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 北师大
版小学四年级语文爱我中华教案(精选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篇一

生：用了打比如的方法，把五十六个民族比作同一片蓝天下
的星座，比作大花园里的五十六枝花，比作五十六个兄弟姐
妹。

生：体会到民族团结亲如一家。

指导有感情朗读。

师：不论是谁，不论他走到哪里，他最舍不得、最爱的是什
么？

生：爱我中华

师：文中有几处提到了这句话？

生：六处

生：“爱我中华，健儿奋起步伐。”我仿佛看到运动健儿在
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情形。

生：当我国的运动健儿夺得金牌为国争光，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

生：”爱我中华，建设我们的国家。”我理解为各行各业的
人们都在建设我们的国家。

生：有无私奉献的老师，维护环境的环卫工人，都在建设我
们的国家。

……

教学反思：

《爱我中华》表示了各民族爱我中华的强烈凝聚力，因此，
本堂课我自始至终以调动同学们的爱国情感为主线。

1、在教学中，能注重学生对文本的诵读和对学生语感的培养，
积极引导学生读中悟境，读中悟意，读中悟情，读中悟志，
使文中的事与物活化。如在理解课文这一环节中，让学生自
渎、同桌读、小组读、师生互读，让学生在多层次、多角度、
多元化的阅读中去感悟作者的民族情，爱国情。

2、依据课文特点为学生创设开放的有活力的课堂，注重跨学
科的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渗透和整合
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开头，结尾又在理解的基础上
同歌同舞，使学生初步获得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语言实践能力。

缺乏：

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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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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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篇四

王玲玲老师执教的《一枚金币》是一篇故事性较强的课文。
课文语言通俗，内容易懂，但要明白其中所揭示的道理，对



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因为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
生子女，家长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因此在孩子的心中，
金钱来的很容易，于是出现花钱无计划，大手大脚的不良习
惯，因此老师希望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能让孩子珍惜财富，
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回顾王老师的整节课，我做了一些
小小的总结，下面我就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简简单单教语文

这篇文章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所要阐述的道理却不一定
能让学生一下子就能感同身受。只有走进人物的内心，与人
物产生共鸣，才能激起四年级学生对金钱观的正确认识。因
此，王老师巧妙地拎住了文章的主线，整堂课紧紧抓住文中
两次出现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想
象，从而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

首先，找出文中两个“受不了”后，师生共同体会父亲的心
情，在学生明确了父亲“受不了”的原因后，，进一步体会
因为受不了，带着伤心、愤怒心情作出的决定，并指导学生
进行有感情的朗读。

随后，老师引导学生体会儿子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枚
金币不被认可而伤心气愤的“受不了”。为了深入走进儿子
的内心世界，在情感上与儿子产生共鸣，老师引导学生丰富
文本内容：想象儿子在一周内都会帮人家干些什么？他会吃
哪些苦？这些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使学生感悟到儿子挣钱的
艰辛，再去体会儿子“受不了”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顺理成章。
所以，学生在朗读儿子因为受不了而质问父亲的话时，就能
做到入情入境，声情并茂。这样简单而有效地教学方法值得
我去借鉴与学习。

（二）扎扎实实促发展

这次教研活动，主要关注的是语文文本的朗读，这堂课就充



分地关注了文本朗读。这堂课以“读”为主线，我大体概括
了一下，王老师的朗读教学分为了“三步曲”。首先是指名
读或是自读，在此基础上，请学生谈谈自己体会到的人物的
心情，最后带着自己体会到的感情再读文章。这样的设计既
体现了朗读教学的梯度以及循序渐进，又在读中理解了文章
的内容，可谓一箭双雕。在学习描写第三枚金币的环节中，
我们发现王老师出示了学习方法：抓住重点词语，细细体会
人物心情，反复练习朗读，读出自己的理解。在指导学生学
习完描写前两枚金币的片段以后，此时出示学习方法，既是
对前文学习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后文学习的一种引导，
从“扶”到“放”，不露痕迹。学生在自学的过程中走进文
本，品析词句，走进人物的内心，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最后
老师再引导学生用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感受，从而达到了在
读中学习、体味情感，理解词语，理解课文的目的。

在最后的环节中，老师出示了关于金钱的格言。细读了这几
条格言，我个人认为与学生的理解有些差距，如果选用一些
比较通俗好懂的是否更好？比如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托里安的“钱币是圆的，所以容易滚走。
” 不过，因为北师大版的四年级我从未教过，因此提出的想
法也许不够成熟，不妥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四年级中国结阅读理解答案篇五

本学期，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上了一节公开课，在这次活动中
我听了许多老师的课，从中也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杨丽
娜老师执教的《一枚金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师抓住了以下三条线索来教学此文：

1.故事情节发展线。通过读、讲故事及说主要内容，体会课
文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写作的思路。

2.人物心理线。抓住两个“受不了”体会人物心情。



3.思想内容线。通过学习活动让学生懂得金钱是辛勤劳动换
来的，懂得金钱所包含的劳动价值，知道珍惜财富。

(一)培养学生学会独立阅读的策略、方法

在本文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在自读基础上提出问题，再读
文自行解答问题，通过交流，纠正或完善自己的认识。另外，
教材对四年级学生的自学水平通过“金钥匙”提出了比较具
体的要求，因而在本课质疑环节中，教师做了引导，使学生
不光会自己提出问题，而且能提出比较有质量的问题。

如：教师在检查作业这一环节时。先指名填表，再引导学生
进行观察比较，根据自己的发现质疑。

学生说：

（1）为什么前两次儿子都笑了，而第三次却“受不了”了？

（2）父亲为什么要把金币扔进火炉里？

（3）前两次父亲怎么知道那钱不是儿子挣的？

确定第一问为研读重点，利用表格对比学习前两次与第三次。

在老师引导下，学生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无论思考、讨论
什么问题，都要立足于自读，自己产生问题，引起思考。这
一点非常好。教给了学生学习课文的方法。

(二)角色互换，体会人物心情

学生在阅读中易形成一种角色认同，教师利用这点，让他们
进行角色置换：“假如你就是那个儿子，你这时笑什么？说
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体会儿子“受不了” 时的心情，也
用此法，这招很奏效，学生把自己当成儿子，用儿子的口吻，
说出了他当时的想法，很好地理解了人物心情。



（三）指导朗读，体会情感

(四)联系生活学语文，再把课堂延伸到生活中

在体会父亲失望痛苦的心情时，还有儿子挣钱的辛苦时，都
联系了生活实际，更好地理解了课文；而在学文后，谈怎样
看待父母的钱，做压岁钱使用情况调查，则又把课堂延伸到
生活中，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语言文字熏陶的同时，又深化了
对所学的认识，指导了学生的行动。

(五) 词句的积累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能关注学生的感受，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
能力，加强平日的积累，在阅读中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练习，
自始至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朗读。读过课文后，请
学生谈对“钱”的认识，使每一个学生的感受和课文的主题
相联系，使教学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在与文本对话中，潜
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教育。

总之，本节课是很成功的，教师的基本功十分扎实，对教材
的理解很到位，驾驭课堂的能力也很强，在杨丽娜老师的身
上，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