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优
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文中引用的五
副春联。

2、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初步了解春联的特点，懂得生活中处
处有学问，诵读春联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3、通过朗读感受音律美，领略祖国语言的无穷奥秘，培养学
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

对课文中出现的五副春联的理解以及让学生初步了解春联的
特点。

课文中出现的春联的特点：对仗、音律美，这些因为是初次
接触，学生可能较难理解。

多媒体课件、收集春联。

（一）、激趣导入

1、播放音乐《恭喜发财》，谈话：在刚才的歌曲声中，我们
已经感受到了过春节的热闹气氛。春节到了，人们都要放爆
竹、吃年夜饭，还有很多人家会在大门上张贴——大红春联。



2．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冯老师相信大家对春联都有了一定
的了解，那谁能来说一说一副春联一般由哪几部分组成呢？
（上联——右手边；下联——左手边；有的上面还有横批）。

3、这些春联给节日增添了不少欢乐祥和的气氛，其实，春联
中还包含着很多学问呢，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研究春
联。揭示课题，板书——春联。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俗话说“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一节课
如何开头是语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根据本课实际，我在
开头就创造了一个节日的氛围，一曲热闹的《恭喜发财》，
同学们马上被带到了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气氛中，学习的欲望
也大大增加了，不知不觉进入了学习状态。）

（二）精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2、生按要求自由读课文。

3、汇报。

（1）你们画了那些春联？（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
红；春回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百业兴；勤劳门第春光好，
和睦人家幸福多；梅开春烂漫，竹报岁平安）

我们一起把画出的春联读一读。

（2）谁来把你找到的描写春联有哪几方面内容的句子读一读。

（内容有描绘美丽春光的、有展现祖国欣欣向荣的、有歌颂
劳动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的、有表达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
祝愿的）

我们再一起把画出的句子读一读。

4、过渡：大家读得很准确，下面请大家再大声、有感情地读



读这些春联，读完之后想一想：如果过年了，你会选择哪副
春联贴在你家大门上呢？你可以用这样的句式说：我喜欢的
春联是——，它——（反映了什么内容），这副春联的意思
是：——。

5、全班交流。

（1）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a。谁来试着读读看。

b。点拨。从哪几个词中看出春光是美好的？（芳草绿、杏花
红）

c。你能来读好它吗？（个别、集体）

e。练习朗读。这副春联描绘的景色真美呀，让我们再次有感
情地朗读这副春联，把这么美的景色快速地记在脑于里。

（2）春回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百业兴

a、谁再来试着读一读。

b、点拨。什么叫“欣欣向荣”啊？你从哪里感受到祖国的欣
欣向荣？（千山秀、百业兴）你能带着你的这种感觉把这副
春联读好吗？（个别、集体）

c、这里的“神州”指的是什么？（祖国大地）

e、练习朗读。让我们用自豪、高兴的语气来再读读这副春联。
快速把它记在脑子里。（指名背、齐背）

（3）过渡：课文中还有两种内容的春联，出示：勤劳门第春
光好，和睦人家幸福多；梅开春烂漫，竹报岁平安。你能说



说这两副春联反映的是书上哪方面的内容？从哪几个词中可
以看出，它们又是什么意思呢？请各小组进行讨论。

（a）谁来讲讲你们的讨论结果？（教师可适当地点拨）

提示：“门第”指的是人家。“竹”指的是爆竹。（引申）

“岁”在这里指的是一年。

（b）下面考一下大家的反应能力，我说内容大家马上把相应的
春联读出来。

6、小结春联的内容，引读：（板书；各种各样）

7、拓展练习。

老师今也带来了几副春联，请同学齐读，想想这些春联它属
于哪种内容呢？请你试着连连看！

描绘美丽的'春光家家致富家家乐，处处迎春处处歌

展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艳阳照大地，春色满人间

歌颂劳动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祖国与天地同寿江山与日月争
辉

表达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四化宏图展，九州春意浓

（设计意图：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和
提供积累优秀语言文字的机会。春联的内容广泛，正是学生
积累语言文字的良好素材。课文中介绍了四大类春联内容，
为了使学生既爱读爱学，又在朗读的过程中有所感悟，积累
语言。我先指导学习第一副春联“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
里杏花红”。先感知描写的内容，再让学生体会从哪里能感



受到春光是美好的，这样学生一下就抓住了重点词“芳草
绿”、“杏花红”，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到春的气息，同时加
深了对春联描写的内容的印象。其余3副春联，则让学生自学，
自读自悟，理解内容，感受春联描写的意境。）

（三）精读课文第二、三自然段。

1、指导理解“对仗”。对于对仗，大家一定不明白，书中给
我们举了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读。

出示：绿柳舒眉辞旧岁，红桃开口贺新年

a、这幅春联上联是——（绿柳舒眉辞旧岁），下联是——
（红桃开口贺新年），数一数，上联有几个字？下联呢？上
下联字数——（相等）

2、引读：看了这几副春联，我们可以发现每副春联的上下联
不仅……而且……这就是一开始所说的，春联是讲究对仗的。

3、刚才大家读得有点平淡，其实读春联也和读文章一样，要
有轻有重，有快有慢，有高有低，要读得动听一些，用书上
的词来形容，就是读起来要——（抑扬顿挫，和谐动听）谁
来试试？（个别、集体）。

小结：你们读得真好，让老师感受到了其中的声律美，让老
师领略到了祖国语言的无穷奥妙。这就是春联的第二个特点。

4、同学们知道了春联的这两个特点后，我又要考考大家了。
这里有几副春联的上联，请大家为它在后面找出正确的下联。
（点击课件）

出示：载歌载舞庆新春人新事新时代新

碧波跳红鲤同心同德于四化



山美人美风光美绿水跃白鲢

5、让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读读课文的二、三两个自然段。

（设计意图：作为小品文，就应该让学生有所得。基于这一
点，我把了解春联对仗和声律美的特点作为另一个教学重点。
＂对仗＂＂声律美＂这些内容较为烦琐，理解起来也有困难，
那么教学上就以学生的朗读感悟为主，以读促析，以读促悟，
让学生在读中感知特点，在读中体会特点，读出感受，读出
语感来。）

（四）精读课文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第四自然段，思考；这一段讲了什么？

2、出示：“开卷有益”齐读。“卷”有两种解释

（l）试卷；

（2）书本。请为它选择正确的解释。你能说说“开卷有益”
是什么意思吗？

3、联系上下文说说为什么读读春联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板
书：值得一学

4、小结：是啊，多读读春联，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下
课以后你可以收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春联把它背出来。

（五）、拓展练习

1、对对子。（点击课件）

刚才我们读了那么多精彩的春联，下面我们也来试试写写。

蓝天对珍禽对（）



成功对（）明月对（）

勤奋对（）细雨对（）

开花对（）高山对（）

地北对（）林深对（）

细雨对（）桃红对（）

地北对（）蓝天对（）

芳草绿对（）古木参天对（）

凯歌迎大地对春色满（）

山河增秀色对（）

山美水美春光美对（）

2、补字成句。（点击课件）

风拂千条柳，雨（）万朵花。

小草萌芽思春暖，红梅傲雪斗（）（）。

处处红花红处处，重重（）（）（）（）（）（）。

3、课件出示“找朋友”。老师还想请大家来帮忙找一找朋友，
这里有几副春联，它的上联和下联弄乱了，你能不能来帮它
找一找朋友？（点击课件）

上联下联

学海无涯勤可渡山河分外娇



碧波跳红鲤瑞雪兆丰年神州万象新

田园无限美书山万仞志能攀

春风催旧岁华夏百花艳祖国无处不春光

神州有天皆丽日绿水跃白鲢

（设计意图：拓展练习中对对子、补字成句、“找朋友”、
对下联，既是对课文的有效延伸，更是对学生学习的延续，
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培养了学生独立自主的探究精神
及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1、师：同学们，《春联》这篇课文为我们介绍了春联的内容
以及特点，还告诉我们读春联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其实，春
联它是一种象征，哪里有春联，哪里就有华夏子孙；春联是
一条纽带，牵动着多少漂洋过海的赤子之心；春联是长江、
长城，是黄山、黄河，树起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奔腾着中华
儿女的激情。课后请同学们去搜集春联，下节课我们将在班
级进行交流。

2、播放音乐《恭喜发财》，（下课）

（设计意图：语文教学应树立一个“大语文”的情怀。站得
高，才能看得远，这一结语将这堂课的教学提升了一个层次，
与中华民族紧紧相连，与巍巍华夏息息相关。工具性与人文
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课在喜气洋洋的音乐中开始，又
在洋洋喜气的音乐中结束。）

六、布置作业：抄写并背诵课文中的五副春联。

24、春联

内容各种各样



对仗

特点

声律美

值得一学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海狸是一种海狸是温和的，不袭击生物，它以树与草为食。
它啃树的时候，用前肢抱着树。尾巴支着地，像坐凳子一样。
它15分钟便可咬断一棵树。一棵杨树可供6口之家的海狸吃两
年。以现今的眼光看，这是很糟糕的进食方式，违犯了《森
林法》，虽然它们吃的是北美的湖泊里的树木。但海狸没想
过改变自己的饮食。

海狸有三道眼睑，外眼睑上下两道，还有一道透明的内眼睑，
适合潜泳，也可防止被树木扎伤———它的视力不好。海狸
的'前肢有蹼，也有爪，爪上下分叉。海狸经常用它当木梳，
把皮毛梳理光滑，像一个绅士一样，当然是视力不太好的绅
士。

海狸过家庭生活。一个家庭一般由6只海狸组成，雌的、雄的
和4只幼海狸。海狸是安静的，如果它们之间有了争执，必是
海狸父母将幼海狸逐出，即“分窝”，一般两年就要分窝。
当然，如果成年海狸知道幼海狸可能成为人们口中的美餐，
并有“海龙玉树”这样的美名，定会搂着孩子痛哭，永远不
会驱逐它们。

海狸出于本能喜欢筑坝，全家合力为之，用石块、树枝和淤
泥筑成的水坝最长可达300米。挖淤泥时，海狸把河底的泥抱
在胸前潜出，很辛苦但样子很可爱。当然，海狸的坝没什么
特别的用处，搞不成水电站，但对人类也没有害处。可能它



们在劳动中享受到了愉快，没事看看这条大坝，心里也很高
兴。海狸的巢高于水面1米多，像湖心凉亭。巢顶有一间房子，
是幼海狸取暖的地方，房子下面有4－6条隧道，通向水下。
总之，海狸很巧，很温和，也很迂腐。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一、启发谈话：

同学们都喜欢旅游，今天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看那里的山
和水。素有“甲天下”美称的桂林山水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
的印象的。请打开书。

二、探究交流：

1、学生汇报（漓江水的特点）：a：我标出了漓江水静的特点。
生读句子。师点拨：出示句子问：这句话里有一个“真”字，
是什么意思？如果换作“很、非常”可不可以？怎样能读出
水的静来？（静字要读得慢一些，句子要读得平缓一些。）

b：我标出了漓江水的清的特点。读句子。师指导：请观察图
片，从哪些地方还能看出水清？用你的声音把这种感觉表达
出来。清字要读得重一些，要清脆一点。

请观察图片，找到答案。怎样能读好这句话。

2、总结：这漓江的水真美呀！让我们再深情地读一读这三句
话。问：这三个句子组成了一个什么句式？运用这样的句式
有什么好处？运用排比句式足以把水的特点写具体了，但这
一段的'开头为什么还要写“大海和西湖”呢？假如你乘船来
到水面上，你想做些什么？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出示句子：
漓江的水真——啊，——得——！

b：我标出了桂林的秀的特点。读句子。师点拨：这里用了什



么修辞？解释“屏障”，你认为哪座山像屏障？哪座山像竹
笋？怎样理解“色彩明丽”，你怎样把山秀的特点读出来。

c：我标出了桂林的山的险的特点。读句子。师指导：观察图
片，从哪些地方能看出山的险？“危峰兀立”“怪石嶙
峋“是什么意思？指导书写“栽”。“一不小心就要栽倒下
来”说明这山怎样？怎样能读好这句话。

2、总结拓展：假如你站在山脚下，看见一座座高耸直立的山
峰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出示语言训练：桂林的山————，
好像————！

过渡：孩子们，我们欣赏完桂林的山水，我不禁想起一句读，
这真是江作青云带，水如碧玉簪啊！那么，作者又发出了怎
样的感叹？让我们齐读最后一自然段。

（四）深入感悟：生读最后一段。师边板画边问：这样的山
指什么样的山？这样的水指什么样的水？再加上————。

三、总结全文：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这是一个开放的单元。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的产物。它
记录了人类探索自然的历程，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
难，记录了民族的变化与融合，记录了环境的变化，有着丰
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地名命名的类型：根据自然景观（方位、距离、地理、形态、
特征、物产和其他特征）命名、根据人文历史（居民、族姓、
史迹、事件、人物传说、寓托思想情感）命名、其他多种形



式命名。

同学们对道路名称比较熟悉，但对于祖国的地理知识比较匮
乏，课外书读得不多。

通过本组课文的学习，对同学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教
育。通过读地图、调查访问、收集资料、游艺活动等，使同
学透过地名，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学会整理资料、提取信息、
撰写调查报告，体会其中的文化。在收集、介绍地名的过程
中，用自身获得的识字方法自觉识字。

掌握更多的有关地名的知识，学会整理信息，激发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感情。

由同学先查找资料，以备上课使用。课堂上通过互相交流，
拓宽知识面，提高学习兴趣。

在我们学校和家庭的周围，有许多有趣新颖的地方，它们有
的折射出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影子，有的记载了岁月更迭的变
化，有的对应着祖国的锦绣山河……许多地名都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知识。

出示：丁丁家乡的地图

1、小组讨论：你发现青岛的地名有什么特点？你了解这些地
名的文化人文内涵吗？

2、交流：

如：中山路 鲁迅公园 这是人的名字

香港路 哈尔滨路 北京路 上海路等，这些是城市的'名字

八达峡 团岛 小鱼山等这是地理的名称



1、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收集了不少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地名，现
在我们将这些地名进行分类：

含有方位词的：

表示颜色的词：

含有和水有关的词：

含有地方特产名称：

人名：

姓氏：

2、你还知道特别命名的城市的名字和外国城市的名字吗？

3、你在收集、介绍城市名字的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字你怎
样解决的呢？

安排作业

预习初显身手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发现地名里的学问可真不少！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开一个地名游艺会。

教师要参与到同学中，可以设计以下的形式：

1、猜城市名

金银铜铁

倾盆大雨



四季温暖

风平浪静

双喜临门

飞流直下三千尺

天无三日晴

水边人家

两个胖子睡一头

戈壁滩

2、找一找诗中的地名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泗水：河名，在山东省。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今在江苏扬州
市城西。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天门：在安徽。楚江：
在安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今四川。江陵：
今湖北。

3、抢答，说地名

说出三条以城市命名的路名。

说出三个用少数民族语命名的城市。



说出带“阳”字的三个城市名。

说出带“海”字的三个城市名。

4、填成语，组地名

至高无____ ____底捞月

人定胜____ ____落石出

语重心____ ____暖花开

语文四年级大单元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教材分析：

1、本单元以“风雪”为题，包括两篇主题课文和两篇自读课
文。《瑞雪图》用优美、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勾画了胶东半岛
的第一场雪，雪前、雪中和雪后的美景，表达了作者对这场
预兆丰年大雪的喜悦之情。《下雪的早晨》写作者在雪后宁
静的早晨，想起了夏天树林里的小孩天真、活泼，抒发了作
者喜悦和期盼之情。《深山风雪路》记叙了邮递员在冬天的
风雪里，仍在古长城旁的荒凉险峻的山间邮路上，为人民送
书报信件的事迹，赞扬了老吕二十五年如一日，为邮递事业
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私奉献精神。两篇主体课文和
一篇阅读课文和谐的唱出了一曲雪瑞人美的颂歌。说明文
《雪》，对雪的形状、重量，雪的形成及雪对农业生产的作
用等，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2、本单元语文天地中的摘录笔记和错别字检阅，主要是复习
以前的内容并进行归纳总结。“读一读”介绍了两句与雪有
关的古诗，主要是由今而古，领略雪的意味。



3、口语交际中布置了说雪或想象中雪景的内容，旨在启发同
学把平时所见、所想与本单元所学结合起来，培养口头表达
能力。

4、笔下生花布置了写学期总结，既是对总结这种形式的学习，
又是同学对自身语文学习的总结，可与金钥匙的内容结合起
来。

学情分析

同学在三年级的语文学习中通过摘抄好词佳句积累了一定的
词语，口语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局部同学与老师的交流较多，
口语表达、情感表达较好，还有局部同学却不善于表达自身
的感情。

教学目标：

1、认识13个生字，学写14个生字。

2、学习一些朗读技巧，做到有感情的朗读（朗诵）。

3、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及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感受诗的`
意境，学习联想与想象。

4、学习整理资料。学习写个人总结。

5、“开卷有益”让同学自身品味，培养同学多读自悟，品词
赏句。

重点难点

学会生字。记准读音，分清字形，了解意思。能够正确、工
整、美观的进行书写。

通过课文的学习使同学掌握有条理、有顺序的进行观察、描



写的方法。

教学战略

先让同学自读课文、自同学字，以读代讲，感悟文章内涵

教学过程：

1《瑞雪图》

第一课时

一、引入课文。

1、大家喜欢下雪吗？

2、讲述：四十几年前，在我国的胶东半岛上，下过一场大雪。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欠收的时候，这时候下一场
雪是多么的及时啊！著名作家峻青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写了
一篇文章《瑞雪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二、整体感知，学习字词。

（一）、学习字词

1、师范读，生边听边划记生字词。

2、认读生字，相机释义。

瑞雪胶东半岛骤然彤云密布簌簌万籁俱寂咯吱嗬眺望粉妆玉
砌投掷

3、给生字扩词。

4、比较形近字。



瑞端；眺挑逃桃；掷郑

5、默读课文，推荐好词语，提出不理解的词语，师生答疑。

（二）、整体感知课文

1、生默读课文，说说课文写了什么内容。

2、生有感情的自课文，对照金钥匙考虑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记
叙的？

3、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考虑课文可以分为几个局部。

4、师总结：课文依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可以分为4局部，一、
下雪前；二、下雪时；三、下雪后；四、点题，赞扬雪景。

三、再读课文，要求准确流畅。

1、点名读，师生评议。主要偏重字音准确，是否流畅等。

2、全班齐读。

第二课时

一、旧知导入。

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记叙的，可以分为几个局部？

二、学习课文，理解课文。

（一）、学习课文第一局部。

1、指名读课文，考虑：下雪前，天气有什么变化？

2、齐读课文，说说这一段主要写了什么？能不能用一个词语



来概括这一段的主要内容？（板书：骤然变冷）

（二）、学习课文第二局部。

1、齐读课文，考虑：这是一场怎样的雪？从哪些词语可以看
出来？

2、默读课文，找出这一段的的象声词，说说它们模拟了怎样
的声音。

3、自渎课文，想想这一段怎样才干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