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 小学
四年级语文说课稿(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篇一

这是“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第八册第八单元的第一篇讲读课
文。文章写了“我”在玉泉观鱼时认识的一位聋哑青年，他
画鱼到了忘我的境界，把鱼画得又像又活。文章赞扬了聋哑
青年勤奋、专注的品质。课文叙议结合，情节生动感人。文
章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写的。可分四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
（第一、二自然段）讲“我”常到西湖的玉泉观鱼；第二部分
（第三、四自然段）讲“我”在后院的金鱼缸边认识了一位
举止特别的青年；第三部分（第五至八自然段）讲“我”看
青年画金鱼；第四部分（第九至十四自然段）讲“我”对青
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是聋哑人，每个星期都来看鱼、
画鱼。

本文安排在第八组课文中的第一篇，对这一单元有着重要的
引导作用。本组训练的重点：在阅读中，能边读边提出问题，
边阅读思考、合作交流来解决问题。注意情感体验，理清文
章的表达顺序，大胆提出新见解，领悟文章的思想感情，学
习如何做事。为后面学习《全神贯注》、《两个铁球同时着
地》、《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作些铺垫。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聋哑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2、学习作者和聋哑青年观察周围事物和积累材料的方法。



3、学习本课的生字、词语。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理解青年爱鱼爱到了忘我的境界的具体表现。

2、理解“鱼游到了纸上”和“鱼先游到了心里”的关系。

将理解课文内容和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同步进行，让掌握作
者按一定的顺序来写的习作方法。并且学习作者的习作方法。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学生的训练和朗读感悟，
自主合作学习为主线”是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主导思想，它
体现了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观点，因而在课堂中，
我将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并将学法渗透到教学中去。

1、出示挂图，听课文录音，让学生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整体
感知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初读课文，画出自己不懂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质疑问难，
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3、学生分组讨论解决不懂的问题。

4、再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采用“以读代讲、反复朗读品词析句。
”的方法引导学生对课文的重点内容、难点和特点予以理解，
以课后作业1、2、3题展开探索、学习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聋哑青年是怎样观察事物和作者的习作顺序。

1、以课后作业“青年的举止特别在什么地方？”展开讨论。

2、抓住重点理解青年的勤奋、专注的精神。学习自读讨论，
小组进行交流。



3、师生抓住文章中的重点句子展开汇报讨论。

这个阶段，重点在于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有感情地
朗读全文，达到学生的情文统一，进一步地深入表达对课文
的理解。

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掌握这种工具的关键还在于运用，
学以致用，是语文教学的目的。通过对文章的重点词句的品
析，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如下练习：

1、比较下面句子的异同，说说句子的意思表达有什么不同，
哪句更好，为什么？

（1）他一个人站在金鱼缸边，看着金鱼在水里游动。

（2）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
水里游动。

通过对句子的训练，体会重点词语“呆呆”、“静静”的含
义，体会青年看鱼的专注、投入。

2、细读课文第7自然段，填空，并说出填词的理由。

青年画鱼画得真（逼真、栩栩如生）啊！

通过这些试题的练习，考察学生对第7自然段的理解。

3、选择恰当的关联词，把下面的两个句子连成一句话。

鱼游到了我心里，鱼游到了纸上。

通过对关联词的选用，辅导学生对课文难点的学习，从而让
学生理解因为把鱼形记得牢，所以能把鱼画得活。同时让学
生知道作者平时注意观察，积累材料，才把文章写得如此生



动。

板书设计是为教师的教学设计服务，板书设计的合理，有利
于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路和层次，学习人物的品质，同时
又能使学生感受到文章的结构，从而帮学生理清作者的习作
顺序。

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篇二

本课时内容主要包括区别形近字、我能填、我能读三部分，
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中教材的特点及学生的实际，我确
定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完成“万花筒”、积累词语

2、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读、议、做，完成语文活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学习男孩在失
败面前的勇气和毅力。

4、教学重点：积累词语、我能读为本节的重点。

5、教学难点：根据图画引导学生进行丰富的想象为本节难点。

根据以上教材分析，为促进学生的知识能力发展，对“知识
万花筒”、积累词语将采用引导为主的教学方法，为落实重
点采用注重启发式、讨论式教法；为突破难点，我会深入浅
出、由浅入深地启发学生的思维。

四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乐于表达，为使所学知识能较好的
纳入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的智能发展，在学习过
程中，对所学的知识将读、议、做相结合，以活动和展示贯
穿整堂课，寓学于乐。



1、教学“区别形近字”：在教学这个版块时，我充分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由地读、写、比较、区分。“授之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必交给他们知识
更加有长远的意义。

2、教学“我能填”：这一板块重在让孩子们通过发现成语的
规律，激发他们积累成语的兴趣。然后通过拓展，积累更多
的词语。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积累，积累对于孩子
们的写作、阅读理解都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想，语文老
师应该更多地重视孩子们的积累。

3、教学“我能读”：四年级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理解
能力，很多孩子能够从文段中获得一定的信息。但是，在平
时课外阅读当中，很多孩子都是囫囵吞枣，最后雁过无痕，
什么都没得到。所以，我想，通过老师的指导，让孩子们掌
握一定的阅读技巧，通过勾画，标注等方法去把握课文，向
孩子们渗透不动笔墨不读书的理念，从而让孩子们养成良好
的读书习惯。所以在这一板块的教学中，我注重读书方法的
指导。

4、课时作业。

《站起来》中作者把小男孩摔跤时的动作描写写得很生动，
我布置学生学一学这种写作方法，试着写做某件事的过程。
这样，读写结合，让学生通过仿写，掌握一定的写作方法，
我认为，这样对于孩子们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也大有好处。

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篇三

这是一篇讲读课文，课文真实，具体地叙述了1976年1月首都
人民群众聚集长安街向周总理告别的感人情景。第二课时要
学的第二、三段是课文抒发感情的焦点。因此，本课的教学
目标定位在以下方面：



1、读中体会人民群众怀念、爱戴总理的思想感情，并体会随
着时间迁移这种感情的升级；

2、通过读表现这种思想感情；

3、抓“不约而同”、“慈祥”的教学，通过各种手段加深对
这两个词的理解，并为第三课时这两个词的造句作铺垫。

四年级语文下册说课稿《十里长街送总理》：在语文教学中，
要讲究训练的科学性，体现训练的层次性。我设计以读为突
破口开展训练。如何读好，读出感情，如何激发全体同学读
的积极性，是本文教学成功的关键。为了读好，我采用了以
下手段：

1、通过电教手段，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到当年万人泪下的十
里长街；

3、加强读的具体指导，我们不赞成纯技巧的朗读指导，但是
我们认为建立在文章内容基础上的朗读技巧的指导还是必要
的。注意读的层次变化，从自由读到指名读，加强读的评价，
再齐读，再指导。在反复朗读中，引导感悟，激发情感。加
强学法指导。

教学的目的，不仅要使学生学会，而且要引导学生会学。通
过圈划，让学生理清文章思路；通过读，体会文章的思想内
容，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通过删、换词句加强比较朗读，
促进体悟；引导学生归纳一段的学法，造成迁移。

1、复习引入

通过复习第一段内容，带领学生逐渐进入情境。

2、学习第二段



（1）放录像，看灵车到来时的情景。

（2）自由轻声读第二节，用“——”划出写灵车到来的句子，
用“”划出人们的表现。

（这一题目旨在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为进一步读讲作准
备）

（3）思考：人们的心情怎样？从哪里看出来？

（4）品词句，入意境

通过讨论“不约而同”的意思、表现、程度，体会文章表达
的思想感情，采用小组学习法，互相启发，激发学习积极性。

（5）质疑：为什么都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根据学生的已有认识水平组织教学，引导学生辨证地思考问
题。

（6）读，表现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读出失去总理的悲痛。
读中加强评价。

（7）学习第3节

a、望着灵车，人们想到了什么呢？

先自由读，然后师生接读。

b、比较句子，品味感情。

把第一句的两个“多少”换成“很多”，体会看到周总理的
自豪、幸福，并读出这种感情。

c、理解“慈祥”的意思。



为了帮助理解，挂出周总理像，讨论慈祥的含义。

d、激发学生想象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学生对周总理的事迹有一定了解，引导他们回忆，有助于
更好地入情入境。）

e、练习朗读，指导背诵。

3、学习第三段

（1）总结学法，即理思路-品词句-读出感情

（教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点，而且要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2）理思路，找出写人们心情的句子和人们表现的句子。

（3）品味“牵动”

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想说些什么？

（通过激发学生想象，理解“牵动”的丰富内涵）

比较两句句子，删去最后一句的“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和原句比较，体会人们希望周总理的逝世不是现实的心情。

（4）指导朗读，背诵

4、简要小结，完成板书

5、布置作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争取背出来。

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篇四

1、认识六个生字，会写十三个生字，正确读写“纪昌学射、



妻子、百发百中、扁鹊治病、拜见、理睬、肠胃、汤药、医
治、无能为力”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联系有关词句，体会人
物的想法，体会到“学习要练好基本功”和“要防微杜渐、
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道理。

3、联系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联系上下文，结合重点词句，体
会人物的心理，理解两则寓言的寓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
见解。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新课，激发读书兴趣。

2、出示句子：

飞卫是一名射箭能手。有个叫纪昌的人，想学习射箭，就去
向飞卫请教。

后来，纪昌成了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

3、读句子，说说从句子中，你了解到了什么？还想了解什么？

二、自读自悟，完成以下要求。

1、读准字音，把课文读正确。

2、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为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

3、思考：你有什么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三、交流讨论，感悟课文。

1、指名读课文，正音。

2、汇报纪昌是怎样学射的，指导学生说文章的主要内容。

3、讨论疑问和交流启示。

a.飞卫为什么先让纪昌练眼力，而不先叫他开弓放箭？

b.假如纪昌不先练眼力，他会百发百中吗？

c.假如纪昌没跟飞卫学射，而跟一个普通箭手学射，会成为
射箭能手吗？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二、三自然段，并说说有什么体会。

小结：看来，对学习来说，好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都起
着很大的作用。

四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五 识字、写字、写词。

1、识字：妻、虱。

2、写字：重点指导“冒”“妻”“刺”。

第二课时

一、导入 新课。

板书课题：扁鹊治病。

二、自读自悟，完成以下自学要求。



1、读准字音，把课文读正确。

2、边读边思考：扁鹊几次见蔡桓公？都说了什么？结果怎么
样？练习简要地讲述课文内容。

3、提出自己的疑问或写下自己所得到的启示，准备与大家交
流。

三 交流讨论，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指名读课文，正音。

2、指名讲述课文的主要内容。

3、交流讨论：

a. 交流学生的疑问。

指导学生读好扁鹊的话和蔡桓公的态度。扁鹊的话和蔡桓公
的态度要结合揣摩他们的心理来读。扁鹊的话要诚恳耐心。

扁鹊第二次来看蔡桓公之前是怎么想的？第三次呢？第四次
呢？

“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没有理睬他”。他心里会怎么想？

“蔡桓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心里会想什么？

“蔡桓公觉得奇怪，派人去问他”。蔡桓公会怎么想，怎么
说？

“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请扁鹊给他治病”。此时浑身疼
痛得他，又会怎么想呢？

b. 交流受到的启示。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可适时点拨：蔡桓公怎样才不会
死呢？本来是皮肤上的小病，怎么会要人命呢？是学生体会
到防微杜渐，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不能固执己见的道理。

c. 如果能够跨越时空，你想对蔡桓公说什么？用几句话写下
来，想想蔡桓公听了你的话会说什么？也用一两句话写下来。
题目可用《跨越时空的对话》。

四、 认读生字，抄写字词。

比较字形：肠、烫、汤。

指导书写：睬、蔡。

略

小学语文四年级说课稿万能篇五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爬山虎的脚》，下面我将从说教材、
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设计四个方面来对本课进
行说明。

一、说教材

《爬山虎的脚》是一篇精读课文。它文质兼美，这篇课文主
要讲了爬山虎的叶子、爬山虎脚的形状、特点以及它是怎样用
“脚”向上爬的。从而启发人们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好
习惯。本组教材也都是围绕“观察与发现”这一专题编排的。
基于此，我确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词句，了解
爬山虎脚的特点。

过程与方法目标：以学生为主体，遵循阅读教学的原则，让



学生充分地与文本交流，在自读、感情朗读、品读等形式多
样的阅读中，理解课文内容，积累精美的语言文字，学习作
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去。

情感目标：激发学生留心观察的兴趣，做生活的有心人。

教学重点是：通过对词句的理解，了解爬山虎脚的特点。

教学难点是：爬山虎是怎样用脚向上爬的。此篇课文的

教学设计为两课时，第一课时要让学生初读课文，扫清字词
障碍，在读中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整体感知，而后感情朗
读。第二课时直扑重点，学习课文三至五自然段爬山虎脚的
部分，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在读中充分体会到作者对爬
山虎的观察入微，而且是连续观察了很长时间。

二、说教法学法

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能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达到教与学的
和谐统一，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以及合作探
究精神、创新精神，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因此教学时，
我准备采用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以读代讲法：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受
到情感熏陶，在读中体会爬山虎脚的特点。

情境教学法：用声情并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画面图片，拉
近学生和文章的距离，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感知。

自主、合作、探究法：学生之间相互启发、补充，实现思维
碰撞，在讨论中了解爬山虎脚的形状、特点以及它是如何一
步一步向上爬的。学生具体的学法就是朗读、讨论、勾画圈
点批注，抓重点词句品、读、悟，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良好阅读习惯。为了更好的上好这一课，我还准备了视



频录像、图片等相关课件。这样既提高了学习效率，又充分
享受了语言美，音乐美，画面美，让学生体会到了上语文课
就是美的享受。

三、说教学过程：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课堂教
学我准备按以下六个环节展开：

第一步：创设情境、激趣导入：巧妙的开场白，可以吸引学
生注意，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在阅读教学开始时，我
通过生动的多媒体课件再现爬山虎的叶子，让学生当配音演
员，背诵课文中写叶子的片段，激发学生的情感。

第二步：合作探究，深入研读，从“爬山虎的脚”入手，直
奔重点段“品脚”。

第三步：找一找、演一演、议一议，了解爬山虎是怎样向上
爬的。

第四步：自学爬山虎脚的变化这部分内容。通过学生的默读、
细读，运用对比的方法自己进行学习，接着看脚的变化图，
脚触着墙就能活，没触着墙就枯萎，从而更清楚地了解了爬
山虎的脚与墙的依赖关系。

第五步：欣赏视频录像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第六步：积累语言拓展延伸

1、摘抄好词佳句加以背诵，并认真读读“阅读链接”的内容，
使学生体会到观察，特别是连续观察是一种好习惯。

2、观察豆子、花生或大蒜在水中随时间的变化，利用本课的
写作方法写一篇观察日记。



【课内与课外的有机结合，可使学生快速提高手写能力，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四、说板书设计

爬山虎的脚

位置茎上反面

脚的特点形状枝状细丝细致观察

颜色嫩红

如何爬触、巴、拉、贴

今天的说课就算抛砖引玉，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