世宝?什么样的东西通常被称为传世宝?在
这里指什么?为什么加双引号?_将这两件东西奉为“传世宝”
别人怎么看?“齿冷三天”什么意思?富翁们可能怎么笑话他?
这样笑话他，_还将这两件东西做为传世宝，我们体会到_怎
样?在乎这些笑话吗?(清贫，而且甘于清贫，清贫并没有使他
感到羞耻，反而让他感觉是个宝。)读出这种感觉来!老师范读
(感受到乐观，甘于清贫)

读到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了_生活的“贫”

联系_的身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数百万元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一点一滴，还可以
换成那个词?(板书)谁来谈谈对“一点一滴”这个词的理解，
读出来!

下面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你们想知道_当时是怎样说的的吗?_说：妈，我是当主席，可
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有个
头，我们每个人的饭钱才7分呀!

_对母亲说这句话时心理可能怎么想的?

忠孝难两全呐!_回绝了母亲的要求，这回我们再来说说_
的“贫”是因为什么?板书“清”

此时，我们对_是怎样的感情?让我们怀着对_的敬佩之情再来
读读这句话。

第二段

在_被俘，两个国民党士兵搜身时，哪又让我们看到_的清贫。
说说从哪个词语中看出来的?读出来!



体会国民党兵士的贪婪

课件出示三句话

看看他们的几次动作，再看看他们的心情，你体会到了什么?
从那个词语中体会出来的?

我们通常拿什么东西用捏?(细小的东西)他们是怎样捏的?

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不止捏了一次，

这次是怎么捏的?自己捏捏体会体会，换成别的词可以吗?

从他们的心情上，你又看出什么?

他们见搜不出什么，又采取了另一种手段——威吓

他们是怎样威吓的?我们应怎么读?

同桌分角色练着读读

(分角色朗读，老师读叙述部分)评价：他们读的怎样?

其中_的一段话老师也很想来读读，师读。

_是怎样说这句话的?

现在怎么还笑得出来?这是什么笑?淡淡的表现出什么?

下面我们带着对敌人轻蔑的笑，讥讽的笑，带着_被捕时的从
容、淡定再来读读_的话!

三、学习最后一句

_在狱中写到;



师：为了党，为了阶级，为了革命事业，_甘于清贫，因为清
贫能使他身更正，眼更明，心更亮，清贫能使他战胜困难，
清贫能使他找到前进的方向。用书上的一句话就是：“”齐
读。早在赣东北时，_就将这句话做为自己的座右铭。

_到底是不是这样做的，读读_的事迹，你们就知道了。

(3名同学读，教师配乐)

1名，这是_因清贫而具有的正气，大义灭亲，这就充分向我
们证明着这句话，一生读。

2名，这是因清贫而明理，这又一次向我们证明———

3名，这是因清贫而乐观，这还是在向我们证明———(齐读)

4但在我们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困难不止这些，爬雪山、过草
地，没有弹药，粮食短缺等等，革命者也不止_一个，上到毛
主席，下到普通士兵，千千万万。但他们都具有这样的美
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让我们再读这句话。

_是清贫的，革命者是清贫的，但却有人说他们很富有，你同
意吗?那以_为代表的革命者，他们的“富有”是什么呢?(板
书)

说的太好了，清贫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正是因为这些以_为代
表的革命者精神的富有，才是我们革命能够成功，新中国能
够成立的原因。

四、小结

1935年8月6日_被国民党_杀害，牺牲时年仅35岁，_清贫的一
生用8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那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透过他的清贫，我们看到了他伟大人格的富有。



郭沫若同志也曾用一首诗来盛赞_烈士。我们一起读!

在革命过程中，向_烈士那样的革命者有千千万万，课下我们
就找来他们的事迹读读，让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感受伟大
精神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