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 四年级语文教案
(精选8篇)

五年级教案有助于教师合理安排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果。
这些教案范文不仅包含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活动安排，还注
重了学生的参与和反馈。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一

1、独立认识汉字3个，学习会写5个汉字，在阅读过程中有重
点地识记“蕊”字。

2、根据课文内容理解词的意思，培养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的能力。3、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理解全诗内容，体会诗
中蕴含的大地母亲的无私奉献精神。

1、本篇课文的前四节内容十分简单，通俗易懂。重点理解第
五小节“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在我的
体内……”这句话。

2、学会仿照诗歌说话、续写。

一、新课导入。

1、教师直接板书“话”，提问：这是什么字?(话)一看到这
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2、教师再板书“大地的”，要求学生思考：大地会与谁对
话?

二、品读悟情。

2、学生自由读诗，自学生字词。



(1)自由地轻声朗读诗歌。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联系上下文，并借助工具书，自学生字词。

(3)同位检查生字词的认读以及理解情况。

(4)全班交流。(课件出示生字词)纠正容易读错的音，比
如“嘟噜”、“吐蕊”、“驱赶”等;重点识记“蕊”字。

3、默读诗歌，理解内容。

(1)默读诗歌，并在书上做些批注，批注的内容可以是学生对
诗歌内容的理解或读后的体会，也可以是自己不懂的的问题。

(2)学生小组内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

4、分角色读，指导学生用“心”说话。

(1)看看大地都想和种子、飞鸟、游鱼和小草说什么?并选出
其中的一节练读。

(3)学生选自己喜欢的段落接读课文前四节，教师点击相关课件
(每一小节都制作动画课件)，读后其余学生评价。

[设计意图：分角色读，让学生进入到课文的情境中，不仅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让学生在用心说话的同时，融入
了自己的情感;其他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学会了认真倾
听;另外，评价别人，也加深了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三、
换位抒情。

1、(课件出示)如果你是种子、飞鸟、游鱼、小草，或大地体
内的其他生灵，听了大地母亲的话，你有什么想对大地母亲
说的?你能说给你的小组成员听听吗?2、四人小组合作交流，



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

[设计意图：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延续上一个环节，在
与同位互相扮演大地向对方“表达说话”时，对方能够认真
听，此时才能够让学生在换位思维后，感悟到大地的话语对
说话的对方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就是感悟语言的作用和魅力。
]四、总结升华。

1、学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再回想刚刚大地的一句句真情的话语，你能感受到大地想
表达自己怎样的感情吗?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言回答。

3、随机设疑：最后一句话中的省略号有什么含义?(板
书：……)(还有许多大地体内的生灵，比如：落叶、石
子……)

五、以说促写。

1、(课件出示)如果你是大地母亲，你一定还有很多话语倾诉，
你还想对谁说什么?请敞开心扉，大胆地说出来吧!(学生小组
合作交流。)

2、(课件出示)仿照诗歌前四节的结构和语言风格，将自己要
倾诉的话语写一节小诗。全班展示交流。

六、课后拓展。(课件出示)课后继续修改自己写的小诗，准
备活动课上评比展示。

[设计意图：通过评比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培养学生自评自
改作文的能力。]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徐悲鸿学画的主要
过程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3、初步了解课文的写作结构，学习给课文分段。

4、教育学生以徐悲鸿为榜样，从小立志爱国，矢志刻苦学习，
长大为国争光。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读准生字新词。

自学能力的训练及概括分段能力的提高训练。

：初步走近徐悲鸿，感知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理清条理，并能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归纳全文。

师读两遍后，学生复述，练习学生听说能力。

1、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因为纵使我的祖国生活在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裴多菲



2、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总是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
给懒散的人留下一片悔恨。

——鲁迅

师：同学们复述得非常好，说明你们有很好的输入与精彩的
输出。为了表扬你们，老师请你们欣赏一幅名画。(出示《奔
马图》)

1、欣赏名画，引出课题

2、齐读课题，释疑“励志”

讨论：“励志”是什么意思呢?请同学们查字典理解。

(励，激励;志，志向。“励志”的意思是：为了实现某一志
向而激励自己刻苦努力。)

指名连起来说说课题的意思。

3、再读课题，学习质疑

4、归纳问题，引入新课。

为什么?怎么?结果?(板书出三大问题)

师：同学们的问题提得很好，相比起来，我更相信你们的读
书能力。相信通过你们的认真阅读，会有所感悟，有所发现
的。

1、自由读课文，做到读通，读顺。

3、讨论上述思考题，划分段落，师板书。

第一段为什么?(第1——3自然段)



第二段怎么?(第4——6自然段)

第三段结果(第7——8自然段)

1、指名逐段读课文，师生共评。

2、交流词语的理解。

3、指导学生读好长句。

4、根据板书简要说说这课主要内容，训练学生概括能力。

1、学生交流会与较难生字，教师相机点拨。

2、描红。

3、当堂完成生字与词语的抄写。

朗读课文，并利用网络课搜寻一些徐悲鸿的资料。

第二课时

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通过演示体会人物情
感，积累内化文中的语句。

学习第二大段的构段方式。培养学生的表演能力。

通过本文的学习，感受徐悲鸿的爱国之心，领悟他的坚定志
向。

1、默写本课词语。

2、交流网络课上搜集的资料。

2、生自由朗读课文，“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



的中国人!”师出示本句，研读。

3、为什么徐悲鸿要立下这个志向呢?请同学们细细读读课文
的第一大段，边读边做记号，找出有关的话。

1、读第二自然段中有关语句。

2、以小组为单位，各自准备，体会人物心理，说话的语气，
把朗读转化为表演语言。

3、全班交流汇报，评价。

4、在感悟的基础上齐读外国学生的话，把表演语言再转化为
朗读语言。

1、过渡：这个外国人欺人太甚了，于是徐悲鸿立下了这个志
向。(师指板书)让我们用坚定的语气再把这句话朗读一
遍。(生读)徐悲鸿要让外国人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直
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又是
如何努力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大段。

2、重点体会

“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日夜奔驰，勇往直前。”从文
中找出句子来说说他如何更加奋发努力的，也可抓关键词。

3、学习构段

师：大家默读第二大段，看看这一大段三小节这间的关
系。(先总后分，先概括后具体)

师：课文就是先总写徐悲鸿更加发奋努力，后从学习的勤奋
和生活的清苦两方面来具体描述的。

给一个总分的情境，让学生练习说话，内化知识。



4、以读代讲

学习第七自然段

1、读后理解“震惊”。

2、前后对比外国学生的态度，体会原因。

3、朗读活动，谈体会。

练习复述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三

迪斯尼漫山遍野选第一个，其余第二个。

这种名贵草药是自然生长的。

只要好好学习，自然会取得好成绩。

马上要上场表演了，要自然一点，不要紧张。

1.40无数微不足道大伤脑筋

2.50一次

对建筑设计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有很强的事业心。

1.全画去第二个。

2.格罗培斯从法国南部农民卖葡萄的做法种获得路径的设计。

3.都体现了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道理。

1.蜜蜂每次采过一朵花的蜜，就屙一粒屎。



2.指的.是儿童的好奇心和对周围事物的仔细观察。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四

从大地的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在书上做批注。

怎样理解文中的“你”？

本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背诵诗歌。

指导学生理解文中的“你”。

1、指名回答

2、小结：文中的你指读者、指所有人。大自然的一切有生命
的精灵。

1、学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再回想刚刚大地的一句句真情的.话语，你能感受到大地
想表达自己怎样的感情吗？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言回答。

3、随机设疑：最后一句话中的省略号有什么含义？（板
书：……）（还有许多大地体内的生灵，比如：落叶、石
子……）

4、听课文录音，放动画课件，再次欣赏诗歌，感受大地的宽
广胸襟。

激发情感，以写续情（拓展延伸）

读了这篇课文，相信你也按耐不止自己的话语，想来说说吗？
对你想说的人、物敞开心扉，大胆的说出来吧。



也尝试着用课文中出现的“假如。”“即使。”关联词语，
仿照课文的前四段，来抒发你自己的感情吧。

这里可以引导学生继续使用大地对万物的角色，也可以换位
说说万物对大地的话语；也可以离开书本，自己设定说话的
对象。

背诵诗歌

填空

本诗体现了大地母亲博大的（）和（）的精神，抒发了作者
对一切生命（）（）（）的博大情怀。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五

知识与能力：认识“迅、蕴、霎”等9个字，会写“贺、顾、
迅”等14个字，正确读写“祝贺、神气十足、左顾右盼、迅
速、蕴藏、重复、安静、沉静”等词语。读懂课文内容，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重点语句，通过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帮助学生理解其
含义，感受其情感;结合课文插图，根据生活经验表演、想象
课文描述的场景，让学生从孩子们的语言、神态、动作中体
会他们的心情。

1、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句的理解，感受
父母对自己的爱。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在学习词语中感受爱。

1、课文插图及关于爱的视频。



2、文字投影片。

3、学生查找自己最满意的生日照片或一份生日礼物。

1、播放关于爱的视频，激发切身感受。板书课题。

2、、齐读课题，质疑。师：看到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1、课文预习过了吗?老师要检查你们的预习情况了。你预习
得怎么样了?

2、自由大声初读课文，老师给你们提几个小建议：

(1)读准生字新词，读通课文，遇到难读的停下来多读几遍。

(2)同桌互相说说课文先讲了什么，再讲什么，最后讲什么?

1、交流课文先讲什么，再讲了什么，最后讲了什么吗?

2、生字新词是读通课文的拦路虎，看看认真的你们把这只老
虎赶跑了吗?

(1)自由大声地读读这些词语吧。

(2)开动车读：提示注意字音

(课件出示词语：)

祝贺异口同声神气十足左顾右盼瞥了一下迅速索性蕴藏霎时

寂然无声恰恰缓和犯错误赦免稚拙烦恼享受

1、老师现在把刚才屏幕上的一个新词请到黑板上，你还认识
吗?(贴出“寂然无声”词卡)



(1)说一说它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的?

(2)学习语文有很多方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联
系上下文。

请同学们轻声读读12、13自然段，找找“寂然无声”所在的
那一句话和它后面那句话，用括号括出来。把它多读几遍，
体会体会。

2、学法小结：在课外阅读中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词语。

4、指导朗读：

(1)安静到什么程度?有翻书的声音吗，有咳嗽的声音吗，有
动笔盒的声音吗?

此时仿佛只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呼吸的声音)

(3)(配合齐读)让我们带着这份安静投入到课文中去配合读一
读吧。

1、教室里的这个场景你想到了哪个词语来概括?(板书热闹)

2、自由读1—9自然段，边读边用——————划出孩子们回
答的话，用波浪线划出描写孩子们神态动作的词语，还要特
别关注孩子语言当中的标点符号。为表演热闹做准备。

3、表演要求：不仅要说出你的台词，还要演出动作神态来。
学生表演后：

b、咱们一起猜猜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我估计他的心像一壶刚
烧开的.沸腾的水一样，兴奋得要溢出来。

c、要是你，你这个时候会骄傲地说什么?你也骄傲的读读吧。



d、你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你能把你的高兴劲读出来吗?

e、你从这些词语体会到什么?用读表达你的体会吧。

相机理解;左顾右盼为什么要左顾右盼?

4、学法小结：作者就是抓住了这些语言、神态、动作的词语，
让我们体会到孩子的快乐，可见语言、神态、动作这些细节
描写的魅力有多大啊，同学们在以后的作文中一定也要注重
这样的细节描写。

5、学生交流带来的生日礼物。

6、指导朗读：谁愿意用你的朗读来展现这热闹的气氛。

7、结合情境理解“索性”

8、师生配合读读第九自然段吧!

当老师问同学们知道父母的生日时，教室里寂然无声，在沉
默的同时，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下节课我们继续探讨。

1、老师研究了一下这篇课文中会写的字，发现这一个字特别
容易写错，顾(出示生字)，你觉得哪里最容易写错?其中左边
厂下面的一笔是竖提，不要写成竖弯钩;范写“顾”，学生书
空。

2、书写生字。

1、写一写：抄写生字新词。

2、问一问：向亲人或者邻居了解你小时侯父母是怎么疼爱你
的。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六

1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体会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
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2学习由远及近、由整体到部分的观察方法，学习在观察中展
开联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重点}

如何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的观察顺序和.写作思路。{难点}

鹏博士软件、中国地图。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默读本组“导读”，了解本组内容，明确训练要求。

二、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见过长城吗？长城给你的印想怎样？

2、长城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学了这
篇课文从内心深处来体会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三、检查预习：

1、仔细看图，说说你从两幅图上各看到了什么？拍摄点分别



在哪里？

2、找出两幅图对应的自然段，想一想其它自然段分别写的是
什么？

3、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把不理解的地方画下来。

四、图文对照学习课文

1、指名读课文的第一段，画出描写长城的句子，说说用什么
方法写的？

理解“崇山峻岭”、“蜿蜒盘旋“结合图，体会远看长城的
样子。

教师小结：描写长城的样子使用比喻、数字说明、太空拍摄
的照片来描述的。

2、默读课文第二段，说说长城的近景及长城的建造特点。

思考：从哪里看出长城高大坚固、结构合理的？

建筑材料：巨大的条石和城砖

城墙顶上：很宽，可以五六匹马并行

城台：每个三百米就有一座，用于屯兵和传递信息

3指名读课文的第三段。

思考：作者站在长城上想到了什么？

你从哪里看出古代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辛呢？

4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说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五、朗读全文，学生质疑问难

远景：像一条长龙

城墙------很宽

近景：高大坚固垛子------瞭王口、射口

城台-------互相呼应

长城联想：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地位：伟大奇迹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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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教版小学语文教案篇八

1.读懂三首古诗，感悟每首诗中描绘的独特景色，体会表现
手法。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意思，并由此想象画面。

3.会认读本课中“螺”“谙”等生字，会
写“亭”“庭”“潭”“螺”“谙”5个生字，理
解“闲”“厌”“和”“谙”等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

5.搜集、背诵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1.感悟诗中描写的景色，想象美好画面。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诗，默写《独坐敬亭山》《望洞
庭》。预习：

1.自学生字，读熟三首诗。

2.借助注释试讲诗意，画出有疑问的地方。

3.搜集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

1.谈话引入：

2.读课题，指名读三首古诗。(检查通过预习对课文熟悉的情



况)

3.指名认读生字，提示应注意的地方。

4.分组学习

读熟三首诗，借助注释在组内试讲每首诗大意。

交流预习中的疑问，组内解疑。

5.指导朗读。

我在黑板上给孩子们抄了一首刘禹锡的《望洞庭》，指导学
生朗读并初步理解，然后指导背诵。一节课，不仅学会了教
材上的古诗，还积累了课外书上的古诗一首。这样的课堂拓
展，教一带一，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丰富了学生的积累。

课后，我进行了教学反思认为，“课堂拓展，教一带一”的
方法，符合《语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语文又是母语教育
课程，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
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
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
面，增加阅读量”等基本理念。

我在教学古诗《独坐敬亭山》时，为了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
我布置了让学生根据自己对诗的理解画一幅彩色画的家庭作
业。当时学生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情绪也很激动，一副跃跃
欲试的'样子。第二天，大大小小的画交上来了，看着这一幅
幅流露真情的画，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在批改作业，不如说
是在欣赏作品。

在这堂课上，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了问题，比如在一个环节上
媒体没有同步，比如板书当中的一些失误，以及在随机问答
中的不够严密等，都是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说是设想



的不够严密，因此渴望完美的我课后充满懊恼，并一次次告
诫自己：今后上课务必要认真、再认真，做到百密而无一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