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单元整体作业设计框架

人文主题 乡村生活 任务群类型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感悟美好与创意表达

主题学情

分析

一、学生背景分析：四年级学生处于从中年级向高年级过渡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认知

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开始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内容，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也逐渐增强。

经过前三年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字词量、基本的语法知识和阅读技巧。但

个体间存在差异，部分学生可能在阅读速度、理解能力或写作表达上有所欠缺。这一

阶段的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等形式参与课堂活动。

同时，他们也开始形成自我评价意识，对学习成果的认可与否会影响其学习动力。

二、教材内容分析：四年级下册语文第一单元围绕主题“自然之美”展开，旨在通过

多样化的文本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包

括：增加特定领域的词汇量；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尤其是概括主旨、提炼信息的能力；

以及通过写作练习，加强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教学内容 1.古诗词三首；2.乡下人家；3.天窗；4.三月桃花水

口语交际：转述；习作：我的乐园；语文园地。

单元语文要

素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提示了学生

阅读课文体会情感的方法，“初步”强调了教师教学时应把握好教学目标的度。

单元学习目

标

单元作业目

标

分

类

内容 课

时

语文要素 单元学习目标 单元作业目标

课

文

《古诗词

三首》

2-3 借助注释理解诗句意

思，体会作者情感。

1.认识 20 个生字 (含 2 个多音

字) ，会写 40 个字和 26 个词语。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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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课文中生动形象的句子，能想

象体会句中的画面和情境。

一级目标：

1.识记本单元指定字词。

2.背诵三首古诗

常规目标：

1. 能够准确朗读并背诵相关诗文，

掌握书面信息和口述信息的转述技

巧，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2. 通过赏析古诗词的语言美和意境

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鉴赏

能力。

核心目标：

1. 通过学习《古诗词三首》、《三月

桃花水》等篇章中描绘大自然，表现

人类美好情感的句子，结合自己生活

《乡下人

家》

2 通过作者描写的乡村

景致，抓住关键语句，

初步体会作者感情。

《天窗》 2 通过关键句体会课文

情感。理解结尾与课文

中的关键句。

《三月桃

花水》

1 迁移运用抓关键句体

会情感练写我的乐园。



1. 能认真倾听，记住别人话语的要点，

并准确转述。

2. 能读懂书面通知要求，根据对象进

行转述。

体验，用文字表达出来。

2.通过诵读、分析文中的关键语句，

尝试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表达自己的

理解与感受。

素养目标：

1.通过讨论、分析课文中的幽美景

象，培养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2.积累语文园地古诗《卜算子·咏

梅》。

《转述》 1 学习如何全面、准确、

及时转述事件。联系生

活情境练习运用转述。

口

语

交

际

习

作

《我的乐

园》

2-3

比较课文关键语句的

表达，梳理初步体会课

文思想感情的阅读方

法。

写出喜爱的某个地方，

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1.回忆自己的生活乐园，借助表格提示

写清楚乐园的样子，表达自身感受。

2.根据要求与同学交流习作，分享习作

表达的快乐。

语

文

园

地

交流平台 2 能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能借助拼音认读词语，

展开联想

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尝

试读出作者情感，并背

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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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联想，选择词语说

一声乡村或城市生活。

3. 看图选择风景，仿照例句写一下。

4. 朗读、背诵《卜算子·咏梅》

词句段运

用

日积月累



基础知识点

技能训练

立德树人



单元作业主题设计

主要

情景
作业主题

“教-学-评”一致性
语文要素

感悟

美好

与创

意表

达

美好生活

——古诗

词三首

说一说：你最喜欢和最熟悉田园诗是什么。

写一写：动笔把古诗中的画面写生动。

改一改：写完后，读给同学听，请同学进行评价提出

修改意见，再参考同学的建议做好修改。

（设计意图：带领学生穿越时空，领略不同时代，不

同季节的乡村生活，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乡村生活的美

好和田园风光。）

评选“创编

达人”

诗人对乡村生活的情趣和

对田园风光的无限喜爱。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能

够体会到诗歌中蕴含的美

好景象以及村居的意境，

从而培养出对生活中美好

景物的感受能力。



田园风光

——乡下

人家

1.读一读：抓住关键词句读懂课文，感受多姿多彩的

乡间画卷。

2.说一说：课文写了哪些美好景物？

3.画一画：根据课文内容手绘一张乡村生活图。

4.想一想：结合已有的内容联想你所了解的乡村生活。

（设计意图：在朗读中感受人物的形象，锻炼学生朗

读能力，帮助学生梳理课文内容。体会乡村生活，为

本单元习作打好基础。）

评选“梳理

小能手”

借助关键词句帮助学生了

解人物身上的品质，感受

乡村生活的朴素、生机、

自在的同时加深体会作者

对乡下人家生活的向往之

情。

乡村生活

——天窗

1、读一读：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能找出乡下孩子童年

生活的两个场景，体会孩童从天窗中获得的乐趣。

2、说一说：课文中天窗在什么位置？跟平时见到的有

什么不同。

3、写一写：给你的童年带来欢乐的是什么。

评选“演讲

达人”

在对比阅读中抓住关

键词句帮助学生了解文章

中的乡村生活。



（设计意图：有感情的朗读，感受天窗的作用，在孩

童心里的地位。从而体会乡村生活的美好。）

生机盎然

——三月

桃花水

1.说一说：课文中打动你的地方是哪？因为什么打动

了你，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

2.写一写：作者笔下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生动画

面有哪些。

（设计意图：通过想一想，说一说，写一写来感受生

机盎然的春季景象。）

评选“想象

达人”

通过课文描绘的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的生动画面，

展现了乡村生机盎然的景

象，感受作者对桃花水的

喜爱和赞美之情。



自信表达

——我的

乐园

说一说：你在某个地方的快乐生活，并与大家分享其

中的快乐。

写一写：乐园的样子，乐园内的活动。

改一改：写完后，读给同学听，请同学进行评价提出

修改意见，再参考同学的建议做好修改。

（设计意图：鼓励大家与同学交流分享，让他人感受

到自己的快乐。学会运用关键语句表达情感的方法。）

评选“创编

达人”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

自由表达，写出自己的真

实经历和感受。指导学生

评价自己和他人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