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 四年级语文第八
单元教学计划计划规划(优质5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因
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
应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篇一

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文第八单元课文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
故事，体会做事、做人的道理，领略正义和智慧的无穷力量;
并对学生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使学生了解故事的各种形式，
进一步激发学生读故事、讲故事的欲望。

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文第八单元

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文第八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学生分析]

学生大多喜欢读故事、讲故事，通过课外的阅读又拥有了一
定的阅读积累，所以对本单元的内容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在
本单元的学习中，要注意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让学生反
复读故事，在熟读的基础上练习讲故事，并以课文为出发点，
把学生目光引到课外阅读中去，引导他们大量阅读民间故事、
寓言故事和神话故事，进一步激发读书的兴趣。

[教学设想]

1、从学生已有的阅读积累出发，鼓励学生根据以前对这些故
事的了解，互相交流见解，从而了解学生对这些故事所知多



少，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指导，有针对性地开展课堂
教学。

2、让学生反复读书，练习讲故事，引导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
的见解，加深理解与感悟。

3、使学生对不同体裁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有效地拓
展课外阅读。

[学习目标]

1、认识28个生字，会写27个生字，正确读写“理睬、医治、
驱赶、造福”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故事，讲述故事。

3、感受故事蕴涵的哲理和情感，体会做事、做人的道理，从
中受到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教育。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课件。

[教学流程]

一、课前准备

师生共同查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文及音像资料，了解故事
中的人物及故事的大体内容。激发学生学习这四篇课文的兴
趣，同时为本单元的学习提供一定的知识储备。

二、教学建议

(一)《寓言两则》



《纪昌学射》和《扁鹊治病》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有个性鲜明
的人物形象：好学的纪昌，堪称名士的飞卫，医术高超的扁
鹊，固执己见的蔡桓公;且人物对话较多。因而要引导学生反
复读课文，读好人物对话，揣摩人物的想法，才有可能准确
地理解寓言的寓意。

《纪昌学射》

1、自读，简要概括故事内容。

2、熟读，请学生提出自己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梳理提出
的问题后，再引导学生进一步读书、思考并与同学交流自己
的想法。

3、围绕重点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如：飞卫为什么要纪昌练
习眼力呢?为什么纪昌后来会成为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

4、指导读文(重点指导读好人物对话)。

5、交流：读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体会或想法?

《扁鹊治病》

1、自读，了解故事内容。

3、练习分角色读故事并讲述故事。

4、开展一次与蔡桓公之间的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把你想对
蔡桓公说的话用一段简短的文字写下来。

(二)《文成公主进藏》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有关文成公主的民间故事有很多，课文
所选的这个故事以历史真实为依托，却与历史有所出入，反
映了百姓对文成公主的崇拜和爱戴。



教学本文要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了解故事内容，简要讲
述故事，激发学生阅读民间故事的兴趣。

1、展示“文成公主进藏图”及相关音像资料，使学生更直接
地感知故事内容。

2、根据阅读提示自读课文，了解故事的经过，提出自己的疑
问。

3、交流汇报阅读收获。

4、提出不懂的问题，组织全班同学讨论。

5、练习简要讲述这个故事，开展组际之间的讲故事比赛。

(三)《普罗米修斯》

这是一篇外国的'神话故事，课文重点写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火
种后，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但他并不屈服直到被大力神所救。
教学本课，要引导学生感悟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从有关语段的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心情，学习复述故事。

1、读文，概括故事内容。

2、再读课文，想一想：普罗米修斯、宙斯、火神、大力神赫
拉克勒斯都是怎样的神?想好后，同学们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

3、出示句子：宙斯得知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取走火种的消息以
后，气急败坏，决定给普罗米修斯以最严厉的惩罚。组织讨
论：从这个句子中可以体会到宙斯什么样的心情?从文中找到
类似的句子加以体会，并抄写下来。

4、练习复述课文。

(四)《渔夫的故事》



这个故事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
这是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的弱小形
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故事却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
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不复
杂，又是学生喜欢的故事，理解起来应该没有难度。所以，
应放手让学生自己读通、读懂。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交流
读书感受。

1、自读课文，概括故事内容。

2、提出不懂的问题，全班讨论解决。

3、利用分角色读、表演读等方式读文(读文中引导学生体会
魔鬼的凶恶、狡猾而又愚蠢;渔夫的从容、镇定、聪明)。

4、练习讲故事，重点讲好魔鬼为什么要杀死渔夫和渔夫战胜
魔鬼的部分。

5、随文阅读《东郭先生和狼》这个中国故事，以深化学生对
课文内涵的感悟。

三、拓展阅读

课外读一些寓言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简单整理一下
自己的阅读收获，开展一次读书汇报会，同学之间互相交流
一下读书收获。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篇二

第一单元教学计划

一、教材分析：

本组课文以“走遍千山万水”为主题。它虽然是选取有关山



水景物的文章来组织单元，但实际上暗含着围绕学习描写景
物的方法来编排，比如按照一定的顺序描写景物的方法。除
此以外，还要了解排比句式并学习运用，体会优美语句表情
达意的作用。这一组课文语言优美，易于朗读背诵，在诵读
中体会山水景物之美。《古诗词三首》，《独坐敬亭山》、
《望洞庭》、以及《忆江南》都是名家写大好河山的，画面
感强，有拓展的空间。

教学时重视诗词的朗读指导。采用多种形式训练学生诵读。
避免单纯的朗读技巧指导，要紧密联系诗词的内容和体验作
者的思想感情，启发学生思考。《桂林山水》这是一篇情景
交融的游记，教学时既要让学生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还要
让学生体会作者表达的情感，使情和景的自然结合贯穿教学
的始终。《七月的天山》中的天山是我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
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之间，把
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教学时，可先让学生自己去发现，
并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对他们的发言作评价，对独到的
见解加以肯定和鼓励，不够到位的则加以点拨，引导他们再
次回文探究。二、教学目标：

1、认识24个生字，会写29个生字，正确读写有关的词语，能
借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读懂词句的意思，积累佳句。

2、背诵三首古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庭》，学习
通过看注释，边想象画面等方法，感知诗词大意，用自己的
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能说出有关景物的特点。

4、感受景物的美好，培养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大自然的
感情。

5、了解作者的语言表达特点，领悟作者的写作方法，能模仿



课文例段写话。

三、教学重难点：

1、品味诗句，理解诗句句意,指导背诵，积累语言。

2、了解景物，想象其美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会景物的
特点，激发爱美的情感,受到美的熏陶。

3、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４、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习作，顺
序清晰，生动具体.

四、课时安排：

教学本组教材可用12—14课时，其中精读课文6—7课时，略
读课文1—2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习作2课时，“我的发
现”“日积月累”“宽带网”2课时。

具体安排：

１、古诗词三首 3课时

2、桂林山水 2课时

3、记金华的双龙洞 2课时

4、七月的天山 1课时

语文园地一 5课时

第二单元教学计划

一、教材分析：



本组教材是以“以诚待人”为专题编写的。课文的内容生动、
感人，从不同的角度赞美了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使学生
懂得诚实、守信比金钱、财富更重要；要用自己的劳动去维
护个人的尊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认真，讲究实在；遇
事要将心比心，多为别人想想等。整组课文充满丰富的人文
内涵。本组4篇课文的语言简洁生动，叙事条理清楚，尤其是
对人物语言、行动、外貌等描写，十分逼真，这些都是孩子
们学习语文的好材料。除课文之外，还在“语文园地”里安
排了“日积月累”“趣味语文”等栏目，让学生积累有关诚
信方面的古诗文名句和由“信”字组成的词语，这不仅能丰
富语言积累，而且能使学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
陶。“语文园地”中的“口语交际”和“习作”是让学生通
过说和写的语文实践活动，加深对“诚信”这一专题的理解；
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

二、教学目标：

1、认识20个生字，会写28个生字，正确读写有关的词语，能
借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读懂词句的意思，积累佳句。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父亲在还车之举中表现出的高尚品质，帮助学生树立诚信
的观念。学习以诚恳的态度、真诚的语言与他人交流，懂得
真诚待人是一种良好的品德。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篇三

一、读拼音写词语。

二、照样子填空。

三、把不能搭配的字画去。

繁（植殖）（驱躯）赶记（忆亿）（遥摇）远



羡（幕慕）（税悦）利丝（豪毫）（蔬疏）菜

环（境镜）（攻功）能翻（译绎）（隐稳）约

四、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

朝（）与共情不自（）迫不（）待

寝（）不安恋恋不（）应有（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篇四

一、指导思想：

小学生课外读物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心
特点，提供适合其阅读的读物，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外阅读
习惯，提高语文素养，培养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扩大阅
读面、增加阅读量，为此特制定以下阅读计划。

二、实施目标：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语文积累，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使得课内与课外知识能更好地相结合，
以及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通过阅读感悟规范行为，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本学期要求四年级学生以每日诵读《补
充阅读》（每日一段，大声朗读），古诗文诵读《论语》
（诵读、选背），文学类《神话故事园》《亲爱的汉修先生》
《中外神话故事》《骑鹅旅行记》《艾青诗选》《八十天环
游地球》，科普/科幻类《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这几类书为
主，以阅读儿童读物为辅助刊物，进行阅读活动，须达到以
下要求。

1、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叙述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



领悟基本的表达方法、抓住要点。

2、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做出笔记。

3、通过开故事会、优美文章诵读、朗读比赛、背诵比赛等形
式交流读书心得，引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三、阅读时间安排：

利用双周一节阅读课进行充分阅读，语文教师在阅读前，做
必要的指导，指导学生读书方法，鼓励自己解决在阅读中遇
到的问题。

四、具体活动措施及评价：

1、在开展课外阅读教学前，老师要制定课外阅读工作计划、
书写阅读指导教案，注意给予学生相关的阅读方法的指导。

2、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阅读，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同时要做好积累，做好阅读笔记（以摘抄为主，兼顾练习写
读后感或提纲型笔记）、读书卡（每次要把所读过的书在卡
中有所记录）。

3、每天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并进行登记，对课外阅读情况
要经常检查、督促、交流、评价。对阅读笔记要每周检查，
以督促学生形成习惯。

4、为学生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利用间周周三下午第一节课
时间，结合阅读书目举行讲故事比赛（本学期学校读书节有
一个活动是“读一本好书，讲一个好故事”班级活动可以结
合）、读书心得交流会、优秀诗文朗诵赛、读书知识赛、好
的读书笔记的展评等。



5、根据周三阅读课表现和平时阅读表现评选“和美读书少
年”和“和美书香家庭”：每月根据学生的读书表现，为学
生颁奖（每班每月8名，学校发奖状）；学期末根据读书成果
完成情况为“和美读书家庭”颁奖。（学校做奖状）

6、班级图书角借书，有登记。（每生每学期8次）

四年级跳绳单元计划表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了解杨梅的特点。

2、体会作者喜爱杨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3、初步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和写作方法。

【教学重、难点】：

理解、体会杨梅的可爱，体会作者喜爱杨梅、热爱家乡的思
想感情，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和写作方法。

【教学理念】：

以读为主，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教学准备】：

有关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课题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1、同学们，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许多有特色的
水果，河北有苹果、鸭梨，新疆有葡萄、哈密瓜，海南岛有
香蕉、椰子，同学们知道自己家乡有哪些特色水果吗？其中，
有一种水果被誉为“江南奇珍、百果”，猜猜它是什么？
（课件出示“杨梅”）

2、你们喜欢杨梅吗？用一句话来说说你喜爱它的理由。

（1）小小的杨梅到底有何魅力能让作者如此喜爱呢？请大家
打开书本，轻轻地读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词多读几遍，
要把课文读通顺，并在每个自然段前标上段序。

（2）反馈交流：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与大家一起分享。
（随机正音）

（3）学生举例说（金柑、杨梅、桑果……）

（4）学生齐读课题。

（5）学生带着自己的感受再次齐读课题。

（6）学生自由地朗读课文。

（7）边读边做记号。

（8）个别读。

三、再读课文

感悟情感、升华主题。

四、三读课文



梳理文脉、指导写作。

1、过渡：通过第一遍的朗读，我们解决了生字的读音问题，
并且能把课文读通顺了。下面，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想一想
你能从哪些句子中读出作者对杨梅的喜爱？用笔划出来，多
读几遍，并在旁边写上你的理解或体会。（学生自读感悟）

2、反馈交流：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

它们伸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
笑着。

端午节过后，杨梅树上挂满了杨梅。

杨梅果圆圆的，和桂圆一样大小，遍身生着小刺。………
（第三自然段）

杨梅先是淡红的，随后变成深红，最后几乎变成黑的了。它
不是真的变黑，因为太红了，所以像黑的。

你轻轻咬开它，就可以看见那新鲜红嫩的果肉，嘴唇上、舌
头上同时染满了鲜红的汁水。

没有熟透的杨梅又酸又甜，熟透了的'杨梅就甜津津的，叫人
越吃越爱吃。………（第六自然段）

3、感情朗读：品读了课文，我们发现整篇课文的字里行间都
流露出作者对杨梅的喜爱之情。让我们带着这份浓浓的情意
读一读整篇课文。

（1）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吗？想不想把自己喜欢吃的水



果介绍给大家吗？先来看看作者是怎样介绍他喜爱的杨梅的？
（再读课文理文脉）

（2）根据回答形成板书，理清文章思路。

（3）作者按一定的顺序，通过用眼观察，用手触摸、用嘴品
尝等方法向我们介绍了他最爱的故乡的杨梅，字里行间流露
出对故乡、对杨梅的喜爱之情。

（4）学生体会作者爱故乡的感情。

（5）回顾全文。

五、作业超市

学生自主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