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语文四下教学目标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下册语文教学目标总体目标

ー、识字写字

1 .研究汉字产生浓厚的兴趣,养成主动识字的惯。

2 .认识常用汉字250个,会写常用汉字250个。

3 .能掌握正确的运笔方法,用硬笔书写成段文字,做到书 

写美观。4.写字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惯。

二、阅读

1 .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能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3 .阅读时能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

4 .能初步了解现代诗的ー些特点,体会诗歌的情感。

5 .能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

6 .研究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

7 .能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

8 .感受童话的奇妙,体会人物真善美的形象。

9 .诵读优秀古诗文,能借助注释了解古诗文大意。

10 .能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语段以及在课外阅读 

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



n.养成读书看报的惯,收藏图书材料,乐于与同学交换。

课外浏览总量不少于io万字。

三、作

1.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作的自信心,愿意与他人分享作的 

快乐。2.观察周围世界,能不拘形式的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

3 .能发挥想象,写一种神奇的事物并新编故事。

4 .尝试在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

5 .能自己修改和互相修改作中存在的问题,养成修改的惯。 

四、ロ语交际

1 .能在生活直达述事情。

2 .能准确传达信息,清楚、连贯地讲述。

3 .能根据讨论目的,记录重要信息,并分类整理,有条理 

地汇报。4.能根据对象和目的进行自我介绍。

五、综合性研究

1 .能依照需要搜集材料,初步进修整理材料的办法。

2 .能协作编小诗集。

3 .能在教师的帮助下举办诗歌朗诵会。

各单元教学目标

第一单元乡村生活



,单元说明

本单元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编排了《古诗词三首》、 

《乡下人家》、《天窗》、《三月桃花水》四篇课文。《古诗 

词三首》精选了 XXX, XXX, XXX的诗词。《乡下人家》描 

绘了农家不同时节独特、迷人的景致。《天窗》则写了乡村儿 

童从天窗中获得想象的乐趣。《三月桃花水》是略读课文,展 

现了乡村田野的明丽春光。这四篇课文编排在ー起,从不同角 

度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多彩,让人感受到乡村生活的淳朴、独特 

与美好。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抓住枢纽语句,体会课文表达的头 

脑感情”,提示了学生浏览课文体会情绪的办法,““初步强调 

了教师教学时应把握好教学目标的度。为了落实这ー语文要素, 

本单元的选文在内容上贴近学生的认知经验,便于学生理解和 

想象。所选文章情绪表达是比较明显的,为学生“初步体会头 

脑感情”提供了支架:《乡下人家》借助泡泡点名抓结尾处枢 

纽句来体会课文情绪;《天窗》除了用课后练点明去理解结尾 

的枢纽句,还借助泡泡点明浏览时也需关注并理解藏在课文中 

间的枢纽句;《三月桃花水》引导学生迁移运用抓枢纽句,体 

会情绪的浏览办法。“交换平台”则启发学生比较课文枢纽语句 

的表达,梳理初步体会课文头脑感情的浏览办法。



本单元教学需要注意这样ー些问题。

第一,“抓枢纽语句,初步体会头脑感情”,要联系上下文 

语境。三篇精读课文中的枢纽语句,固然教材做了提示,但还 

应关联上下文理解其含义。枢纽语句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能帮 

助学生理解主要内容,体会头脑感情的语句都可以是枢纽语句, 

教材只是提供了枢纽语句的ー些示例,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 

不宜机械的就枢纽语句的观点,也不宜将个人解读强加于学生, 

需尊重学生的浏览体验,在实践中逐步促进对枢纽语句的理解, 

走进文本的情绪世界。

第二,要努力丰富学生浏览过程中的感受。村落生活和景 

致关于农村孩子来说,熟悉寻常需要注重变更他们的生活积聚, 

激起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关于城市孩子来说会有些陌生,要从 

平凡的村落生活中体会其中的乐趣并不容易,教学中,在指导 

学生进入文本情境中想象作者眼中的画面,丰富学生对村落生 

活的感受,使其产生热爱与神往之情。在引导学生感受的过程 

中,要有发展学生语言和思惟的熟悉。不仅要引导学生“体会 

情绪”,也要指导学生尝试“表达感受”。

第三,本单元课文语言优美,很适合积累。教学时需发挥 

学生主动性,引导学生在朗读、品味、抄写中感受课文生动优 

美的语言,自觉主动地得语言,积累语言,培养语感。



二、教学要点

分类内容

课文古诗词

三首

乡下人

教学要点

1 .认识20个生字,读准2个多音字,会写40个字, 

会写26个词语。

2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能背诵和默写指定的课文。

家

天窗

三月桃

花水

口语

交际

作我的乐

园

转述

3 .能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4 .积聚本单元课文中生动形象的句子,能想象体会



句中的画面和情景。

1 .能认真倾听,借助别人话语的要点,并准确转述。

2 .能读懂书面通知要求,根据对象进行转述。

1 .回忆自己的生活乐园,借助表格提示写清楚乐园 

的样子和在乐园中的活动,表达自己快乐的感受。

2 .依照要求与同学交换作,分享作表达的快乐。语文 

园地

交流平

厶

词句段

运用

日积月

累

1 .了解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 

情的方法。

2 .联系语境,展幵联想,选择词语说ー说乡村或城 

市生活。

3 .看图选择风景,仿照例句写ー写。

4 .朗读并积聚XXX的词《卜算子.咏梅》。



第二单元

ー、单元说明

本单元编排的《琥珀》、《飞向蓝天的恐龙》,《纳米技 

术就在我们身边》、《千年梦圆在今朝》四篇课文与自然、科 

技有关。《琥珀》的作者根据琥珀的样子,展开合理的想象, 

重点推测了它的形成过程。《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向我 

们介绍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文中展示了保存有羽毛的 

恐龙化石证据,介绍了恐龙的鸟类的演化过程。《纳米技术就 

在我们》身边介绍了纳米技术的含义及其应用。《千年梦圆在 

今朝》记述了中华民族追寻飞天梦的历程。这些课文可以培养 

学生的科学兴趣,激发想象力、创造カ。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阅读时能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 

解决”,主要基于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阅读时尝试从不同角度 

去思考,提出自己的问题’‘在阅读策略上的进ー步发展,旨在 

增强学生主动提问的意识,养成阅读时积极思考、主动解决问 

题的良好惯。在提问题的基础上,本单元和提出了“试着解决” 

的进ー步要求。围绕语文要素,本单元三篇课文的课后都有 

“提问题并解决”的要求:《琥珀》的课后给出了提出不懂的问 

题的示范举例,紧承四年级上册“提出问题”的语文要素,进ー 

步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飞向蓝天的恐龙》课后要求写下“不 



懂的问题”,继续引导学生记录、梳理问题;《纳米技术就在 

我们身边》,课后要求“和同学交流”,给出了解决问题的ー种 

方式。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台”栏目,还总结了解决问题的三 

种方法。

本单元的作是“展开奇思妙想,写ー写自己想发明的东西”, 

引导学生用文字描述心中所想,既符合儿童富于想象的心理特 

点,又能激发他们发明创造的兴趣。研究本单元的课文离不开 

大胆的想象,教师可以激活学生的想象カ,打开学生思路,为 

本次作做铺垫。

本单元教学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本单元四篇课文的教学要围绕语文要素,继续强化 

学生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提出问题,提 

出ー些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并能记录、梳理问题。这四篇课文 

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方面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琥珀》ー 

课要求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飞向蓝天的恐龙》要求 

写下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要求学生提出问题并和同学交流；《千年梦圆在今朝》要求学 

生查阅资料解决问题。教学时,要关注的不同的要求,并有所 

侧重。当然,不是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教学时要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意识,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此外,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只在本单元强调,而是可以贯穿到学 

生语文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出现在任何合适的地方。

第二,研究本单元的课文,一方面要让学生理解文中介绍 

的科学内容,这可以借助课后的题,如,说说琥珀的形成过程, 

当解说员简明扼要介绍恐龙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结合课文和 

资料说说对相关句子的理解,在完成这些练的过程中,帮助学 

生进一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另ー方面,要引导学生关注课文 

的语言表达特色。有的课文语句生动形象,如《琥珀》ー课中 

描写小苍蝇、蜘蛛活动的句段。有的课文语句准确严谨,如 

《飞向蓝天的恐龙》中,“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全面揭示这ー历 

史进程”等句子。

二、教学要点

分类内容

课文琥珀

教学要点

1.认识43个生字,读准2个多音字,会写45个

飞向蓝天的字,会写45个词语。

恐龙2.能提出问题,并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解决问

纳米技术就题。

在我们身边3.能理解并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千年梦圆在4.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发展。

今朝

口语说新闻

交际

1 .能讲述ー则新闻,准确传达信息。

2 .能把新闻说的清楚、连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作我的 

奇思妙1.发挥想象,写出想要创造的事物。

想2.能够借助图示,清楚地介绍自己要发明的东

西。

3 .能依照他人的建议修改作。

语文交流平台

园地

1.梳理、总结遇到不懂的问题时,解决问题的方

法。

识字加油站2.认识“宾、吉”等12个生字。

3 .理解ー些词汇的新含义,并能积累一些具有新

词句段运用含义的词汇。

日积月累

4 .能够运用作比较的方法,介绍ー种事物。



朗读、背诵《江畔独步寻花》。

快乐读书吧产生阅读科普作品的兴趣,能提出不懂的问题, 

并运用多种办法解决。

第三单元综合性进修轻叩诗歌大门

ー、单元说明

诗歌是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叩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本单元选编了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四篇中外现代诗歌作品,有 

XXX的三首短诗、XXX的《绿》、苏联诗人XXX的《白桦》 

和XXX的《在天晴了的时候》。虽然现在是在教材中并非第 

一次出现,但以往都是以单篇课文的形式,此次以单元整组编 

排的形式呈现,旨在引导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初步 

了解现代诗的ー些特点,体会诗歌的情感。

本单元教材从整体上进行了设计:四篇课文以学生熟悉的 

“母亲’‘和“自然’‘为中心意象,展现了现代诗饱含情感、想象丰 

富、语言表达独特等特点;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台”,对现代 

诗的这些基本特点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帮助学生将零散模糊的 

认知清晰化,使其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朗读是感受诗 

歌特点,体会诗歌情感的主要方式,本单元精读课文的课后练 

和略读课文的“阅读提示''均设置了朗读诗歌的要求,综合性研 



究中还以小贴士的方式提示了朗读诗歌的基本要求,以帮助学 

生通过朗读更好地体会诗歌情感。

等单元安排了一次综合性进修活动,主题是“轻扣诗歌大 

门”,要求“依照需要搜集材料,初步进修整理材料的办法”， 

这是对三年级下册综合性进修单元语文要素“搜集传统节日的 

材料”的巩固和提升。本单元的综合性进修活动依托课文进修 

开展,与浏览教学相辅相成分步推进:《短诗三首》课后的 

“活动提示”是本次综合性进修的启动阶段,要求学生从多种途 

径搜集喜欢的诗歌,做ー个摘抄本;《白桦》课后的“活动提 

示”是本次综合性进修的推进阶段,要求学生试着写诗,表达 

出自己的感受;“综合性进修”是本次综合性进修的成果展现阶 

段,要求学生进ー步依照需要整理材料,并通过协作编诗集、 

办诗歌朗诵会等方式,展现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成果。

本单元教学需要注意的ー些问题。

一是把握当代诗歌教学的度。教材的要求仅仅是“初步了 

解”,所以不要对诗歌中的意象过度解读,不要过多探究诗歌 

的表现手法,关于诗歌的常识不要过度拓展,独特的语言表达 

不要过多分析理解,不应呈现过于学术,化成人化的讲解评析, 

教学要贴近儿童的观赏水平。



二是要把握现在诗歌教学的特点。现代诗不同于散文,其 

语言及语言形式没有严密的逻辑性,所以现代诗歌教学要区别 

于散文教学,一定不要逐句讲解和分析。教学时,教师一方面 

要重视朗读,通过反复朗读,引导学生感受诗歌的韵味和语言 

表达的独特,体会诗歌蕴含的丰富情感;另一方面要重视展开 

想象,不要以自己的认知局限学生的想象カ,而应借助学生的 

想象,增强诗歌的感染カ,从而引导学生入情入境。

三是要关注综合性进修的整体推进。本次综合性进修活动 

承接三年级下册的综合性进修“中华传统文明”,尽管学生此前 

已初步具备查找材料,协作交换等方面的经验,但因为研讨内 

容和详细活动的变化,且本次综合性进修在三年级“搜集材料” 

的基础上,提出了“初步整理材料”的要求,所以在整个实施过 

程中,要重视教给学生整理材料的ー些办法,并围绕活动提示 

及要求整体规划,适时指导。教师要合理规划浏览教学与课外 

书籍诗歌等活动的进程,要清晰每一次活动要求的重点,以及 

其与前一次活动的关联。教师在引导学生搜集材料时,要重在 

引导其搜集自己喜欢的当代诗歌,不要局限于哪几位诗人的作 

品,更不能因为教师喜欢某些诗人的作品而要求学生也喜欢。

可以对学生大概遇到的困难进行预设,如,搜集诗歌有哪些途 



径,搜集诗歌如何进行整理,协作编诗集时如何组织分工和安 

排进程。2、教学要点

分类内容

课文综合性研究活

教学要点

课前进修综合性进修活 

动

1 .认识19个生字, 

会写23个字,会写

17个词语。

2 .能通过朗读体会

1.能多途径收

集现代诗,与同

学交换自己收

集的诗歌。

进修动

课文短诗活动ー 

三首收集现代诗歌

活动绿

提示白桦活动二



交换搜集的现诗歌的神韵,背诵指2.能尝试创作

当代诗。与同学代诗+协作编小定课文。

诗集1

在天

晴了

的时

候

活动三

写写现代诗

3 .能借助枢纽词句,交换。

体会诗人情绪和诗

歌的神韵。

4 .能初步体会当代

诗歌的一些特点。

3 .能依照协作

编小诗集的分

工要求,对自己

搜集或自己写

的当代诗分类

整理。



综合轻叩诗歌大门

性学协作编小诗集2+诗歌

联诵会

1 .能对自己搜集的诗歌进行整理。

2 .能与同学交流自己收集或创作的小 

诗,协作编成小诗集。

3 .能和同学分工协作,举办班级诗歌 

朗诵会,用合适的语气朗读,表情、 

体态天然大方。

语文交换平台

园地

三识字加油站

词句段运用

日积月累

1 .能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梳理、总 

结当代诗歌的特点。

2 .正确认识古代诗人的名字,认识 

“屈、渊”等10个生字。

3 .能积累描写颜色的句子。

4 .能仿照示例,写短诗。



5 .能积累关于诗歌的名言,并在积累 

的过程中加深对诗歌的熟悉。

第四单元作家笔下的动物

ー、单元说明

本单元以“作家笔下的动物，，为主题编排了 XXX的《猫》、 

《母鸡》和丰XXX的《白鹅》三篇作品。《猫》ー课详尽、

生动地描述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小猫满月时的淘气可爱。《母鸡》 

描写了作者对母鸡的态度变化,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 

形象,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在白鹅这篇课文中,作者从 

叫声、步态、吃相等方面写出了白鹅的特点^高傲。在作家 

的笔下,性格古怪的猫,慈爱尽职的母鸡,高傲的白鹅,无不 

性格鲜明,可亲可爱。另外,《猫》和《白鹅》课后的“浏览 

链接”还安排了其他中外名家写动物的文章或片段,意在让学 

生进行比较浏览,体会不同作家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 

的”,这一要素在第一单元“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头脑感情”的 

基础上,又提高了要求,强调不仅要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情绪, 

还要关注作家是如何表达的。教材中课后练、语文园地的“交 

换平台”都巧妙地渗透了对表达办法的指导。《猫》一课要求 

举例说说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作者非常喜欢猫;《母鸡》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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