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 四
年级上语文复习教案(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篇一

识字和写字

1、会读生字表(一)中的生字;会写由生字表(二)中的生字组
成的词语。

2、会用字典:音序查字法、部首查字法,具备一定的独立识字
的能力。

阅读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习默读短文,有一定的质疑能力。

3、能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字典理解字词的意思。

4、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的感情。

5、能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能比较有条理交流地阅读感受。

6、能正确地使用逗号、句号、冒号、引号、顿号、书名号、
问号、感叹号。



7、积累文中的优美词语、句段。

习作

1、能比较有条理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表现新奇、
有趣、印象深、最受感动的部分。

2、会写书信。

3、能用常用的修改符号修改病句、病段。

听记

能认真倾听短文,把握主要内容。

识字和写字

1、读由二类生字组成的词语,给二类词语中的生字注音。(1
课时)

2、听写由一类生字组成的'词语。(4课时)

3、专题训练:

(1)查字典;填表格。(1课时)

(2)多音字。(1课时)

(3)近、反义词(1课时)

阅读

1、朗读课文。(一个单元/天)

2、听写文中的好词。(3课时)



3、背诵课文、语文园地中要求背诵的句段。(一个单元/天)

4、专题训练:

(1)阅读题:默读短文,回答问题;把握主要内容,体会感情、交
流感受;联系上下文,理解词义。(2课时)

(2)标点练习。(1课时)

(3)句式练习,含关联词语的使用、把字句、被字句、反问句、
陈述句、排比句、双重否定句、拟人句、比喻句的改写
等。(1课时)

(4)积累型练习,含文中优美句段、对联、名人名言等。(2课
时)

(5)理解综合型练习(1课时)

习作与听记

1、写一篇作文:自己的见闻。(2课时)

2、复习书信的写法。(1课时)

3、专题训练:

(1)修改病句。(1课时)

(2)听记训练:听短文,填空。(1课时)

模拟考试(3课时)

(共计26课时)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篇二

1、认识7个字，会写10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讲述的故事内容，能复
述课文。

3、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认识7个字，会写10个生字。

初步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生字词语卡片。

一、了解版块特点。

1、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版块———体验真诚（板书）。

2、你对真诚是怎样理解的？揭示课题：步行18里。

二、初读课文：

1、师范读课文，生注意画出容易读错的字音。

3、根据预习，在小组内交流预习情况。

4、全班交流：自主解决生字。

5、交流其他预习内容，质疑。

三、再读课文：

1、小组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读准字音。



2、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3、理清文章写作顺序。

四、布置作业，小结：

熟读课文，练写生字。

板书设计：

步行18里

兼歉谎罪吾抑谅闷均沮

第二课时

1、认识7个字，会写10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讲述的故事内容，能复
述课文。

3、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学会和课文中的人物对话。

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生字词语卡片。

一、回忆课文：

1、昨天我们学习了《步行18里》这篇课文，谁能概括文章的
主要内容？

2、这节课继续学习《步行18里》，板书课题。



二、分析课文：

1、在课文中一共出现了父子的三次对话，请同学们仔细读课
文并找出这三次对话，分别体会父子的心情。

找到后，和小组同学共同体会。（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重点体会，例如：

“一阵罪恶感涌上我的心头，我支支吾吾承认自己去了电__，
告诉他我迟到的真正原因。”

“父亲身心遭受这种折磨，这是我有生以来碰到的最为沮丧
与痛苦的事。”

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总结全文，点出中心。

3、指导朗读：

父亲的语言真诚、严肃，并带有深深的自责，朗读时，语速
稍慢，略带低沉，把父亲的那种深深自责读出来。

四、小结：生活中诚信是最重要的。

板书设计：

步行18里

我父亲

撒谎步行回家

讲诚信



第三课时

1、和文中的人物对话。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讲述的故事内容，能复
述课文。

3、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学会和课文中的人物对话。

进一步让学生懂得：在生活中做人要真诚，不要说谎话。

小黑板

一、复习生字：

1、轮读字卡，并组词：兼歉谎罪吾抑谅闷均沮

2、这节课继续学习《步行18里》，板书课题。

二、活动：

1、活动一：和文中的人物对话：

我想对杰森说……我想对文中的父亲说……

我想对自己说……我想对朋友说……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

小组交流你想说的内容，教师指导：

可以说我的看法；我对人物的评价；我想提出的建议；我的
体会等等。



最后全班交流。

2、活动二：积累关于诚信的名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春秋》孔子

对待儿童应该诚实。要善于告诉他们：我们做父亲的，有些
东西现在还不懂，你们，孩子们，你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
了知道一切。

——【苏联】高尔基

联系课文，生活实际体会名言。

试着背诵。

四、小结：谈谈你要怎么做。

板书设计：

步行18里

我的看法我对人物的评价

我想说的话

我想提出的建议我的体会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箩、杭”两个生字。



2.了解文章大意，体会作者“思念家乡，追忆童年快乐”的
独有感情。

3.学习作者以桂花为线索，用具体事情表达故乡童年的快乐
和思乡之情。

教学过程

一.回顾已学，明确任务，引入新课

1.出示课文导语，请一位同学读一读。

(导语：有感情地朗读下面的课文，说说桂花给“我”带来了
哪些快乐，再和同学交流读了“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
家乡院子里的桂花”这句话的体会。)

2.导语提出了哪些要求?(感情朗读课文，桂花给“我”带来
的快乐，体会重点句)

3.导语要求我们了解课文内容，并从重点句子直达作者的独
特情怀。这些叙事散文的特点，让我们通过自主的阅读实践
活动来加深感受吧。

设计意图

是台湾女作家琦君写的一篇叙事散文。这是一篇自读文，教
师由已学引入新课，引导学生关注课文导读，明确学习任务，
让学生自主的阅读实践做到有的放矢。

二.自主学文，品悟语言，体认情感

(一)运用已学，独立把握文章大意

1.自由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写了哪些事情。



2.检查预习情况，认读词语。

3.回顾“梅花魂”一课主要内容的概括方法，抓住本课的线索
“桂花香”，尝试独立说说课文写了哪些内容。

作者先写了自己最喜欢桂花，喜欢它迷人的香气，接着写了
摇桂花的事情，最后写了离开家乡后赏桂花，给母亲带桂花，
却时时想起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桂花雨，表达了作者和
母亲对家乡的眷恋。

设计意图

阅读教学应该以策略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只有实践以后
才能真正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掌握方法，学会策略。学生刚
学过《梅花魂》这篇叙事散文，学过把课文写的几件事串联
起来掌握文章大意的方法，也感知到作者最想表达的情感是
文章的重点。在这篇自读课文中，放手让学生实践课文大意
的概括，让学生把学过变成学会。

(二)关注表达，体认作者情感

过渡：《梅花魂》一课用具体事情表达情感，把我弄脏墨梅
图和弄坏贵重的古董时，外祖父不同的态度作比较，表现祖
父对梅花的重视，突出对祖国的眷顾和思恋。这一课，作者
也运用了这些方法来表达她的情感。

小组合作，选作者的一种表达方法进行学习，交流这样写的
好处。

预设一：(用具体事情表达情感。)

小组学习建议：

1.说说桂花给作者带来了哪些快乐?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桂花香气迷人，桂花赠送邻里，摇花乐，桂花雨，泡桂花茶，
吃桂花糕都给作者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2.讨论：作者用具体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写有什么
好处?

预设二：(用比较来突出作者的情感。)

小组学习建议：

1.文中有哪两处使用了作比较的方法?把什么同什么进行了比
较?

2.这样表达有什么好处?

(第一处：作者把桂花与其他花进行比较，突出对桂花树的喜
爱。强调，作者无意贬低其他树种，而是通过这种手法来表
达自己对桂花的情有独钟，孩子们可以学习这种写法。第二
处：作者把杭州的桂花与家乡桂花进行比较，突出对家乡桂
花的喜爱和怀念。强调，不是杭州的桂花不香，而是由于作
者和母亲的思乡之情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感受。)

设计意图

《梅花魂》这篇叙事散文的表达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
也有运用。教师设计小组合作学习环节，让学生运用学过的
方法，解决阅读的重点问题，让学生借助文本，以文学文，
直面作者的情感。

(三)品读句子，深化情感体认

1.【句子一组】

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

a两句都有“香飘十里”。

反复品读，感受到两个句子都写出了桂花浓浓的香气。

b关注“不说”“全”“那才是”等词语，联系上下文，体会
词语的感情色彩。

思考：

a句一的“香飘十里”前面加了“不说”，这个词能去掉吗?
体会作者用词的精准。

2.合作学习，感受思乡之情

a思考并交流：故乡的桂花，有哪些是杭州桂花比不上的?

预设：

(1) 摇花乐、桂花雨

(2) 不仅可闻，还可吃，泡茶喝。香一年。

(3) 送桂花做糕饼——和谐的邻里——情意融融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篇四

1、知识与技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
词语的意思。学习作者概括生活组织材料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发现与创
新的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使学生认识到父母爱孩子是极其高尚的
情操，这种情操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

理解当有人要领养穷夫妻的孩子时他们内心的痛苦。他们同
意领养是被贫穷逼得迫不得已，并不是不爱孩子。

挂图、录音机。

1课时。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师：同学们，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暖的岸，家中最牵挂我
们的人是父母。俗语云：“可怜天下父母心。”今天我们一
起来学习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写的文章
《父母心》，来感受父母对儿女的那颗挚爱的心。（板书课
题。）

评析：教师充满真挚情感的导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让
学生“一听而惊，不忍弃去”。导语简洁明快，激发了学生
学习的情感。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生汇
报交流。）

2。学生再读课文，理清课文脉络，按事情的发生、发展、结
局分为3部分。

三、合作探究，品读感悟

（师出示挂图，结合文本，提出问题。）

a。谁能说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起因？（师交待出因轮



船从神户港开往北海道，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本故事反
复曲折的情节才能展开。）

b。你能理解“搭讪、后嗣”的意思吗？

c。文章开头对于贵夫人和穷夫妻采用了什么方法进行描写的？

d。贵夫人看到穷夫妻领的孩子是怎样想的？

（生小组合作探究，集体讨论、交流，师生评价。）

评析：教师利用图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放手让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探究，使学生有了学习的主动性；汇报交流中，
培养了学生组织语言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实践
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四、探究研读，体会情感

（生对话朗读故事发展这部分，感悟文本内容。）

（生通过角色朗读体会人物心理。感受父母送走孩子时肝肠
寸断的心情。师指导朗读，通过读来体会情与血的交融。）

b。穷夫妻一共几次反悔？每次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充分吗？
几次反悔能说明什么？

c。穷夫妻说：“与其把孩子送给别人，还不如全家一起挨
饿……”说明了什么？

d。贵夫人面对穷夫妻的几次反悔分别是什么态度？能看出她
是怎样的人？

（生独立思考、小组合作探究、班上汇报、师生评价。）



教师小结：这对夫妻终于明白了，送养孩子，表面看似乎减
轻了经济负担，得到了金钱，但却背上了“情债”，父母的
良心将一辈子受到谴责。所以最后选择全家生死永远在一起，
这样虽苦犹乐。

评析：《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独特的
感受、体验和理解。教师引导学生对话朗读，从情感角度去
解读文本，让学生入情入境感悟穷夫妻3次反悔的矛盾而复杂
的心情，从而体会父母对儿女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

五、总结学情，拓展延伸

师：穷夫妻的3次反悔，深深地感动了贵夫人，她理解并谅解
了他们，最后做出了什么决定？你如何评价贵夫人？到此本
文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学习了本文你有什么收获？
（生自由发言，交流感受。）

师：平时生活中你的父母是如何关心疼爱你的？（生谈自己
的亲身体验。）

（师适时播放歌曲《母亲》。）

师：你们的父母为你们付出了全部的爱，你现在一定有许多
话要对父母说，那就把它写在心语卡片上送给他们吧！

教师总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小草尚知回报，
我们更要理解父母、关心父母、孝敬父母，我们要把父母的
爱转化为动力好好学习，回报父母，报效祖国。

评析：这节课的教学设计特别重视能力的培养。巧妙设计开
放性的问题，放飞学生的思想。当学生的心灵正在被感动之
时，思想是自由飞翔的，情感是炽热的。此时需要有一种方
式来宣泄他们内心的情感。教者设计在卡片上写出心里话，
满足了学生要表达自己心声的要求，拓展了学生的思维，升



华了内心情感。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篇五

教材分析：

《一路花香》是苏教版国标本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的一篇寓
言故事。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一只有裂缝的水罐在完好的水
罐面前感到惭愧，挑水工却告诉他说，从他的裂缝中漏出的
水浇灌出了美丽的花儿。从而揭示了世上每一件东西、每一
个人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只要我们学会关爱，正确的看待
自己和别人就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进而迎来“一路花
香”的美好人生这一深刻的寓意。

课文共有三个自然段：

1.挑水工用一好一破的水罐挑水的不同结果

2.有裂缝的水罐因漏水而惭愧的向挑水工道歉，挑水工叫它
回去时注意路旁的花。

3.破水罐看了花后，仍然为漏水而道歉，挑水工告诉他：是
它的裂缝漏出的水浇灌了美丽的花。

根据本课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我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角色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挑水工妙用破水罐浇灌路边花
草的事，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这一点也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达成以上的目标，本课分2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

1。初读课外，整体感知读准字词，读顺句子，读通课文。

2.学习生字，理解词语

3.指导书写

4.再读课文，分节读，明白课文大意，提出质疑，以便下节
课引导学生进一步研读课文。

5.学习第一自然段，通过自读，了解两只水罐的不同特点及
挑水工用一好一破两只水罐挑水的不同结果。

第二课时：学习二、三自然段，理解课文内容，品析课文，
总结全文。

本课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

1.朗读体会法。朗读是语文教学中最常用、最重要的训练，
唯有多读，才能理解课文，才会运用。通过抑扬顿挫、声情
并茂的朗读，分不同角色读，帮助学生感受不同水罐的表现，
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感训练。

2.品析词句法。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深刻了解故事寓意，用
“读、找、品、画”的学习法，教会学生自主学习。

3.合作学习法。学习讨论问题时，通过合作，解决问题。

4.情境学习法。让学生感受文本带来的语境，发挥学生的想
象力。

本次说第二课时的内容，针对教材及教学目标，我是这样设



计课程：

一、复习导入

这样的导入会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为接下来阅读课文作准
备。

二、精读课文

（一）感知情感变化

1.那只有裂缝的水罐能浇灌出一路花香，它可真了不起！可
是读了课文，我们知道它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它的情感在不
断地发生着变化，你能在文中找出表示它情感变化的词语吗？
（快速浏览全文并做上记号）

（相机板书：十分惭愧一丝快乐仍然伤心）

这里精心设计了板书帮助学生体会破水罐的心情变化（十分
惭愧-一丝快乐-仍然伤心），并把这一感情变化作为一条线
索贯穿全文的教学。

（二）体会“十分惭愧”

1.我们来体会破水罐的第一次情感。（十分惭愧）

“惭愧”是什么意思？（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没有尽到责任
而感到不安。）十分惭愧可见程度更深。破水罐为什么感到
十分惭愧呢？请自由读读课文的一、二小节。（指名说）

小结：因为自己的裂缝，使自己比不上好水罐的价值而惭愧；
因为自己的裂缝让挑水工白费力气，使挑水工得不到应有的
回报而惭愧。（板书：惭愧）

当破水罐感到十分惭愧的时候，那只完好无损的水罐却怎样



呢？（板：好水罐骄傲）

2.指导朗读：是啊，跟完好的水罐比起来，破水罐怎能不感
到自卑惭愧呢？两年后的一天，破水罐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愧
疚，向挑水工道歉了，能把破水罐当时的惭愧心情读出来吗？
（出示句子，指名读）

通过引导分析学生自然会在内心进行对比，感悟到破水罐那
种自卑、惭愧的心理，朗读时就容易把握人物情感了。

3.对于他的道歉，挑水工是怎么说的？指名分角色朗读。

4.你认为这是一位怎样的挑水工？

（三）体会“一丝快乐”

1.过渡：听了挑水工的提醒，破水罐开始留意路旁的花儿，
惭愧的它不久又有了“一丝快乐”，这又是为什么呢？读读
第三自然段，说说破水罐快乐的原因。

2.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些花都是些什么样的？

3.这景象确实很美好，如果你就是路人看到了这样的景色会
说什么呢？

4.破水罐和你们一样被美好的景象所吸引，它不禁有了那么
一丝快乐。一起读读第一句话，读出这一路鲜花的美和破水
罐的一丝快乐。

（四）体会“仍然伤心”

1.过渡：可是到了小路的尽头，破水罐仍然感到伤心。它为
什么仍然伤心呢？

（出示：但到了小路的尽头……道歉。）



2.这次它向挑水工道歉时，内疚程度更深了，歉意更重了，
它又会说些什么呢？

引导学生通过想象用自己的语言描绘一路花香的美景，再让
学生说说自己看到这种繁花斗艳的美好景象时心情怎么样，
然后说说破水罐此时的心情，但到了路尽头它又伤心了，
这“一丝快乐”稍纵即逝。这样，通过想象说话、对比了解，
不仅让学生再次感受破水罐自责、难过的心情，也会认识到
破水罐的价值，为下文理解挑水工的话做了铺垫。

（五）体会“快乐”

1.面对破水罐的道歉，挑水工又是如何说的呢？（出示句子，
指名读）

读了挑水工说的话，老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

a.挑水工事前知道破水罐有一道裂缝吗？

b.既然知道有一道裂缝，挑水工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挑水呢？

你觉得挑水工是一个怎样的人？

挑水工的话是本段的重点，也是本文的中心所在。引导学生
通过充分朗读理解挑水工的话后，体会挑水工这个角色。

c.听了挑水工这番话后，你觉得破水罐会怎样想，怎么做呢？

d.那只完好的水罐听了挑水工和破水罐的对话，又会想些什
么？会对破水罐说些什么呢？

师述：看来，这两只水罐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完好无损的
水罐无须骄傲，破水罐也用不着惭愧！（在板书上添加：无
须、不用、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挑水工的话说得多好啊，



请再次有感情朗读挑水工说的话。

学生通过写和说的练习，理解故事所蕴涵的深刻人生哲理就
水到渠成了。最后对板书进行补充（回归快乐）。

三、联系实际，加深感悟

1.学了这篇课文，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学生畅谈）

老师愿这“一路花香”带给我们的启示永远留在你、我、他
的心中……

四、拓展延伸

课堂的最后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首散文诗——《欣赏自
己》，想欣赏一下自己吗？师配乐朗读。

让孩子用心灵去聆听语言文字的美丽，去品味语文学习过程
中的一路花香！……

课后作业：

1.分小组，把课文用课本剧的形式演一演。

2.搜集与本文寓意相通的名言或谚语，读一读，记一记。

此类作业有助于学生去创造，去探索，并学会积累。

板书：

14.一路花香

好水罐无须骄傲

破水罐不用惭愧



一丝快乐

仍然伤心

回归快乐

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