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延安，我把你追寻教学设计（推荐 3

篇）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延安，我把你追寻教学设计第 1篇】 

延安，我把你追寻 

 

教案设计 

 

设计说明 

 

本课是一首新体诗，全诗抒发了作者追寻延安精神的迫切心情。本课

的特点是用形象说话，用一系列事物构成鲜明的意境。指导学生了解

诗歌中具体事物的意义，以及把握诗歌朗读的节奏和韵律是教学的重

点。教学中，要以朗读为基础，引导学生感悟延安精神，从而使学生

感性认识新体诗，接受语言美的熏陶。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1.搜集整理诗歌的写作背景及延安的相关资料。 

 

2．制作多媒体课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学生准备：1.预习生字新词、读通诗歌。 

 

2．搜集资料，阅读和欣赏有关“南泥湾开荒”“杨家岭讲话”等故事

和图片。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介绍背景，谈话导入 

 

1．导语：同学们，你们听说过延安这个地方吗？延安不同于别的地

方，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让我们跟随作

者一同去追寻延安吧！ 

 

2．板书课题：延安，我把你追寻。齐读课题。 

 

3．出示诗歌的写作背景，简介延安。师生共同交流。 

 

4．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延安？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歌。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设计意图：“问题”是学生学习的起始，是教师教学的开端。用问题

导入新课，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期待，并直接指向本课教学的核心目

标。背景介绍可以减少学生学习本课的年代感。 

 

二、初读诗歌，扫清字词障碍 

 

1．教师示范读诗歌，学生听准字音，画出停顿。 

 

2．出示重点词语，指名朗读： 

 

延安 昔日 雨后春笋 茅屋 土炕 一旦  明媚 

 

3．小组内自学自检生词，借助工具书，扫清字词障碍。教师巡视，

随机指导。 

 

4．小组开火车读词语。 

 

5．全班有感情地齐读诗歌。 

 

过渡：诗中多次提到“追寻”，作者是在追寻什么？让我们一起学习

诗歌的第 1节。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设计意图：本环节重在让学生读准生字新词，为朗读诗歌打下基础。

教师范读可以帮助学生把握诗歌的朗读节奏，并将学生带入情境。 

 

三、品读诗歌，体会延安精神 

 

(一)学习第 1节诗歌。 

 

1．自由读第 1节诗歌，边读边思考，你从这节诗中读懂了什么？ 

 

2．学生交流。 

 

把“我”对延安的追寻比作燕子对春光的追寻与小树对雨露和太阳的

追寻，从而表现了“我”对追寻延安的迫切心情。 

 

3．仿照写句子，完成学习卡。 

 

像________________的鱼儿， 

 

在追寻________________。 

 

图片     引导学生从语调和语速上表现急迫感。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4．指名朗读、全班齐读第 1节诗。提示：要读出急迫感。 

 

5．小结学法： 

 

抓住重点词语体会含义及表达的情感。 

 

6．尝试背诵第 1节诗歌。 

 

(二)学习第 2节诗歌。 

 

1．自由读文，说说这节诗歌都写了哪些事物。 

 

2．出示“南泥湾开荒”“杨家岭讲话”的老照片，简介时代故事。 

 

3．思考：作者是单纯地要追寻“延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

这四个地方吗？作者真正想要追寻的是什么呢？本节诗中的“你”指

的是谁？ 

 

4．教师简单讲解诗歌中的“借代”的修辞方法。 

 

图片  借代的修辞方法需要在阅读中理解和体会。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借代修辞是借相关事物来代替所要表达的事物。在这里作者借沿河的

水、枣园的清香、南泥湾开荒的镢头、杨家岭讲话的会场来指代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的延安精神。 

 

5．小组齐读诗歌第 2节。 

 

教师提示朗读时的节奏。 

 

(三)借助学习卡，小组内自学诗歌第 3～6节。集体交流。 

 

1．交流第 3、4节诗歌。 

 

(1)哪些词语告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雨后春笋、满目琳

琅) 

 

(2)你怎样理解“温热的土炕”“老牛破车”“顶天立地的脊梁”？ 

 

“温热的土炕”代表的是延安的精神，“老牛破车”是指贫穷落后，

“顶天立地的脊梁”是指延安精神。 

 

(3)小组集体展示：有感情地朗读第 3、4节诗。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2．交流第 5、6节诗歌。 

 

(1)找出诗中的反问句，把反问句改写成陈述句。对比：哪句更好？

好在哪里？ 

 

(2)按原文填空：“追寻信念”是指(解放全中国)。 

 

“追寻温暖”是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追寻光明”是指(只有拥有延安精神才能拥有光明)。 

 

(3)全班朗读第 5、6节诗歌。 

 

(4)朗读全篇诗歌。 

 

设计意图：比喻、排比、借代修辞在诗歌中的运用是比较广泛的，修

辞方法的妙用需要学生在朗读中体会、了解。以朗读为基础，在读中

理解延安精神，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体会作者对延安精

神的无限追求。 

 

四、总结全文，拓展交流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1．教师小结： 

 

作者追寻延安，追寻的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是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是革命队伍中互相关心、互相爱

护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

即使将来我们经济发达了，生活富裕了，也还要提倡艰苦奋斗。因为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把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 

 

2．拓展交流： 

 

联系自己的生活、学习实际，谈一谈怎样把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在学习、生活中，要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约

每一张纸、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度电……不求索取，只讲奉献。)

学生可以畅所欲言。 

 

设计意图：此环节设计，一方面意在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另一

方面，结合课内学习内容适时寻找恰当的话题引导学生交流，培养了

学生的表达能力。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板书设计 

 

图片 

 

教学反思 

 

这首诗节奏明快，格律严谨，韵律清晰，是练习朗读的好材料。教学

中，教师要特别注意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以此来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并提高朗读能力。在朗读中，学生体会新体诗的结构，把握

诗歌的节奏韵律，陶冶情操，感悟诗歌的中心思想。适度地仿写能够

让学生打开思维，体味诗歌的韵律美。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延安，我把你追寻教学设计第 2篇】 

1、认识“延、昔、笋”等 7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3、通过学习这首诗，领会延安精神，懂得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性。 

重点 

理解诗中的重点语句，了解诗中所说的“延河叮咚的流水、枣园梨花

的清香、南泥湾开荒的镢头、杨家岭讲话的会场”等具体事物的含义。 

难点 

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律。 

1、字词教学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本课的“延、昔、笋”等 7个生字都是要求会认的字。其中“炕”是

后鼻音，“笋”是平舌音，教学中要注意发音。 

2、阅读理解 

这首诗歌语句优美，层次清晰，教学时，教师要通过范读，让学生对

课文有一个整体认识，然后指导学生通过朗读理解课文，理解文中“追

寻”的到底是什么。其次对于诗歌中提到的“延河”“枣园”“南泥湾”

“杨家岭”这几个地方，可以采用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帮

助学生理解诗歌中提到的这几个有代表性、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诗歌

中的“老牛破车”“宝塔山”需要配上图片及说明性文字，让学生理

解其内在的含义。 

3、表达运用 

这首诗中第一、二小节语言优美，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以此为范例，尝

试仿写。注意这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格式是：比喻句+事物，句式是

“像……在……追寻你，什么地方的什么”。 

1、预习提纲 

（1）查找有关资料，了解“南泥湾开荒”“杨家岭讲话”等内容。 

（2）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3）再读课文，正确、流利地朗读这首诗。 

2、多媒体课件 

“南泥湾开荒”“杨家岭”相关图片。 

教学课时 

1 课时。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一、导入新课，随文识字，初步感知 

1、教师谈话：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它记载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是一本真实的教科书。它凝聚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写了中国革命闪

光的篇章。回忆那峥嵘岁月，我们忘不了延安，忘不了那激励我们的

延安精神。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诗歌，请同学们跟随老师的步伐，走进延安，

去感知那如火的战斗岁月。（课件出示图片：延安窑洞、梨园、南泥

湾开荒、毛泽东杨家岭讲话。也可出示相关视频课件） 

2、教师范读。学生自由读，借助课本上的注音认识生字，读准字音。

用着重号画出诗的韵脚，并说说全诗押的是什么韵。 

学生汇报，教师总结：全诗押的是ɑng 韵，韵脚是：光、阳、香、

场、琅、炕、响、梁、煌、翔、想、光、阳。 

3、再读全诗，想想诗中所说的追寻延安是什么意思。（追寻延安精神）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使用激情的语言，丰富的图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点明

诗歌的主题。 

二、初读课文，理解词语，整体感知 

1．让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理解词语。 

课件出示： 

翩翩归来：轻快地来临。 

昔日：往日。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满目琳琅：形容各种美好的东西很多。 

明媚：（景物）鲜明可爱。 

3、学生自由读全诗，边读边思考：每一节各讲了什么？全诗可以分

为几部分？用笔标出来。 

（1）学生认真朗读，指名学生尝试划分诗歌层次。 

课件出示： 

第一部分（第 1～2节）：讲了对于延安精神的追寻。 

第二部分（第 3～4节）：讲了实现现代化需要延安精神。 

第三部分（第 5～6节）：讲了追寻延安精神的重要。 

（2）指名朗读全诗，加深学生对全诗整体结构的认识。 

设计意图： 

读准字音，理解词语，为下一步研读课文，理解课文打下基础，把诗

分为三个部分，整体感知，让学生对这首诗歌有个整体印象。 

三、学习第 1～2小节 

1．自由读第一部分。 

边读边思考：诗人追寻枣园、延河、南泥湾、杨家岭这些地方，是在

追寻什么？作者用什么手法写出了追寻延安精神的迫切心情？ 

引导学生说出诗人实际上是在追寻延安精神，那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精神，是蓬勃向上的精神。诗人采用比喻的手法，写出了追寻延安精

神的迫切心情。 

2、教师补充。 

课件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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