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 小学四
年级语文白鲸备课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一

《火烧云》一课在描绘火烧云变化的情景时，形象生动，语
言优美。教学中，教师引领学生抓住重点，创设氛围，感受
美;反复品读，突出重点，欣赏美;读写结合，落实重点，创
造美。使优美的语言伴随深切的情感体验积淀于心灵深处。

【教学目标】

1.学会课文中的生字词，积累描写色彩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火烧云的景色之美。

3.选择课文中的精彩段落背诵。

4.学习课文中火烧云形状变化的写法，展开想象，写一两个
片断。

【课前准备】设计制作课件。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流程】第一课时

一、导语激情，引入新课



师：夕阳、明月、火烧云……是美丽的。曾经有多少位作家、
诗人用最美的语言描绘过它们。火烧云这一景象使多少人陶
醉过。现代女作家萧红用最生动、美的语言，描绘了夕阳西
下，火烧云颜色、形状变化的瑰丽情景。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10课《火烧云》。(板书：火烧云)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划出不懂的词句，想
想课文写了火烧云的哪些方面。

2.检查初读情况。

(1)读：指名读自己认为难读之处。同桌检读。读自己最喜欢
的语句。

(2)质疑：有哪些不懂的字词。(师生共同解答)

(3)理清脉络：课文写了火烧云的哪些方面?

板书：上来变化下去

三、学习第一段：

1、什么叫“火烧云”?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读一读课文，
可以是大声朗读，可以是轻声速读，可以是默读课文，从课
文中找出一句话来回答。(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进行
读书。)

2、交流：

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通通的，好像是天空着了
火。



(1)这句话中有一个动词用得特别好，读读这句话，看看谁能
把它找出来?(烧)

(2)谁来谈一谈为什么“烧”字用得好呢?

(3)你们真会思考!你瞧，祖国的语言文字真是太美妙了!一
个“烧”字既突出了火烧云上来时天空的颜色，像火一样红;
又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有气势，给人一种动态变化的感
受。

(课件展示：在烈火中燃烧的云从西边逐渐烧到东边，最后一
片片呼呼燃烧着的火焰弥漫了大半个天。)

(4)指名读。说说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读。(兴奋、惊喜)

3、这么美的火烧云映照下的大地又会出现什么奇异的景象
呢?

4、夏季傍晚的火烧云景象，给你留下了怎样的感受?

5、师小结：霞光照到大地上，使地上的人和物的颜色发生了
变化，从侧面渲染了火烧云的“红”。霞光这么美，火烧云
就更美了。

6、我们可以带着怎样的语气去读呢?

7、过渡：火烧云上来时，天空实在太美了，它还有哪些变化
呢?我们下节课再来欣赏。

四、布置作业：

摘抄课文的好词佳句。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一段，感受到了火烧云上来时的奇异
景象。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跟着女作家萧红去感受火烧云的变
化。

2、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第二段，想想作者从哪两个方面描写
火烧云的变化?

3、交流：板书：颜色、形状

二、学习“火烧云的颜色变化”。

1、指名读火烧云颜色变化的段落。课件出示。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
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
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
见过的颜色。

(1)指名读。

(2)读着读着，你发现了火烧云的颜色变化有什么特点吗?

a、火烧云颜色变化特别快。(板书：快)

师：你从哪些词语体会到的?(一会儿)

那你就读出变化快的感受来。

b、火烧云的颜色变化不仅快，而且还很——(板书：多)

师：都有哪些颜色?根据学生回答，师课件出示：

红彤彤金灿灿——



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色——

葡萄灰、梨黄、茄子紫——

师：你发现他们的规律了吗?

师：天空中还有哪些颜色?

(生：还有些说也说不出、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师：那么我们试着说说这些说也说不出、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学生仿照上面的形式说。)

师：你们想看看火烧云怎么样的吗?

(课件展示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图片)

师：天空中这么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那是多美的呀!能不能
用恰当的词语概

括出火烧云颜色变化多呢?

(五彩缤纷绚丽多彩色彩斑斓五光十色)

(3)你们真会用词。你能将看到的景象说完整的说出来呢?

师出示仿说内容。学生先练说。再指名说。

2、读读这段话，比一比谁能读出对火烧云的赞美之情?

3、这么优美的景色与语言，我们还不将它积累起来啊?谁愿
意带着感情给大家背一背?三、学习“火烧云的形状变化”

2、自由读四—六小节。



3、交流：(1)火烧云的形状变化很多。(像马、狗、狮子)

(2)特别快。(一会儿、忽然、过了两三秒钟、一转眼、接着)

3、作者在描写马的样子时，描绘得真是精彩，一起来欣赏。
出示：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
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
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不见了。看
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

(1)指名读。

(2)这段话哪些语句是写静态的马，哪些语句是写动态的
马?(分组读)

(4)很好，作者把看到的和想到的融合在一起写，不仅使文章
的生动、具体，还突出了火烧云的变化美。

(5)再来读，读出火烧云的动态美。

4、自学写狗和狮子的两个自然段，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叙述火
烧云形状变化的?

体会写法：按“出现、样子、变化、消失”这个顺序来写的。

5、说的对。作者按“出现、样子、变化、消失”这个顺序叙
述的，这种写法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仿照这种写法也来写
一段形状变化的火烧云。6、学生写话。

7、交流，评价。



8、火烧云形状变化这么多，你能用学过的词语概括出火烧云
形状变化多。

(变化多端、变化莫测、千变万化、绚丽多姿、千姿百态、瞬
息万变)

四、回归整体，课外延伸。

1、师：学完了这篇课文，能不能说一句赞美火烧云的话呢?

2、师：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不懂的问题?如果有，马上提出来?

3、师：你们提出的问题很好，有的连老师一时也回答不上来。
怎么办呢?

《变幻的天空》《百科知识》等书上都有介绍，下课可以请
教它。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知道桂林山水的特点，初步了解桂林山水
形成的原因。

2、初步感受桂林山水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对推动当地社会发展
的作用。

3、通过本课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探索大自
然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

课前调查，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课堂展示，教师帮助学生



归纳、提炼，提升学生的桂林山水的认识，激发学生对祖国
的无限热爱，对探索大自然的浓厚兴趣。

教学难点：了解桂林山水的成因。

教学准备：

1、学生根据教师要求收集有关桂林山水特点的图片、文字资
料。

2、制作反映桂林山水成因的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在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有着数不清的美景
胜境。先看看山吧。著名的五岳是各具特点，还有天下第一
山——黄山、难识真面目的庐山等座座都令人流连忘返;再看
看水，浩浩荡荡、滚滚东流的第一大河长江，中华民族的摇
蓝黄河振撼人心，秀美的西湖，明镜般的天池又让人心旷神
怡。正是这样的山山水水将祖国大地装典得格外美丽。(课件
展示1)

在祖国众多美景中有一处非常特别，她的山水极为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她以雄奇秀逸的丰采，使每一位到这游览的人的
心灵受到触动，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用最美好的语赞美她，
讴歌她。老师这儿就有一首诗，我给大家读读：诸峰如笋拔
垢起，碧玉含翠竖云端。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
在老师的描述中你们知道这是我国哪个著名的风景区了
吗?(板书：桂林山水)

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第七课《桂林山水》，共同去领略那儿
的独特景象。



二、新授

第一部分：了解桂林的地理位置、历史、名称由来。

先请大家：

(1)读一读这段文字

(2)指一指：地图中桂林的位置

(3)算一算：桂林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2001+214-1=2214年

(4)说一说：桂林名称的由来

可以个人完成，也可以互相讨论。

2、学生回答，老师相应补充：

(1)请学生来指图。(评价)能不能再给大家说说桂林在哪个自
治区，在什么方位?

(2)桂林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她不仅是驰名中外的风景旅
游城市，从古至今还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云集在此，所以又有
“文化城”的美称。早在1982年就成为了国家第一批历史文
化名城。

(3)大家想象一下，金秋时节，在郁郁葱葱的桂树掩映下的桂
林，不时飘来阵阵桂花的香气，真是令人心醉呀!

第二部分：感觉桂林秀山、清水、奇洞的景色(教学重点)

1、请同学们打开书p115默读第二自然段，思考这个问题。

正是独具特色的秀山、清水、奇洞构成的锦绣画卷使的桂林
山水甲天下。



2、那么，桂林的山究竟是如何秀美?水是怎么清澈?洞又有多
奇特呢?同学们想不想去看一看?好的。课前我们班同学已经
分成了三大组，每一组围绕一个主题，按照老师给出的自学
提纲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学习。现在就要请三组同学分
别来给大家介绍自己的学习成果了。比一比，哪一组介绍的
最好。

(1)我们就按照顺序，首先请第一组来介绍山。

师总结：好，让我们用掌声感谢第一组的介绍。现在我明白了
“诸峰如笋拔地起，碧玉含翠竖云端”的含义了。桂林的山
真是神姿仙态，婀娜秀丽啊!

(2)接着请第二组同学给我们介绍水。

师总结：同样也用掌声感谢第二组的介绍。不知同学们有没
有发现，刚才他们在介绍漓江的水时仍离不开讲桂林的山，
是吗?其实这正是桂林山水的独特之处，秀山围绕着清水，清
水倒映着秀山，山水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所以才会形
成“百里漓江，百里画廊”的奇观!现在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
两句诗句，来体会它的含义“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
入神。”

五、课后活动。

同学们，桂林的山水如此美丽，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宝贵的
资源。桂林人民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资源，每年都要隆重举办
“山水旅游节”，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帮助学生积累词语，学习课文把事物描述得更形象、生动。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小小的天窗是你的慰
藉”。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感情。

3、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教学重、难点：

理解“小小的天窗是你的慰藉”，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感
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1、通过谈话简要了解文章的作者及创作背景。

2、指名学生分段读课文，检查读书情况，注意正音。

二、发现文中的语言密码，积累语言，学习写法。

1、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景物、动物。

屋子　闪电　云彩

星蝙蝠　夜莺　猫头鹰

2、学习比喻句

在文中作者是怎样形容它们的呢?

地洞似的屋里



带子似的闪电

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理解比喻词“似的”

3、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仿说比喻句。

4、出示写夜色的一组

星闪闪烁烁可爱的星

蝙蝠　灰色的蝙蝠

夜莺　会唱歌的夜莺

猫头鹰霸气十足的猫头鹰

男、女分角色读竖着读

5、比一比这两组词语，说说自己的感受。

三、学习课文，理解主要内容。

好的读者还要会问。猜一猜，学习这篇文章，老师可能会问
那些问题?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问，教师重点指导

1、什么是天窗?

2、为什么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活泼会想的
孩子，怎样从无中看出有、虚中看出实。

好，课文的那几自然段具体写了透过小小的天窗孩子们



从“无”中看出了“有”、“虚”中看出了“实”。

板　无　有　虚　实

3、结合课文理解“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你的慰藉。”

“慰藉”是什么意思?

句子中的“你”指的是谁?

“这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

(夏天阵雨来了时)小小的天窗是孩子们的慰藉

(晚上，当他们被逼着上床去“休息”是)小小的天窗又是孩
子的慰藉。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理解“”。

课件出示文章第四、第六自然段。自由读读这两段话，透过
字里行间，你能发现这是一群怎样的孩子。体会孩子们认识
外面世界的迫切渴望。

指导朗读

4、这小小的天窗又是怎样安慰他们的?怎么成为了他们的慰
藉的呢?

快速从课文中找到答案

a学习课文第五自然段

指名朗读这一段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你会看



见带子似的闪电一瞥，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雪这电，怎样猛
烈地扫荡了这个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
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

指导理解朗读

师读：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点在那里跳，你会看见
带子似的闪电一瞥。

听出了什么?

雨点跟雨脚不一样吗?

对啊，雨点它有脚，它光着脚丫在那儿卜落卜落跳，跳得那
样轻快。

“一瞥”是什么意思?闪电它有眼睛啊，它飞速地看了你一眼。

指导朗读，读出想象中风、雨、雷、电的威力无比。

b学习课文第七自然段

夏天的夜晚，孩子们又透过小小的天窗看到了什么呢?请默读
第七自然段，用“——”画出看到的，用……。.画出想象到
的。

汇报

看到　想到

一粒星　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

一朵云　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一条黑影灰色的蝙蝠



会唱的夜莺

霸气十足的猫头鹰

夜的美丽与神奇，就这样在你的想象中展开。

亲爱的孩子们，透过那小小的天窗，仰望头顶的星空，你会
想的什么呢?

训练说话出示图

秋天来了，当你透过小小的，看见飞过的一只大雁，你会想
到

北风呼啸，当你看见一朵洁白飘逸的雪花，你会想到

活泼会想的孩子就这样从无中看出有、虚中看出实。小小的
天窗成了他们的慰藉。

四、总结升华，体会情感。

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
感谢的。

指名汇报

小结：是啊，当门窗紧闭，屋子黑得地洞里似的时，只有这
个小小的透明玻璃，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的世界，
通向广袤宇宙的窗。所以作者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
是应得感谢的。

引读课文第八自然段

小小的天窗，带给孩子们无限的想象(板)



理解文中第八自然段的“天窗”为什么要加上双引号呢?

天窗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天窗是孩子们想象的窗口，
也是孩子们心灵的窗口，揣着一颗向往美好的心，才能打开
想象的窗，让心灵通向更多更广袤的美好世界。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会认读“蚂蚱，樱桃，蚌壳，瞎闹，倭瓜，水瓢，圆滚
滚”等词语，通过查字典，并结合课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仔细阅读课文，了解内容，体会出“我”在园子里自由自
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

3、学习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生活, 真实地表达自己
的感受。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作者当时的感受。

【教学重点】体会“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
情。学习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生活，真实地表达自己
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板书课题：

祖父的园子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找出生字新词，注意读准字音。

3、查字典，联系上下文，与同桌探讨，理解课文中的词语。

4、分小组讨论，交流，作者回忆了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园子里
快乐玩耍的哪些情景?

5、全班汇报交流，师根据学生交流。

板书：

观赏小昆虫，大榆树

跟随外祖父栽花，拔草，种菜，铲地

误把狗尾草当谷穗留下不铲除

在祖父的园子里玩耍的情景：摘吃黄瓜，追逐蜻蜓，捉玩蚂
蚱

用瓢舀水往天空扬

沐浴阳光，感受花、鸟、果、虫的自由

用草帽遮脸睡觉

三、体会作者在园子里的心情

1、默读课文，体会“我”在园子里的心情是怎样的?你是从
哪里体会到的?用笔勾出相关句子，并在旁边批注自己的体会。

2、全班交流：



让学生通过找句子，谈体会，有感情朗读，体会到“我”在
园子里的心情，达成共识：“我”在祖父的园子里是自由自
在、快乐无忧的，“我”的童年生活是多彩有趣的，令人向
往的。

四、领悟表达特点

讨论：

作者为什么能将她的童年生活写得那样有趣，真实，吸引读
者?

(通过交流，老师点拨，使学生明白，作者留心观察生活，并
用心感受生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写好童年生活的根
本原因，要求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留心感受生活中的人、
事、物。)

五、课外延伸

课外阅读有关写童年生活的文章，如高耳基的《童年》，为
口语交际学习作准备。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老师介绍、自学、同桌讨论等学习形式，丰富对《三
字经》21—26节的了解，学习古代名人圣贤刻苦学习的精神。

2、朗读、背诵《三字经》21—26节。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同学们，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其中《三字
经》就是中国古代流传最为广泛的读本之一，这本书的内容
丰富多彩，涉及很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便
于背诵。

3、这部分《三字经》讲述了历史朝代的更替演变，你从中了
解了哪些历史知识呢?(学生汇报交流)

二、新课

1、《三字经》从21节开始讲述历名人圣贤的故事。今天我们
学习21—26节，相信同学们的收获会更大。

2、先请大家把书翻到104页，再对照拼音，把这些内容读正
确，读流利。

3、自读，指名读，正音。

5、古代的圣贤都如此勤学好问，我们普通人更应该勤奋学习。

6、指名读“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齐读。

7、22节中讲的“赵中令”是指一个名叫“赵普”的人，宋太
祖赵匡胤做皇帝时他担任中书令，身居宰相高位。关于“赵
中令”赵普勤奋学习的事，我想请我们班的***同学来介绍一
下。

8、齐读“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9、下面4节中还讲了很多人勤奋学习的故事，因为内容比较
多，所以我们分小组来学习。第一组学习23节，第二组学
习24节，第三组学习25节，第四组学习26节。你先读读《三
字经》，再读读下面的文字说明，想一想你学习的这一节内
容中讲了哪些感人的故事?用笔圈出人物的名字，用横线画出



感人的事情。

10、学生对照资料自学。

11、指名交流，同时朗读相关内容。

三、总结深化

1、看来我们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很多，不仅认识了许多古代
名人，而且了解了他们勤奋学习的感人故事，谁能带着对这
些人的敬意来朗读《三字经》。(指名读，齐读)

2、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勤奋学习的老师和同
学，我们不仅要向古代名人圣贤学习，更要向身边的人学习。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六

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二十三年弃置身。2.诗中运用典故表达自己怀念故友的
心情，暗示自己因世事变迁而怅惘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诗中蕴含发展哲
理，揭示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句子是：

。4.诗中表达诗人坚定乐观精神的句子是：

。二《过零丁洋》

5.诗中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句子是：

。6.诗人运用比喻修辞表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诗句是：

。7.诗中表现文天祥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愿意以死明志）
的句子是：



，？ 8.惶恐滩头说惶恐，_______________。

9.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文天祥“

，？”的浩然正气；是范仲淹“

10.词中蕴含自然哲理的句子是：

。11.词中表达良好祝愿的句子是：

。12.描写月亮的句子

。四《饮酒》

。16具体描写南山景象，使诗人从自然景色中领略到无限乐
趣的诗句是：

。17描写自己居住环境安静的诗句是：

。18对全诗内容进行总结的诗句是：

。五《行路难》

19诗中运用比喻修辞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句子是：

。20诗中运用典故表达了作者对从政的期待的句子

。两句的动作细节刻画，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苦闷抑
郁。24用

。两句，既表明诗人的许多理想都因权贵当道而阻塞了出路，
也暗点诗人企盼终有一天能得到重用的心情。25表现自己身
处逆境仍然乐观自信的名句是：

。（常用于勉励别人）六《小石潭记》



26文中写鱼儿自由轻灵的游动姿态的句子是：

。27文中体现水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28文
中揭示作者游览心情的一句话是：

31文中反映滕子京政绩的一句话是：

。32文中描写岳阳

楼

全

景的句

子是：

，，。33文中描写夜晚洞庭湖波光月影的语句是：

。34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中的“进”指：

“退”指：

35文中体现作者旷达胸襟的句子是：

。36文中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句子是：

。37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____；薄暮冥冥，虎啸猿啼。38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39《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送别
友人、依依惜别，但气势豪迈、意境开阔的千古名句是：



。

四年级语文人教版备课教案设计篇七

教师备课、备考伴侣 专注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柳树醒了

教学目标：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会写2个字。2.能正确朗读课
文。

3.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了解春天到了，大自然的变化。
教学过程：

一、看图说话，导入新课

1.出示图画小朋友，春天已不知不觉来了，春天是个万物复
苏、柳绿花红的季节。瞧，图上画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说
给我们听。

2.师：春天来了，小朋友多高兴呀！来，自己高高兴兴地把
课题读一读。谁来念？再读得亲切一点？再高兴些。

3.师：想不想自己读好课文？那么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注意把字音读正确、读流利。读好后，把不认识的字圈一圈，
认一认，想办法记住它。

二、检查生字

三、读课文，感知内容

1.师：冯老师相信，这些词到课文里，你们能读得更好，对



不对？来，先自己试试，把课文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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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朗读接力其他小朋友拿起书认真听，呆会做小评委，
评评谁做到了正确、流利。

3.找小伙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四、理解课文，感悟内容

1.师：现在你能不能说说柳树有几个好朋友？来，拿起笔
用“——”把它们划出来。

2.说话训练：用上“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也可以自
己用其他句式说。3.读准：春雷、春雨、春风、春燕、小朋友
（词卡贴在黑板上）

4.把5句话合并成一句话说说，可以用上：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

5.这些好朋友为柳树做了什么呢？请你用喜欢的记号把它找
出来。

6.老师这里有几个词语（说话、洗澡、梳头、捉迷藏、玩
耍），来，读读，谁帮老师贴贴。贴好了说一句话。

7.指导朗读：这群好朋友真能干，你能不能夸夸他们呢？这
样吧，选其中一个夸夸。

先自己试试。

（1）谁来夸？你夸谁？



（2）春雷会跟柳树说什么悄悄话呢？（机动）如果你也夸春
雷，站起来也跟他一起夸夸。

（3）师生表演第二节（机动）

8.4人小组合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夸夸柳树的5个好朋友。9.4
人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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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齐读课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写字指导

七、欣赏《春天在哪里》

今天小朋友学得真好，老师奖励奖励大家，给大家听一首春
天的歌。下课后，老师希望大家去观察观察春天的美景，然
后把他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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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青年路小学教师 牛汉霞

教材分析：

《春雨的色彩》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人教版一年级第一单
元的一篇课文，讲的是一群小鸟在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



的故事。春雨本无色，但课文用童趣的语言，创设一个充满
童话情趣的故事，让孩子们感知春雨把大地染成了五颜六色。
设计思路：

低年级孩子充满想象力，为了让孩子把生活中常见的春雨，
描绘出五彩缤纷，我充分利用孩子富于想象，善于表演的特
点，借教材来拓展孩子的想象力，把课堂变成舞台，让孩子
在充满情趣的世界中尽情朗读感悟，模仿课文的的语言，达
到运用语言的目的。真正践行了新课标提出的：“学习语言
文字运用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培养提升语文素养是教学
语文的任务。”我根据本班孩子活泼，好动，模仿力强，有
一定的识字经验，设计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１、
知识与能力：

（1）、认识“线、论、趣、题、底、颜、淋、洒、滴、油、
欢”11个生字，读准字音，并能运用自己的识字技巧掌握这
些字。（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指导会正确规范地书写“绿”字。

2、过程与方法：

在看、读、表演读中感悟春雨给大地带来的变化，体会春天
是五彩缤纷的。能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春雨是什么颜色的。
３、情感、态度、价值观：

能在分角色表演中感受小燕子、麻雀、小黄莺在春雨中充满
情趣的争论，体会它们对春雨的热爱，向往在春雨中尽情地
玩耍，激发孩子有探究春雨的颜色的愿望，培养孩子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采用个性化的朗读，读出小鸟们争论时的不同语气。

难点：理解春雨本无色，只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但我们要



像小鸟们一样充满想象力，让生活充满情趣。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学课件；板书的田字格；小鸟的图片。教法学法：

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新课标的要求，在教
学中我采用了情景教学法、小组合作教学法、表演法等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读中感悟，实现与文本对话。课 型：
新授课 课 时：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春天来了，让我们一起欣赏美丽的春景吧！（出示多媒体课
件）谁能用刚刚学过的四字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春天。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绿花红、百花齐放、、、、、）

春天真美啊，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你知道是什么让春天变
成五颜六色的吗？（春雨）

学习第一自然段

1、你见过春雨吗？说说你见到的春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
可以这样描写春雨（出示幻灯片），（点名读）

“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出示“线”生字卡。（其
中“线”这个字，是本课要会认的字。看图（出示多媒体课
件），一种植物叫青麻皮，古代的人们把它的皮夹刮后分裂
成很细很细的麻丝，就形成了最早的线，所以这个字的偏旁是
“绞丝旁“右半部就是不断刮夹，分割的动作，线字就是这
样造出来的，后来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线”字。）

2、你见过那些线？（出示多媒体课件）线多细啊，春天的雨
就像线那么细，那它下在地上一定很轻很柔。谁读出这细细
的春雨？（个人读，齐读）



二、分层次朗读课文，完成整体感知：

1、请自由朗读课文，第一遍，把课文读通顺，如果遇到不会
认识的字，请拼音宝宝来帮忙。读第二遍，请思考：有哪几
个小动物在争论?它们争论的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快快进入课
文吧！

2、（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和 正在争论着一个有趣的
问题： ？

3、齐读这段话，这是我们文章的第二段，也是这篇文章主要
讲的一件事。这段话中，有许多字是我们要认识的字。出示
生字“论”、“趣”“题”、“底”、“颜”（点名读，大
家跟读一次），孩子们有许多识字法宝，请把你们识字法宝
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交流识字方法,师梳理识字方法。（出示多媒体课件）

4、你们看，三只小鸟争论得多起劲啊。（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快快请出这三位小客人吧!请热情地和它们一一打个招呼
吧。（出示小燕子，麻雀和小黄莺的图片，师张贴在黑板上。
）

三、学习3—5自然段，读中感悟。

1、我们先听听小燕子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体
课件），谁愿意扮演小燕子来读一读。（生回答，老师贴出
绿色的纸。）

我们还可以这样读，我们可以只读小燕子说的话。哪只小燕
子再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更明白一些。（出示多媒体课件：只
出示小燕子说的话。）这只小燕子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多明白
啊。可是小麻雀却不同意它的看法。你们听，小麻雀说话了。



（出示多媒体课件）谁来读一读。说一说小麻雀认为春雨是
什么色彩的?（生回答，老师贴出表示红色的纸）

（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读，请补充出小麻雀的语气来读。）

麻雀（）地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
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

（点名来读，可以填“着急地”的“大声地”）

3、小黄莺听了，也加入了争论的行列，你听（出示多媒体课
件）“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
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
了。”想象小黄莺争论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呢？动作会是
怎样的？比一比哪只小黄莺争论得最起劲（请个别孩子表演
来读，指导孩子把表情和动作带上）（老师相机贴出黄色的
颜色。）

4、你们有没有发现，小鸟们在说春雨下到植物上面时，用上
了不同的词，如“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用上
了“淋”（把淋贴在黑板上）你们还能在课文中找出“下”
还用了哪个词吗？请用铅笔圈出来。（生回答，师分别贴
出“落、洒，滴”）

5、（认识“林、洒、滴”这三个生字）你看中国的汉字是多
么的博大精深啊，一个“下”字，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
让语言不再重复，而变得丰富多彩。这三个字也的我们今天
也认识的字，你们发现它们都共同拥有一个什么偏旁（三点
水）是啊，雨落下来都是水，所以要用“三点水”。

四、拓展练习说话：

你们瞧，又有一些小鸟也加入了争论，谁来说一说，你能不
能也用上“淋，洒、落”等词。（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说



话）

孔雀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瞧，春雨（）
到梨花上，梨花变（）了。“

喜鹊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看，春雨（）
到紫丁香上，紫丁香变（）了。”

我想听听春雨在小朋友的眼里又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
体课件）我说：“不对，不对，春雨是（）

（有的孩子说春雨是无色的。为了让孩子充满童趣，我是这
样对孩子解释的：有的小朋友观察的真仔细，他说春雨是无
色的，春雨本来就是无色的，因为它滋润了万物，所以大地
才变得这么美丽。但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想小鸟们一样，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把春雨想像成五颜六色，这样生活才会
更有情趣。）

五、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在音乐中结束课文。

春雨听到这么多小鸟的争论，下得更欢了。齐读最后一个自
然段。（出示多媒体课件）“更欢了”的“欢”，也是我会
认的字，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的？下得更欢了，也就是说下
得更（高兴了，兴奋了，快了），那我们也读得欢快一些吧。
（指导读最后一自然段。要求轻、快。）

你们听，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高兴地唱起了歌儿。（播放
《春雨沙沙》的儿歌）

六，开火车巩固“我会认”的字。（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结束了春雨的讨论，春雨很满意大家对它的热情关注。
它想考考大家，你们学完了课文，还认识藏在课文中的生字
宝宝吗？要求读一个字，还要组一个词。



七、指导“绿”字的书写

春雨给带来一个任务，说你们会写“春雨是绿色的”
的“绿”字。（孩子观察，师范写。）注意这个字的绿
的“绞丝旁：要写窄一些，最后一笔要提起来。”“绿”的
右半边注意倒山的横要长，下半边不要写成“水”。

八：作业布置： 画一副春雨图。附：板书设计

2、春雨的色彩

淋 洒 滴 落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亮点在于我主要创设情境，让课堂充满情趣，利用
文本中的情节，让孩子体会争论的语气、表情、动作，训练
孩子们的个性化朗读，达到孩子与文本的对话，让语言文字
有了灵动和情趣。我还充分运用电教媒体体等多种教学手段，
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感知春雨给大地带来的美丽。在识字
方面，充分调动了孩子已有的识字经验，采用多种多样的识
字方法，互相交流，教师总结出孩子们的识字方法，并渗透
一些别样的识字方法，如“比一比”“字源分析”等方法，
让孩子知道识字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本节课的不足体现
在朗读中还存在缺憾，带来的学生是两个班选取的一部分孩
子，每个人的阅读经历有差异，在阅读上没有达到我预期的
目的，所以设计在关注学生个体上还要加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