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家长活动方案设计 班级家长会活动
方案(精选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一

1、认识本课的11个生字和1个新部首，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增强劳动意识，培养从小热爱劳动的情感。感悟没有播种
就没有收获，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4、用续编故事或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二

教学目标设计：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理解重点词句。

(2)朗读课文，

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

(3)理解课文，



激发对自然的观察兴趣。

(4)初步培养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查找资料、运用资
料的能力，

尝试进行探究性阅读。

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学习课文，理解三个学生画风的方法，引导学生新旧知识结
合，感受大自然中风动的景物，从而养成仔细观察，学会积
累的习惯。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猜谜激趣：

看不到，摸不着;花儿见它点头;小草见它弯腰。(板书：风)

2、你知道哪些风?

学生畅所欲言。

你们会背有风的诗吗?生背。

3、今天我们就来画画风。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看了这个课文题目你有什么问题想提吗?

(激励：知道吗，会提问题的孩子才是会学习的孩子。)



二、初读课文。

1、同学们真会提问题，让我们到课文中寻找答案吧!老师很
把这个有趣的课文读一读，你们想听吗?(老师告诉小秘密：
专心倾听也是一种好的学习习惯!)有的小朋友都听入迷了!

2、刘老师读得怎么样啊!(……)你们想挑战老师吗?下面的这
段时间，老师想请你用你喜欢的学习方法来读课文，不过，
老师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你读书的时候要把生词画出来，读
一读，把生词所在的句子多读几遍。等会儿咱们比比谁学的。
(生读师视)

3、你的表情告诉老师：你非常自信，愿意接受大家的考查
吗?(生答)

(1)[出示：句子]

你瞧!屏幕上的这几个句子里住着生字宝宝，谁敢站起来读一
读。男同学和女同学比赛读。(生读)女同学声音真好听，小
男子汉声音真响亮。

(4)刚才大家读的真棒，可是，要想和生字宝宝成为好朋友，
就得想个好办法把他们记住。请你们小组合作，来记住这些
字。

(5)都记住了吗?你认为哪一个字最难记?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
的。还能用别的方法记住他吗?(猜字谜、讲故事)

(6)这些生字中你最喜欢哪一个，你能用它另外组个词说句话
吗?

三、学文。

这么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学会了生字，真了不起!大拇指送给你



们!现在你再来读读课文，看看是不是读的更熟练了。(生开
火车读课文)

老师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送给爱动脑筋的孩子的，你说这篇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指课题、说的很完整。)

想想你喜欢谁?

老师谁来说说你喜欢谁?

(1)喜欢赵小艺。

a、因为她第一个画出风。

b、因为她爱动脑筋。她画出风来了吗?

c、因为她画出了飘动的旗子和转动的风车。她为什么要画?)

小艺第一个画出了风，她心里会怎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
气来读?老师也来读一读行吗?谁想向老师挑战!谁来评评谁最
棒!他还加上了动作!

[板画：飘着的旗子][呼呼转的风车]

(2)喜欢李卫。

为什么画斜斜的雨丝?如果能把“斜斜的”读的重点儿会更
好!谁愿意再试试?(齐读。)

(3)喜欢陈丹。

学来回答。[指板]在飘着的旗子里，呼呼转的风车里，斜斜
的雨丝里，弯弯的小树里。有了风，画面美吗?我们来齐读课
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下面我们来分角色读课文，好吗?你可以自由组合，扮演你最
喜欢的角色。

哪个小组愿意读?他们读得棒不棒?

四、小结，

李卫、丹丹、小艺他们那么聪明，你从他们身上还学会了什
么?老师看你们更聪明!

五、扩展画画。

下面我们来换换小脑瓜，想想还能用哪些景物来表现风?想好
了就拿起笔来把风画在纸上。指两个台前画。(真像一群小画
家。)

愿意把自己的画展示给大家看，[举起展示]告诉大家你画的
风在哪里?不但画的好，表达的(用词)也很棒!

六、作业：

课文我们学完了，大家还有不懂的吗?谁愿意来为大家设计一
个有趣的作业，(生答)你可以接受同学的建议，也可以自己
想出一个别具一格的作业来。下节课，咱们比比谁的收获。

【教学反思】

上完这节画风之后，心中感想颇多。虽然第一次上语文课，
但也从中得到了很多收获，也明白了这样三个道理，第一，
任何一门课程都具有它的学科性，如果想上好一堂优秀的课，
必须要体现它的学科性质。第二每门学科虽然表面上无关联，
实际上是相通的。第三，不管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首先必
须要有一个大体的框架，思路要非常的清晰，老师本身的积
累很重要。通过老师们的评课，让我茅塞顿开，才发现其实



要真正的把一堂课上好是需要花很大的工夫的，也需要用脑
思考，该怎么上才能让学生真正的学到知识。也真正意识到
了自己是多么的稚嫩是多么的不成熟，在以后的教学中还需
要多下工夫，多向老老师们学习。从这次教学中也发现了几
个存在的问题。

一、科性不突出

语文的人文性没突出来，是这堂课的一个败笔。

语文的学科性可分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我认为在语文教学中，
人文性是最终的教学目的，是整个教学中的灵魂，在写教案
的时候我把这堂课在大体上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生
字教学，第二部分是初读课文，第三部分是拓展，让学生创
新绘画。在上课的时候，识字部分的教学也分为了两步，第
一步是三个小朋友的名字，这是必须会认会读的，这一环节
采取了开小火车的方式，第二步就是让课文当中学生必须会
认的词语，在这部分中，形式过于单一，就是让学生读，其
实形式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比如可以老师讲词语的意思，学
生猜老师所讲的是哪个词语，或者是可以让学生根据板书的
词语来造句，从而也锻炼了学生说句子的能力。在初读课文
这一部分，只让学生以不同的形式朗读了课文，只做了表面
的工夫，没深入到课文中的精髓，让学生在读课文中去品去
思。就好象一根空心的竹竿，不实，从而也要狠狠的反思自
己，做事情不扎实，浮在表面，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课文，只
做了表面上的工夫。其实在教这个部分时，可以让学生自己
先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把风画出来呢?也可以在他们找出
这三个小朋友画风的段落时，可以在后面设计这样一个环节，
喜不喜欢这三个小朋友，为什么?从而使小朋友去思考，因为
这三个小朋友很聪明，很富有想象力，所以喜欢他们，如果
这样一引导的话，这个课的人文性就突出来了。

二、语言不够精练



这一点其实也跟本身的积累很有关系，如果自己积累不够的
话，脑袋里就没有这个资源。这得还需要多看书，多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语言不够简练，重复过多，词句不够优美，不
够吸引小朋友，其实语文课也可以说是一堂很美的课，老师
优美的语句能更加的吸引小朋友，让他们在一种美的感受中
学习。

三、评价性的语言不够灵活不够贴切

在这堂课中，使用的最多的是：“你真棒”，“你真聪
明”“你读的可真好”到底他那里读的棒，到底他那里读的
好，我都认为这样表扬很抽象，不够具体，也不够美。记得
方老师是表扬学生的时候，词句是多么的优美，让学生听了
都倍感亲切。“你的脸蛋就象一个红红的苹果”，在我的脑
海中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其实这也跟平时的积累
是分不开的，以后还要多学多看。

四、拓展部分，形式太多于单一

在本堂课最后的部分是让学生自己想象画风。小朋友的想象
里真的非常的丰富，感觉他们的脑瓜里藏着那么多无穷无尽
的创意，在小朋友们画完之后，就让他们把自己的画拿到台
上展示。其实在这个部分可以增加一个说一说的环节，“风
是…，风藏在…了。”让学生对照自己的画，再用这个句型
说句子，既可以展示他们的画，又可以让他们练习说句型，
也为他们以后的作文奠定了一个基础。其实这也跟自己的没
经验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要上好一堂课，每个细节都要抓
好，要落到实处。还要多想，多比较。

上面四点应该还只是一步份的感受，还有很多问题还待自己
在教学中去慢慢的摸索。只要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只有
在不断的改进中才能让自己成长。在后面的教学中，自己该
学的还很多很多。同时也很感谢学校给了我这么好的一次锻
炼机会，也让我知道了如果要成长必须的一步一个脚印来，



实实在在的做事，踏踏实实的做人。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三

扩大阅读量，打造人文课堂。

【设计特色】

在关键处提问，触动学生情感的需要。

【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理解古诗。

2、体会诗人孤独、苦闷、彷徨而又顽强不屈的精神。

教学重点：意境的体会。

教学过程：

一、课前铺垫，导入课题。

1、说几个表示冬天的成语。

2、揭题，并说说诗题《江雪》的意思。

二、初读课文，了解概况。

1、读一读课文，看看作者是怎么写的。

2、把课文读正确(这里应该进行多种形式的读，多读，大面
积的检查。)



3、猜猜课文大概写了些什么?(用一个“猜”字能减轻学生的
心里压力，发言的同学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三、教给方法，自主学习。

1、仔细观察，今天学的古诗与以往学的在内容的编排上有何
不同?

2、板书“注释”。利用注释帮助理解古诗是一种非常好的学
习方法。今天就请大家用这种方法自己去学懂古诗。(五年级
的课文中第一次对古诗作出注释，让学生根据注释学习古诗
是一种终身受益的方法。)

3、四人小组交流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

四、集体交流，适时点拨。

(一)理解诗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千山、万径”难道不是指一千座山，一万条路吗?

2、这里的“千山、万径”并非确数，乃是概述连绵不断的群
山和许许多多的路。“千”和“万”在数学上都是很大的数，
在文学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千()万()”说几个成
语?(既帮助学生理解词句的意思，又进行了词语的积累。)

(二)理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写景是为了抒情，抒什么情?读读后两句。

2、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

3、老渔翁独对寒意袭人的江流，冒着风雪垂钓。你感受到了
什么?



4、这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字字都浸透着诗人难言的孤独。找
出表示数量的4个词。师板书：千万孤独。

(三)了解背景，体会意境。

1、读到这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诗人要在如此寒冷的大雪天，
独自一人在江面上钓鱼?)

2、了解诗作者——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协同王叔文进行积极的政治革新，
惨遭失败。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边远
地区的司马，这就是历的“二王八司马案”。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在永州整整度过了十个颠沛流离
的春秋。政治上，他处处遭到黑暗腐败朝廷的打击、排斥;生
活上，昔日好友沦落天涯，杳无音讯。

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写成了千古绝唱《江雪》。

3、了解了这些，你认为老渔翁真的在钓鱼吗?

五、课外延伸。

唐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诗人常常借助景物真实而深刻地
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立体侧面。我们再来欣赏几首唐诗。

(一)《渔歌子》

1、这首诗是作者厌恶了官场污浊的'生活，而宁愿过那
种“不须归”的隐居生活。

2、自己根据注释，读懂这首诗。

3、背诵古诗。



(二)《枫桥夜泊》

1、根据注释自己读读这首诗。

2、猜猜看，写这首诗时，作者的心情如何?

3、背诵古诗。

六、总结。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四

课本108页至110页的内容。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能够想象“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
来”是什么样子;一池的荷花有什么姿态。能够理
解“冒”“饱胀”“挨挨挤挤”等词的意思。

2、能够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想象和体会一池荷花的美丽，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激
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理解白荷花开放的种种姿态，想象这一池荷花为什么像“一
大幅活的画”;体会“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时
眼前出现的景象。

[教学难点]

1、理解白荷花开放的种种姿态，想象这一大池荷花为什么
像“一大幅活的画”。



2、想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时眼前出现的景象。

[教具安排]

教学挂图、小黑板、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接导入新课，揭示教学目的。

(一)这节课老师和同学们继续学习第21课《荷花》。(板书课
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荷花的?(闻花香，
赏花姿，赞花美，想花舞)

(三)接下来我们就按这样的顺序来读课文，体验和想象这一
池荷花的美。

二、学文

(一)第一段

1、指名读，其余学生想：我为什么赶紧往荷花池边跑?

2、小结：作者知道荷花开了，他想看荷花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呀，哪个词可以看出作者急切的心情?(板书：赶紧)

3、学生齐读第一自然段。

(二)第二段

1、作者跑到荷花池边看到了什么?请同学们自读第二自然段，
读时注意用横线画出描写荷叶姿态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描
写荷花姿态的句子。



2、荷叶

(3)用现实做类比，引导学生想象一池荷叶的景象，有感情朗
读第一句话。

3、荷花

(1)荷叶很美，荷花更美，荷花是什么样的?(一生读)一共写
了荷花的几种姿态?

(2)请一生读描写荷花三种姿态的`句子，其余在图上找对应
荷花。

(3)请生上台指这三种荷花：全开、半开、花骨朵。

(5)学生读——说理由——师点评——有感情朗读。半开的：
多像个羞羞答答的小姑娘呀，她也想和别的话一样美呢!全开
的：花瓣全展开了，里面这嫩黄色的是什么呢?(小莲蓬)可爱
吗，那些词写出了它的可爱呢?花骨朵：花骨朵像什么?(后面
根据学生所说进行点拨)

(6)这三种姿态的荷花都很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4、冒

(1)么美的荷花，这么美的荷叶，作者是怎样从写荷叶过渡到
写荷花的?(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2)“冒”可以换成“长”吗?为什么?它与前一句话中哪个词
呼应?(这个问题可以在学生说的基础上酌情问)

(3)是呀，这么密的荷叶挡也挡不住这一朵朵的荷花，它们的
生命力真旺盛。(请生有感情朗读这句话)

5、想象：



(1)瞧，这三朵姿态的荷花从荷叶间冒出来笑着看大家呢，谁
来当当它们，用手摆出它们的姿态。

(2)请生上台做动作。

(3)还有什么姿态呢?请生上台做动作。

(4)这一朵朵的白荷花欣喜的看着周围的世界，仿佛会说些什
么?

(5)生想象

(6)师：谁愿意赞美她们?生赞美。

(三)第三段

1、师范读第三自然段，请生读这一段。

3、那让我们再一次赞美这美丽的荷花和神奇的大自然吧!有
感情朗读这一自然段。

(四)第四段

2、学生想象。

3、荷花太美了，怪不得这么多的小动物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怪不得我们都以为自己仿佛是一朵荷花呢。

三、总结

今天，我们跟着作者闻了花香，赏了花姿，赞了花美，想了
花舞，我们从中充分可以感受到这一池荷花的美。

四、作业布置(任选其一)



(一)小报。

(二)收集小诗。

(三)画一幅荷花的画。

(四)背课文。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五

教学目标：

1、读懂古诗《江雪》，并能用自己的话语来说说这首古诗的
意思。

2、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

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何诗中所描绘的景色。

教学过程：

一、理解课题，认识作者。

江雪：江上的雪。柳宗元(唐代)学生补充作者的简介。

二、解释词语，说说诗意。

1、千山：周围的群山。绝：断绝

诗意：许多山岭看不到一只飞鸟。

2、万径：数量很多的道路。踪：脚印。灭：消灭，消失(没
有了)

诗意：条条道路上都不见人走动留下的脚印。



3、孤舟：孤单单的一条小船。蓑笠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
的老翁。

诗意：孤单单的小船上，有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渔翁。

4、山：寒冷江面上。

诗意：独自一人冒着满天飞雪在寒冷的江面上钓鱼。

四、说古诗，读古诗，背古诗。

五、联系实际，发挥想象

六、整首古诗给人一种什么感觉?

学生交流(凄冷、孤傲……)

七、学生质疑：解决问题

八、感情朗读，体会诗境

九、作业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六

教学目标：

1、 让学生知道同一个偏旁，位置不同，写法也不同。

2、 写字板中书写生字，把字写得工整、美观，加深理解同
一偏旁，位置不同，写法不同。

3、 词语超市中积累有关颜色的词语。

4、 排列句子，训练学生语感。



5、 阅读欣赏中体会人与人在一起生活多久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要相处的快乐。

6、 语文活动，让学生的暑期生活更丰富更有意义。

教学重点：

1、 积累词语。

2、 乱句重组。

3、 语文生活。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有趣的汉字

1、 出示“心、火、水、手、人”五个生字卡片，学生认读，
说说这五个字对应的偏旁。

2、 出示10个偏旁“尧、良”等10个偏旁。学生与上面的部
首组合找朋友。

3、 读读这些字，并给它们组词。

4、 学生观察，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5、 你还能举出哪些这样的例子呢?

二、写字板

1、 出示要写的字，读一读。



2、 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说说自己的`发现。

3、 教师指导书写。

4、 学生练写，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5、 学生书写评价。

四、词语超市

1、 出示词语，学生自有认读，开火车认读。

2、 读后说说你的发现。

3、 齐读这些词语。

4、 出示绿、红、黄三个字，你还能说出哪些课文中没有的
这三种颜色的赐予。

5、 出示蓝、黑和白，学生口头组词。

6、 你还知道哪些些颜色的词语呢?

作业：

抄写词语超市中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 排列句子。

1、 学生自由朗读每一句话，弄懂每句话的意思。

2、 学生自己把这五句话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清楚，然后再读
一读。



3、 指名让学生把排列好的句子朗读一遍，并说说为什么要
这么排列。

4、 朗读排列好的句子。

5、 总结排列句子的方法。

二、 阅读欣赏。

1、 自由读文章。

2、 指名朗读，看是否读的通顺、流利。

3、 用自己的话说说“兔子先生”的主要内容。

4、 找出最让你感动的句子，读一读。

5、 班级交流。

6、 有感情的齐读全文。

第三课时

语文生活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暑假吗?暑假你们准备怎样过呢?

2、 学生分组交流。

3、 全班反馈。

4、 你们准备怎么安排你们小组的暑假生活呢?

分小组拟定计划书。



暑假大行动 ( ) 小队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加对象：

活动安排：

5、 分小队交流计划书。

6、 小结：大家的活动真丰富，希望到时能把活动开展得有
意义，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作业：

积累词语。

小学语文教案三年级篇七

2、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梦想吗?指名说(用上假如说一说。)

二、导疑与导思

1、但生活中并不是都处处美好，还有许多悲惨的事情。

出示图：风中的小树，渴望鸟妈妈的小鸟，坐在轮椅上的孩
子看了这些你想说些什么?

2、出示图和诗句：自读，读出感情小树在寒冷的北风里，缩
着身子，轻轻叹息。



小鸟呆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

他坐在屋里，望着窗外的小树和飞燕，默默流泪。

指名读，齐读，再自读。

3、看了这些，你们的心情好不好，你们愿不愿意帮助他们?

老师送给你们一支马良的'神笔。有了它你就能实现你的愿望。

4、假如你有一支马良的神笔，你会给小树画什么?

指名说出示句子：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个红红的太阳。

红红的太阳给人的感觉怎么样?

再出示句子：让小树在冬天也能快活地成长。能不能快乐地
把节读一读。

出示小鸟图和小孩图，你会给他们画些什么?自选一节读给同
桌听。

出示句子：我要给小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

鸟妈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呆在家里，苦
苦等待，饿得哭泣。

齐读句子。

说一说你会给不幸的西西画什么?

出示句子：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
健康的身体。

齐读句子。



说说西西有了好腿后他会怎么样?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2、3节。指名背。

5、说一说我们身边都有哪些不幸的事?说一说你怎样去关爱
他们?

6、把你美好的愿望写下来：

出示句子：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笔，我要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