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 四年级语
文教学教案(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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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篇一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生字、词语。

2.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了解古诗的大意，领悟古诗所蕴含的道理。

重点

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难点

借助注释理解诗意，明白人和事物各有长短，应取长补短的
道理。

一、新课导入

1.在冬天，同学们最希望的就是下一场雪了。老师带了一些
图片让大家一饱眼福。(课件出示：人们把雪称为报春使者)

2.在冬天，我们总要提到一种植物，它就是梅花。(课件出示：
人们也把梅称为报春使者)



3.那么雪和梅争着报春，谁更美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
《雪梅》。

二、学习古诗

1.自由读诗，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作者在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理解诗意。指名读注
释。结合注释，和同桌交流，说说诗意。

(1)一、二句的意思：梅花和白雪相互争春，彼此各不相让，
谁也不肯认输，连诗人要评论它们二者的高下，也需要搁下
笔来好好地想一想，煞费一番心思了。

(2)三、四句的意思：梅花在颜色的洁白上要比雪差三分，而
雪在气味的芳香上，却要输给梅花一段了。

(3)颜色洁白是雪的长处，是梅花的短处;而怡人的清香是梅
花的长处，却是雪的短处。(板书：各有长短)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不服输的语气;诗人为难的语气;各
有长短的语气)

3.雪和梅争春，为什么比不出高低?假如没有梅花，就不能映
衬出雪的洁白无瑕;没有雪的寒冷，也就不能显出梅花不畏风
霜，吐露芬芳的高贵品格。怎样才能更完美呢?(板书：取长
补短)

4.让我们一起踏雪寻梅，看看雪与梅互相映衬的美景吧!(课
件引出主题)只有取长补短，既有晶莹洁白的雪，又有暗香浮
动的梅，才是冬天最美的景，才是最美的报春使者。

5.这首诗写雪与梅的古诗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雪与梅互相映衬
的美景，还告诉我们应该取长补短的道理。让我们来背一背



古诗。

三、拓展延伸

1.这首诗的作者在写完诗后大发感慨，又写了一首《雪梅》，
算是对前一首的补充与解释。一起来看看。(课件出示《雪
梅(二)》)

2.课后收集描写雪与梅的古诗。

板书设计：

雪梅

白____香

各有长短

取长补短

四年级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程度有很大差异，很多同学认
为知道了每个字或词的意思，就是读懂了古诗词了。对此，
我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引导，主要是引导学生对古诗词有更深
的理解，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停留在孤立字词的理解上，停留
在呆板的表面意思上。课文后面提供的注释，可以起一定的
辅助作用，可引导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
理解诗歌的意思。

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9个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10个只识不写，理
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学习给课文分段，说出段落大意。

4、懂得勤奋是通向理想境界的桥梁，教育学生从小勤奋学习，
长大了对人民、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两课时。

通过学习课文，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深入感悟文章
的内涵。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

2、解题：题目中的“说”就是谈、讲的意思。这是一篇说理
类的文章。读了这个课题，你想提什么问题?(文章主要说了
一个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把这个道理说明白、说清楚的呢?)
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读一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分段。

1、听课文录音，想一想：课文主要说了一个什么道理?

2、交流(只要求说出大概意思就可以了)

3、引导分段。

(2)交流。

(3)根据以上问题给课文分段，并在文中作好记号。

三、分段读通课文。



1、先拼读生字，读熟新词。

2、分段读通课文。

自己练读--指名读--纠正读音，指导读通长句--齐读。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第一段，画出中心句。

2、出示：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什么?是勤奋。

(1)这里的“桥梁”是什么?

(2)把那句自问自答的句子换一个说法。

(3)过渡：是的，勤奋是实现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成功者手
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

相机出示：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
来的。

讨论：“鲜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汗水和心血”又是指什
么?

(4)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5)出示：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
的。

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手中的鲜花，都是他们用汗水和心
血浇灌出来的。

比一比，你更喜欢哪一句?为什么?--齐读后一句。



3、齐读第一段。

4、当堂背诵第一段。

五、教学生字，指导书写。

1、自己设计记忆字形的方法，感到困难的在下面打“?”。

2、交流自学情况。

3、指导书写“枕”、“末”、“惯”、“基”。

4、钢笔描红。

六、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3：读一读，再抄写。

2、背诵第一段。

3、区别形近字组词。

未()悄()社()梁()渡()

末()稍()杜()粱()度()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上节课学习了第一段，你从中懂得了什么?

二、细读第二自然段。

1、课文围绕“勤奋是实现理想的桥梁。”这一中心，作者主



要写了哪两个人勤奋成才的故事?(相机板书:司马光、童第
周)

2、大家一定还记得一年级学过的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从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司马光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孩子?板书(天资
聪明)

3、天资聪明的司马光长大后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指名读第二
自然段。

讨论：

(2)司马光怎样用汗水和心血去浇灌的?(引导学生边读边找出
书上有关词语和句子。理解“滚瓜烂熟”“一遍又一遍”)

(3)司马光的事例告诉我们(板书)：“成功=一份天才+九十九
份汗水”

(4)自由练读第二自然段

(5)指名读，师与生一起评点，是否读出了司马光的刻苦、勤
奋?

4、小结：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从小就天资聪明，但是他依然始
终如一地勤奋学习，最后写成了名留千古的史学巨著《资治
通鉴》，这就充分说明了“成功=一份天才+九十九份汗水”。

三、细读第三自然段。

1、学生自学，完成下列思考题，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把有关
的词句画出来：

(1)童第周手中的鲜花是什么?

(2)童第周的情况和司马光相比有什么不同?



(3)童第周起步晚，基础差，为什么他同样取得了成功?

(4)童第周的成功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2、小组交流讨论。

3、师生围绕思考题交流探讨。

4、学生讨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句话
的含义，老师相机板书。

5、指导朗读。

6、让学生根据板书小节，引导学生明确：不论天资聪明还是
基础比较差的人，只要勤奋，都可以成才。

7、齐读两句名言，大家认为这两句名言好吗?好，就让我们
一起把它抄在自己笔记本的首页，时刻勉励自己。

四、学习第四自然段。

1、学生自由朗读，思考主要写了什么?

2、这一段在全文起什么作用?

3、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谈谈学习了这一课的感想，并写在小
作本上。

五、总结课文：

六、作业完成课后思考题3、4两题。

板书：

13、说勤奋



司马光(天资聪明)编成《资治通鉴》

勤奋是通往

理想境界的桥梁

童第周(起步晚、基础差)完成蛙卵剥离手术

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篇三

1.理解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学习简单的推理。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创造性地复述课文。

3.了解故事内容，理解宴子出使楚国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
和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

学习展开想象，创造性地复述课文。

能比较准确地表达课文的思想感情。

1课时

一、理解题意，介绍背景

晏子，姓宴名婴，字平仲，“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使
楚”出使楚国，即受齐国之命，代表齐国到楚国去执行外交
任务。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
时代，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这段时间。因鲁国的编
年史书《春秋》包括了这段时间而得名。

二、学习第一段

读课文，以“阅读思考”第一题为线索，把楚王“只好---”
穿插进去。先以“楚王为什么要侮辱晏子”从课文第一自然



段中找出相关的句子，读或说出来。

三、学习第二段

1.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默读课文第三、四、五自然段，先
画出有关的句子，读或说出来。

2.晏子是怎样对待的?从第三、四、五自然段中画出晏子言行
的句子，然后读或说出来。

3.晏子三次反驳楚王的策略(方法)是什么?明确：第一次宴子
采用藐视对方，抬高自己，进而压倒对方的办法反驳了楚土，
维护了齐国的尊严。第二次晏子采用了先压低自己，再贬低
对方的办法反驳了楚王。第三次晏子采用了先举实例，再说
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同,用类比的推理方法，扬齐抑
楚，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4.楚王听了晏子的话是怎样做的?为什么“只好”这样做?明
确：楚王在才智过人的晏子面前弄巧成拙处于被动尴尬的境
地。

四、为什么楚王不敢不尊敬晏子了?

明确：楚王领教了晏子的聪明才智，不敢再生侮辱、取笑宴
子的念头了。

五、作业指导：

学习创造性复述。

根据“阅读思考”第2题的提示，想象晏子的心理活动，进一
步展示晏子机智地识破楚王的伎俩，巧妙应付，维护了齐国
尊严的品质。

1.把每一提示想想，再找学生说说。



2.把这个事件前后的内容连起来说说。

3.最后把全文连起来创造性地复述。

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篇四

1.学会“虹、命、冲、告、军、义、失”7个生字，会认“鹿、
猎、掉、救、谢、贴、却、消”8个生字。认识三个偏
旁“虫”。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明白做人要守信用的道理。

认识生字，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读懂课文，明白做人要守信用的道理。

生字卡片、图片等。

一、揭示课题(5分钟)

1.教师情景导入：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只九色鹿，它
善良而美丽，你们想认它吗?

2.板书课题：九色鹿

3.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这只美丽的小鹿吗?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15分钟)

1.学生借助拼音自读课文，标出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2.指明分自然段朗读课文，其他学生认真听，指出不足。



3.再读课文，勾画指出自己不认识的生字，多读几遍，不会
读的请教同学或是老师。

4.四人小组合作小组长检查生字的读音都读准了没有。

5.教师抽读生字卡片，相机正音。

6.把生字宝宝送到课文中去读一读，想一想，课文里到底讲
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7.学生根据自己读书的情况，大致讲一讲故事的内容。

三、朗读课文，感受九色鹿的美丽。

1.借助拼音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读懂句子。

2.同位互相读一读，说一说九色鹿是什么样子的?

3.你喜欢九色鹿吗?把你的感情读出来。

4.练习用“好像”说话。

月亮弯弯好像()。()好像()。

四、学习生字“虹、命、冲”。

1.四人小组讨论记字方法。

2.全班交流反馈。

3.教师范写“命”。

4.学生描红。

一、游戏，打扮九色鹿。



准备工作，用七种不同颜色写上本课要求学会的7个生字。

1.同学们，今天九色鹿身上的颜色只剩下两种了，你们能把
其他的颜色找回来吗?

2.认读好色卡上的生字，就可以帮九色鹿找回颜色了。

3.请同学们上来打扮九色鹿。(把彩色纸上生字的音读准了，
就贴在九色鹿身上并领读。)

二、学习课文2-5自然段。

1.自读课文2-5自然段，边读边想，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
么?

2.学生自由读书。

3.学生反馈。

4.教师指导学生读好九色鹿和猎人的对话。

5.四人小组的同学演一演。

6.推荐演的好的小组，全班表演。

三、理解词语，激发想象。

1.指名读课文最后一段。

2.质疑，学生可能回提出“忘恩负义”这个词，引导学生联
系上下文来理解。

3.体会九色鹿此时的心情，读好九色鹿对国王说的话。

4.想想：国王听了九色鹿的话会怎么想，怎么说呢?允许学生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四、续编故事，拓展想象。

五、学习生字。

1.四人小组讨论记字方法。

2.全班交流反馈。

3.教师指导书写。

4.学生描红。

四年级语文名师教学教案篇五

2.比较句子，体会词语在表达语意轻重方面的作用；

3.积累农业气象谚语；

4.展示综合性学习的成果，培养学生的成就感，激发探究大
自然的兴趣。

重点：体会词语在表达语意轻重方面的作用

搜集人类从大自然受到的启示的资料

口语交际

一、激趣引入

师出示课件，讲述一个人类从大自然受到的启示的事例激发
学生的兴趣。

二、自主选择、自主交流



1.请学生阅读口语交际的要求，说说口语交际的内容

2.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自主练说

3.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伙伴互相交流

4.小组内交流，推选一个代表到台上交流。

5.学生对上台学生的交流进行评价。要求：语言准确、清楚、
连贯，态度大方

6．评出最佳发明家、最佳资料员

三、自查，同桌再次互说

1.生针对自己的说再次修正，并给同桌说，纠正不足之处。

习作

教学过程：

一、明确写作要求

1．生自读写作提示，说说这次作文写什么？

（写综合性学习的发现、或活动过程、或心得体会）

2．师引导：

注意：写自己感受最深的方面，而不是面面俱到，其次，不
能全抄资料。

二、自己书写

三、同桌互改



习作评改

一、学生自改、互评

1．学生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自我评价，看看内容是否具体，语
句是否通顺、连贯，有无错别字，标点使用是否正确，并用
勾出好词好句。

2．请生在展示台上展示自己写得最精彩的段落或词句。

3．请写得好的同学上台诵读自己的文章，其他同学指出写得
好的地方。

二、同桌互改、写评价语

三、师总评

我的发现

一、读一读

二、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三、小结：这三组句子，每组里的两个句子意思基本相同，
但每组里的第二个句子表达的语义更重一些，我们平时阅读
文章与说话时，要注意这样的词语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四、请生说说类似的例子。

日积月累

一、读一读，说说谚语的意思

二、交流自己知道的一条谚语的意思



三、自己背、同桌背、集体背

四、交流自己搜集的气象谚语

展示台

根据展示台的要求自己准备，利用课余时间交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