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教学教案 习作四年级语文教
案(汇总8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遵循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同时注重教
师个人的创造性和适应性。高二教案的编写应该注重培养学
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思维，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一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羊亨利遇到了大灰狼比特。小羊
一惊，想到：这不就是去年吃了自己哥哥的大灰狼吗，我要
用智慧把他杀死，替哥哥报仇。大灰狼心想：真是好运气。
狼说：“我的肚子饿了，你就给我当点心吃吧。”小羊冷静
得说：“狼先生，我已经成另一只狼的`晚餐了，你要想吃我
就要和那一只狼决斗。”狼听了小羊的话，气愤不已，心想
自己的晚餐被别的狼抢了，就让小羊带路。小羊把他带到一
口水井旁。小羊说：“他的样子太可怕了，我不敢去见他，
你自己去见他吧”。狼来到水井旁，恶狠狠的盯着水面，他
看见一只狼也恶狠狠的盯着自己，他气得张牙舞爪，水里的
了也向他张牙舞爪，最后他气疯了，跳入水中和他搏斗，结
果大灰狼比特被淹死了。小羊看见自己已经报了仇，便高高
兴兴的回家了。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二

了解游记这种文体，并且理解这种文体的基本结构，让学生
尝试着按照游览的时间先后顺序写出简单的游记文章，在引
导学生进行写作的过程中注意挖掘学生词汇的使用，使学生
自己积累的词语能够化为己用。引导学生进行段与段之间的
过渡，使上下文衔接自然。

使作文基本符合游记这一文体规范，引导学生在作文中融入
自己的感情。



明确写景如何进行主次的选取，如何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所写
的景物中，如何按照游览顺序将景描写出来，学习由动到静
的写法，调动学生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感受大自然。

掌握游记这一基本文体，能够进行简单的创作。

主要是情境创设法，讲授法，对话法，动态式教学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学会感受大自然的美，亲近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

1、以情境引导学生，用学生刚游览过的衡山为例进行讲解，
由教师引导学生讲述出游的时间、出游的人物、出游的地点，
以引出衡山这一出游的`主题，由学生自己说说自己记忆最深
刻的景点，并且要讲具体，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情感态度，喜
欢还是不喜欢，为什么。

3、尝试着引导学生用顺叙法，将游记中需要提到的时间、地
点、人物放到开头来写，使学生养成写作要有条理的好习惯。

4、引导学生按顺序依次写下自己是如何去游览，首先到了哪，
看到了什么，到达后的心情如何，然后引导学生依次写下自
己去了哪些地方，重要的和记忆深刻的进行详写，次要的则
简写，或只须稍稍提到即可。

5、引导学生在段与段之间的过渡要自然，并且尽量引导学生
使用自己的词汇，比如说，山，我们可以用个什么样的词来
形容以突出山的高大呢，阶梯看上去可以用个什么样的比喻
句呢，寺庙我们可以如何形容呢，等等。

6、最后等学生讲述完后便收束结尾，一般以自然结尾法或照
应开头法为宜。

7、等学生写完作文后，再问学生自己写了些什么，学生可能



会回答时间、地方、人、景物、等。并引导学生了解游记需
要掌握些什么。然后再告诉学生他们很棒，他们所提到那些
就是游记通常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以提高学生写作兴趣，
降低学生写作文的压力，告诉他们写作就是像他们所写的那
么简单，只要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内心的真情实感就好
了，这样就是好作文了。

写给你留下较深印象的一次出游。巩固学生对游记这一文体
的掌握。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三

教学要求：

1、懂得象声词的意义和用法。

2、学会把生活中听到的声音用象声词写下来。

3、能通过一件事的叙述或一个场景的描写，用上几个象声词。

教学重点：

学会在习作时使用象声词，使习作更为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教学难点：

如何恰当，准确使用象声词。

教学准备：

1、提前布置学生留心生活中的各种声音，鼓励模仿发音或记
录下来。

2、各种配音课件。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初识象声词

1、猜谜激趣：

弟兄两个，隔山而坐，

任何声音，休想逃过！（打一人体器官）

谜底：耳朵

2、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谁的耳朵最灵敏呢？请同学们仔细
听，这些都是什么声音？（放录音）

流水——哗啦啦北风——呼呼呼

青蛙——呱呱呱汽车喇叭——滴滴吧吧

3、谁还会模仿别的声音，让我们大家来听一听，猜一猜？

4、板书：象声词揭示学习内容

师述：象声词就是表示声音的词，写的时候一般都加上引号。

二、联系生活，积累体验，学用象声词

大千世界，声音无处不在，我们说话和写作时，如果用上了
象声词，就会使人如闻其声，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一）出示课件，边看边听：

1、勤快的爸爸一下班就钻进厨房干什么？

2、爸爸炒菜的过程是怎样的？都发出了些什么声音？你能模



仿吗？

3、爸爸干活时心情怎样？你能给这个场景起个合适的名字吗？

4、指名完整地说一说，试着用象声词。

（二）出示课件

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中，你听，你看：

（秋风呼呼地吹着，金黄的树叶哗哗地向我们招手，象是在
和我们告别。。。。。。）

1、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2、你又想到了些什么呢？

3、小组讨论，互相补充

4、指名说说，师生评议

（三）放录音

闭上眼睛听听，你听到了什么声音？想象它是在什么地方什
么情况下发出的？

1、小组交流讨论

2、指名发言，其他同学补充

（赛场上，前锋队员抬脚一记劲射，只听“砰”的一声，足
球越过守门员的'头顶，射入球门。守门员奋力扑救，可惜球
没碰着，却“扑通”一声摔到地上。“咚咚锵。。。。。”
啦啦队员们高兴得敲起了锣鼓助威。）



3、师生互评互议，象声词的使用是否准确恰当

三、明确要求，选择素材，运用象声词

1、出示习作要求：

（1）通过叙述一件事或描写一个场景，用上几个象声词；

（2）根据听到的声音，进行合理想象，写两三段内容不相同
的话，每段话用上几个象声词。

2、小组讨论，从生活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场景或事情，说一
说。

3、指名说说，你打算写什么？怎么写？

4、写作练习，要求字迹工整，卷面整洁

设计理念：

本次习作的教学设计是从儿童心理出发，用密切联系实际生
活的内容，新颖有趣的活动形式，引导学生动眼看场景，动
耳辨声音，动脑想情节，动口说故事，动手写习作。在习作
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学习写作的兴趣。促使学生主动
听说，主动评议，主动实践，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四

一、日积月累

1、朗读古诗。

（1）播放《画鸡》的朗读音频。

（2）初读古诗，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3）同桌之间相互朗读，看谁读得更棒。

教师：想要读好这首诗，不仅要读准字音，还要读出古诗的
韵味。接下来老师范读一遍，同学们注意听老师在哪些地方
稍有停顿，你就画上分隔线。教师范读。

（4）学生自由朗读古诗。

（5）齐读古诗。

2、读古诗，品诗韵。

（1）同学们读得真好。那么诗人唐寅究竟画了一只怎样的大
公鸡呢？你从哪里看出来的？什么样的鸡冠？(红冠，不用
裁)不仅鸡冠好看，羽毛也很漂亮，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呢？(雪白)

（2）齐读第一句诗。指导朗读，读出公鸡骄傲的情感。

（3）公鸡在平时生活中会乱叫吗？从哪里看出来？(平生不
敢轻言语)

公鸡叫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一叫千门万户开)

（4）这是一只怎样的大公鸡呢？(勤劳的大公鸡)

（5）让我们一起来夸一夸这只大公鸡，一起来读一读第二句
诗。

3、再读古诗。

学生齐读古诗，自由识记，同桌之间相互比一比，看谁记得
快！

4、学生尝试齐背古诗。



二、和大人一起读

1、教师播放《小熊住山洞》音频，学生欣赏。

2、教师范读，学生疏通文本，读通句子。

3、学生自由读短文。读后指名说一说森林里的动物为什么要
感谢小熊一家，通过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4、小组讨论：如果今后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5、学生熟读短文。

三、课堂小结

1、学生朗读古诗和短文。

2、把这个有趣的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吧。

［教学板书］

语文园地八

《画鸡》

《小熊住山洞》

［教学反思］

这节课主要是为了教给学生多种识字的学习方法，我通过举
例归纳和拓展，来帮助学生掌握识字方法，将语文学习与学
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使语文的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在
教学“我的发现”过程中，注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主动发现语文汉字的特点，主动探究规律，逐步培养
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字词句运用”的学习，让学生联系



自己的生活体验，了解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表情，增强语文
学习的实用性。这节课我依然重视朗读和背诵，扎实落实教
学目标。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五

主题：熟悉的人的一件事

要求：写一写自己熟悉的人的一件事。可以写自己的朋友、
同学、亲属或邻居??只要是自己熟悉的人就可以写，写他
（她）的一件事。

提示：

1、想一想自己打算写哪个熟悉的人，可以写朋友、同学、亲
属、邻居，可以写任何一个自己熟悉的人。

2、写这个人的一件事，先决定写哪件事，把这件事想清楚，
然后再动笔写。3、以写人为主，抓住一件事情来写，从这件
事能看出熟悉人的品质。4、在写的过程中注意抓住人物的动
作和语言描写。

5、写完后读给你写的那个人听，听一听他（或她）对你的评
价。范文一

我的妈妈

妈妈今年只有34岁，但额头早以爬满了皱纹，这些皱纹记载
着妈妈对我无限的爱。

妈头上却流了汗。，

妈妈，您就是一棵大树，我就是树上的小鸟，在您的保护下
健康成长。妈妈，我爱您！



简评：小作者能通过一件事感到妈妈的爱，情感真实，比喻
恰当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六

一天，红太狼发现灰太狼又在偷懒就用平底锅砸灰太狼，说
到：“该死的灰太狼，还不快去抓羊！灰太狼就去外面研究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水下大战，他回到狼堡找到太爷爷
留下的制水机，把整个青青草原都灌满了水，他自己和红太
狼带上氧气瓶。可怜的羊羊们只好在地洞里面待着，可是灰
太狼总攻打地洞羊村，没办法，慢羊羊村长发明了可以在水
里自由呼吸的东西，羊村就和灰太狼夫妇打起来了，很是壮
观！可是这样打也不是办法啊！喜羊羊看到有一堵墙，只有
美羊羊的`小脑袋可以伸进去，就让美羊羊引灰太狼，当灰太
狼追美羊羊时就会卡住，趁机将他的氧气瓶弄掉，最后灰太
狼这个苯家伙因严重缺氧，使用了太爷爷的跳技术（虽然只
能跳一米）跳出了水面可是却进了墓地里，说我一定会回来
的！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七

动物王国即将举行特长比赛了！小动物们一听这个消息，便
认真地练起自己的特长来。可是，小猴什么都不会。有一天，
小猴看见小兔在学写作，就问小兔：“小兔，写作难吗？”
小兔笑眯眯地说：“当然不难了。”“那我可以和你一起学
写作吗？”小猴问。小兔回答：“当然可以了。”可小猴学
了几天就开始不喜欢写作，就离开了小兔。

小猴来到小熊家，看见小熊在学吹喇叭，小猴心里校想：小
熊吹喇叭真好听，我还是学吹喇叭吧！于是就跟小熊一起学
吹喇叭，可小猴吹了几天喇叭脸就红肿了起来，声音也变了，
所以它就离开了小熊，决定不再吹喇叭了。

小猴来到了草原上，看见小鹿在学跑步，而且跑得很快，就



和小鹿一起学跑步了。可过了几天小猴就不耐烦了。最后，
小兔、小熊和小鹿都获得里奖，只有小猴没有获得一样奖。

四年级教学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自主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通过观察图画，能说几组反义
词，积累词语，恰当运用词语。

2、读通、读懂简短的课外文章，愿意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

3、学习搜集资料，培养口语交际的能力。

4、能主动参与展示活动，乐于展示自己的学习收获和才能，
并善于与别人交流。

重点难点：

自主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通过观察图画，能说几组反义词，
积累词语，恰当运用词语。

教学准备：

课前搜集有关动物植物的知识。

教学过程：

一、我的发现

1、发现许多汉字具有相同的部件。

a、出示基本字：牙令皮隹，引导学生认读。

b、引导学生给这些基本字加上偏旁组成新字。学生自己上台



板书。

c、出示书上内容，读学习伙伴的话，说说自己发现了什么。

2、看图说反义词。

a、出示书上插图，读学习伙伴的话。

b、各组说反义词，看哪组说得多。

二、日积月累

1、读记四字词语。

2、选词填空。

a、读读词语“漂浮、飘扬”

b、引导口述：什么东西会“漂浮”？什么东西会“飘扬”？
修改意见

c、默读思考，填写词语

d、朗读填好词语以后的句子。

3、写话

a、让学生自由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b、展示例话，师生共同朗读。

c、学生分组模仿老师范文，写几句自己的心里话。

d、评议部分学生写的话。



4、读短文

a、自由练读，扫除生字障碍。

b、教师范读，断句正音。

c、模仿朗读，读通读顺。

d、读懂短文，思考讨论：先生为什么夸奖韩愈真聪明？

三、口语交际

1、创设情境。

a、课件出示：“动物、植物擂台赛”。宣布“打擂”规则。

b、学生按动物组、植物组分列就座。

c、言语激趣。

2、推举“打擂”人员。

a、各组学生展示自己的资料，互相交流。

b、各组评选最佳资料。

c、引导学生将相同的动物、植物资料合并、整理。

d、组内演讲，推选“武功”高手。

3、“擂台比武”

a、第一场比武：种类多。



b、第二场比武：生长特点。

c、第三场比武：对人类的贡献。

d、第四场比武：比一比谁讲的动物、植物有趣。

四、总结、颁奖

五、布置作业

讲所搜集的资料制作成手抄报。分组合作制作，也可以单独
制作。图文兼备，可以剪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