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 四年级语文教学设
计(通用10篇)

初二教案的编写需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差异，灵活运用
教学方法。为了更好地帮助幼儿学习，小编整理了一些幼儿
园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一

一、 学习目标：

1 认识6个生字。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关心他人，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3 学习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进行生动细致的描写，从而表现
人物精神品质的写作方法。

二、学习重难点：

教学的重难点是体会含义深刻的词句，领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三、学习过程：

一课时

（一）激趣谈话，导入新课：

1 盲姑娘只能用手来触摸春天、用心来感受生命的美好。如
果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有多好啊。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让许多和盲姑娘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们游乐恢复健康的可能。



2 板书课题，激发读书兴趣。

生命是美好的，谁不热爱宝贵的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读
课文，看看琳达一家人为了盲重见光明是怎样做的吧。

（二）自学反馈，质疑问难：

1 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引导学生进行正音。

2 说说琳达一家为了让盲人重见光明是怎样做的？

3 质疑问难，师生共同帮助解决。

（三）品读课文，感受语言美：

1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画出令自己深受感动的语句和
段落，并在旁边做简单的批注。

2 讨论交流：课文中的哪些语句深深地感动了你？请你为大
家深情并茂地读一读，并说说为什么回感动你。

（四）赏读课文，感受人性美：

1 课文中的故事感人至深，请你带者自己的感受朗读全文。

2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分角色朗读课文。要求读好人物的对
话。

3 交流感想：读过课文之后，你又产生了哪些新的感受，与
同学们谈一谈。可以对文中的某个人物发表看法，也可以对
事物本身阐发议论。

五课外延伸，实践活动：

1向你身边的人讲述这个故事，并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向他们



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

2 写一封倡议书，号召你的小伙伴参与到器官捐献的事业中
来。

3课后反思：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二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体会“番茄太阳”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感悟“明
明”美好的童心对“我”的感染，有感情地读好课文中的人
物语言。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朗读、感悟有关语句，更深刻地体会到明明美好的爱
心。

2、理解三处“番茄太阳”的含义。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初步了解课文内容，能给课文分段。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你们见过番茄吗？没有人没见过太阳吧？板书课题。

2、太阳和番茄之间有联系吗？可我们今天就要学一篇它们两
者有关系的课文。

3、齐读课题。

二、探究课题

1、读了课题，你会有什么问题？

2、让我们带着问题来学习课文。

三、初读指导

1、自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2、检查自学情况。

出示生字新词，读准生字，理解新词。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评议、纠正字音或句子。



4、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全班交流。

5、通过朗读课文，你为刚才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互相交流、补充。

四、初步理解课文

1、你能用几句话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吗？

2、同桌互说。

3、指名交流，其他学生补充或纠正。

4、这篇课文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呢？

在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理清层次。

5、齐读课文。

五、作业

1、填空

的皮肤（）的头发（）的眉毛

（）的天使（）的心灵（）的笑容

2、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朗读、感悟有关语句，更深刻地体会到明明美好的爱
心。

3、理解三处“番茄太阳”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生字词。

2、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3、回忆上节课留下的疑问。

二、学习新课

（一）探究盲童明明的心灵

1、自读课文，画出描写明明的句子，想想你从中体会一了什
么？

2、全班交流、补充。

3、明明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能过你的朗读，能表现出来吗？

（二）体会明明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动

1、文中的“我”对明明有什么感情？

画出文中描写“我”心情变化的语句读一读，体会“我”的
心情变化。

2、相互交流、补充。



3、小结：

“我”的心情：灰暗——温暖——喜欢——快乐——感动

4、这一切是谁带来的？请你通过朗读把“我”心情的变化表
现出来。

（三）体会三处“番茄太阳”的含义

1、学到这里，我们已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
决？

2、“番茄太阳”在文中共出现了几次？自读课文，边读边体
会其含义。

3、交流。

一指太阳

二指明明的笑脸

三指明明真诚的爱心——美好的心灵

4、课文为什么用“番茄太阳”做题目呢？

三、总结课文

1、通过学习课文，从中你懂得了什么？

2、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作业

找出课文中的比喻句，并仿写两句。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8个，理解和积累相关的词语。

2、能正确的、较熟练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课文第一小节。

3、了解鸬鹚能帮助渔人捕鱼的过程。

4、能摘录描写鸬鹚帮助渔人捕鱼时的动词。

5、能用自己的话介绍鸬鹚。

6、了解鸬鹚能帮助渔人捕鱼的本领，体会渔民的农家乐。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鸬鹚能帮助渔人捕鱼的过程。

2、摘录描写鸬鹚帮助渔人捕鱼时的动词。

分层目标：

1、能正确认读生字词语，能正确朗读课文。能摘录描写鸬鹚
帮助渔人捕鱼时的动词。（后）

2、能较熟练地朗读课文，能摘录描写鸬鹚帮助渔人捕鱼时的
动词，并了解鸬鹚能帮助渔人捕鱼的过程。（中）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介绍鸬鹚，了解鸬鹚
能帮助渔人捕鱼的本领，体会渔民的农家乐。（优）

教学过程：



一、认知冲突：

1、揭示课题（媒体出示动感画面）

2、学习生字：鸬鹚

3、质疑：你想知道些什么？

二、主动探究

1、媒体演示情景，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先写了什么？然
后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2、交流

3、学习课文第一节：

（1）学生自读课文

（2）学习生字“垠”，交流。

（3）划出描写景色的句子；划出描写渔人的句子；划出描写
鸬鹚的句子来读一读。

（4）教师引读（为课后练习3读句子作准备）

（5）指导朗读课文第一节

4、学习课文第二-------四节

（1）媒体演示鸬鹚帮渔人捕鱼的情景，听录音。

（2）学生自读，小组学习生字，并摘录写鸬鹚帮渔人捕鱼时
表示动作的词语。



（3）交流，质疑

（4）指导朗读

5、学习课文五-------七节

（1）自读课文

（2）学习生字，交流

（3）划出此时描写景色的句子；划出描写渔人的句子；划出
描写鸬鹚的句子读一读。

（4）教师引读

（5）指导朗读

三、实践运用

1、巩固生字、词语。

2、有感情朗读课文。

3、用自己的话介绍一下鸬鹚这种水鸟

四、拓展延伸

你知道还有哪些水鸟？小组内交流。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四

1、会认、会写本课生字词，有感情朗读课文。

2、学习寓言内容，体会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
道理。



结合重点词句领会人物特点，感悟寓言所揭示的道理。

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前组织学生观看《起死回生》动画片

一、回顾短片，揭示课题，

二、了解扁鹊，初识名医

1、生交流关于扁鹊的资料

2、齐读形容医术高明，医德很高尚的.成语

三、检查预习，感知内容

1、同桌互读课文，互相检查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生词掌握情况。

3、回忆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是什么？（题眼扩展法、串联法
等）生汇报

四、研读词句，揣摩人物特点

（一）体会扁鹊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1、默读课文，找出能证明扁鹊是一位名医的句子。

2、生汇报谈理由感受

3师指导朗读，揣摩人物语气

4、填写扁鹊专用诊笺，观察这份诊笺，你发现了什么？（引
导学生从病情、治疗方式以及拜见时间三方面来谈）

5、交流：明知蔡桓公不信，扁鹊为什么三番五次去提醒？



6、教师引读扁鹊拜见蔡桓公说的话

（二）体会蔡桓公的自以为是、固执己见

1、交流问题：扁鹊是名医，蔡桓公为什么不相信他？2、指
导朗读

3、扁鹊第三次拜见，蔡桓公非常不高兴，等扁鹊走后他又会
对左右的人说什么呢？

4、想象一下，临终之际，蔡桓公会说些什么？小组内交流后
回答。

5、学了这个故事，你想对蔡桓公说些什么？能否用上一句俗
语来说说

五、理解寓意，拓展延伸

1、蔡桓公因讳疾忌医最终致死，这则寓言要告诉我们一个什
么道理？

2、举例说说生活中，你的身边有没有像蔡桓公类似的人类似
的事呢？

七、布置作业：

1、推荐阅读《郑人买履》《老马识途》《买椟还珠》。

2、请你以“跨越时空的对话”为题写一写你想对蔡桓公说什
么？他会如何回应？

扁鹊蔡桓公

医术高明固执己见



医德高尚讳疾忌医防微杜渐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五

目的要求：

1．理解课文主要内容，初步了解太阳的特点，太阳和人类的
密切关系，激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2．体会作者说明事物的多种方法。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太阳的特点和人类的密切关系。

难点：体会作者说明事物的多种方法。

教具：幻灯机、投影机、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初读课文。

1.出示课题，启发谈话。

太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天晴时,我们都能见面。经常见面不
等于就能了解，请一位同学说说，你对太阳了解多少。这篇
课文就是一篇介绍太阳的文章。

2．这篇课文一段段内容比较清楚，要求大家用比较快的速度
读一遍，就能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请大家用三分钟把课文
读完，并说出主要内容。

3．学生默读课文。

4．介绍本课主要内容。



二．默读课文，画出要点。

1．读“预习”，交代阅读要求。

（1）遇到生字新词解决。

繁殖：生物中的传宗接代。

杀菌：杀死病菌。

治疗：用药物或手术等手段医治疾病。

（2）认真读每个自然段，想想每段主要讲什么，如果有概括
主要意思的词语，把它画下来，如没有就自己概括。把介绍
的对象名称注在旁边。

（3）全文读完，把各段内容连起来想一想，全文围绕太阳讲
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并按内容给课文分段。

（4）意思理解不透的句子用铅笔做上记号，真正理解了再擦
去。

2．学生按要求默读课文。

三．逐段交流对内容的理解。

第一自然段讲太阳离地球很远。一是用数字说明，太阳离地
球有一亿五千万公里远；二是用设例说明，日夜步行要走三
千五百年，做飞机要飞二十几年。

第二自然段讲太阳很大。用比较法，有130万个地球那么大。

第三自然段讲太阳的温度高。一是用数字说明，表面温度
有6000度，中心温度估计是表面温度的三千倍。二是用设例
法，如钢铁碰到太阳也会变成气。



第四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上动物、植物关系密切。用分析说
明法，先讲有了太阳，地球上的植物才能生长，动物才能生
存；再讲人类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太阳有密切关系，最和
讲似乎没关系的煤炭也和太阳有关系。

第五自然段讲太阳和雨雪的关系。分析雨雪形成的过程，说
明它和太阳的关系。其中也讲到了云的形成。

第六自然段讲太阳和风的关系。也是分析风的形成过程。

第七自然段讲太阳和病菌的关系。因为太阳有杀菌的能力，
可以用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第八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和人类的关系。它综合前
面内容，逐层讲下来。太阳主要是会发光发热。因为太阳给
地球送来光和热，所以就有了风雪雨露，植物、动物才能生
存；有了风雪雨露，有了植物动物，人类才能生存。最后用
一个总结句：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四．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第二课时

目的要求：

1．给课文分段，总结段意。

2．独立完成课后练习。

重点：分段、总结段意。

难点：总结段意。

教具：幻灯机、幻灯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把每段概括主要内容的词句圈画出来，如果没有，自己概
括一下，写在各段的末尾。再在每段的开头旁边注上说明的
内容。

二.用同类合并法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第一至第三自然段）讲太阳的特点是离地球远，它
又大又热。

第二段（第四至第八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密切。

三．思考回答“思考、练习”第1题。

四．请两位同学到黑板前，给下面两句话填上标点符号，然
后指导标点符号的用法。

1.有了太阳地球上的庄稼和树木才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鸟兽
虫鱼才能生存繁殖

2.太阳晒着地面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多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
少那里的空气就比较冷

3.说明分号的用法，再练习为下面的两段画加上标点。

五．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个自然段。

附板书设计:

太

阳

远



1.5亿公里

特点

大

130万个地球

热

6000度1800万度

植物、动物

吃

穿

用

与地

气候

云

雨

雪

风

球的

疾病



细菌

关系

地球

人类、世界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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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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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七

《太阳》是一篇逻辑性很强的说明文，教学时，发掘其内蕴，
采用适当的课堂教学结构：“读思——引发——提议——写
练”，对训练学生创造性思维将大有裨益。

一、读思。这是自学了解梗概，感知课文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见过太阳，大家说说它有什么特点，与我们
有什么关系”教师以这一问题导入课文，激发学生学习课文
的兴趣。并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思考：（1）课文反映
了太阳的一些什么情况，从中看出太阳有哪些特点（2）太阳
与地球、太阳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哪些地方是概括写的哪些地
方是从反面“假如没有太阳”来说明的。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不加干预，放手让学生自己读思，有
不懂的，相互之间可以讨论；思而不解的或议而不明的留着
质疑。

二、引发。这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发掘课文内蕴，从而理
解课文内容的过程。根据课文特点，教学时，可作以下提问：

2．分析思考的提问：煤炭是远古时代的植物埋在地层底下变
成的，这与太阳有什么关系

4．总结归纳提问：你怎样理解“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
美丽可爱的世界”

三、提议。这是学生深入阅读课文，质疑问难，讨论理解，
训练求异思维以巩固知识的过程。

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把学生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怕学生
提出一些“离题万里”的问题，生怕打乱教学程序，影响教
学效果。相反的，应该善于组织争议，让学生各抒己见，进



行争议，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在“争”中明事理，
在“议”中通文墨。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
造精神。

为此，让学生深入阅读课文，然后提出问题，展开议论：

（3）提课文写作上弄不清楚的地方，议如何运用数字说明、
比较衬托、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相结合的方法说明某种事物
的表现方法；等等。

总之，要让学生大胆“提”，放开“议”，教师作适当点拨。
只有这样，让“小孩子得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
能充分地发挥他的创造力”（陶行知语）。

四、写练。这是学以致用，变知识为技能，提高学生独立思
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为巩固教学效果，教师可及时引导学生观察一件自己熟悉的
事物，想一想与自己的生活的密切关系，然后仿照本课的写
法，写一篇短文。

实践表明，学生的学习活动，是任何高明的教师都代替不了
的。因此在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中，教师应树立“学生是学
习的主人”的观点，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通过
必要的指导，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肯学、会学，发挥
创造思维的作用，去获取知识，不断提高读写能力。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八

目的要求：

1、理解课文主要内容，初步了解太阳的特点，太阳和人类的
密切关系，激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2、体会作者说明事物的多种方法。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太阳的特点和人类的密切关系。

难点：体会作者说明事物的多种方法。

教具：幻灯机、投影机、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初读课文。

1、出示课题，启发谈话。

太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天晴时，我们都能见面。经常见面
不等于就能了解，请一位同学说说，你对太阳了解多少。这
篇课文就是一篇介绍太阳的文章。

2、这篇课文一段段内容比较清楚，要求大家用比较快的速度
读一遍，就能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请大家用三分钟把课文
读完，并说出主要内容。

3、学生默读课文。

4、介绍本课主要内容。

二、默读课文，画出要点。

1、读“预习”，交代阅读要求。

（1）遇到生字新词解决。

繁殖：生物中的传宗接代。

杀菌：杀死病菌。



治疗：用药物或手术等手段医治疾病。

（2）认真读每个自然段，想想每段主要讲什么，如果有概括
主要意思的词语，把它画下来，如没有就自己概括。把介绍
的对象名称注在旁边。

（3）全文读完，把各段内容连起来想一想，全文围绕太阳讲
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并按内容给课文分段。

（4）意思理解不透的句子用铅笔做上记号，真正理解了再擦
去。

2、学生按要求默读课文。

三、逐段交流对内容的理解。

第一自然段讲太阳离地球很远。一是用数字说明，太阳离地
球有一亿五千万公里远；二是用设例说明，日夜步行要走三
千五百年，做飞机要飞二十几年。

第二自然段讲太阳很大。用比较法，有130万个地球那么大。

第三自然段讲太阳的温度高。一是用数字说明，表面温度
有6000度，中心温度估计是表面温度的三千倍。二是用设例
法，如钢铁碰到太阳也会变成气。

第四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上动物、植物关系密切。用分析说
明法，先讲有了太阳，地球上的植物才能生长，动物才能生
存；再讲人类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太阳有密切关系，最和
讲似乎没关系的煤炭也和太阳有关系。

第五自然段讲太阳和雨雪的关系。分析雨雪形成的过程，说
明它和太阳的关系。其中也讲到了云的形成。

第六自然段讲太阳和风的关系。也是分析风的形成过程。



第七自然段讲太阳和病菌的关系。因为太阳有杀菌的能力，
可以用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第八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和人类的关系。它综合前
面内容，逐层讲下来。太阳主要是会发光发热。因为太阳给
地球送来光和热，所以就有了风雪雨露，植物、动物才能生
存；有了风雪雨露，有了植物动物，人类才能生存。最后用
一个总结句：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四、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第二课时

目的要求：

1、给课文分段，总结段意。

2、独立完成课后练习。

重点：分段、总结段意。

难点：总结段意。

教具：幻灯机、幻灯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把每段概括主要内容的词句圈画出来，如果没有，自己
概括一下，写在各段的末尾。再在每段的开头旁边注上说明
的内容。

二、用同类合并法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第一至第三自然段）讲太阳的特点是离地球远，它
又大又热。



第二段（第四至第八自然段）讲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密切。

三、思考回答“思考、练习”第1题。

四、请两位同学到黑板前，给下面两句话填上标点符号，然
后指导标点符号的用法。

1、有了太阳地球上的庄稼和树木才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鸟兽
虫鱼才能生存繁殖

2、太阳晒着地面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多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
少那里的空气就比较冷

3、说明分号的用法，再练习为下面的两段画加上标点。

五、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个自然段。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九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

2、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等理解文中重点句子的含义。
通过朗读训练，感受到春天的花儿和儿童是那么生机勃勃，
令人快乐。

3、感受春天的美好及花儿和儿童的生机勃勃，体会冰心奶奶
对儿童的喜爱。

通过认真朗读，体会儿童和春天的花儿的生机勃勃。

通过认真朗读，体会儿童和春天的花儿的生机勃勃。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示课题，简介作者



出示春景图：

1、谈话：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去春游。谁能给大家描绘一下
春游时的情景？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关于春天的文章。

二、按照自学提纲展示交流

１、生字、词语、近义词、反义词、多音字。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三、小组交流，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１、作者的游览路线是怎样的？画出表述作者行踪的词语。

２、按作者游览路线，课文是怎样安排内容的？

第一段（1—2）：我们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赏春。

第二段（3—4）：我们在知春亭畔和湖边看到许多儿童在热
热闹闹地赶春。

第三段（5—8）：我们在玉澜堂的院子里，与孩子们共赏开
得正旺的海棠花。

第四段（9——）：我的感想，告诉人们春游时，“只拣儿童
多处行”，是永远不会找不到春天的。

４、你能有感情朗读课文吗？

四、反馈与检测

１、抄写生字新词。

2 、加偏旁组新字，再组词。



肖（）、（）。丑（）、（）。王（）、（）。

第二课时

一、过渡导入

提问：“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呢？现在我们
就随着冰心奶奶一道去儿童多的地方“找春天”！

二、展示交流

１、读出第一段中表述儿童多的句子。

２、讨论交流。

“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成千盈百的孩子，闹嚷嚷
地从颐和园门内即出来，就像从一只魔术匣子里，飞涌出一
群接着一群的小天使。”

成千盈百闹嚷嚷挤飞涌出小天使

（１）小组同学自由读，画出表现“儿童多”的句子。

（２）交流画出的句子，并说说应该扣住哪些关键词语来读。

出示句子：

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隙地！

东一堆，西一堆，叽叽喳喳，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
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散发着太阳的香气息。

湖面无数坐满儿童的小船，在波浪上荡漾，一面一面鲜红的
队旗，在东风里哗哗地响着。……在转弯的地方，总和一群



一群的孩子撞个满怀，他们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又匆
匆地往前跑。

（3）反复朗读这些句子，读中感悟。

（4）学生畅谈体会。

6、教师小结。

三、学生讨论交流。练习背诵第7——9自然段。

四、学生讨论交流。练习背诵第7——9自然段。

五、反馈检测

１、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地浇水施肥，花
儿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就会欢畅活泼地，以旺盛的
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
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1）“浇水施肥”可理解为孩子们在（）。

（2）这段话用了（）和（）的写作方法，隐含着（）像（）
一样。（）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板书：

只拣儿童多处行

颐和园门

知春亭畔



湖面湖边儿童到处总是春

玉澜堂

花儿——儿童

教学反思：当学生们已经感觉到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很美，
很有感染力之后，可以问学生这些特点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如词句，段落写得特好，特别美，深深地打动人，请学生把
它们找出来，并且想一想好在哪里，互相讨论。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要注重在适当的时候引导学生拓展思路。

四下语文白鹅教案篇十

认知目标：

1、能利用图表整理有关资料。

2、在整理信息资料的过程中体验合作与交流的快乐年。

3、了解太阳对动物生活习性的影响。

拓展性目标：

以“太阳与动物“为题写一篇小论文。

活动准备：

有关文字及图片资料、小动物玩具。

调查当地有哪些动物喜欢在白天活动，哪些动物喜欢在夜间
活动。

活动时间：一课时



活动过程：

课前，同学们针对“太阳与动物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观察或查阅了资料，太阳与动物有什么关系？大家对次了解
多少？请同学们向大家汇报。

1、让学生对自己了解到的“太阳与动物关系”的情况进行汇
报和交流。

（1）分组进行交流

（2）将交流的结果进行简单汇报

（3）各组推选代表在全班汇报。

活动二：

1、提出问题：如何整理这些信息资料呢？

（1）设想几种统计信息自料的方法。

（2）分析如何使用图表整理信息。

2、分组用图表进行整理了解到的信息资料。

（1）先将图表画下来。

（2）将动物资料按热带、寒带、温带进行分类。

（3）按白天活动、夜晚活动的动物进行分类。

（4）数一数每种环境下的动物种类有多少。

（5）统计结果在图表上利用涂色的方法表示出来。



3、将统计表展示出来

（1）利用多媒体展示。

（2）再次将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形成最后的统计表。

5、对最后的统计表进行分析

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发现其他问题。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

自由活动：

1、谈话：这节课，我们研究了太阳与动物的关系，请同学们
再以太阳与动物为主题，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

2、2、评价学生的活动。

3、学生进行互相评价。

拓展活动：

提出建议：以“太阳与动物”为题 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些
其他的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