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优
质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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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
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

1.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城堡、风调雨顺”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抄写自己喜欢的部分。

3.抓住关键句子，领会课文的内容。

过程与方法：

1.课前查阅资料，了解大炮与战争的关系及战争时大跑的威
力。

2.让学生充分阅读，置身课文所描写的情景中，去感受，去
领悟主题。

3.抓关键词句，探究感悟，理解文章的写作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感悟和平时代的幸福，树立反对战争，热



爱和平的观念，呼唤、珍惜和平。

教学重点：

1.领会课文的主题。

2.抓住关键语句，理解文章的表达方法。

教学难点：

领会课文的主题及表现主题的方法。

教具：

录音机、幻灯、课件

教学方法：

引导、点拨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观看灯片，引出主题。

二、讲述故事

1.教师讲述故事。

(1)故事插问

(2)交流明确：要发动战争吗?要向老百姓开炮吗?

(3)听完故事，你心里觉得怎样?



2.学生讲故事。

三、再次欣赏故事，观看课件。

1.卡卡王国的孩子新年快乐吗?从哪些话中可以听出来他们很
快乐?请再仔细听故事。

2.交流明确

四、分享卡卡王国新年的快乐

五、课堂小结

18.城堡上的大炮

第二课时

教学流程：

一、谈话导入

1.上节课，我们观看了灯片，欣赏了故事，我们感受了卡卡
王国里新年时人们的快乐与幸福。

2.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生复述课文内容或按课文内容讲述课文中的故事。

3.检查生字、词的掌握。

三、精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在书上作标记。

(1)大炮以前是用来干什么的?有怎样的威力?

(2)卡卡国王将大炮掉头面向广场时，人们有什么表情?想些
什么?人们是怎样的心情?

(3)国王用大炮做什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你是从哪些地方
感受到的?

四、再读课文，理解表达方式

1.通读全文。

2.思考：

(1)为什么要写老师带学生参观城堡上的大炮?与国王用大炮
狂欢有什么关系?

(2)为什么不把国王的意图直接写出来?

(3)“难忘的狂欢之夜，难忘的大炮”可改成“难忘的狂欢之
夜和大炮”吗?

3.交流，明确。

北师大版四年级语文下第九单元教案

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篇二

一、看课件，激趣导入

师：相传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秦王想用十五座城池交换赵
王手里的一块美玉。这块美玉就是和氏璧。那么，这个绝世
珍宝是怎样被人发现的呢?这里边蕴含着一个凄美的故事，让



我们一起走进《和氏献璧》吧!板书课题齐读。

二、学习课文：

过渡：那第一次献璧的情形是怎样的?

1、学习第一次献璧

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的第1、2自然段，想想卞和是怀着
怎样的心情去献璧的?(高兴、信心，满心欢喜)指导朗读。

卞和满心欢喜地去献璧，结果却被鉴定为(这只是一块普普通
通的石头)

师：此时的卞和，心情又是怎样的?用文中的一个词语来形
容(急切)请你用急切的心情来读一读卞和说的话。(指名读，
男女生读)师：卞和的急切解释顶撞了厉王，厉王大怒，下令
砍去了卞和的左脚。失去了左脚的卞和，心情是怎样的?(失
望、伤心、难受)为什么?过渡：虽然失去了左脚的卞和伤心、
失望、难受，但是他没有改变献璧的决心。

2、学习第二次献璧。

师：于是在武王登上王位后他又去献璧，玉匠又是怎么说的?
谁来读一读。

(出示：玉匠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

师：“不屑”是什么意思?谁能带着不屑的语气再读读这句
话?师：就是玉匠这不屑的一句话让卞和失去了右脚。

师：失去了双脚的卞和，(生接读：捧着那块石头泪流满面)

他想：(生接读：这无价之宝难道真的要永远被埋没吗?)



3、学习第三次献璧。

师：请你默读课文5、6、7自然段，思考：第三次献璧与前两
次有什么不同?

课件出示句子：卞和捧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连痛哭了
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来。

指名读这句话，找出表示卞和动作的词。

师：请你做一做“捧”的动作。将“捧”换成“拿”可以吗?
为什么?师：那么我们读的时候该怎么读呢?请你来读一读。

师：哪个呢?(痛哭)“痛哭”说明卞和哭得怎样?(哭得十分伤
心、伤心到了极点)那哪些词句表现了他伤心到了极点?(一连、
直、三天三夜)

师：是啊，他是多么地伤心啊!直哭得(生接读：双眼泪尽，
血都流了出来)那你能不能试着读一读这个句子呢?(指名读句
子)过渡：读到这，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卞和为什么哭得这么悲
伤吧。课件出示：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
所以悲也。师：谁会读这个句子?(指名读，齐读)你能告诉我
这一句话的意思吗?没关系，老师给一点提示，你可以在课文
中找到相应的句子。谁找到了?(生读)这是卞和说的话。

课件出示：宝玉，却被说成是普通的石头;坚贞之士，却被说
成是骗子，这才是我悲痛的原因啊!

师：现在你知道卞和悲伤的原因了吗?(生答)那坚贞之士指的
是谁呢?(卞和)

师：孩子们，你们认为，这句话该用什么语气来读呢?(伤心)
请你来读一读。(指名读)



师引读：是啊，事实被扭曲，是比砍去双脚更令人痛心的事
啊!卞和悲伤地说：(生读)

师引读：忠贞被诬蔑，受到侮辱和残害，内心的痛苦无人诉
说，卞和无比悲怆地回答：(生读)

师引读：双脚被砍，内心早已被割碎，心痛不已的卞和，泣
不成声地回答：(生读)

师：(课件出示)文王听到了回报，便叫玉匠整治那块石头。
经过仔细打磨，玉匠把一块温润澄净的美玉呈献上来，在场
的人都惊呆了。于是，文王下令将这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命名为
“和氏璧”。

三、总结、升华。

师：卞和冒着生命危险三次献璧，他的故事确实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你能用一个词语来赞扬卞和这种可贵的精神
吗?(永不放弃、坚持不懈、忠心耿耿、坚贞)

师：卞和献出的仅仅是一块玉吗?还有什么?(忠贞)这也是人
最宝贵的品质啊!

课件出示：

卞和献出的不只是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他献出是更是自己
的_______。

四、拓展延伸

师：学到这儿，课文中的那个人物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有话想对他说吗?指名同学说一说。

五、作业布置：



1、收集带有“玉”的成语，了解它们的意思。

2、同学间互相推荐有关和氏璧的故事读一读。

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篇三

1.介绍一种风俗，或写一写你参加的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

2.明确这种风俗的主要特点，挑选能够突出风俗特点的材料
来写。

3.分清详略，学会抓住特点介绍家乡的风俗的方法。

明确这种风俗的主要特点，挑选能够突出风俗特点的材料来
写。

分清详略，学会抓住特点介绍家乡的风俗的方法。

课件

一、激趣导入。

1.(展示各民族民风民俗图片)“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
风。”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
独特的风俗习惯。

2.如果要让你介绍一种家乡的风俗，你会选择介绍什么
呢?(学生自由发言)

3.导入新课：现在，让我们用文字来把家乡特别的风俗介绍
出来吧!(板书：家乡的风俗)

二、启发思路。

1.介绍之前，说一说你为什么选择这种风俗。(学生自由讨



论)

2.汇报讨论成果。

(1)要介绍的`风俗是什么?

(2)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你打算从哪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3)你将把哪一部分作为重点去写?

3.根据你要介绍的风俗特点，你打算拟定什么题目?

(1)写特色小吃，可以直接用其名称作为作文题目。

(2)可供选择的题目：《春节习俗》《家乡的春节》《欢
度___节》

1.整理思路：学生先打草稿，确定自己想写哪一种风俗，想
想它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2.回忆本单元中学到的一些表达方法。抓住重点课文，以
《北京的春节》为例进行指导。

出示课文片段欣赏：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夜饭，到处是
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
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
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
觉，都要守岁。

教师点拨：这一段采用“总—分”的结构写除夕。中心句
是“除夕真热闹”，后面的内容都是围绕这句话来写的。从
味、色、声三个角度描写老北京除夕的风俗习惯。“到处是
酒肉的香味”“红红的对联”“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
宵”“鞭炮声日夜不绝”，作者从气味到色彩再到声音，进



行了全方位的描绘，充分表现了除夕的热闹。

3.写作技巧点拨。

(1)要把风俗活动的各个环节写清楚，重点描写活动现场的情
况和自身的感受。

(2)要按一定的顺序写。一般先简要地交代风俗活动的时间、
地点、人物和内容，然后详写参加活动的经过，最后写活动
的结果及感受。可以把风俗的特点或来历自然地穿插在合适
的地方。

(3)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可以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写。风俗
活动中发生的事情很多，写时既要对群体活动的情景做总体
描述，也要对其中的个体作具体的描述。对最能表现文章中
心的内容要详细描写，其余部分可一笔带过，这样可以使文
章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4.写自己对风俗活动的看法，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表达
出自己的观点，注意要有理有据，论证充分。

5.学生自由习作，教师巡视指导。

四、习作点评。

选出两三篇比较优秀的作文，在全班进行点评。习作的重点
在于讲清楚所写的是什么风俗，内容详略得当、特点突出，
语言通顺恰当，等等。

五、小结。

学生通过选择自己喜欢的风俗，选取不同材料，运用抓住特
点描写风俗的方法，介绍出家乡的风俗活动，详略得当，表
达出自己的看法。



六、延伸。

将你的习作与同桌交换，看看你们能不能根据对方的文字描
写，勾画出对方习作中所刻画的家乡的风俗特点。(看看是否
详略得当)

板书设计

习作：家乡的风俗

抓特点详略得当

1.本次习作，鉴于学生对家乡的风俗知之甚少，没有生活基
础，课前可先让学生充分搜集材料，有助于课堂上对于习作
内容深入讨论，也有助于拓展学生习作思路。

2.对于家乡的风俗的介绍，学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对于一
些场景的叙述过于简略，学生对于习俗的来历、一些节日的
象征意义缺乏了解，缺乏实际体验。

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篇四

去年暑假的一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庐山游玩。

那一天，我目睹了一个令我难忘的生命奇迹——一棵生长在
石缝里的树。我的心灵被这棵树顽强的生命力给震撼了，久
久不能平静。

我不由地问妈妈这是什么树。妈妈告诉我说这是花曲柳，是
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树。

我仔细地观察了这棵花曲柳，它已经贯穿了石头，树根已经
渗透到下面的泥土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这棵花曲
柳长得又高又细，只有树冠处才有一些枝杈。由于水土流失，



花曲柳的一些树根已经裸露到了外面。它努力寻找着珍贵的
泥土，不管有多么的艰难，它都要奔过去、扎进去。几经寒
暑春秋，它一直在寻找，努力生长成今天的样子。它征服了
阻碍它生长的石头，终于得到了珍贵的泥土，它的根已经钻
到了地底。

石缝里的花曲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它那顽强
的生命力，深深地打动了我。它还让我明白了：今后不论遇
到了什么挫折，都要勇于面对，不能轻易放弃。我们要向花
曲柳一样，顽强的面对挫折，乐观的面对生活。

第三篇：让我们一起热爱生命

当你在学校的课桌上乱画、乱写时，你在想一想桌子的感受
是怎样的。其实，它也会哭，别看它只是一张用木头做的普
通的桌子，但他也是有生命的。

当你拿着我们的书乱写、乱画、乱撕时，你看着它被自己撕
坏时。你很高兴，但是他却在哭。因为你学了它里面的许多
知识，它也是你的“老师”，你的伙伴，所以你应该去珍惜
她，而不是去破坏她。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珍惜
别人的生命，使自己活得更加光彩有力，也使世界更加美丽!

四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计划篇五

教材分析：

文章记叙的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历史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非
常久远，因此文中出现了大量学生不易理解的历史性词语，如
“齐庄公”、“相国”、“太史”等。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学
生的查找资料辅助课文教学的作用。文章采用对话的形式，
对几位太史宁可断头也不屈服于残暴的崔杼，恪守本分的职



业道德精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同时又运用崔杼由不可
一世到无可奈何的心理变化描写衬托了太史们这种忠于职守
的精神的伟大。因此，通过对于人物语言以及神态描写的学
习，感受、体会、学习人物“秉笔直书”的伟大的人格精神
是本课学习的重点。

教学目标：

1、准确认读课文中的8个认读生字，掌握写字表中的11个生
字。

2、引导学生根据人物语言，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感受人物
的优秀品格。

3、学会抓住重点词句（忠实、本分、不屈服），深入理解课
文内容。鼓励学生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

4、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抓住要点，绘声
绘色地复述课文。

教学重点：

通过重点词句，体会人物品格。

教学难点；

学会提出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关于战国情况的资料。

学生准备：查找关于战国情况的资料，以及“国君”、“竹
简”、“伯、仲、叔、季”、“相国”、“太史”、“齐庄



公”的解释资料。

教学时数：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教学过程：

一、释词导入，激发兴趣

历史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了解历史才能变得更加聪明。喜
欢听历史故事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林汉达先生带给我们的，描写
战国时期在齐国发生的小故事――《秉笔直书》。（板书：
秉笔直书。学生齐读课题。）

战国时期离我们太久远了，在听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
几个那个时期常用的特殊词语。（出示词语：“国
君”、“竹简”、“伯、仲、叔、季”、“相国”、“太
史”、“齐庄公”。学生根据课前查阅的资料进行交流。）

扫清了听故事路上的拦路虎，我们可以来欣赏这一个小故事
了。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结合“秉”的
象形字写法理解字的含义：拿、握。）

那“秉笔直书”又是什么意思呢？相信欣赏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一定会了解了。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秉笔直书》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学生自由朗读课
文）

1、生字。（出示生字词：崔杼独揽大权伯仲忠贞屈服颠倒黑
白）

（指名学生领读生字。）

（出示重点、难点字：独揽颠倒秉笔直书。学生提示加点字
的写法。生齐读生字词。）

2、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生字掌握情况）其他同学认
真听，看一看课文中有几位主要人物，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件
什么事情？（指名读课文。）

（2）课文中有几位主要人物？他们分别是谁？

（结合学生回答板书：崔杼太史伯、仲、叔、季南史氏）

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教师引导学生了解本文的主要内容：）崔杼杀害了国
君“齐庄公”，他想让太史们歪曲事实记录历史，但太史们
宁死不屈，崔杼杀害了太史伯、仲、叔，他最后并未杀害太
史季，因为他害怕了。南史氏也是一位太史，他本想来接替
太史季的位置，当他看到太史季安然无恙后才放心地离开了。
（引导学生了解大体内容即可）

三、自设问题，试读课文。

1、围绕课题“秉笔直书”，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吗？（教
师梳理归纳他们可能提的问题：谁秉笔直书？他为什么要秉
笔直书？秉笔直书的后果是什么？）



2、围绕自设问题，自己用喜欢的方式试读课文。

3、小组讨论交流。

四、交流汇报。

五、教师小结。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抓住重点词句（忠实、本分、不屈服），深入理解课
文内容。鼓励学生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抓住要点，绘声
绘色地复述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

二、、细读课文，理解人物特点。

1、（出示课后的“金钥匙”：）为了更好的理解太史伯、仲、
叔和季，可以向自己提出这样几个问题：（1）他们的职责是
什么？（2）他们是怎样做的？画出重点词语和句子。（3）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让学生围绕“金钥匙”的提示再次默
读课文。）

2、同桌交流，体会史官宁愿被杀头也要说真话，记录真实的
历史。这不仅仅是真话的力量，而更是人格的力量。（在交
流中重点理解这样几个句子：）



（1）太史伯说的两句话，第一句：太史伯听了崔杼的话，严
肃的说：“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哪能捏造事实，
颠倒是非呢？”（先让学生充分的读句子，读出反问的语气，
感悟反问句表达意思的力度，以及所表达的意思。使学生在
朗读中把反问句改为陈述句――“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
的本分，不能捏造事实，颠倒是非。”重点体会“本分”，
可以请学生说说每个人根据不同的工作，都有些什么本分。
从而感受太史必须说真话，记录真实的历史。）

（2）第二句：太史伯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如果你叫我颠
倒是非，我情愿不要这个脑袋。”（在理解了伯说的按照事
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后，再来读这一句话，可以多找几个
学生读，甚至由老师范读，目的就是要引导体会伯为了说实
话宁肯牺牲自己的那种毫不畏惧的精神。从而感悟人物性格
的耿直，敢于直言。）

（3）太史仲的话：太史仲面不改色，冷笑着回答：“太史只
怕不忠实，可不怕死。你就是把我也杀了，难道还能把所有
的人都杀了吗？”（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太史伯就因为
说真话而被崔杼杀害了，仲还敢这么说，难道他就不怕死吗？
通过“面不改色”、“冷笑”，体会他的毫不畏惧，感悟人
物特点。）

（4）前面的三位太史都已经被崔杼杀害了，这时候第四位太
史季他又是如何做的呢？太史季说：“我当然爱惜性命。但
要是贪生怕死，就失去了太史的本分，不如尽了本分，然后
去死。但您也要明白，就是我不写，天下还有写的人。您只
能不许我写，却不能改变事实。您越是杀害太史，越显出您
心虚。”（小组交流，通过太史季的话，体会他毫不畏惧，
点出崔杼杀人后的心虚，而季自己为了尽太史的本分宁肯去
死的浩然正气。）

3、指生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在充分的读中再一次深刻体会
四位太史一身正气、仗义直言的高尚品格。



指导朗读要点：要注意抓住崔杼神态变化的语句（生气、气
哼哼、不再说话、恐慌、长叹一口气），读出不同的语气。
（自由读、指名读、分角色读、范读、分组齐读）

4、讨论：崔杼都已经杀了太史伯了，为什么仲、叔和季还要
誓死按照事实写历史呢？

（有学生可能会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值得，人最重要的是生命，
或许可以换一个竹简欺骗崔杼。老师这时候必须给以正确的
引导，让学生明确太史就是真实的记录历史的人，必须说真
话、写真事，还历史以真实比个人的性命还要重要。领
悟“秉笔直书”的深刻含义。）

三、指导复述，交流收获。

1、指导学生用简练的语言复述课文内容。

2、回顾课文，积累语言。（有重点的摘抄词语，比如“不屈
服”、“本分”，这样的词能够帮助理解几位太史秉笔直书
的高尚品格。）

3、交流学文后的收获，联系现实思考太史的这种精神在今天
有何重要意义，给予我们每个人怎样的启迪。

4、结合课文，谈谈对美言、谎言、直言、谣言、忠言的理解。

四、教师小结课文内容。

板书设计；

太史伯尽职尽责

太史仲刚正不阿

太史叔



太史季宁死不屈

[北师大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秉笔直书(北师大版四
年级教案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