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部编版小学四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
元》教案 

 
第一单元教材分析 

一、单元主题：田园生活 

二、语文要素： 

1.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2.写喜爱的某个地方，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三、单元内容： 

1.三篇精读课文：《古诗词三首》、《乡下人家》、《天窗》 

2.一篇略读课文：《三月桃花水》 

3.口语交际——转述 

4.语文园地 

四、单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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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和默写指定的课文。 

3.能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4.积累本单元中生动形象的句子，能想象体会句中画面和情境。 

5.能认真倾听,记住别人话语的要点,并准转述。 

6.能读懂书面通知要求,根据对象进行转述。 

7.回忆自己的生活乐园,借助表格提示,写清楚乐团的样子和在

乐园中的活动,表达自己快乐的感受。 

五、单元重难点： 

1.会认会写本单元的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能背诵和默写指定的课文。 

3.能读懂书面通知要求,根据对象进行转述。 

4.回忆自己的生活乐园,借助表格提示,写清楚乐团的样子和在

乐园中的活动,表达自己快乐的感受。  

  六、课时安排： 

教学课题 所需课时 



《古诗词三首》 3 课时 

《乡下人家》 2 课时 

《天窗》 2 课时 

《三月桃花水》 1 课时 

口语交际 1 课时 

语文园地 2 课时 

 

1. 古诗词三首 

教材分析 

《宿新市徐公店》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作，此诗主要描写乡村田园风光。

诗中写篱落、儿童、黄蝶、菜花等景物，运用细节描写，表明诗人对大自然的

热爱之情。全诗语言清新，形象鲜明，富有情趣。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描写初夏江南的田园景

色的诗作。诗的前两句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

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形有色。诗的第三句从侧面写出了农民劳动的

情况，最后一句以动衬静，更显其静。 

《清平乐·村居》是南宋词人辛弃疾描写农村生活的词作。全词分上、下

两片，作者通过对村居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个儿子的形象刻画，给我们

展示了一幅清新秀丽、朴素恬静的农家生活画面。全词语言浅显朴素、清新淡

雅、朗朗上口。 

学习古诗词重在诵读感悟。教学中，将感性悟与理性学相结合，让学生先

自读自悟，借助文字想象诗词中的画面，联系已学诗句，明析必要文言知识，

在诵中生情，在吟中入境，定能使古诗词学习理趣并存，从而感受到古诗词语

言的魅力。 

教学目标 

1.会认 6个生字，会写 14 个生字，积累重点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宿新市徐公店》。 

3.学习借助注释的方法理解古诗词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

思。 

4.品读古诗词，激发学生对劳动人民的敬重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理解古诗词的大意，读出古诗词中蕴含的画面美。 

教学难点 
品读古诗词，领悟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激发学生对劳动人民的敬重和对

美好生活的热爱。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3 课时 

教学过程 

集体备课设计 个人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徐、篱、疏”3 个生字，会写“宿、徐、篱、疏、

蝶”5 个生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并默

写古诗。 

2.理解古诗描绘的美丽景色，想象儿童在花丛中捕蝶的快

乐，体会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看图说话。 

2.看图背诵。 

图上的景色让你想起了哪首诗？请背诵给大家听。 

（1）学生背诵《小池》： 

（2）师问写这首诗的诗人是谁？——（生接）杨万里。

（课件出示作者简介） 

   3.揭题。 

（1）认读“宿、徐”。 

（2）师问学生在哪里见过这两个字，再引出题目的意思。 

4.读诗题。 

在明确题目的意思后请把诗题读正确。（指导根据意思停

顿，读好诗题） 

二、看图初读，感知大意 

1.故事入诗。 

2.了解景物。 

自由读，杨万里在诗中写到了哪些景物，在诗中做上记号。

再看看图，说说图上有哪些景物。 

3.再读诗句，读通顺。 

三、难点理解，明析诗意 

1.这些景物分别是怎样的呢？看看图，说一说。 

（    ）的篱落      （    ）的小径       

（    ）的儿童      （    ）的蝴蝶       

（    ）的菜花      （    ）的树 

2.读诗句，说一说诗句分别是怎样描写这些景物的。 

3.再读诗句，读好节奏。 

请一位学生用“／”“||”“…”标出这首诗的节奏。（幻

灯片出示：“…”表示断开拖韵的时间短，“／”表示断开拖韵

的时间长，“||”表示断开拖韵的时间更长）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四、吟吟诵诵，进入诗境 

1.我们读着诗句，就仿佛跟随诗人杨万里欣赏到了田园风

光，请你把欣赏到的景色说给大家听。 

2.看着这样的景色，这样的情景，诗人杨万里会想些什么，

有什么感受？把你最喜爱的、最有感受的诗句读一读。 

 

 

 

 

 



3.配乐读诗。（播放古筝曲）这是诗人的感受，更是大家

的感受，请你随着音乐把诗诵读一遍，读出自己的感受。 

你能看着图吟诵给同学们听吗？（指导有感情地背诵。） 

五、创编故事，制作诗卡 

1.这首诗虽然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展现了多个镜头。你仔

细看，你能看到这个追蝶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吗？黄蝶停停歇歇

又是怎样的情景？那孩子会怎么想，怎么做？展开想象，说给

同学听。 

2.课外作业：这每一句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集故事，

请你先把诗背给爸爸妈妈听，再把诗句编成故事说一说，然后

据诗画一幅画，制作成随身可携带的“诗画卡”。 

六、学习生字，作业设计 

1.指导书写“宿、徐、篱、疏”。 

2.完成《优化设计》第一、二题。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杂”1 个生字，会写“杂、稀、蜻、蜓”4 个生

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通过看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意境，感受

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体会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导语：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宿新市徐公店》

这首古诗，我们再来一起背诵一遍，好吗？（生背诵。） 

二、揭示诗题，了解诗人 

1.引导学生正确朗读诗题，注意多音字“兴”。（明确：“兴”

在诗题中读“xìnɡ”。） 

2.解题意。 

3.了解诗人，也可展示学生资料袋中搜集到的有关“范成

大的简介”资料。 

三、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大声朗读古诗，注意要把字读准，把句读顺。 

2.再读古诗，想想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田园风光。 

3.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本诗。 

4.图文结合，理解诗意。 

（1）引导学生运用所掌握的方法理解前两句诗的意思。 

（2）仿写诗句。 

（3）品读后两句诗中的人勤。 

（4）回到整体。后两句诗的意思是： 

天长了，农民忙着在地里干活，临近中午也不回家，门前

没有人走动，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四、拓展品读，激发兴趣 



诗人范成大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通

过 60 首《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传递给世人。下面是他的另一

首田园诗，比较阅读一下。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昼出耘田①夜绩麻②，村庄儿女各当家③。 

童孙未解④供⑤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五、背诵积累，作业设计 

1.背诵诗歌。课外多读读其他田园诗，丰富自己的积累。 

2.完成《优化设计》第三、四题。 

3.针对其余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再提出问题。 

 

 

第三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锄、剥”2个生字，会写“茅、檐、翁、赖、剥” 

5 个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词作，背诵词作。  

2.通过品味“醉、亡赖”等词语，深入理解词作的意思，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首宋词，它也是描写乡村田园生

活的，它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二、学习词作，掌握方法 

1.出示《清平乐·村居》课件，引导学生理解题目，了解

词人。 

（1）理解题目。 

（2）了解词人。 

2.引导学生识记词中出现的生字词。  

（1）从读准字音、读准节奏、理解字词等方面检查学生

自读的情况。 

（2）师小结：刚才我们通过联系旧知、结合原句、分析

字理等方法，理解了一些词语的意思。今后，大家在学习古诗

文时，也可采用这样的方法。 

3.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本词。 

4.初步感知全词大意。 

5.整体感知，想象画面，品味词作情趣。 

生交流： 

A.“溪上”：看到池塘上泛着的绿意，溪水淙淙，旁边长

满了碧绿的小草。硕大的荷叶托着荷花，在风中摇曳。（引读：

这就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B.溪边：看到一对老夫妇坐在家门前闲聊。（引读：这就

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C.“溪东”：看到一亩见方的豆田上，大儿子正辛苦地劳

作。（引读：这就是——“大儿锄豆溪东”） 



6.引导发现，品析词眼，提挈全篇，深化情感。 

（1）品读、交流： 

A.品味“亡赖”。 

B.品味“醉”。 

①指名读“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②“醉”可以组什么词？（陶醉、酣醉、沉醉……） 

③除了陶醉，老两口闲暇之余喝喝酒，聊聊天，因此还有

些酒醉之意。 

A.有感情地朗读，想象老两口的心理，他们会说些什么？ 

B.学生畅谈后再读，读出温馨的感觉。 

（2）理解诗人之“醉”。 

三、吟诵含情，背诵积累 

1.师生合作。师说词意，生说词句。 

2.指名背诵。 

3.齐背诵。 

四、作业设计，巩固提升 

1.背诵并默写三首诗词； 

2.完成本课《优化设计》。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1.古诗词三首 
 

     四时田园杂兴 

     宿新市徐公店 

     清平乐.村居 

 

2.乡下人家 

教材分析 

本文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乡下人家朴素的景致、祥和的气氛、勤劳的生活，

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阅读教学要珍视

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城里的孩子生长在高楼林立的都市，对乡下生

活缺乏了解；即使是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也不一定留意到家乡的美。教学时教



师要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创设情境，让学生从字里行间感

受乡村之美。学生也要学会在读中感悟，边读边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

画面，从中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体会作者对乡村生活、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

之情。 

教学目标 

1.会认 10 个生字，会写 15 个生字，重点理解“装饰、独特、和谐”等词

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摘抄积累好词佳句。  

3.了解课文的描写顺序，学习作者通过描写和乡下人家最密切相关的景物

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法。 

4.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体会作者对乡村生活由衷的热爱。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能随文章的叙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从而感受乡

村生活的美好。 

教学难点 体会从平凡的事物、普通的场面中展现出来的乡村生活的美。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 课时 

教学过程 

集体备课设计 个人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构、冠、朴”等 10 个生字，会写“饰、蹲、凤”

等 15 个生字，正确读写“屋檐、天高地阔”等词语。  

2.朗读课文，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和描写顺序。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课件出示优美的乡村风景画，并配以舒缓的音乐，引导

学生设想自己处于那样的意境中。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检测预习 

1.大声地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教师检测字词预习情况。 

（1）出示字词，指名学生认读，注意变色的字。教师纠

正读错的字音，引导学生识记生字和词语。 

（2）重点词语释义。 

［时令］ 季节。  

［倘若、即使、若是］都是表示假设、假如、如果的意思。  

［照例］按照惯例，按照常情。   

［天高地阔］比喻天地广阔，形容空间大。 

3.学生练习书写、识记，教师巡视、纠正。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地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你在乡下人家的哪些地

 

 

 

 

 



方都看到了什么？ 

2.学生交流汇报，教师相机引导的同时进行板书。 

（1）体现时间的词语有哪些？（季节：春、夏天、秋天。

时候：白天、傍晚、夜里） 

（2）前面几处风景在什么时间可以看到？  

3.乡下人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给作者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 

4.引导学生再次快速朗读课文第1～6 自然段，用自己的

话说说文中描写了哪些场景（画面），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场景，

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示例：瓜藤攀檐图、鲜花轮绽图、雨后春笋图、鸡鸭觅食

图、院落晚餐图、月夜入梦图。  

四、课堂回顾，交流收获  

1.教师适当总结本课时教学内容，点评学生的课堂表现。 

过渡：同学们，这节课我们随作者一同走进了“乡下人家”。

通 过 诵 读 课 文 ， 我 们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词 语 ， 如 ：

__________________，知道了作者在文中是围绕文章中心句

“__________________”来写的，课文围绕这句话为我们描绘

了一幅幅美丽的、引人入胜的乡村画卷。作者在文中运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的顺序来绘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下节课，我们将走进课文的字里行间，去领略乡下人家独

特、迷人的风景，继续感受作者笔下乡村风景和语言文字的美。 

2.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收获。 

（1）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自由交流学习心得。 

（2）引导学生摘抄、积累文中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

丰富知识储备。 

五、作业设计，巩固提升 

1.正确书写本课生字。 

2.完成《优化设计》第一、二题。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熟读课文，积累文中的好词佳句。 

2.体会文中描写的乡村画面以及作者表达的情感。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1.听写词语，教师随机抽查，并小结指导。 

2.指名学生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教师过渡，导入新课。 

二、研读课文，重点探究 

引导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分板块赏读课文，同步配相

关课件展示。 

板块一：瓜架、鲜花、竹笋 



1.自由诵读课文第 1、2 自然段，找出最能体现乡下人家

独特、迷人之美的语句并做上记号，在旁边写一写自己的感受，

然后美美地读一读，在脑海中描画那美丽的画面。 

2.交流反馈，赏读文中的重点语句。 

（1）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

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

可爱多了。  

（2）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

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

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3）齐读“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你常常会看见

许多鲜嫩的笋，成群地从土里探出头来”这句话，边读边想象

画面。 

板块二：鸡、鸭 

1.指名学生读描写鸡觅食和鸭戏水的段落。思考：从他们

的朗读中你听出了什么？ 

2.正是因为作者喜爱它们，所以他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课件出示中心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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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三：吃饭、睡觉 

1.自由读第 5、6 自然段，谈谈自己了解到了什么，并体

会“天高地阔”一词描绘的场景。 

（2）引读第 6 自然段，明确中心句。 

夜幕降临，又是另一番景象——纺织娘唱起动听的歌儿，

让人们在月夜甜蜜入梦，怪不得作者要感慨——（课件出示中

心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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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读写结合，学有所获  

过渡：课文展现了乡下人家朴实、自然、和谐、充满诗意

的乡村生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热爱生活，善于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装点自己的家园、装点自己生活的美好品质。你眼里的乡

村景致或乡村生活是怎样的？请用一两段话写下来。 

例文：乡村的冬天是寒冷的。很多大人、小孩躲在暖和的

被子里香香地睡大觉，等到太阳升得老高才慢吞吞地穿衣起

床。大地失去了五彩的颜色，光秃秃的一片枯黄。河里的水也

失去了往昔的活力，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小鱼儿、小虾儿都

藏进深水里、泥土里，被寒冷吓得不敢出来。 

乡村的冬景是生机盎然的。菜园里的那片翠绿在枯黄的大

地上显得尤为醒目。白菜用它那扇子一样的叶子驱赶严寒；大

蒜舒展筋骨，在锻炼身体；白萝卜对付冬娃娃更有自己的妙招

——躲进泥土里，不怕北风吹也不怕严寒侵；空心菜像花儿一

样展示自己的美丽……远处树林里，笔直的松树依然那么葱

绿、茂盛。它们在和冬娃娃较量：看谁最坚强！ 

四、背诵积累，作业设计 



积累。 

2.完成本课《优化设计》。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3.天窗 

教材分析 

《天窗》是文学大师茅盾以自己 30 年代的童年生活为题材而写的，课文

叙述的是一个小孩子借助他家的那一方天窗，观看屋子外面的世界，并由此产

生了无穷无尽的遐想，表达了他渴望接触和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强烈愿望。作者

抓住了孩子好动爱玩的特点，利用丰富的想象，把天窗下的孩子描写得活灵活

现。全文结构清楚，充满童真童趣。小小的天窗是那么神奇，它不仅给乡下的

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乡下孩子的心灵。  

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理解本文时，要注意通过情景创设来增加学生的感

悟，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语言训练激发学生想象的兴趣，学

习文中想象的方法，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 



 

会认 3 个生字，会写 11 个生字，重点理解“慰藉、锐利、闪烁”等词

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段落。 

3.抓住“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天窗给乡下孩子

们带来的无尽遐想和无穷快乐。 

教学重点 结合课文理解为什么天窗是雨天和晚上睡觉时孩子们“唯一的慰藉”。 

教学难点 学习文中多种语言表达方法的运用，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感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 课时 

教学过程 

集体备课设计 个人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慰、藉”2 个生字和多音字“卜”，会写“锐、滩、

帐”等 11 个生字，正确读写“慰藉、扫荡、威力”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章的内容。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 出示有关“天窗”的投影片，教师提问式导入。 

同学们，喜欢玩吗？（生答喜欢玩。） 是呀，玩是每一个

孩子的天性。想象其实也是你们的优势，即使一方小小的天窗，

也会成为你们的一个好玩的世界。这就是著名作家茅盾的《天

窗》一文要告诉我们的。 

2.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检测预习 

1.介绍作者。 

2.大声地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检测字词预习情况。 

（1）出示字词，指名学生认读，注意变色的字，教师纠

正读错的字音。 

蝠”都是虫字旁，第五笔是提；“霸”上部是“雨”，不要

写成“西”。 

（2）重点词语释义。  

［慰藉］ 安慰。 

［卜落卜落］  象声词。形容物件连续着地的碎响。  

［闪闪烁烁］（光亮）动摇不定，忽明忽暗。  

4.学生练习书写、识记，教师巡视、纠正。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一想：每段各讲什么？可以合并

成几部分？ 

 

 

 

 

 



～3 自然段）：写天窗的来历。 

第二部分（第 4～7 自然段）：写天窗的作用。 

第三部分（第 8 自然段）：写天窗的神奇。 

2.研读课文第 1～3 自然段，思考、讨论交流。 

（1）和城里的房子相比，乡下的房子有什么不同？ 

明确：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 

（2）乡下人为什么要开天窗？请同学们找一找相关句子

来读一读。    

（3）小结天窗的作用：a.使黑的屋子里有光线；b.能挡大

风大雨。 

四、课堂回顾，交流收获 

1.教师总结本课时教学内容，点评学生的课堂表现。 

2.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收获。 

（1）自由交流并积累学习方法。 

（2）摘抄、积累文中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 

五、作业设计，巩固提升 

1.正确书写本课生字。 

2.完成《优化设计》第一、二题。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天窗给乡下孩子们带来的无尽遐想

和无穷快乐。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1.听写词语，检查学生的字、词掌握情况。 

慰藉  扫荡  威力  锐利  河滩  帐子  闪烁 

奇幻  蝙蝠  霸气  猫头鹰  复杂  卜落卜落 

2.指名学生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教师过渡，导入新课。 

二、研读课文，重点探究 

1.自由读第 4～7 自然段，思考探究。 

（1）理解：“小小的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慰藉。” 

A.指名并指导朗读第4自然段。 

B.指名并指导朗读第 5 自然段。 

C.指名并指导朗读第 6 自然段。 

D.指名并指导朗读第 7自然段。 

（2）天窗虽然很小，但孩子们却透过天窗感受到了外面

世界的广袤无垠，视野虽然有限，但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却能够

在神奇的宇宙中自由翱翔。（出示表格） 

具体场景 眼中看到 心中想到 

作者选取的具体场景 雨天  夜晚   

2.齐读第 8 自然段，探讨天窗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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