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
学设计 北师大四年级语文教案(优秀7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井底之蛙的“渺小”。

2．认识本课的生字，能正确书写写字表里的生字，理解词语
的意思。

3．发挥想象力，初步理解寓意。

懂得“井底之蛙”寓意，明白本词含有贬义。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一个有趣的寓言故事，（指）——井
底之蛙（读课题），你能用一句话说说这个寓言讲了一个什
么故事？（抽生说谁和谁做了什么）——青蛙和鳖在说自己
的快乐，青蛙最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则寓言故事。

1、学习第一段（朗读）

（1）找句子

生活在浅井中的小青蛙对现在的生活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它



认为自己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舒适的，于是它就对来自东海
的鳖——夸耀（板书），它在夸耀什么呢？是的，“生活在
这里真快活！”你觉得该怎么读这句话？——夸耀，自满读。

“这里”指的是——井里，再来读一读“我生活在井里真快
活！”生活在井里还能这么自信地说快活呀，默读课文的第
一段，边读边勾画，你从哪些地方看出了青蛙的真快活？
（生读勾，师巡视，动笔勾画、批注，“真不错，很多孩子
都会自己勾画重点语句了，并且还把重点词语都做了标注，
这样就更清楚啦！”）

“高兴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多舒适呀，从哪个词语
可以看出来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呢？——尽情，什么是“尽
情”，读出你的感受，这样体会一下“我生活在这里真快活，
高兴时……”

“疲倦了……”可以在井壁窟窿里面安然休息，从这个句子
你感到了什么？——青蛙的满足与陶醉（我看到你还加入了
自己的神态了呢，不错）。

“跳进井水中……”哪儿写到在井水中的快活——绵软舒适，
在稀泥里可以有绵软舒适的感觉，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

“而且，我独占一口井……”独占一口水井，那简直是井中
之王呀，你能感受到此时的小青蛙是怎样的心情呢？——骄
傲，知足感跃然纸上。谁来试试做一只骄傲的小青蛙，读的
真好。

2、学习第三段

小青蛙的快乐真是离不开这口小小的水井啊！它认为生活在
井里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了！但后来这只消青蛙的态度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从夸耀到
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这是为什么呢？（抽生说）



3、二段（想象，语言训练）

（1）因为遇到了一只鳖，一只来自——东海的鳖（板书“东
海之鳖”）对青蛙讲述了自己生活在东海的大快乐。

(2)说说你对大海的认识

（2）古文与课文对照学习

同学们对大海的感受是这样，东海之鳖是这样说的（出示课
件）

a师配乐范读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鳖说的原话，听老师读你们注意把握停顿
和节奏

b生读

听老师读了一遍之后想必你们也想自己来揣摩古文的韵味，
注意读出节奏。

c对照课文学习

这段话与课文中哪段话意思相同——第二段，请你先读一读
古文，再快快用笔画下来文中哪些句子是想对应的，谁来读
读。（抽生读）

（3）理解段落大意

a.说说对大海的认识

听了东海之鳖的话，你对大海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抽生
说）。



b.理解

青蛙住在一个又小又窄的井里，而鳖生活在东海之中体会到
的是东海的——辽阔，用千里之遥不足以说明海面的辽阔，
青蛙把一座浅井当做自己全部的世界，它很快活，鳖却能在
东海中因为千仞之高都无法形容海的深找到自己的家园。

夏禹时代，连年的洪水，庄稼房屋被淹没，民不聊生，大禹
也因治水有功被推为国君，而海面——（生接读）商汤时代，
连年的干旱，大地干涸，颗粒无收，而海面——（生接读）
大海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不因为水增多减少而或
进或退，难道海水真的没变化吗？——不是，因为海太大了
所以看不出来，这恰好和青蛙住的地方井“小”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c．读一读

谁能把海的辽阔，海的深和海的大美美地读出来？其他人自
己感受（抽生读）读的真不错，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海的那
种宽广和舒适。

d．说话

一望无垠的大海，能给你带来怎样的快乐呢？（出示课
件“我生活在这里也真快活”）现在你就是这只来自东海的
鳖，你带大家一起去美丽的大海遨游吧。

（观看大海录像）

现在，我就是站在你面前的小青蛙，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海
里有意思的东西吧，以“我生活在这里也真快活”开头说一
句话，注意，要把每句话说完整、说具体。（你的生活可真
丰富。你体验的东西可真有趣。生活在大海里的快乐真是太
多啦，说也说不完。）



是啊，听到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之后，我都想要亲自去体验
一下生活在大海中的快乐了。

d．第三段

同学们，听了鳖的话，小青蛙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了，
想一想，浅井有大海的辽阔吗？——没有，有大海的深
吗？——没有，有大海的辽阔吗？——没有，所以它能体会
到生活在东海里的快活吗？——不能，当听到鳖说这么多关
于大海的事情之后，鳖呆住了——瞠目结舌，什么意思——
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谁来用表情表示一下鳖现在的样子。
做的怎么样，真棒，掌声送给他。

听了鳖的话，再看看自己住在又狭窄又浅又小的井里面，如
果此时你是小青蛙，你心里会怎么想呢？（两种预想：我只
看得到眼前的快乐，安于现状，目光短浅、孤陋寡闻；我喜
欢现在的生活，知足常乐嘛）现在的小青蛙会思考了，我们
也知道小青蛙以后会看到自己的快乐的。

学习了这篇课文之后，你最想把它送给哪些人呢？——孤陋
寡闻、目光短浅、夜郎自大、安于现状的人。眼光放远一点，
不能鼠目寸光，这样我们见识到的东西就会更少了。

寓言要告诉大家一个深刻的道理，之后井底之蛙就成了人人
皆知的一个成语，你还知道哪些带寓言故事的成语呢？可以
和大家一起分享。（守株待兔、掩耳盗铃、杯弓蛇影、画龙
点睛、指鹿为马、刻舟求剑、夜郎自大）

课下把这些有趣的成语故事找来读一读，

对《井底之蛙》的解读和精心备了教案后，我上了两次第二
课时，上完之后总体感觉是并没有预期的效果好，优缺点主
要是以下几点：



1、由于经验的缺失，导致课堂缺乏随机应变的活跃；

2、过渡语生硬，缺少语文味

3、语言罗嗦，不精练；

5、学会等待，了解孩子的学习需求，了解学情的情况下再展
开教学设计；

1、课件设计精美，花了较多的功夫做课前准备；

2、教学设计精巧，对寓意的把握比较到位。

上课之后，感觉自己在精心准备过后的课结果竟是这样，也
很失望。在教学预想方面确实还很欠缺，随机处理一些课堂
上突发的情况的机智也很缺失。虽然自己任教的是思品，但
终究有一天要踏上语文这条路，在兼任思品老师的同时，我
更多地应该是关注自己的教学方面，所以，在上了课之后，
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不仅仅是对于这一次汇报课，以后的教学日，我都会在师父
的带领下每个星期一次“1+1”，每一次下来针对不同的问题
提出解决的办法，尝试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使课堂变得更
加活跃生动，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记得在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时，看到
有这么一位老师说的用的是一辈子准备的一节课，而对于每
节课，他都把它当做是公开课来上。如果自己也能以这样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也许我会成长的更快。

而且由于有了“1+1”活动，让我们每一位教师都明确了自己
在教学上到底还有哪些不足，并且还能解决自己平时教学中
遇到的困惑。这样成长的时候因为有哦一个团队以及各位老
师的经验，走在教育这条大道上也能更顺利、平稳。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二

1、弄懂每个词语和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色和意境，
从而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2、背诵、默写、翻译、改写这首古诗。

理解体会诗句的意思和诗中的意境。

投影片、录音机、配乐朗读磁带。

一课时。

1、了解作者(同学们知道这首诗是哪个朝代、哪位诗人的作
品?)

板书：唐代：白居易

2、简介作者：(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之一，
他和李白、杜甫一样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流传至今，《暮江
吟》是他的诗词中最浅显易懂的一首)

3、释题：暮江吟的“吟”是什么意思?(歌颂、赞美)

歌颂赞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景色?

“暮”是指一天的什么时候?(傍晚)

赞美了傍晚什么地方的景色?(江上景色)

指名说：歌颂傍晚江上的景色。

要求：1、基本会背;2、注意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的那些景物?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时间：傍望—夜晚(深秋)

地点：江边

景物：太阳、江水、露珠、月亮。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问：一道残阳指的是什么时候的太阳?“铺”是什么意思?
太阳照在什么地方?

指名翻译：夕阳斜照在江面上。(江面出现了什么样的.景
色?)

“瑟”是什么意思?(碧绿色)

译：江水一半呈碧绿色，一半呈红色。

2、小结：通过学习前两句诗，我们知道了前两句诗主要写傍
晚时分，夕阳斜照在江面上是什么样的景色，现在请同学们
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欣赏和想象当时那美丽的意境。

师述：夕阳渐渐地落下去，晚霞映红了天空，夕阳的余辉洒
在了宽阔的江面上，忽然间，江水似乎分成两半，这一半是
碧绿碧绿的，那一半是鲜红鲜红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江面，
江水泛起了粼粼波纹，像一颗颗闪光的宝石，又像空中闪烁
的繁星。啊!多么迷人的傍晚景色。

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景色美不美?这样的景色会让诗人怎样?
用一个词语形容：“陶醉，恋恋不舍，流连忘返”。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三

学习作者紧扣题意选取典型事例，在叙事之中融入自己的真



实情感的写作方法。

能复述课文。

培养学生尊师、爱师、亲师的感情。

说说课文写了什么？

速读课文第二段

同桌讨论

你想听一回田老师的国文课吗？

反复阅读第五自然段，然后把这个故事复述给大家听。

指导朗读

跟着录音轻读课文。

师恩难忘

我 田老师

描红，学古诗 编故事，讲 故事

爱好文学 培养兴趣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四

认识并正确、规范书写本课的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连贯地复述“我”开学
第一课的情景。

初读课文，理清文章条理，感悟作者对教师的难忘之情。



揭题：下面，我们听一听著名作家刘绍棠对儿时老师的回忆。

自学生字词。

指名分节读课文，相机正音。

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自由读读。试给课文分段。

交流分段情况。概括段意。

读一读。

想一想，田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说一说。

收集有关爱师尊师的名人故事与名人名言。

师恩难忘

我 田老师

描红，学古诗 编故事，讲 故事

爱好文学 培养兴趣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五

知识和能力

1自学生字新词，认读13个字;

2朗读课文。了解神舟五号飞船从天外安全返回祖国大地经过。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产生骄傲自豪的感情。

了解神舟五号飞船从天外安全返回祖国大地的经过，产生骄
傲自豪的感情。

查阅资料

神舟五、六号的补充资料

1课时

一、初读课文，注意认读字的发音

1.生自由读课文，看你能不能达到正确流利，注意认读字的
发音。

2.指名朗读，注意指导难句的断句。

二、交流资料

关于神舟五号的资料。关于神舟六号的资料。

老师补充神舟的的发展史。

三、自学课文

1.出示自学提示：

(2)生默读后小组交流。

2.汇报结果：一方面，可以使文章条理清楚，另一方面也表
现了返回过程中科学工作人员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划出杨利伟与指控中心的对话，读一读，一边
读一边想像体会当时的情景。

2.指名朗读。

3.浏览全文，使这给课文分三部分，说说每部分写了什么?

(1)生独立分，同桌交流。

(2)指名说订正。

4.那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讲述这件事情呢?(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五、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怎样概括?

1.小组说2.指名说

六、作业：朗读课文;可以办一期神舟资料展。

板书设计：

“神舟”五号，我为你骄傲

20xx年10月16日6时23分杨利伟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六

学会本课的生字。

理解本课的`重点词语。

学会写摘录笔记。



为什么要拜孔子呢？

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与学生》

请学生提问，老师将问题整理归类。

带着这些问题，请同学起来朗读一下这篇课文。

评论一下，引出生字的学习

孔子和学生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全册教学设计篇七

去严店送教已经是第六次上《记一次体验活动》的习作课了，
一直酝酿着写点什么，看到给我帮助的各位战友对这节课评
价那么高，终于能下笔了。

抽到课题时也是一头雾水，自己不善表现，怕在课堂组织活
动。“体验”活动安排在课外还是课内？为此纠结了两天，
要知道，时间宝贵！打电话请教大家，都说应该在课堂现场
组织体验活动。记得是周四下午抽的课题，周日的晚上，独
自趴在电脑前对着屏幕发呆，体验什么呢？借班上课，课前
几天有一次与学生见面的机会，无法让学生准备什么，也很
难准备道具现场发给学生。我想了一个不要丝毫准备的体验
活动——画方圆，即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体验一心二用的难
度。最终体验活动被确定为“独臂穿衣”，主要考虑“独臂
穿衣”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比画方圆的活动气氛要
浓，可供学生观察表达的.内容也就更多；另外这个活动更有
情感教育意义，可以引导学生生活中关爱残疾人。



课的内容基本备好后，在校内找了一个班试教。很意外，没
有想象中的效果，恰恰相反，孩子们都不大理我，尽管设计
了这么有趣的活动。课后，我觉得是他们没看清楚活动中的
场景，于是拿相机拍了许多孩子们独臂穿衣的图片，准备插
到课件中用。可是，第二次的试教依然很失败，而且用的是
我们工作室头儿的班。终于确信这是教学设计有问题。我们
的头儿快人快语，指挥若定，建议我的教学更放开，不要给
学生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果然是集体的智慧足，再试一次
效果好了。第二天，在南国花园小学，我用四（2）班上了这
节参赛课，县教育局朱红梅老师是现场评委，结束以后，她
给了我极大肯定，终于可以放下了。

5月份，学校要求我把课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于是用另一个班
再上一次，效果却差强人意。那天刘校长去听了，结束后和
我聊了一节课，经专家一点拨，我才豁然开朗。他的视点与
我们都不同，工作室的同仁帮我改教案，大家的想法是怎么
改得出彩；刘校长评课，是评我教学生什么了。他告诉我要
教学生表达，因为我们的孩子不会说话，不会写话；不会说
精彩的话，不会写精彩的话。当学生说不出来或说得不准确
时，老师要及时引导，老师的课堂应变能力要强，要会用耳
朵听，听完就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能想出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