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精选10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内容的要求，
以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小编精选了一些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师编写的初中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一

教材分析：

本课教材内容包括直线、线段、射线和角的认识，数学教案
－直线、线段、射线和角。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初步认识了
线段、角和直角的基础上教学的，是几何形体知识中最基本
的概念之一，也是认识三角形等图形的知识以及进一步学习
几何形体知识的基础。

学情分析：

学生学习长度单位和角的初步认识时，已会直观描述它们的
特点。本课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从“有限”到“无限”，
引导学生认识直线和射线，掌握角的概念。

二、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

使学生进一步认识直线、线段；认识射线；知道直线、线段、
射线的区别；认识角和角的符号，知道角的各部分名称、比
较角的大小。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对比、综合、记忆及动手协
作能力。



3、情感目标：教学生用科学的眼光观察事物，从而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重难点：

1、重点：认识射线，知道射线与直线、线段的区别和联系；
在射线概念的基础上说明角的概念，渗透运动的观点。

2、难点：角的形成。

学生准备：每人准备：两根吸管、一个图钉、一副三角尺。

四、教学过程：

（一）线段、射线与直线的认识：

1、出示一条线段：

问：a、这是什么？（板书：线段）

b、你觉得线段有什么特点？（有两个端点）板书，又问：有
两个端点的线就是线段？（画曲线）引导：直的（板书）

c、你也画一条线段吧？（用一句话向大家介绍）（用尺量）
谁来重新认识老师的线段？和老师的比比看？（小结：能量
出长度----数学专用语-有限长）

d、你周围有线段吗？找一找。

2、画一画：

你能画出一条与线段不同的线吗？

自由练（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启发）



3、反馈汇报。（根据学生的反馈选择直线或射线的教学）

（1）投影展示“直线”

a、问：你画的这条线和线段有什么不同？（没有端点）

b、师：在数学上，我们把这种没有端点，可以向两端无限延
长的线叫直线。（板书：直线）

c、你会画直线吗？介绍一下你的直线。和老师的直线比比看，
你发现什么？（无限长）

（2）投影展示“射线”

a、这条线与线段有什么不同之处？（只有一个端点，可以向
一端无限延长）

b、说明“射线”的概念。

c、你会画“射线”吗？（自由画，一生板演），介绍射线。

反馈：讲评画法。先定点然后引出一条线。（再画一条巩固）

（3）你在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线吗？（自由说一说）

（4）小结：大家说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射线。

4、线段、射线与直线的比较

出示三线合一，问：你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吗？（学生讨论）

（1）其中一段射线下移。（说明射线是直线的一部分）

（2）（说明线段也是直线的一部分）



5、练习一

（1）p117/1（判断各图是线段、射线还是直线）

（2）过一点画射线。

如果给你一点，你能画出多少条射线？

a、先定点，（30秒画射线比赛）

b、汇报。如果给你时间你还能画吗？

c、电脑演示无数条。

d、公共端点的认识。

（二）角的认识：

1、观察有公共端点的许多条射线，你发现了什么图形？

2、探索角的秘密。

关于角，你已知道了什么？（找角、试画角等）书本是我们
最好的老师，我们再来深入探究角的秘密吧！

3、看书110页自学。

（1）自学，可以说一说、画一画、比一比。

（2）小组探讨，确定交流内容。

4、集体交流。（视学生交流情况，老师及时引导）

（1）学生概括得出角的概念。角是由什么组成的吗？（出示



没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你也来画几个角。

画角（先自由画，再一生实物投影演示）说说你是这么画的？
（定点，引出两条射线）

（2）角的各部分名称。

老师引导

用你刚才画的角，同桌介绍角的各部分名称。

（3）角的符号介绍，书写并与小于号比较。你画的角怎么表
示？

5、判断下面图形哪些是角，哪些不是。

说说为什么?（注意引导学生运用“概念”去判断）

6、角的大小

学生先找到规律，则边玩边验证。

活动角介绍。玩活动角

a、个人玩摆大小不同的角（初步感知角的大小与边叉开大小
有关）

b、同桌玩一人拉一角，另一个同学拉出一个比他大的角。
（进一步感知）

c、验证：

角的大小与两边叉开的大小有关。

d、多媒体出示一组大小差异很大的角，哪一个角大？（观察



法）

多媒体出示一组大小相近的角，哪一个角大？（重叠法，分
两步进行，注意让学生讨论概括方法。）

比一比三角板上角的大小，并说给同桌听。

e、出示一组大小相同，边长短不同的角。哪一个角大？

小结：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

7、练习四

（1）判断p121/3

a、线段有两个端点，能量出它的长度。………………………

b、一条射线长3厘米。…………………………………………（）

c、小明画了一条5厘米长的直线。……………………………（）

d、小冬用一个能放大10倍的放大镜去看一个角，结果这个角
的大小放大了10倍。…（）

（2）练习五：数角

（三）小结：

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你是怎么学会的？

数学教案－直线、线段、射线和角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二

1．使学生认识量角器，会用量角器量出角的度数．

2．认识直角、平角、钝角、锐角和周角．

3．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

建立各种角的概念．

教学难点

正确地用量角器度量角的大小．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演示课件“角的度量”．

提问：这些角你能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给他们排一下队吗？

教师指出左端两个大小比较接近的角

提问：你知道他们相差多少吗？

2．教师谈话：如果我们能够度量出每个角的大小，以上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们究竟相差多少呢？（揭
示课题“角的度量和角的分类”）

二、探索新知．

（一）角的度量．



1．继续演示课件“角的度量”，出示量角器的图片．

2．（1）继续演示课件“角的度量”，播放视频“1°角的概
念”．

（2）出示几个不同的角，并估算角的度数．

（教师：要想知道所估算的是否准确，还要通过测量．）

3．量角的方法．

（1）自学教材第123页第一、二自然段．

（2）由学生汇报度量角的方法．结合黑板上的角，边度量边
介绍．

（3）继续演示课件“角的度量”，播放视频“量角方法”．

（4）尝试测量角的度数（尽量使角的开口方向不同），巡视
中注意了解学生掌握情况．

（5）教师举出几种学生常见的错误：

错误类型一：学生量角时，量角器中心点和角的顶点没重合．

错误类型二：量角器0°刻度线与边没对齐．

错误类型三：看错了刻度，应看里圈，却看外圈刻度了，或
者应看外圈却看里圈刻度了．

（6）讨论：怎样避免前面的错误，正确迅速地量出角的度数
呢？

（0°在哪个圈上，就在哪个圈上找角的另一边所对的刻度）



（7）继续演示课件“角的度量”，播放视频“角的大小比
较”．

（播放前先请同学用估算的方法判断，播放后教师进行总结）

（二）角的分类

1．自学教材第124页《角的分类》．（可按书中内容边学习
边操作）

2．小组讨论：

（1）角可以分哪几类？每类角的特征是什么？

（2）直角、平角、周角之间有什么关系？

（3）平角和直线一样吗？

3．利用活动角，按老师要求摆角．

（直角、钝角、平角、锐角……）

三、巩固练习．

1．量一量一副三角板中各个角的度数．

2．完成教材第126页第7题．

说出每个钟面上的时间，量出时针和分针所成的角度．

提问：不用度量你能知道每个时刻分针与时针的夹角吗？

3．利用活动角的量角器摆出下面各角．

（1）直角（2）平角（3）120°（4）30°（5）77°



四、质疑总结．

1．这节课都学会了什么？

（角的度量和分类．量角时要对齐顶点和0刻度线，如何确定
看哪一圈刻度）

2．教师整理成顺口溜助记．

量角器量角很简单，角可分为五大类．

中心重合角的顶点，直、平、周角最特殊，

一条边对齐0刻度，锐角小于九十度，

角的度数看另一边．钝角介于直、平间．

3．鼓励学生对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解题．

五、布置作业．

完成第127页第9题．

把下面的角的度数分别填在适当的圈里．

12°92°179°34°

89°160°58°100°

五、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比谁猜的准



活动目的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三

师：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吃过各种各样的饼。

拿出一个烙饼问：吃过这样的饼吗？

学生有的人说吃过，有的人说没有吃过。

师：它叫烙饼，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拿出平底锅一边演示烙饼的过程，一边讲解：先把一面烙几
分钟，再把另一面烙几分钟，熟了。

师：想试试吗？拿出准备的圆片，用大圆片代替锅，小圆片
代替饼，烙一个试试。

学生动手操作烙饼。

师：假如饼的正反面都烙3分钟，请问烙熟一个饼要多长时间？

学生回答。

师：看似很简单吧，其实不然，烙饼中也有学问哦，今天咱
们就来探讨烙饼问题中的学问。（板书课题）

二、探究新知

1、动手操作

刚才我说烙饼中有学问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接下来咱们就来进行一次烙饼比赛，看谁是最聪明
的烙饼师！请看比赛规则：大屏幕出示：



（1）每人烙3个饼。

（2）锅里每次最多只能放两个饼。

（3）饼的两面都要烙，每面3分钟。

（4）算出烙完3个饼所用的时间。

请一个学生读一读。

师：规则明白了吗？那就开始烙饼吧！

学生动手操作。

2、探讨优化方法

师：大家的饼都烙熟了，你们用了多长时间？

有的用了12分钟，有的用了18分钟，有的用了9分钟。

师：真奇怪，都是烙3个饼，为什么你们用的时间有长短呢？
奥妙在哪里？请三个代表上台给我们演示一下烙饼的过程，
请大家认真观察、倾听和思考！

三个学生上台边演示边讲解。

师：现在知道奥妙在哪里了吗？谁来说一说？

学生自由发言。

学生回答。

师归纳：我也认为某某的方法最好，因为安排合理，所以用
时最少，在数学上我们把这样的方法称为最优化的方法！现
在我们就用最优化的方法再烙烙这三个饼吧！



学生用最优方法烙饼。

3、深化提高

师：知道了烙3个饼的最优化方法，那么烙4个、5个、6
个......10个饼的最优化方法又是怎样的呢？出示表格：

饼数（个）最优方法

4

5

6

7

8

9

10

有信心找出来吗？咱们就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吧！

汇报、反馈：有结论了吧？哪个小组先来汇报？

一个小组的代表先发言，其余小组补充。

依据学生的讲解填写表格。

引导观察：仔细观察这个表，想一想能得出什么结论？

生：饼的个数是双数时，就2个2个地烙；是单数时，先2个2



个地烙，最后剩下3个时，就用烙3个的最优方法烙。

三、巩固运用

1、烙饼优化的方法，其实小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大到
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行业都会面临合理安排的问题，不信
咱们到餐厅去看一看：出示书上做一做的第一题。

学生了解题意后思考安排。

2、由于你们的合理安排，三位客人满意地走出了餐厅，临走
时给大家留下了2道题，因为他们深信你们一定能解决的。请
看：大屏幕出示：

四、小结

这节课我们研究了什么，从中大家感悟到什么？

说的真好，合理的安排事情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这就
是优化问题，我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在这方面可是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优选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生产和
生活中了，下节课我们将继续研究！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四

课型问题生成课、问题解决课课时二课时授课时间

教

材

分

析《雪》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色彩极为明丽的



篇章之一。文中景物描写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形象极富诗意。
文章描写了江南与北方的雪景，并在对比中体现出作者的倾
向。但由于它是一篇散文诗，表现手法艺术性强，而且作者
的思想博大丰富，所以对初中生而言，能准确透彻地解读文
本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学

生

分

析经过一学期的结构化预习，学生对本文预习较好，课堂讨
论展示的方法已熟练掌握，学生学习的兴趣较高。但还需要
老师的指导。特别是对散文诗的理解。

设

计

理

念

散文诗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教学这类文章应
追求诗的灵性飘逸与思的深邃宽广的融合，要既有字词句篇
的感知品味，又有互文阅读、自主探究的深思熟虑。一、带
领学生朗读，感受文章的语言美。二、让学生分别找出描写
南方的雪与北方的雪的句子，体会它们的不同含义。三、鲁
迅曾说过他的哲学全部在《野草》里面，让学生目前去理解
《野草》还有些困难，但可以挑出《野草》中描写自然景致
的几篇，如《秋夜》《好的故事》《腊叶》等，让学生感受
自然描写中写实与象征的不同。



教

学

目

标知识与技能：1、理解、积累“博识、美艳、消释、升腾”
等词语。

2、把握课文的语境和作者的思路。

过程与方法：1、反复诵读，领会本文内涵丰富、清新优美的
语言。2、感悟章内容，品析文中的两幅雪景图，理解作者的
情感逻辑情感目标体察作者博大的胸襟和坚强的斗志，培养
初步的自然观上和艺术欣赏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和感悟鲁迅先生的审美情趣，玩
强斗志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拼搏进取
的人生态度。

重

点

、

难

点

重点:诵读，体会文章的语言美；品析两幅雪景图。

难点：体会文章的深邃寓意。

关



键

问

题1、作者怎样描写江南雪的？

2、.作者又是怎样描写朔方雪的？感觉朔方的雪是一个怎样
的形象？

3、作者对江南的雪，朔方的雪感情态度是什么样的？

教

学

准

备1、教师：导读单、训练拓展单。（后附）

2、学生：课前进行结构化预习。

教学过程设计

课时第一课时课型问题生成课

教学环节时间教学内容教师行为期望的学生行为

一、导入新课

二检查、反馈

三、指导朗读

3



分

钟

7

分

钟

10

分

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洁白精灵寒中飞，
雨落横山漫天扬。”大家猜一猜，这指的是哪一种自然现象？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鲁迅颇富诗情的《雪》，去欣赏美景，
更有他那博大的胸襟。（板书课题，作者）

检查导读单完成情况。

朗读，整体感知。

激趣导入新课，板书课题和作者。

1、听取组长的汇报。

2、抽查。

3、指导解决存在问题。

要求学生读课文。重点朗读。

仔细聆听，进入创设意境。



1、各小组长汇报本组完成情况。

2、学生纠错。

1、处理字词

2、准备复述文章。

四、问题生成

五、课堂总结20

分

钟

5

分

钟整理预习过程中的疑难，生成问题

总结归纳本课时知识点。指导各小组整理、归纳，生成问题。

教师引导学生归纳整理。生成有价值的问题。

整理本课知识点。

课时第二课时课型问题解决课

教学环节时间教学内容教师行为期望的学生行为

一、合作探究

二、展示评价



10

分

钟

5

分

钟探究生成的问题。

小组展示讨论结果，师生评价。

指导学生小组就生成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指导学生展示交流，并作出评价。（在这篇优美的散文诗中，
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两幅各具特点的图景，江南雪的滋润美艳，
朔方雪的蓬勃奋飞，让我们领略雪这一纯洁自然之物的独特
风采，另外散文诗灵活的形式，优美的语言，也让我们陶醉。
所以同学们课下加强朗诵，将自己喜欢的段落摘抄下来，并
有感情地背诵。）小组成员明确分工，深入讨论，广泛交流，
达成共识。

1、小组代表板书、讲解本组讨论结果。

2、认真记好笔记，质疑、评价。

三、训练巩固

四、总结反思

五、布置作业课堂训练，巩固所学知识。

教师课堂总结。



完成《拓展单》巡视、指导学生完成《训练单》并做出评价。

同学们，雪是雨的精魂，雪是春天的使者，雪象征着纯洁，
雪象征着刚毅，雪是奉献者的化身，雪是挑战冷酷的斗士。
心灵的冬季有雪相伴，你的心田，定会纯洁滋润，你的心音
定会铿锵悦耳，你的心房定会宽阔坦荡。

提出具体要求。1、学生自主完成，疑难习题小组合作完成。

2、小组检查、评价。

学生从中获得人生的启示。

独立、认真完成。

板书

设计

雪

江南的雪：滋润美艳朔方的雪：如粉，如沙

(抒发渴望美好生活的理想)(赞颂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品格)

对比

(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教学

反思

李海峰



[《雪》学案设计(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读本课生字生词。

2、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教育。

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读本课生字生词。

2、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教育。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教育。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1、（激趣导入）在括号里填上“”、“”、或“=”

182589（）9845（）36

有一位同学却得出0〉60，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
文中去找出答案。

2、板书课题《妈妈的账单》

二、明确学习目标



三、学习自学指导，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

(一)、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学习要求

1、正确地朗读课文，画出生字生词，画出不懂的地方。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并指导。

3、检查自学情况。

（1）读生字。

账单收款报酬怦怦直跳蹑手蹑脚如愿以偿小心翼翼羞愧万分

（2）、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

（二）、再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学习要求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并指导。

3、检查自学情况。

（1）找出两份账单，有什么不同？

（2）谁对？为什么？

（3）你有什么感想？

四、当堂训练

谈一谈自己帮助父母做过些什么事，当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你怎样评价当时的做法？

五、反思总结。

同学们，这节课你又懂得了什么？

六、板书设计：

20、*妈妈的账单

儿子--按劳取酬（60）羞愧万分

母爱的无价与无私

妈妈--默默付出（0芬尼）慈爱、原谅、不求回报

0（母爱的无价与无私）60芬尼

[妈妈的账单教案教学设计(人教新课标四年级下册)]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六

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的数学广角主要是渗透有关植树问题的思想方法。
它通过生活中常见实际问题，让学生发现规律，抽取出植树
问题的数学模型，再用来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本课时是本
单元的第2课时，是探讨关于一条线段并且两端都不栽的情况。

“两端都不栽”与“两端都栽”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可以
借助线段图帮助学生建立两者的表象，再正确建立数学模型。

教学目标

1、建立“树的棵数=间隔数-1”的数学模型；能利用数学模



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规律，建立模型，应用模型，建
立初步的解决植树问题的思想方法。

3、体会数学模型的生活意义与作用，体验到学习的`喜悦。

学习重点：建立“树的棵数=间隔数-1”的数学模型。

学习难点：“两端都不栽”与“两端都栽”有什么联系与区
别。

预设过程

一、复习两端都栽

在一条12路的一侧种树(两端都种)，每2米种一棵，共需种几
棵？

1、揭题：植树问题。

2、呈现问题，请学生解决。新课标第一网

3、反馈解法，强调“两端都种”与“间隔数+1”。

二、研究两端都不栽

在一条12路的一侧种树(两端都不种)，每2米种一棵，共需种
几棵？

1、提出研究课题：要是两端都不种呢？

2、呈现问题，请学生思考后试解。

3、反馈解法，强调“两端都不种”与“间隔数-1”。



4、比较：“两端都种”与“两端都不种”有什么不同？

三、练习

1、画示意图，完成p118例2，注意“两端都不种”与“两旁
都种”。

2、画示意图，完成做一做1，注意“两端都种”与“两旁都
种”。

3、画示意图，完成做一做2，发现“锯的次数=段数-1”。

4、完成补充题，知道“四层楼三个间隔”。

四、总结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朗读中感受洪水的危急、肆虐。在品读课文中感受老汉的
“如山”形象。

教学重点：在品读课文中感受老汉的如山形象。

教学难点：理解“桥”的象征意义。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设计：

一、引入：孩子们，请静下心来，静静地看老师写，板书
《桥》。读读课题。



师：有一个小村庄，曾有过一座窄窄的木桥，它陪着人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这样平静地过了许多年。可是有一天
黎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这一切都改变了。这究竟是
一场什么灾难呢？孩子们，你们都预习了课文，能告诉我吗？
（山洪暴发了。）

二、教学新课：

（一）、朗读课文，感受洪水的危急

生读课文后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1：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
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2）、男生读读这个句子，想想：山洪像什么？山洪像怎样
的野马？山洪像一匹受惊的野马吗？（三个问题层层递进，
让学生能真实地感受到山洪的可怕）。

师：这样一群受惊的野马，它们桀骜不驯，力大无穷。读读
这句话，想想，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场面？（让学生想象，
感受万马奔腾、浩荡而来的场面，从而感受洪水的可怕。）

（3）、齐读这个句子，理解“势不可当”的意思。

师：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了山洪的可怕，还有哪些句子也写
出了山洪的可怕？

生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2：近一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

（1）、师：一米高有多高？大家比一比，估计在你身体的哪
个部位？（生纷纷用手在自已的身上比划后得出结论。）



（2）、师：“跳舞”这个词多美！但在这里，我们的感受是
怎样的呢？(可怕，恐怖)，因为洪水跳得是“死亡之舞”啊！

（3）、指名读这个句子，相机指导朗读。将“一米高”
和“跳舞”这两个词略重读。

师：课文中还有哪些句子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洪水的可怕？

生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3：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

生齐读这个句子，师：读着这个句子，你仿佛听到了什么？
谁在笑？在怎样的笑？（得意、猖狂、）

课件出示这三个句子，自由读读这三个句子，想想它们之间
有什么联系？应该怎样读？可以讨论。（洪水越来越近，情
况越来越危急。在朗读时语气要由轻到重，语速要由慢到快。
）学生汇报后，指导朗读。

（二）、品读课文，感受老汉的“如山”形象

师：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谁出现了？（老汉）。

师：这是一位怎样的老汉？孩子们，快速默读课文，勾画出
文中描写老汉的句子，把你的感受批在旁边。可以写一个词
语，也可以是一个短句。

生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a：老汉清瘦的脸上淌着雨水。他不说话，盯着
乱哄哄的人群，他像一座山。

（1）、咱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句子，你读出了什么？（镇静、



从容）

（2）、从哪些词语中可以感受到老汉的从容、镇静？（不说
话、盯着）

（3）、创设情境朗读：

a：师：倾盆大雨中，面对你拥我挤的人群，生接读：老汉不
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群，他像一座山。

b：师：山洪咆哮，死神一步步逼近，面对疯了似的人群，生
接读：老汉不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群，他像一座山。

c：师：窄窄的木桥，跌跌撞撞蜂拥而来的人群，面对随时可
能发生的危险，生接读：老汉不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群，
他像一座山。

师：此时此刻，我想你们一定明白了这样一位清瘦的老汉为
什么像一座山，他是一座什么山？（人们的靠山）

生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b：老汉沙哑地喊话：“桥窄！排成一队，不要
挤！党员排在后边！”

（1）、咱们一起读读这句话，然后我请你们来说说你读出了
什么？生汇报。

（2）、孩子们，看看这句话，短短十几个字用了三个感叹号！
老汉的声音虽然是沙哑的，但却是铿锵有力的！想想，我们
在读这句话时应该怎样读？（指导学生读时语速可稍慢一点，
语气要有力！）

生汇报。



课件出示句子c：老汉突然冲上前，从队伍里揪出一个小伙子，
吼道：“你还算是个党员吗？排到后面去！”老汉凶得像只
豹子。

（1）、孩子们，咱们来猜一猜，老汉为什么要单单把小伙子
揪出来呢？

生汇报：a：因为他是老汉的儿子。师：你从哪儿知道的？孩子，
你可真会读书，你真正读懂了这篇课文。

b：小伙子是个共产党员。师：对，小伙子是个共产党员，他
可能排在了什么地方？

（2）、师：小伙子不光是老汉的儿子，他更是一位共产党员。
所以老汉把他揪了出来，让他排到了后面！就这样，村子里
的其它人都安全地撤离了，只剩下了老汉和小伙子。此时此
刻，你认为这是一位怎样的老汉？（大公无私、顾全大局、
不徇私情……）

生汇报：狠心的父亲。

生汇报：不称职的父亲。

……

生汇报，师相机指导。

师：是啊，当村子里的其他人都安全了，只有老汉和儿子时，
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平凡的父亲。他和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
一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他比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
活下来。这就是“父爱如山”。

过渡：村民安全地撤离了，小伙子被洪水吞没了，老汉也在
洪水中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三）、感受“桥”的深刻含义

（1）、音乐响起，孩子配乐读最后几段。

生讨论后汇报。

（2）、这篇课文以《桥》为题，你认为“桥”仅仅是指那座
窄窄的小木桥吗？

小结：是啊，桥不仅仅是那座小木桥，它更是老汉用自己的
生命为村民搭建的生命桥、希望桥。

三、板书设计：

老汉

村民桥小伙子

[《桥》教案教学设计(人教新课标五年级下册)]

文档为doc格式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八

一.教学目标：

1.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培养学生热爱乡村生活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乡下人家》。

3.课堂小练笔乡下人家的冬天。

4.积累好词好句。

二.教学重、难点：



感受乡下人家诗情画意的生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教学过程：

1.引入新课：

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认识一个作家，他叫陈醉云，他
会带着我们走进诗情画意的乡村，这里柳枝摇曳、流水潺潺、
野花遍地、果实满园。如果说繁华的都市带给我们的是喧闹
与嘈杂，那乡村生活的美好就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这节课
让我们跟随陈醉云走进乡村生活，走进这平凡的农家小院，
去领略田园生活的美好。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呆会告诉
老师乡下人家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师：谁说说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师：喜欢它吗？作者的感受和你一样吗？他是怎样说的？

生：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
特、迷人的风景。

师：那作者写了哪些独特、迷人的风景呢？一人说一个。
（屋前搭瓜架、门前种鲜花、屋后春笋冒、院里鸡觅食、河
中鸭嬉戏、门前吃晚饭、夜静催眠曲）

师：就是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乡下人家：长藤绿叶瓜架，春
雨竹笋鲜花，雄鸡悠闲自在，小桥流水戏鸭，夕阳鸟儿如画，
纺织娘轻吟唱。你还等什么呢，选中你最喜欢的画面，尽情
发挥吧，呆会把它美美地读给同学们听听。

2.讲授画面：屋前搭瓜架

师：哪位同学被屋前的瓜架给吸引了？请你读出来给同学们
听听。（生读）



师：老师想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读呢？

生：因为我被这样的景色迷住了。

师：讲得真好！同学们，听了这么入情的朗读，你似乎看到
了什么？

师：那你能用朗读把生气勃勃表现出来吗？（叫几个学生）

师：作者为什么说这些生气勃勃的小家伙构成了一道别有风
趣的装饰呢？（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谈谈）

师：你知道作者为什么会说可爱多了吗？

师：现在让我们用朗读来把乡下人家的可爱表现出来吧。

3.讲授画面：门前种鲜花

师：当然对于一些享受诗情画意生活的人来说，在屋前搭一
个瓜架是不够的聪明的你找找还有什么？（花）

师：谁被这些花给陶醉了？你来读读，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想
象画面。（生读）

师：你会用哪些词来形容眼前的景色呢？（五彩缤纷、花枝
招展、百花齐放……）

师：那作者为什么还要说“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呢？你想
它们会长在哪里？对，它们不象城市里的花有漂亮的花瓶来
衬托，有美丽的礼纸来包装，农村的花是那样的简单，那样
的朴素，但朴素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往往是最美的。瞧！
（出示图片）它们开得多欢啊，我们一起美美地读读吧！

4.讲授画面：屋后春笋冒



师：一年四季有花相伴，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高兴吗？但有
些人家还不满足，看！屋后那片是什么？（竹）

师读描写竹的几句话。

师：同学们，你们听到什么了吗？这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生机勃勃、春意昂然……）

师：哪里看出来的？（绿绿的浓阴、成群、探……）

师：这个“探”字让你联想到什么了？

（出示文字）

师：你能边读边做做这个动作吗？

师：多可爱的一群小笋芽啊，告诉老师你探出头来想干什么？
你用充满好奇/调皮地读读

（出示图片）

师：于是它们不停地往外冒，多富有情趣的一幅画面啊！我
们一起读读。

5.讲授画面：门前吃晚饭

师：植物们生气勃勃，富有情趣，动物们也不甘示弱，雄鸡
悠闲自在，小桥流水戏鸭，快和你的同桌去看看那是一群怎
样的动物。

生读

师：眼睛真亮！但是老师想问问你，这么美的景色，你要怎
么去欣赏呢？再试试怎么样？



师：如果你从这儿经过，会发生一些什么小插曲呢？发挥你
的想象力。（邀请吃饭）

师：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很好客呢？哪里看出来的？

师：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读）

6.讲授画面：夜静催眠曲

师：那么热情的乡下人，那么美丽的景色，你会犹豫吗？要
是加上一段美妙的音乐，我想你会留得更完些，你听--（音
乐：催眠曲）

师：这样的音乐让你联想到了什么？（宁静、恬静的画面）

师：课文哪里描写了这幅画面，你能用朗读把宁静的感觉读
出来吗？（多叫几个学生朗读）

7.课堂小练笔：描写乡下人家的冬天

师：同学们，你觉得乡下的秋天是怎样的？夏天呢？春天呢？
冬天呢？很遗憾作者没有写冬天，那么你想象中乡下的冬天
是怎样的？（出示图片）其实乡下的冬天也很美，你能把它
写下来吗？老师的图片仅供参考，同学们可以大胆想象。

交流

8.课文总结

师：有了同学们这一幅冬景图啊，现在我们真可以大胆地说-
-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
迷人的风景。

师：但是同学们，你们只感受到了乡下人家的景色美吗？
（山美，水美，人更美！）



9.课外延伸：积累好词好句

师：其实不光我们和作者有这种感受，很多有名无名的作者
诗人都曾用优美的词句来描绘乡下人家，你们看，这里就有
一位（出示诗歌），请同学们自由地读读诗歌，如果愿意的
话，可以把诗歌和课文中的好词好句记到本子中去，积累起
来。（音乐）

[乡下人家教案教学设计(人教新课标四年级下册)]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九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植物爬山虎的特点;

(2)学习作者善于观察及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方法;

(3)背诵课文三、四自然段。

2、技能目标

(1)培养学生深入、细致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能力;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对家乡、对大自然的热爱。

二、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分析

1、教学分析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爬山虎叶子、爬山虎“脚”的的形状和特
点，以及怎样用“脚”来“爬行”，启发学生深入、细致地
观察周围事物。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爬山虎生长的地方;第二部
分介绍爬山虎叶子的特点;第三部分介绍爬山虎“脚”的特点。

2、教学重点、难点及相应对策

(1)重点：认识爬山虎“脚”的特点。在教学中，通过对实物
的观察，直观感受，突出重点。

(2)难点：理解爬山虎“脚”的生长过程和变化特点。利用课
件了解爬山虎的生长过程，课件动态演示爬山虎是怎样一脚
一脚往上爬的，以及爬山虎“脚”的变化特点，从而突破难
点。

三、教学对象分析

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观察方法，具备了一定的观
察能力。学生第一次接触爬山虎，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
课堂上异常活跃，肯动脑筋，但缺乏深入、细致的观察，且
大多数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弱于形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达滞后
于直观感受。本课教学内容有益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深入、
细致的观察习惯和能力。首先，学生对爬山虎这一植物的命
名会倍感兴趣，有助于诱发观察的欲望;其次，在表达方式上，
本文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形象生动，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认识规律;再者，课文在描写上细致入微，有助于学生阅读
和观察。

四、教学策略及教学设计

1、虽然爬山虎到处可见，但学生尚未留心，更谈不上深入细
致的观察。让学生动手采摘实物并带到课堂，这样，就可以



亲眼目睹爬山虎的“脚”的形状像树枝，细得像头发丝，每
一根的头上有一个小圆片，长的位置是在叶柄的反面，教师
采用简笔画让学生理解“反面”一词，了解到爬山虎“脚”
的位置，进而观察到爬山虎“脚”的颜色，枯萎后“脚”的
形状，以及爬山虎的嫩叶等等，以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观
察习惯。

2、爬山虎的“脚”是怎样一脚一脚爬上墙的，与其生长规律
有密切联系。有必要采取课件演示，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了
解到爬山虎的生长过程，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3、通过课堂练习，让学生学习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方法。

4、采用情景教学法，激发学生对家乡、对大自然的热爱。

5、让学生动手协作粘贴，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
培养动脑动手的能力和相互协作的精神。

五、教学媒体设计

1、爬山虎虽然是一种藤本植物，但学生由于缺少观察并不了
解，有必要通过实物，让学生对此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2、利用课件讲读第四自然`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清
楚地认识爬山虎“脚”的特点。

3、由于作者深入、细致地观察，描绘了“一墙美丽的爬山
虎”，但对爬山虎的生长过程的认识，还需要课件的动态演
示，让学生真切地看到爬山虎是怎样一脚一脚地爬上墙的。

4、课件定格特写配合实物观察，让学生对爬山虎“脚”的变
化有一个整体和对比感受。



5、通过课件展示家乡美丽的爬山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
能力，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家乡的热爱。

六、教学过程设计

(一)以疑激趣，导入新课

1、齐读课题：爬山虎的脚。

2、学生针对课文内容提出自己最想了解的问题。

3、教师归纳(板书：样子、怎么爬、变化)

4、老师提出有关写法的问题，课件出示：

课文围绕爬山虎的脚，先讲了()再讲了()，最后讲了()。课
文三、四、五自然段分别回答了这些问题。

(二)探究问题，深入学习

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三自然段，其余思考：爬山虎的脚到底是什么样
子?

2、观察实物(学生自由发言)告诉老师，你们发现了什么?

3、观察实物并讨论：爬山虎的“脚”是什么颜色?长在什么
地方?是什么形状?

4、教师用简笔画勾勒出爬山虎的茎、叶、脚，加以小结。

5、复述第三自然段。

学习第四自然段



1、自读第四自然段，并在描写爬山虎怎样往墙上爬的句子下
面画上横线。

2、[课件演示]第四自然段前三句话。

鼠标点击第三句，指名学生朗读，问：这句话哪一个词概括
写出了爬山虎是怎么爬的?(学生回答后，教师点击鼠标，
使“一脚一脚”下出现绿色横线)

3、“爬山虎”到底是怎样向上爬的呢?在文中找出具体描写
爬山虎往上爬的动作的词。(学生回答，板书：触、巴、拉、
贴)(教师点击鼠标，使这四个动词下出现红色线条)

4、[课件演示]爬山虎“脚”的生长过程。

问：能否将四个词语交换顺序?(不能)

5、教师小结：作者就是根据爬山虎的生长规律，恰如其分地
用上动词，形象地给我们展示出了爬山虎的生长过程，可以
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多么细致。

6、讨论：能否将“一脚一脚”换成“一步一步”?(学生演示
讨论结果)

7、[课件演示]展示爬山虎一脚一脚顽强地往上爬的情景。

8、检查自学结果，理解最后比喻句。

学习第五自然段

1、我们已经了解了爬山虎脚的样子，以及怎么爬的特点。读
读第五自然段，想一想这一自然段还讲了什么?共分几层。

2、该自然段回答了哪两个问题?(板书：枯萎、牢固)



3、[课件演示]爬山虎定格特写。

从爬山虎脚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4、齐读最后一句，并理解其含义。

总结问题，升华激情

1、作者围绕爬山虎的“脚”的特点按照观察爬山虎“脚”的
顺序给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3、[课件演示]美丽的爬山虎。

请同学们根据观察，用灵巧的小手剪出爬山虎美丽的叶片贴
在墙壁上。

4、教师总结：鼓励大家亲手种植一棵爬山虎，美化家园，美
化生活。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教案篇十

学习目标：

1.认识8个生字。能借助字典和联系上下文,读懂词句的意思,
积累佳句。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说出天山景物的特
点。

3.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感受天山的美景,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预习要求：

1.标注自然段,识记注音词语。



2.朗读课文,由慢到快,至少三遍。

3.画出自己喜欢的词句,在不理解的地方作上记号,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检查预习

生：《七月的天山》

分别出示：

白缎山涧

俯视马蹄溅起

绵延离鞍白皑皑

饮马重重叠叠

无限生机五彩斑斓细碎日影

锦缎绵延五彩缤纷峭壁断崖

师：“细碎日影”特别有画面感，读读这个句子就明白意思
了。

生：太阳照在森林里，光线透在地上有斑斑点点的光，就是
细碎日影。

师：(出示与语境相关的画面)

师：(这一组词语里)请找到一组近义词。

生：“五彩缤纷”“五彩班斓”



师：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出示：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
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
闪闪的磷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的生机。

满山都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
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
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生填空后：五彩缤纷就是色彩很多，很耀眼，很绚烂的。

生：阳光照在水里，石头很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师：文章似乎是个向导，带着你游览，能看出导游线路吗?

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天山脚下------再往里走-----
天山深处

师：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课文的前面有一个提示语。

课文主要写了天山什么景象，什么特点，把自己喜欢的句子
抄写下来。

师:在不同的地方,作者分别写了哪些景物?它们有什么特点
呢?

学生静静读书，把主要的景物圈划出来，把“特点”批注出
来。

师：我们可以交流了。

根据学生回答,引导概括,随机板书：(水树花)



三、举一：进入天山

师：进入天山，作者主要写了水，这里的水是什么样的特点
呢?哪些优美的句子划出来。

生：“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
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在山脚下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
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天山的水太美了。(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师：回答得非常好，先读句子，再说特点，也可以先说特点
再读句子。

师：是作者精美的文笔展现了美景。我们再读读这些句子，
怎么会写得这么美呢?

生：作者把从峭壁断崖上泻下来的雪水比作银链，既写出了
雪水的样子，又写出了它的光亮，很生动!

生：作者还把溪流抛起的浪花比作是盛开的白莲花，浪花像
玲珑剔透的小水珠那么的美，讨人喜爱，表现了作者当时那
种喜爱之情。

四、反三：“往里走”和“走进天山深处”

学生说特点再汇报喜欢的句子和景物的特点

生5:“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
使密林显得更加幽静。”这里的特点是很安静，很安静。特
别是“只听见”这三个字。

师:抓得很准!

生6:“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就这么短短的几
个字,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了这种景象:一条长长的带子,在一座



又一座山峰下环绕,很美很美。

师:你的想象真是太丰富了。真会读书!你把“萦绕”都读活
了。

生7:“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的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五
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霞光那么耀眼,像
高空的彩虹那么绚烂。”这里把野花分别比作锦缎、霞光和
彩虹,还写出了野花的特点,让人感觉很美。

师:一连用了三个比喻,构成了一组排比句,让我们一起来读读,
感受“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生齐
读)

生:“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显得格外
精神。”这句话让我感觉到了那里的花很美,那里的花就浮现
在了我的眼前。

生:我补充。这句话让我感到花很多,都能让人浮在上面了!这
才叫“花海”。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花海吧!(出示画面)

师:马矫健,人精神。用词富于变化,值得学习。再读!(生读)

五、语句积累，摘抄句子

师：这么多美妙的句子，选择其中一两处最快的速度背诵出
来。

学生背诵后检查背诵。

师：我们背诵的语言可以积极运用，这天山的美景其实在我
们的校园、安公园和柏林寺里也有。



可以改编或者直接运用背诵的句子。师友互相说说后再全班
发言。

柏林寺里的柏树()

校园里的松树()

校园里(公园里)的花，五彩缤纷像()

安济广场的喷泉像()

生：那条小河清澈见底，里面的小鱼快乐地自由自在地玩耍，
给桃李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生：公园里，花儿绽放，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
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六、收获

1、修辞方法表现美2、移步换景

生：塔松

板书：进入雪峰：高大白

水：急清生机

往里走森林：密静绿美不胜收

深处野花：高艳多

[七月的天山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