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 小学语
文四年级教案(精选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一

1、学会6个字，会认1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准确流畅地背诵课文。

3、让学生了解革命战争年代英烈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和热爱和
平的感情。

1、理解重点诗句的意思，了解诗歌的内容。

2、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1、收集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

2、组织学生收看电影《飞夺卢定桥》。

2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如。

1、出示图片或cai课件，从不同角度展示铁索桥的风貌。

2、请学生谈一谈对铁索桥的了解。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

1、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

2、检查生字读音。

重点指导：楼梨

3、齐读课文

三、整体感知课文

1、读课文，思考：本诗有几小节？每节写什么？

2、学生回答。

四、学习第一节

1、指名读

2、思考：人在铁索桥上看到什么？说明什么？（高又险）

3、指导感情朗读

五、学写生字

重点指导：滚

六、作业

1、写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复习，导入新课。



1、认读生字。

2、诗人站在桥上看到什么？说明什么？

二、品读诗歌，体会情感。

1、浏览课文，快速找出反映作者此时心情的词语。（心潮汹
涌激荡）

2、作者站在铁桥上，心潮汹涌激荡，思接古今，找出有关的
诗句，同桌互相读一读。对自己喜欢的诗句，可以多读几遍，
有疑问的地方可作记号。

3、学生汇报

（1）重点学习第二节。

a圈出最能体现红军战士英勇的词语。

b补充《飞夺卢定桥》中有关资料，丰富学生认识。

（2）指导朗读第二节

4、采用多种方式朗读。

三、作业

1、读下面的句子，说说你从带点的词语中体会到了什么？

“勇士们哪，攀着一根根铁索，冒着密密的弹雨，冲破了敌
人的火网！”

我体会到：

2、“在这英雄的土地上，我要高声歌唱！”



假如你就是诗人，站在铁索桥上，看到壮观的景象，想到英
勇的红军，你会高声歌唱：

我站在铁索桥上

红旗火光

铁索弹雨英勇无畏

火网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二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认识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
住宅、隐蔽、弃去、慎重、住址、挖掘、搜索、骤雨、粗糙、
简朴、干燥、钳子、耐烦、宽敞。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住宅的修建过
程，领悟作者的一些表达方法。

3.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4.培养学生仔细观察的习惯。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住宅的修建过程，
领悟作者的一些表达方法。

教学课件蟋蟀实物收集蟋蟀的有关图片资料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认识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
住宅、隐蔽、弃去、慎重、住址、挖掘、搜索、骤雨、粗糙、
简朴、干燥、钳子、耐烦、宽敞。

2、朗读课文，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住宅的修建过程。

教学重点：

朗读课文，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住宅的修建过程。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拿出一个方阵的塑料蟋蟀)认识这小东西吗?叫什么?

蟋蟀。对，这是它的大名，小名叫什么?(蛐蛐)

师：“蟋蟀”两个字怎么写，老师忘了，谁来写一写?(一名
学生到黑板上来写，其余学生书空)

师：小家伙虽小，但人缘特好，早已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你知道它有哪些本领?(好斗、唱歌、建住宅)

板书：蟋蟀的住宅

二、初读课文，了解蟋蟀住宅的样子。

1、蟋蟀的住宅有多少平方米，有几层楼?小东西的住宅是什
么样的?读课文，用“—”画出有关句子。

2、讨论后教师在黑板上画出蟋蟀的住宅。(在课题的右边画
出蟋蟀的住宅，直观、形象)

三、变换角色，再读课文。



1、师：小家伙的住宅不就是个小洞，有啥了不起的?

你们认识王老师的住宅吗?(不认识)

师：(惊讶、不认识)王老师住的楼房100多平米，二层楼，比
它好多了。

3、我想了解一下各评委的水平。

分段读课文(让学习困难的学生读)，每人找一位小老师帮助
纠正读音。

四、再读课文，找出生词，讨论。

1、读课文，划出不理解的生词，写在黑板上。隐蔽、弃去、
慎重、挖掘、搜索、骤雨、粗糙、简朴、干燥、耐烦、宽敞。

2、讨论词义。联系课文，学生理解哪个词义就请他讲哪个词，
老师重点指导学习“随遇而安”。

(1)随遇而安，从字面看是什么意思?(随便找个地方就安顿下
来)

五、总结布置作业：

听写划记的生字新词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三

１、使学生了解劳动能给后代带来甜美的欢乐，教育学生热
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

２、串连各段段意。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３、联系上下文理解难句。



４、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第三至七自然段。

教学重点：

１、学会结合上下文理解难句，理解课文内容。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学习串连各段段意，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从地面往下凿成的能取水的深洞，洞壁大多数为砖或石头。
）

二、自由读课文，思考；如何按不同内容给课文分段，说说
为什么这么分。

第一段（１－２）水井的外形和悠久的历史。

第二段（３－７）井水的特点。

第三段（８）这口井给作者带来的联想。

１、指名读，思考：这一自然段主要介绍了井的什么特点？

（一、井的`外形，地点大小，形状。二、井的历史古老。）

２、从哪些地看出水井的古老。

（“什么时候修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被井绳磨出
一道道深深的印痕。）

３、齐读课文第一段、思考段意。



讨论后，打出幻灯投影：

第一段段意：在我家屋后的菜园里有一口小小的古的水井。

１、默读第2段，思考；井水有什么特点？请你在文中划出有
关的词语。

２、讨论回答：井水的特点是：很清，很甜，很凉。

３、自由读第３自然段。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四

1、通读课文，读准字音，理解字词。

2、初步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理清条理，掌握内容。

课件。

一、导入课题：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秀丽的山川，我们作为中华儿女为此感到骄傲。今天，我们
就要跟随着作者到长城去饱览这一伟大的奇迹。板书课题
《长城》。

二、初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1、老师范读课文，注意课文中的生字词，老师朗读的语气语
调和停顿。

2、你听朗读时注意了些什么？

3、学习生字词。



（1）出示课件1，读准字音，指生读，开火车读，齐读。

4、齐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流利。

三、再读课文，了解大意。

1、默读全文，思考：课文大概讲的是什么？

2、细读每个自然段，思考：每个自然段各讲什么？

（1）写远看长城的全貌，长城雄伟壮观。

（2）写近看长城，长城高大坚固。

（3）写作者由长城联想到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

（4）写长城在世界历的伟大地位。

四、布置作业。

1、组词。

2、熟读课文。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五

本文是一篇极具生活情趣的记叙文，共有四段。

第一段总的说在美国西雅图有一个特殊的鱼市场，在那里买
鱼是一种享受。第二段主要写作者在鱼市场的所听、所看、
所感，展现了一幅鱼贩们充满乐趣和欢笑的和谐生活图。第
三段主要写作者了解到鱼贩们这样快乐生活的原因。第四段
主要写鱼贩们把自己的快乐传递给附近的人们。全文虽然篇
幅较长，但语言浅显，读来倍感亲切、自然，读者容易与作
者产生情感共鸣。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借助旁批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
生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的态度，激发学生在生活中传递快乐
的意识。

1、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注意积累语言。

3、联系上下文或生活经验，借助旁批领会课文内容，感受鱼
贩们的快乐。培养学生面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

引导学生借助旁批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地对待
生活的态度，激发学生在生活中传递快乐的意识。

三疑三探

教师：多媒体课件。

学生：注意课前观察附近的鱼市场，说说自己在鱼市场的感
受。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设疑自探谈话导入，审题质疑。

1、今天，老师带同学们漂洋过海，去西雅图一个特殊的鱼市
场走走。

2、板书课题，请同学们齐读课题两遍。

3、看到这个课题，读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预设：
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鱼市场的快乐表现在哪儿？

鱼市场里怎么会有快乐？

这节课我们就带着这三个主要问题走进课文，探究鱼市场的
快乐，来感受鱼市场的快乐。

二、提示引路，自读探究。

1、出示自学提示。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把课文读正确
读通顺，遇到难读难记的生字新词画出来。再次默读课文，
边读边思考刚才提出的问题。借助批注理解问题，画出有关
语句，用心读一读，并仿照文中的批注写下自己的体会。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辅导。注意留足时间，要特别关注学
困生。

三、合探解疑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在初读课文的过程中，你遇到哪些自己觉得难读难记的生
字新词？学生自主交流，自主识字。

2、那么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说
评结合，以评促说。

体会鱼贩的快乐

1、同学们，在这个异国他乡的西雅图鱼市场的快乐表现在哪
儿？（鱼贩）你从课文哪些句子体会到鱼贩的快乐？根据学
生的回答相机出示“他们面带笑容，让冰冻的鱼像棒球一样
在空中飞来飞去。大家互相唱和：“啊，5条鳕鱼飞到明尼苏
达去了。”“8只螃蟹飞到堪萨斯。”这是多么和谐的生活，
充满乐趣和欢笑。”



2、指名朗读，评价，读出快乐了吗？

3、情景模拟鱼贩们的唱和，感受鱼贩充满乐趣和欢笑的生活，
体会鱼贩的快乐心情。

4、让我们都快乐起来，快乐地读读鱼贩们们的快乐。

6、鱼贩们为什么这样快乐？先然学生自己说说，然后填空。
填一填。（可以用课文中的话，页可以用自己的话）从快乐
的生活中，鱼贩们发现了xxxxxxxxxxxxxxxx，感悟
到xxxxxxxxxxxxx。从快乐的生活中，鱼贩们发现了并不是生
活亏待了自己，而是自己的期望太高，以至忽略了生活本身。
感悟到与其每天抱怨沉重的工作，不如愉快地对待工作，把
苦日子过甜。采用不同形式的读，读出自己的理解。

7、小结：鱼贩们懂得了：生活的本身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我们不能改变生活的本身，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自
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
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呢？于是，他们不再抱怨，而是把卖
鱼变成一种有趣的游戏，愉快地对待，把苦日子过得甜蜜、
轻松。于是，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

8、启发想象：鱼贩们还会想出哪些创意？

体会顾客的快乐

1、鱼市场的快乐仅仅体现鱼贩身上吗？还体现在哪些人身上？

2、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顾客是快乐的？（抓住重点词语理解）

3、角色体验。

（1）如果你是一个参加接鱼游戏的顾客，你来快乐地读读。
指导学生理解“意犹未尽”、读出“意犹未尽”的感觉。



（2）你是让鱼贩排忧解难的顾客，读出你此时的感觉。

4、感悟顾客快乐原因。

出示：在鱼市场里，顾客能够xxxxxxxx，能够xxxxxxxxxxx，能
够xxxxxxxx还能够————。

师：顾客能够参观市场，享受快乐；参加游戏，体验快乐；
交流谈话，获得快乐，在买鱼的同时将快乐打包带回家去，
在这里买鱼怎能不是一种享受呢？齐读“与其每天抱怨沉重
的工作，不如愉快地对待工作，把苦日子过甜。”

四、质疑再探

1、这节课，我们读懂了在鱼市场鱼贩们创造快乐，快乐卖鱼，
顾客们体验快乐，快乐买鱼。因为他们都感悟到出示：与其
每天抱怨沉重的工作，不如愉快地对待工作，把苦日子过甜。

齐读这句话。

2、再看看课文，你还有什么问题？引导学生解疑。

五、运用拓展

1、回顾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一定兼顾写作方法）

2、请你根据课后生字、课文中的四字词语、重点语句、课文
内容，给自己设计一份作业来巩固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3、教师补充题：同学们，回想我们的学习生活，要听讲、要
写字、要背书、要算题、要摘抄、要记单词，常听同学们抱
怨，看了鱼贩们的快乐，你们打算怎样对待自己的学习、生
活呢？可以以名言的形式写在课题的旁边。



学生写名言并交流。

教师：同学们，只要我们乐观地对待学习、生活，积极地享
受学习、生活，那咱们处处都会拥有快乐。

板书设计：

鱼市场的快乐

鱼贩顾客我们

愉快地面对生活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六

教学目标：

认读11个生字，朗读课文，了解大象醉酒的样子及原因，培
养朗读能力，感受大象的可爱。

教学重点：

朗读课文，了解大象醉酒的样子及原因。

教学难点：

朗读课文，了解大象醉酒的样子及原因。

查阅资料：

大象

教学课时数：

1



教学要求：

认读11个生字，朗读课文，了解大象醉酒的样子及原因，感
受大象的可爱。

教学过程：

1、今天，我们学习16课。板书：大象醉酒

2、简介对大象的了解。

1、自由读课文，努力读正确，看你又认识了哪些生字？

2、介绍给大家：你又认识了哪些生字？你是用什么方法记住
它的？

3、学生交流

4、听老师范读：思考课文写了大象的什么事？你觉得怎样？

5、学生交流课文的.主要内容。

6、学生自由读课文，努力达到正确流利。

7、检查学生读书。

8、小组练习读书。

1、思考课文每段写了什么？可以分为几段？

2、大象醉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觉得怎样？原因是什么？

3、学生交流，师指导。

1、练习读熟课文



2、摘抄好词佳句

3、查阅其他动物的资料

板书设计：

摇摇晃晃

连根拔起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七

1、能联系上下文，理解“静谧、精神大振、枉费心机、浩如
烟海、飞渡重洋’’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文中感悟仔细观察、
认真思考的重要意义。

3、学习读文后能将自己的感受说给大家听。

二、教学重、难点

在读文中感悟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重要意义。

三、教学时数

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读题设疑

板书课题，读题。

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会引出什么发现呢?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



去阅读课文。

（二）自读课文

1、自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流利。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2、自学反馈。提出不理解的词语，师生共同帮助解决。

3、指名分节朗读。

4、解释从课题中提出的疑问：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什
么?

5、找出课文的相关段落，再次朗读。

（三）观察、读文，相互印证

1、分组观察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找到南美洲巴西的陆地和非
洲西海岸的几内亚湾看看是否像魏格纳说的那样。再看看其
他陆地与海岸线是否相似。

2、熟读第五自然段“崭新的奇想”。说说这个奇想与我们刚
才观察所得是否相同。

研读证据，探究过程

过渡：魏格纳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他做了大量艰
苦的考证工作，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结果发现一
份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研读第七自然段，对魏格纳的`推理过程进行梳理。

学生讨论，教师点拨归纳：

中龙是一种爬行动物，它既见于巴西，又见于非洲。爬行动



物是不可能飞渡重洋的，由此证明：当时中龙是生活在同一
块大陆上。

（四）熟读课文，交流感受

1、学生再次默读全文。

2、魏格纳的重大发现靠的是什么?你从这件事中感受到什么?

让学生围绕这一问题说一说。

（五）布置作业

1、《黄冈》第8课。

2、同步阅读。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八

1、学会生字，理解诗句

2、通过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人喜悦的心情

3、有感情朗读、背诵这首诗

4、培养学生运用方法理解诗句的能力

体会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体会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讲授发、小组合作学习。

多媒体课件



一、揭题、释题、了解作者：

1、以前我们学过哪些描写春景的古诗？《咏柳》、《绝句》、
《春晓》，这些古诗都从不同侧面、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春天
的勃勃生机和美丽。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有关描写春景的
古诗《宿新市徐公店》。

2、介绍诗人：

这首诗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他一生为官清廉，为奸相所
害，被罢官闲居十五年。他的诗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描述细
腻，形象鲜明，平易自然。因为他长期居住农村，，对农村
的田园生活十分熟悉，所以描写自然景物也就更加真切感人，
别有风趣。

5、下面光看题目意思：

宿：过夜。新市：地名

二、小组自学，初读理解。要求：

1、不理解的字、词划出讨论，初步理解每句诗意。

2、诗中抓住哪些景物写出了暮春时节的美丽。

三、指导读古诗，感受诗意。

1、指名读，检查读的情况。

2、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字、词提出来，一起讨
论、交流。

3、齐读一、二句：

a、写了哪几种景物？有什么特点？



篱落：篱笆。疏疏：稀疏。径：小路。深：深远

理解时；调；一下：稀疏的篱笆旁边，有一条小路深向远方。

板书：篱笆一径

b、齐读第二句，又抓住了什么景物？

板书：树头

理解：树头：树枝头。未：没有。阴：树荫

为什么没形成树荫？（因为叶子未长大）。理解时应；补；
枝头上的花已经落了，但叶子还未长大，还没有形成树荫。
这一点，可见这一天天气怎样？（丽日当空，地面上有斑驳
的树影，星星点点的光斑。）

c、同桌对说这两句诗意——指句说——齐读这两句（多媒体
出示画面）

d、这稀疏的篱笆，长长的小路，叶儿不浓密的树，构成了一
幅清新、质朴的农村景色图，你们看画面，这叫静态描写
（板书）。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又看到一幅更为活泼生动的
图画，那就是后两句所表达的。

多媒体出示后两句画面（齐读三、四句）

4、理解三、四句：

a、抓住哪些景？板书：儿童黄蝶菜花

走：跑。急走：快跑

诗意：儿童奔跑着追逐黄色的蝴蝶，追到没有？



b、女生读第4句：

处：地方。寻：寻找。为什么无处寻？

诗意：黄色的蝴蝶飞入金黄色的菜花丛中，再也找不到了。

c、两句诗意连起来，指名说诗意

d、再看图（后两句动画图）这两句写儿童捕蝶的情景。；跑、
寻；这叫动态描写（板书），儿童奔跑、扑蝶……读来使我
们倍感亲切、耳目一新。

e、自由读全诗，体会诗人心情？

f、检查：指名读全诗，齐读

板书：喜爱

【板书设计】

诗宿新市徐公店

情喜爱

画：篱落、一径、枝头（静）

画追入

儿童黄蝶菜花（动）

意色：黄（绿）（黄）

1、教学本课，要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诵中生情，在吟中入
境。



2、借助图片理解文字，借助文字想象画面。

3、为充分感受这首诗的情趣，编写小故事。

苏州小学四年级语文是苏教版吗篇九

知识与技能：

1、在预习时，通过自主努力，学习本课13个生字的读音，会
写9个生字。

2、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段落结构。能将课文分为三部分，抓
住重点理解课文最后两段的意思，并体会“金钥匙”、“理
想的灿烂的黎明”的含义。

3、体会课文所描述的孩子上学、回家情景，读出自己的理解、
情感。

过程与方法：

以学生的朗读为基础，以读为主线，以读代讲，以读促讲，
通过朗读，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情感参与，加深对课
文的理解和体验，增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热
爱生活、热爱学习的情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山沟里的孩子起早贪黑去上学的情景，感受他们学习的
困难，感悟山沟里的孩子热爱学习的可贵品质，学习他们不
怕困难、刻苦学习的精神。

教学过程：

出示河南山区一所小学的一位同学所穿的破旧鞋子



播放轻音乐伴奏带《高山流水》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3、给课文分段

第一部分

1、播放自制动态图片：课文插图“上学路上”的电闪雷鸣，
在课文中画出描写山沟孩子每天上学情景的句子。

2、播放音频文件《狼嚎》，想象孩子们在上学路上遇到的困
难，体会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们的上学心情。

3、播放视频文件《安康小学生大火把上学》

4、有感情地朗读第一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

1、播放视频《山沟里的孩子》纪实片，想象山沟孩子学习时
的情景，并用文字表达出来

第三部分

组织小组编组，创设小组合作学习情境

1、理解“黑夜”“……”的深意

2、联系生活实际，对比自己现在的学习情景，体会山沟孩子
不怕困难，感悟刻苦学习的精神。

布置作业：想象山沟孩子学习时的情景，再写一两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