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通用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
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
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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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讨厌”“乱砍滥伐”“泛滥成灾”“贫瘠”等词语
的意思。

3、认识森林的重要作用，培养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认识森林的重要作用。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板书：云雀的心愿。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
是——齐读课题。

质疑：初次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有什么疑问?



二、 检查预习

1、出示词语，指名读，齐读。

用上这些词语说一说那个夏天发生的故事。

2、通过读书，你们知道云雀的心愿是什么呢?

课件出示：最后两段话

板书：沙漠变绿洲

再读这段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愿呢?板书：森林重要

三、精读感悟

过渡：森林究竟有多重要呢?这节课，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
跟着小云雀和他的妈妈一起去看看吧!

(一)沙漠

1、指名读2—4自然段，相机评价。

2、方法指导：读文章要边读边想象，把文字读成画面，读人
物的语言，要揣摩人物说话的情感。学生练习。

3、展示

4、小结：想象着读，体会着读，就能把课文读好。

(二)大河

1、请大家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并体会人物的情感，自己
联系5——10自然段。



2、展示

3、采访：小云雀，你为什么挨近了妈妈?

云雀妈妈，你为什么叹一口气?

4、森林的蓄水作用云雀妈妈是怎么介绍的?了解总分总的介
绍方法。

(三)森林

1、我们到小云雀的家，你又知道了森林有什么作用?默
读11——13自然段。

2、交流。板书：调节温度

3、再来看云雀妈妈的介绍，比较10、13自然段，这两段话有
什么共同点?

(四)总结拓展

老师也搜集了相关资料，谁来读一读?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
么?

补充资料再读最后两个自然段。

四、迁移训练

1、冬去春来，小云雀邀请小伙伴到沙漠上去种树，假如你就
是文中的小云雀，请你根据课文内容邀请你的小伙伴，可以
选用下列词句，也可以选用课文中的话语。

2、师生共同邀请。

总结：听了小云雀的话，今后该怎么做，让我们用行动来回



答。

五、指导写字

你觉得最难写的是哪个?要想写正确，需要注意什么?要想些
漂亮，需要注意什么?

范写——描红——临写——反馈评价。找同类字，再写。

小结。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篇二

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1、同学们，上节课老师和大家初学了22课，今天我们将继续
学习第22课。

2、学生朗读课题

3、其中的“我”指的就是(曼德拉)，他在课文中的身份是一个
(囚徒)

二、分析课文第一部分

1、在书本中，电视中，你见过囚徒吗?他们过的是怎样的一
种生活啊?

2、学生交流

4、学生读书，交流(苦役;艰难的时日;狭窄的牢房)



5、师：越是狭窄的牢房越是没有自由，它时时刻刻在提醒着
囚犯：你是囚犯，你是罪人，你不配享有自由!

6、那么，在如此艰苦的时日里，曼德拉又是怎么做的呢?

7、交流：洗洗衣物------

8、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方设法为每天的生活寻找些许慰藉;使狱中生活充实一点)

9、出示上面两句话，让学生体会他这样做的目的。

11、板书：乐观向上、积极

12、朗读课文第一部分

三、分析课文第二部分

(一)

1、是啊!曼德拉是一个乐观向上，积极生活的人，也是一个
对菜园情有独钟的人。

3、朗读

4、交流：(亲密接触)读好这句话

5、是的，作者对菜园一直以来就是如此“情有独钟”，以至
于他刚到罗本岛，他就要求_允许他在监狱的院落里开辟一方
菜园。但是，这一方菜园他得来容易吗?读读课文第三小节，
再来说说。

6、学生朗读第三小节，交流(多年来，一直拒绝，但是最终)



7、你从中又觉得曼德拉是个怎样的人呢?

8、板书：坚持不懈

(二)

1、对这来之不易的菜园曼德拉格外珍惜，格外爱护。他为菜
园做了些什么呢?自己读读课文四、五、七按节，边读边做做
记号!

2、交流

a)成天都在地里不停地挖掘

(谈谈自己的体会，抓住红色的字;朗读体会)

b)首先选种了---

(说说他这样做的原因;从产量增长中，你有什么感想)

c)订阅书籍，学习耕种，了解方法，更加可贵的是作者不怕
失败

3、在曼德拉的辛勤劳作下，作者的菜园一片生机盎然，收获
的季节到了，曼德拉来到了他的一方菜园。他看到了什么，
他情不自禁地说----(出示图画，学生练习说话)

(三)

1.是啊!多么美好的一切啊!曼德拉辛勤耕作这一方菜园，收
获的不仅是硕果累累，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2.读读第八节，谈谈自己的感受。



3.理解"一丝自由的滋味"(少有的;一方)

4.朗读第八节

四、分析课文第三部分

1.作者收获的不仅是心里上的自由，更加获得了生活中深刻
的哲理。

2.收看录象

4.四人小组讨论，联系实际，说说你们的理解

5.指名交流

6.朗读这段话

五、总结课文

1.让我们一起记着这位为了黑人的解放事业，穷尽毕生心血，
坚忍不拔的伟大领袖曼德拉，记着在菜园中发生的感人的故
事。

2.记着他的这段响亮世界的话语："斗争就是我的生活，我会
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死。"

板书设计：

22、我的菜园

积极向上

坚持不懈

不辞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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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浏览梗概，了解小说内容。(知识能力目标)

2.品析“精彩片段”，体会人物特点和语言特点。(知识能力
目标)

3.激发学生的阅读名著的兴趣。(情感态度价值观)

教学重难点：在快速阅读中培养把握主要内容的能力，并初
步感知人物形象与精神，激发起课外阅读的兴趣。

教学方法：

1.通过拟小标题，获得阅读初期的真实体验。

2.小组合作交流，感悟故事情节、语言的精彩;进而感悟主人
公形象。

教学流程：

一、引入新课

1、谈话导入课题。

这节课老师请来几个小伙伴和我们一起学习好吗?(课件出示:
人物图像)打个招呼吧。还有一个人物(课件出示:汤姆索亚图
像)，知道他的名字吗?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这个男孩儿的故
事。(板书课题，齐读。)

2、发现课题有什么不同了吗?(引导学生明确今天的学习内容
是一本书)



3、你觉得书名中的关键词是哪个?什么意思知道吗?

4、故事写了汤姆索亚几次历险经历?我们可以从哪儿寻找答
案?

二、浏览梗概，了解小说内容。

过度：许多名著前面都有梗概部分，如果先了解梗概，就可
以一下子就把握住书中的主要内容。

1、现在请大家浏览故事梗概，试用小标题来概括汤姆索亚的
几次历险经历。 预设：学生如果说不全，教师引领：除了
这4次冒险，还有1次冒险，最后汤姆和哈克又到山洞中去寻
财宝，这个小标题，我们可以归纳为——挖金币。 试胆量，当
“海盗”，寻财宝，陷绝境，挖金币这就是汤姆.索亚的整个
历险图。

2、(课件出示学习伙伴的话引出问题。)哪次次历险最吸引
你?

3、通过学习梗概，你对汤姆有哪些认识?(淘气顽皮、孩子头
儿、无所不能、爱冒险、胆大、向往自由……)

三、品尝精彩片段，体会人物特点和语言特点。

1.读名著不仅要了解故事内容，还要品味其中的精彩，课文
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精彩片段。(板书补充：了解，品味)

2、请默读精彩片段部分，之后和同桌交流这个精彩片段大概
在故事哪个位置?

3、全班交流后再读精彩片段，小组讨论哪儿最吸引你?教师
小组跟进指导。(从情节、语言、写法等方面予以引导、感悟。
适时想象、朗读)



预设情节1：洞中困难重重

预设情节2：大悲大喜

预设情节3：悬念迭出的结尾

预设语言1：夸张的语言

预设语言2：大喜大悲的人物动作、外貌等细节描写

预设写法：反衬的手法

4、(课件出示学习伙伴的话引出问题。)现在你对汤姆又有哪
些认识?(乐观、关心同伴......)

5、这样一个可爱的男孩形象，作者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呢?看
看作者怎么说。(课件出示作者的话。)

四、激发学生读整本书的兴趣。

1、一个片段就让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收获，我们要感谢谁?

2、说说作者。(课件出示：对作者、作品的评价、不同版本
的书面)

3、小结：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了解了梗概，品味了精彩，还
有哪些地方让你产生了疑问?

4、学生交流。这是你的疑问，还有吗?你说……

如果想知道，我们课后可以去读一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这
本书，到时候，我们再开个读书交流会好吗?下课。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篇四

《观潮》是一篇文质兼优的写景文章。作者寓情于景，通过
对农历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雄奇壮丽，气势非凡，景观
的描绘，抒发了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思想感情。本文的教学，
不但要使学生增长见识，学习作者的观察及表达方法，受到
语文能力的训练，还要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壮美
河山的思想感情。

(一)课始，以“声”激情诱趣。

好的作品默默地看与朗朗地读又与有音乐烘托伴奏的朗诵，
对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带给人的内心体验都是不同的。文
章描绘了钱塘江大潮来前的风平浪静与潮来时的惊涛浪吼形
成鲜明对比，尤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潮水由远推近，有如排
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为了充分发挥作品的感染力，
用雄浑有力的交响乐伴以激情昂然的朗诵，使学生入其境，
动其情。

准备一段由缓慢抒情到急促激越再到平缓渐弱的交响曲。
以“舒展缓慢”吻合潮来前的平静;以“欢乐抒情”衬托人们
观潮的喜悦心情;以“雄壮激昂”，烘托大潮的磅礴气势。

(二)课中以“像”释疑解惑。

学生生活在繁华的城市，许多孩子没有到过海边，更无从目
睹这样雄伟壮丽的大潮之景观。对于没有见过的事物，又无
类似经历可以借鉴，不仅给理解课文带来障碍，也给展开想
象造成困难。因此，需运用电教手段，声像同步，视听结合，
创设情境，提供感知，发展情感，促进理解。

根据课文内容，从《神州风采》里的“海宁观潮”一片中截
取有关片断，按潮来时开始还是风平浪静到有声无“形”，
然后“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一条白线”;渐近，拉长变粗，横



贯江面”;再近，白浪翻滚，如同一道城墙”;更近，犹
如“战马飞奔，坦克轰鸣”的顺序组接。录制两遍。第一遍
按由远及近，将潮水的“如线”、“横贯江面”、“如墙”、
如“万马奔腾”的四个画面各定格6秒，以便使学生有时间看
清楚并将实际景象与课文里的文字描述在头脑中“衔接对
号”。第二遍不定格，使学生对大潮由远及近的推进变化、
发展有一个连贯、完整的印象，以加深感受。

(三)以“读”促思通文。

朗读是理解内容的基础，也是检查理解的手段，更是以文悟
道的途径。《观潮》从声、形、色三方面描绘赞美了被称为
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形象鲜明，富于感染力。有感情地
诵读既有助于理解课文，又能更好地受到感染。

读，应求形式多样，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作用和效果，要根
据不同段落的学习内容、训练任务、教学目的选择适当的读
法。默读，利于思考;朗读，助于理解;齐读，训练面大;自由
读，灵活主动;个别读，“以点带面”便于指导。读，又不能
走形式，明确读的目的，提出读的要求，求得读的成效。要
以读引思，以思促读，读思结合。

这堂课的教学，采用下列读法：

课始：教师范读激情;课中：自学时默读，理解中自由读，理
解后感情朗读;课尾：个别读、齐读相结合。

(四)优化课堂结构。

教学结构力求体现“教为主导、生为主体、学为基础、思为
核心、‘道’贯其中”的整体优化结构型。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做到
“三动”和“三个保证”。



三动：动脑思考;动口读说;动手画批。

三个保证：在学习的中心阶段，即高潮处，关键处，难点、
重点处，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去读、去思、去议;保证学
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保证学生自始至终在课堂上过着愉快
的精神生活。

(五)教学的重点、难点及处理方法。

1.教学重点：

潮来时的壮丽景象是教材的重点部分，也是教学的主要内容。
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好这一段。

突出重点的方法：

(1)理清作者观察和表达的顺序。

懂得作者是按照“极远—渐近—再近—更近”的顺序观察和
描述的。

(2)理解作者的表达途径和方法。

懂得作者是从声音、形状、颜色这三方面将大潮雄伟奇特的
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从中体会作者赞美“天下奇观”的思
想感情。

(3)重点理解比喻句。

引导学生分清本体与喻体，即把什么比作什么，在理解的基
础上体会它们的作用，懂得这样比的真正含义。

(4)运用电教手段——录像，创造情境，激发情感。放录像—
画批—讨论—朗读多种教学手段优化组合。



将看、想、说、读有机结合。做
到“图”“文”“视”“听”互补;“听”、“说”、“读”、
“思”互促。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篇五

(一)课始，以“声”激情诱趣。

好的作品默默地看与朗朗地读又与有音乐烘托伴奏的朗诵，
对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带给人的内心体验都是不同的。文
章描绘了钱塘江大潮来前的风平浪静与潮来时的惊涛浪吼形
成鲜明对比，尤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潮水由远推近，有如排
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为了充分发挥作品的感染力，
用雄浑有力的交响乐伴以激情昂然的朗诵，使学生入其境，
动其情。

准备一段由缓慢抒情到急促激越再到平缓渐弱的交响曲。
以“舒展缓慢”吻合潮来前的平静;以“欢乐抒情”衬托人们
观潮的喜悦心情;以“雄壮激昂”，烘托大潮的磅礴气势。

(二)课中以“像”释疑解惑。

学生生活在繁华的城市，许多孩子没有到过海边，更无从目
睹这样雄伟壮丽的大潮之景观。对于没有见过的事物，又无
类似经历可以借鉴，不仅给理解课文带来障碍，也给展开想
象造成困难。因此，需运用电教手段，声像同步，视听结合，
创设情境，提供感知，发展情感，促进理解。

根据课文内容，从《神州风采》里的“海宁观潮”一片中截
取有关片断，按潮来时开始还是风平浪静到有声无“形”，
然后“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一条白线”;渐近，拉长变粗，横
贯江面”;再近，白浪翻滚，如同一道城墙”;更近，犹
如“战马飞奔，坦克轰鸣”的顺序组接。录制两遍。第一遍
按由远及近，将潮水的“如线”、“横贯江面”、“如墙”、



如“万马奔腾”的四个画面各定格6秒，以便使学生有时间看
清楚并将实际景象与课文里的文字描述在头脑中“衔接对
号”。第二遍不定格，使学生对大潮由远及近的推进变化、
发展有一个连贯、完整的印象，以加深感受。

(三)以“读”促思通文。

朗读是理解内容的基础，也是检查理解的手段，更是以文悟
道的途径。《观潮》从声、形、色三方面描绘赞美了被称为
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形象鲜明，富于感染力。有感情地
诵读既有助于理解课文，又能更好地受到感染。

读，应求形式多样，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作用和效果，要根
据不同段落的学习内容、训练任务、教学目的选择适当的读
法。默读，利于思考;朗读，助于理解;齐读，训练面大;自由
读，灵活主动;个别读，“以点带面”便于指导。读，又不能
走形式，明确读的目的，提出读的要求，求得读的成效。要
以读引思，以思促读，读思结合。

这堂课的教学，采用下列读法：

课始：教师范读激情;课中：自学时默读，理解中自由读，理
解后感情朗读;课尾：个别读、齐读相结合。

(四)优化课堂结构。

教学结构力求体现“教为主导、生为主体、学为基础、思为
核心、‘道’贯其中”的整体优化结构型。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做到
“三动”和“三个保证”。

三动：动脑思考;动口读说;动手画批。

三个保证：在学习的中心阶段，即高潮处，关键处，难点、



重点处，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去读、去思、去议;保证学
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保证学生自始至终在课堂上过着愉快
的精神生活。

(五)教学的重点、难点及处理方法。

1.教学重点：

潮来时的壮丽景象是教材的重点部分，也是教学的主要内容。
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好这一段。

突出重点的方法：

(1)理清作者观察和表达的顺序。

懂得作者是按照“极远—渐近—再近—更近”的顺序观察和
描述的。

(2)理解作者的表达途径和方法。

懂得作者是从声音、形状、颜色这三方面将大潮雄伟奇特的
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从中体会作者赞美“天下奇观”的思
想感情。

(3)重点理解比喻句。

引导学生分清本体与喻体，即把什么比作什么，在理解的基
础上体会它们的作用，懂得这样比的真正含义。

(4)运用电教手段——录像，创造情境，激发情感。放录像—
画批—讨论—朗读多种教学手段优化组合。

将看、想、说、读有机结合。做
到“图”“文”“视”“听”互补;“听”、“说”、“读”、
“思”互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