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模板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20xx年11月30日至20xx年12月4日

守规则、保安全

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对全校师生法制和交通安全知识的教育，
增强师生法制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从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切实避免交通伤害等事故的发生。

1.在校园内外利用led、宣传栏、广播台、校讯通等进行一次
广泛的宣传活动，围绕“守规则保安全”营造氛围。（负责
人：保卫科）

2.进行一次“守规则保安全”交通安全知识讲座。（12月2日
上午课间操，负责人：保卫科）

3.部分班级出一期手抄报。主题是：“守规则保安全”交通
安全内容。（负责人：保卫科）

4.组织学生观看一场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片。（12月2日上午写
字课，负责人：各班主任、保卫科）

5.开展一次主题班队会活动，五、六年级为“守规则保安
全”主题班队会活动，一至四年级为“知危险、会避险”交
通安全主题班队会活动。（12月4日下午班队会，负责人：各
班主任）



6.进行一次公益活动，部分学生上街发宣传单。（12月2日上
午写字课，负责人：保卫科）

7.与每一个学生签订一次交通安全承诺书。（负责人：各班
主任、保卫科）

8.组织学生观看一次交通安全展板活动。（负责人：保卫科）

1.加强领导，周密组织

全校师生要高度重视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和12.4“全国
法制宣传日”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交
通安全和法制宣传活动。

2.做好动员，营造氛围

要调动全员参与宣传教育活动，营造“遵纪守法、文明出
行”良好氛围。

3.突出主题，注重实效

紧紧围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和12.4“全国法制宣传
日”宣传教育主题，突出活动重点，注重实际效果，防止形
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20xx年4月30日至20xx年5月4日

守规则 保安全

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对全校师生法制和交通安全知识的教育，
增强师生法制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从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切实避免交通伤害等事故的发生。



1.在校园内外利用led、宣传栏、广播台、校讯通等进行一次
广泛的宣传活动，围绕“守规则 保安全”营造氛围。（负责
人：保卫科）

2.进行一次“守规则 保安全”交通安全知识讲座。（5月2日
上午课间操，负责人：保卫科）

3.部分班级出一期手抄报。主题是：“守规则 保安全”交通
安全内容。（负责人：保卫科）

4.组织学生观看一场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片。（5月2日上午写
字课，负责人：各班主任、保卫科）

5.开展一次主题班队会活动，五、六年级为“守规则 保安
全”主题班队会活动，一至四年级为“知危险、会避险”交
通安全主题班队会活动。（5月4日下午班队会，负责人：各
班主任）

6.进行一次公益活动，部分学生上街发宣传单。（5月2日上
午写字课，负责人：保卫科）

7.与每一个学生签订一次交通安全承诺书。（负责人：各班
主任、保卫科）

8.组织学生观看一次交通安全展板活动。（负责人：保卫科）

1.加强领导，周密组织

2.做好动员，营造氛围

3.突出主题，注重实效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本节课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四年级第二学期第四单元的内
容。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是学习小数乘法和
除法的基础，也是进行单位换算的重要手段。它是小数的另
一性质，它与前面所学的小数性质不同，主要是研究小数点
移动如何改变小数的大小，是学习小数知识的重要内容。

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这一内容是在学生已经掌握
整数的有关知识，特别是十进制计数法以及小数的意义和性
质等知识之后学习的，所以学生对于小数的大小是有认识的。
学生能发现小数点移动后，蕴含什么规律，学生还不清楚，
还不能把小数点移动和小数的大小变化规律建立联系。

1、知识与能力

学会通过探究活动，理解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的大小的变化
规律。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总结规律的过程，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和概括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合作探究与反思的能力，
并渗透德育教育

教学重点：分析、比较并概括出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
小变化的规律。

教学难点：初步培养学生用联系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

（一）复习铺垫，引出新知



2.让学生观察发现前两组根据小数的性质判断它们的大小不
变，后两组小数中的小数没有变，小数点的位置变了，它们
的大小是不同的。

3.得出结论：小数点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从而引出
课题。

（二）创设情境，激发学习积极性。

1.创设情境：孙悟空打妖怪。

2.让学生通过情境图，观察金箍棒的变化。

（板书：9毫米，90毫米，900毫米，9000毫米）

（三）辅助学生，试探小数点向右移动的规律。

1.引导观察整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1）让学生观察9毫米，90毫米，900毫米，9000毫米，并思
考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倍数关系。

（2）提醒学生“扩大了10倍”和“扩大到原来的10倍”之间
的区别，规范学生的用词。

2.联系新旧知识，发现小数点向右移动的秘密。

（1）让学生把这些数量改成用米作单位。

（板书：0.009米，0.09米，0.9米，9米）

（2）提问学生把以毫米为单位的数转化成以米为单位的数，
那金箍棒的长短发生变化了吗？引导学生9毫米和0.009米的
大小是一样的。



（3）通过整数间存在的倍数关系引导学生观察小数之间的倍
数关系。

（4）观察小数的倍数关系和小数点移动两者之间的规律

（6）总结出小数点向右移动的规律

（7）四人小组讨论得出小数点向左移动的规律的方法

（8）观察整数，由整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得到小数之间的倍数
关系，观察小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和小数点移动两者之间的规
律。

（四）引导学生，自探小数点向左移动的规律。

2.引导学生从下往上观察。

3.小组讨论参考得出小数点向左移动的规律的方法从而得出
小数点向右移动的规律。

4.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理解“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5.交流讨论得出小数点向右移动的规律。

（五）小结归纳，感触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1.让学生总结小数点向右移动的规律和向左的规律。

2.创设情境，让学生知道一个小数点的重要性。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1.学会本课生字，绿线内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主要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能找出表达课文中心的句子，弄清作者是从哪几方面叙述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的。

4.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喜爱音乐的
情趣。

教学重点：

让学生弄清作者是从哪几方面叙述维也纳是音乐之都的。

教学难点：

让学生感受维也纳的音乐氛围，培养学生的音乐情趣。

教学准备：

1、学生收集有关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
资料。

2、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古典音乐，大家想不想一听为
快?(播放《蓝色多瑙河》)

介绍音乐：这首音乐叫《蓝色多瑙河》，是由奥地利音乐家
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的一首华尔兹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
波光粼粼的多瑙河就流淌在奥地利首都，被称为音乐之都的
维也纳。(板书：音乐之都维也纳)学生齐读课题。

二、自主学习，初读感知



让我们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走进维也纳，通过文字来感受这音
乐之都的魅力。

1、请大家默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课件出示生
词欧洲生涯装饰金碧辉煌草坪优雅博物馆街头巷尾掺和镂花
梁柱阿尔卑斯山北麓华尔兹圆舞曲(指名读，齐读。)

2、思考为什么称维也纳为“音乐之都”?在文中找出几句重
点语句来进行简单地概括(根据学生回答板书：音乐摇篮音乐
装饰音乐生活音乐圣殿)过渡：你们真是学习的有心人，从课
本上获取这么多资料。维也纳为什么会被称为音乐之都呢?下
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吧!

三、拓展交流，感受魅力

指名读第二自然段并要求找出这段的中心句

1、中心句：“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摇篮”本
来指什么?文中的音乐的摇篮指的是什么呢?(发源地)你
从“摇篮”这个词语，看出维也纳和欧洲古典音乐有什么样
的关系?(欧洲古典音乐诞生在维也纳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得到了发展、进步。)小结：许多音乐家在维也纳生活，在维
也纳创作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是维也纳这座美丽
的城市孕育了他们的音乐生涯，造就了欧洲的古典音乐。过
渡：维也纳给了那些音乐家以丰富的灵感，让他们创作出无
数流芳百世的作品。同时，维也纳又以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为
自己的骄傲。

2、看，老师这里搜集了一些资料呢!出示“贝多芬、海顿、
莫扎特、施特劳斯、舒伯特”相关资料。学生观看并作简单
介绍。看完后，有什么想说的呢?(维也纳真不愧是音乐的摇
篮，真不愧是音乐之都啊!)

3、在音乐中齐读第二自然段



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1、这一段的中心句是什么?(维也纳是一座用音乐装饰起来的
城市。)谁再来读读这句话?有疑问吗?是呀，装饰一般用物质
材料，可是维也纳这座城市的装饰材料却是音乐。音乐果真
可以用来装饰城市吗?还是这里的“音乐”有所特指?(学生从
文中找出答案)

2、师小结：通过学习，我们欣赏到了维也纳这座用音乐装饰
起来的城市的独特风光。

3、生齐读第三小节

学习第四自然段

1、师范读。

2、学生齐读中心句(维也纳几乎一天也离不开音乐。)

师：从“离不开”这三个字，你体会到了什么?维也纳人热爱
音乐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板书：如痴如醉)

3、小结：音乐已离不开维也纳，维也纳人更是一天也离不开
音乐。音乐回荡在维也纳每一个角落，音乐回荡在维也纳人
的心中。生齐读第四自然段。要求在不同的场景中读出不同
的感受。过渡：维也纳到处回荡着优美的旋律。在大街上、
在家里，我们都能欣赏音乐，但是最适合欣赏的地方则是歌
剧院和音乐厅了。

学生自学5、6、7段，然后交流学习收获

1、国家歌剧院世界歌剧中心、美观大方、规模宏大、色彩和
谐、艺术品

2、金色大厅流光溢彩、金碧辉煌



3、播放课件，欣赏国家歌剧院和金色大厅小结：维也纳是一
个音乐圣地，每一位音乐家都向往那里，每一位音乐家都以
在那里举办音乐会为自己的目标;每一位爱好音乐的人都以到
那里欣赏而感到自豪。让我们带着荣幸，带着向往之情齐读
这一段。(学生齐读最后一段)

4、听赏歌曲《好日子》。

四、回归整体，反馈成果。

(动手操作，发表学习感受。)小结：同学们，你们发表的是
学习的感受，也是美好的愿望。这节课大家都表现出了极大
的学习热情，最后让我们在莫扎特的《小步舞曲》的优美旋
律中结束这堂课。下课。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广大教师、学
生的法制观念;坚持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以
法治教，保障和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

二、目标

1、普及和宣传法律常识，让每名学生不断提高和增强学法、
知、法、懂法、守法的自觉性。

2、普及和宣传法律常识，增强法律意识，用法律保护自己。

3、普及和宣传法律常识，彻底铲除学生中违法乱纪行为。

三、具体措施

1、通过广播、板报等宣传形式，定期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



(1)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条
款，在学生中进行普法宣传，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2)并每学年至少聘请校外法制辅导员进行一次法制专题讲座。

(3)每月利用报刊、橱窗进行一次法制宣传。

(4)根据临时发生的事情随时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通过以上方式、方法，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极大地增强学
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法律意识，使学生能够用法律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在校园
内的发生。

2.利用班会进行每月一次法律、案件的品评与讨论。在学生
中开展"知法、懂法光荣，违法犯罪可耻"的活动。

(1)学习《未成年人保_》、《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学
生息息相关的法律。

(2)开展"有人向你借钱不还怎么办?"，"有人威胁你怎么办?"
等主题班会。

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能够运用法律去解
决实际问题，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3.组织小分队到社区进行法制宣传和检查，起到宣传法律、
打击犯罪的目的。

4.及时做好待进生的帮教转化工作，建立后进生档案，结成
帮教对子，做好记录，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进
行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杜绝违法犯罪的发生。



小学四年级法制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学会生字，理解诗句

2、通过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人喜悦的心情

3、有感情朗读、背诵这首诗

4、培养学生运用方法理解诗句的能力

体会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体会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讲授发、小组合作学习。

多媒体课件

一、揭题、释题、了解作者：

1、以前我们学过哪些描写春景的古诗？《咏柳》、《绝句》、
《春晓》，这些古诗都从不同侧面、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春天
的勃勃生机和美丽。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有关描写春景的
古诗《宿新市徐公店》。

2、介绍诗人：

这首诗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他一生为官清廉，为奸相所
害，被罢官闲居十五年。他的诗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描述细
腻，形象鲜明，平易自然。因为他长期居住农村，，对农村
的田园生活十分熟悉，所以描写自然景物也就更加真切感人，
别有风趣。

5、下面光看题目意思：



宿：过夜。新市：地名

二、小组自学，初读理解。要求：

1、不理解的字、词划出讨论，初步理解每句诗意。

2、诗中抓住哪些景物写出了暮春时节的美丽。

三、指导读古诗，感受诗意。

1、指名读，检查读的情况。

2、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字、词提出来，一起讨
论、交流。

3、齐读一、二句：

a、写了哪几种景物？有什么特点？

篱落：篱笆。疏疏：稀疏。径：小路。深：深远

理解时；调；一下：稀疏的篱笆旁边，有一条小路深向远方。

板书：篱笆一径

b、齐读第二句，又抓住了什么景物？

板书：树头

理解：树头：树枝头。未：没有。阴：树荫

为什么没形成树荫？（因为叶子未长大）。理解时应；补；
枝头上的花已经落了，但叶子还未长大，还没有形成树荫。
这一点，可见这一天天气怎样？（丽日当空，地面上有斑驳
的树影，星星点点的光斑。）



c、同桌对说这两句诗意——指句说——齐读这两句（多媒体
出示画面）

d、这稀疏的篱笆，长长的小路，叶儿不浓密的树，构成了一
幅清新、质朴的农村景色图，你们看画面，这叫静态描写
（板书）。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又看到一幅更为活泼生动的
图画，那就是后两句所表达的。

多媒体出示后两句画面（齐读三、四句）

4、理解三、四句：

a、抓住哪些景？板书：儿童黄蝶菜花

走：跑。急走：快跑

诗意：儿童奔跑着追逐黄色的蝴蝶，追到没有？

b、女生读第4句：

处：地方。寻：寻找。为什么无处寻？

诗意：黄色的蝴蝶飞入金黄色的菜花丛中，再也找不到了。

c、两句诗意连起来，指名说诗意

d、再看图（后两句动画图）这两句写儿童捕蝶的情景。；跑、
寻；这叫动态描写（板书），儿童奔跑、扑蝶……读来使我
们倍感亲切、耳目一新。

e、自由读全诗，体会诗人心情？

f、检查：指名读全诗，齐读



板书：喜爱

【板书设计】

诗宿新市徐公店

情喜爱

画：篱落、一径、枝头（静）

画追入

儿童黄蝶菜花（动）

意色：黄（绿）（黄）

1、教学本课，要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诵中生情，在吟中入
境。

2、借助图片理解文字，借助文字想象画面。

3、为充分感受这首诗的情趣，编写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