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模板10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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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一

1、学会8个字，注意多音字“给”的读音。随文学习本课的
关键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了解儿童和平条约的内容，体会儿童热爱和平的美好心愿，
激发学生从小热爱世界和平的美好情感。鼓励同学们为世界
和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了解儿童和平条约的内容，切身体
会儿童热爱和平的美好心愿。

2、通过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憧憬世界和平的美好景象，激励
学生为世界和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激情导趣，揭示课题。

1、（板书：条约）同学们，你们知道“条约”吗？结合预习
说说你对“条约”的了解。

2、解释“条约”：国与国之间签定的有关政治、军事等方面
的权利与义务的文书。



3、今天我们共同学习一篇有趣的条约：儿童和平条约。（板
书课题、齐读课题）

4、鼓励学生读题质疑，部分解疑。

（1）儿童和平条约和其它条约有什么不同？

儿童和平条约不用强制别人执行，它表达的是全世界儿童渴
望和平的美好心愿。

（2）儿童和平条约签定的原因和时间？

某年为联合国“国际和平年”。这一年，全世界围绕“和
平”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签定一项
公约——“儿童和平条约”。同年某月全世界儿童聚集在美
国，分别代表本国儿童在条约上签字。代表中国在条约上签
字的是11岁的小学生刘玲。

（3）儿童和平条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

二、通读全文，整体感知

1、过渡：儿童和平条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带着我们的好奇
心走进课文。

2、根据自学提示，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把自己认为难懂的词句做上记号，联系实际想一想。

3、小组内互帮互学，交流自学情况。

4、分段指名读课文，集体正音。注意：多音字“给”在本课
的读音。



5、默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

（1）默读。要求：边读边想，条约有些什么内容？

（2）组内交流。要求：试着关上书说一说。

（3）指导学生概括条约内容：向往和平——珍爱和平、维护
和平——创造和平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快速浏览课文，梳理课文条理。

2、交流：儿童和平条约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儿童共同的心声，
这心声是什么？（相机板书：和平）

3、过渡：我们初读课文便读出了全世界儿童的共同心声。如
果再走进条约，细细品味，我们还能够体会出条约蕴涵的那
份执着以及儿童维护和平的决心。下节课我们再进一步学习
条约。

四、指导书写

1、小组内自由识记、书写生字。

2、抄写词语。

一、复习导入

导语：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四课，知道了全世界儿童的共同
心声：希望世界和平！这节课，我们再次走进《儿童和平条
约》，去体会条约背后蕴涵的那份执着与真情。

二、入情入境，细读感悟



1、学习1——4自然段：向往和平

（1）过渡：和平，世界人民永恒的主题；和平，世界人民向
往的生活；和平，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作为“我们世界的
儿童，宣告未来的和平。”

（2）自由读1—4自然段，说说你从中知道了什么？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

（3）相机出示句子：“我们要消灭一切！”鼓励学生质
疑：“这一切”指的什么？

（4）默读1——4自然段，勾画相应词语，小组交流：联系实
际说说你对这些词语的理解。

（5）拓展想象：除了“战争”、“破坏”、“憎恨”等词语，
“这一切”还可能指的是什么？（一切与和平相悖的事物）

（6）集体交流，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用朗读表达出来。（指
导朗读）

（7）播放音像画面，教师激情渲染战乱场面：战火硝烟，肆
意弥漫，无数轰炸机从人们的家园上空飞过，转眼间，城市
变为废墟，到处是哭泣和呼喊，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冷漠、恐
惧和憎恨。多少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多少亲人不得不面对
生死离别！看到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你在想什么？想说点
什么？（消灭“这一切”，世界渴望和平、向往和平）

（8）情感朗读。可以引读。

2、学习5——9自然段：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1）过渡：消灭一切与和平对立的事物，这个世界又是一番
怎样的景象呢？让我们切换画面，用心发现和平的世界给予



我们的恩惠吧。

（3）指导读句子，感受和平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4）我们将共享富饶的大地、保卫美丽的天空以及保持河水
的洁净，这既是和平世界给予我们的恩惠，更是赋予我们的
义务和责任。带上我们的这份责任心齐读5——9自然段。

（5）拓展联想：除了人类这些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和平的
世界里，我们还可以拥有什么？又会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呢？
仿说句子：（谁）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将（怎样做）

3、学习第10自然段：创造和平

（1）承上启下：没有战争，处处鸟语花香、欢声笑语，那是
一个多么美好、和谐的世界啊！人们的生活幸福而舒适，心
情开朗而豁达。让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现在的和平、永久的
和平、大家的和平而努力吧！

（3）只有我们共同携手，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才能创
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加入和平志愿者的行列，叫响我
们的和平口号吧！齐读第10段。

三、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1、过渡：远离战争，珍爱和平、创造和平，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责任。请同学来说说学习本课的收获。

2、小组合作：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试着背下来。

3、介绍一篇诗歌《放飞和平》，读一读。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搜集一些有关呼吁世界和平的文学作品，读一读，或者办成
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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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会拼写。（10分）

lianpengchuilunbisaijingtixigai

laoyingjiaorangmoshuiyuzhoujuhong

二、多音字组词。（3分）

骨gu扎za（）供gong（）

gu（）za（）gong（）

三、积累运用。

1、填充词语。（4、5分）

各（）各（）（）不在（）（）目养（）

（）（）有味全神（）（）（）鸡报（）

炊烟（）（）旭日（）（）（）（）习习

2、写四个本单元你学到的四字词语。

3、组词。（4分）

拨（）楼（）耘（）探（）

拔（）搂（）耕（）深（）

4、填动词。（2分）



（）球赛（）风筝（）节目（）山峰

5、写合适的词语。（4、5分）

（）太阳（）举着（）来到

（）球赛（）呼扇（）跑

（）白雪（）注视（）叫嚷

6、按要求写词语。（2分）

例：高高兴兴

四、句子。

1、照样子写句子。（2分）

那边挤满了人，可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见。

2、写被字句：在回家的路上，我弄丢了书包。（1分）

3、造句。（2分）

精致：

4、改病句。（2分）

这次考试，我们班差不多全部都及格了。

5、写两个表示看的词语，从中选择一个词语写一句话。（3
分）

看：瞧



（）：

五、阅读。

1、这段话共有（）句话。（1分）

2、找出段中描写风筝颜色的词语抄在下面。（2分）

3、小作者望着风筝想到什么？在有关句子下面画~~~~。（3
分）

4、这段话写了（）种风筝，把你最喜欢的那种的句子抄下来。
（3分）

5、这段话段末为什么用上……？（2分）

6、这段话是围绕哪句话写的？用====画出。（2分）

（二）高伯伯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天下午就带我们登上
了企鹅岛。我以前从电视里看到，企鹅差不多有小孩子那么
高。可现在一看，这个岛上的成年企鹅只有一尺来高，未成
年的就更小了，只有小猫那么大。岛上一共有三种企鹅，最
漂亮的是金企鹅，嘴是金红色的，头部有两块白毛，又叫花
脸企鹅。还有一种企鹅颈部有一圈黑毛，好像系帽子的'带儿，
叫帽带儿企鹅。它们彬彬有礼，站在远处向我们点头，像欢
迎我们似的。最凶猛的是阿德雷企鹅，我刚迈进它们的领地，
一只企鹅就尖叫着把我驱逐出境了。它们的叫声很像毛驴，
所以又叫驴企鹅。

1、这段话描写了（）种企鹅，包括、、。（4分）

2、这三种企鹅的特点分别是：、、，

请在文中找出有关词语填空。（3分）



3、企鹅有多高？请用――画出有关句子。（2分）

4、为什么阿德雷企鹅又叫驴企鹅？（2分）

5、你最喜欢哪种企鹅？请用~~~~~画出，并写写为什么喜欢。
（3分）

5、你能用几句话写一写你喜欢的一种动物的外形特点吗？
（3分）

六、作文。（30分）

请你写一篇发生在晚上的事情或某个场景，也可以写夜晚的
景色，注意写出你对夜晚的感受。题目自拟。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三

教学要点：

1、学习紧扣标题和关键语句辨析作者思路，把握文章主旨的
阅读方法。

2、品味移情拟人的写法和准确贴切、鲜明生动的语言特色。

3、认识率真自然就是美的道理，提高审美趣味。

教学时间：二教时

第一教时

教学内容：

1、学习紧扣标题和关键语句辨析作者思路。

2、把握文章主旨的阅读方法。



3、品味映衬的写法。

教学程序：

一、教者范读课文，要求学生紧扣标题，圈画出表明作者对
海的认识的语句，探寻作者认识变化的轨迹。

“读海”就是由不知海到知海，由不懂海到懂海的过程。

不知海知海不懂海懂海

文章共七个部分，能表明作者认识变化的关键句子有：

(一)“海蓝得透明……不能玷污的。”

(二)“两三步之外就是海”

(三)“海在风的蛊惑下，……礁石”“海的无情”“骄奢恣
狂的大海”

(四)“那浪花是大海生命的精华”“狂热的爱”

(五)“大海对礁石矢志不渝的的爱”

(六)“海真大，大得我在身在其旁而又够不着”

(七)“海浪退下去了，退下去的是成排的泪水”

第一、二、三部分

温软娇嫩

平平展展

很近



可以走到那边去

无情

第四、五、六、七部分

豪放坚韧

波浪滔天

很远

大得我在身在其旁而又够不着

有情(狂热的爱)

二、师生讨论，理清文章的层次：

第一层(第一、二、三部分)对海浅层次的印象：海是温软娇
嫩的，是可以过去的，是骄奢恣狂而又无情的。

第二层(第四、五、六、七部分)写对海的深层次的认识：海
是豪放坚韧、率真自然的是阔大的、有情的，渴望得到理解
的。

文章前后两层，写出了作者对大海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而
大海之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海率真自然。大
海不因为人们的误解而改变率真自然的品格，同时也在渴望
被人理解，被人读懂。

所以，作者在读懂后留下了泪水，这说明作者对大海的率真
自然之美是持肯定、歌颂、赞美态度的。

三、师生共同赏析，品味文章“映衬”的手法。



本文的映衬就是“以物衬物”

文题为“读海”，作者却花了很多笔墨写礁石，是不是离题
呢?不，相反，这正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运用“映衬”的
手法，以礁石来映衬大海。

第三部分写礁石是为了反衬大海的无情与骄奢恣狂;

第四部分写礁石是为了渲染大海的豪放坚韧;

第五部分写礁石是为了衬托大海哦的率真自然(看上去，作者
是在赞美礁石，而大海对率真自然的礁石“爱个不停”的举
动分明在昭示着大海自身的率真自然)。

四、作业：

阅读课文，品味课文“移情拟人”的手法和准确贴切、鲜明
生动的语言。

第二教时

教学内容：1、品味移情拟人的写法

2、体会准确贴切、鲜明生动的语言特色

教学程序：

一、师生共同赏析课文，品味文章“移情拟人”的写法

本文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应归功于作者成功运用了移情
的手法。作者善于运用那些适合于表现人的动作、感情、思
想、品质的次要于来描写大海、礁石，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
景物上，使其具有人的灵性，进入物我契合的状态。正如金
圣叹所说的那种境界：“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
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既使描写对象生动干扰，也使作



者的情思表现得更加浓烈。例如：

“那浪花是大海的生命的精华，洁白、晶莹、美丽、灿烂，
热情澎湃地扑向礁石，伸进礁石每一条皱纹”

“海水狂热的爱，在礁石上，被碰得粉碎”

“浪花很快又积聚起新的力量，向礁石进行又一次爱的冲
击”

这些语句就赋予了大海以人的感情，形象地表现了还的豪放
坚韧。

又如：

作者在第七部分，以呼告句式与海对话，人海相知，物我相
合，是写海更是写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大海率真自然之
美的理解与热爱。

二、体会文章准确贴切、鲜明生动的语言

(一)作者谴词用字十分准确贴切。无论是动词还是形容词都
能恰切地表情达意。

1、我驱车乘兴而行

“驱”字与“乘兴”相呼应，表现出作者看海之后的兴奋与
一心想尽快赶到海边去的急切。

一个“扑”字传神地写出了大海对礁石的爱的狂热。

3、海水狂热的爱，在礁石上，被碰得粉碎

这个碰字不仅表现了动作，更传达出水石相击的澎湃声势，比
“撞”、“摔”更响亮，更有表现力。



4、海蓝得透明、蓝得温暖、蓝得柔软。

透明、温暖、柔软分别从亮度、温度、硬度三个方面形容大
海的蓝，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去感受，形象地表现作者对海
的初始印象。

5、于是我顿生一种自得的兴致

“自得”一词语准确地道出了作者自鸣得意、洋洋自得的心
态。

(二)作者善于调遣描绘色彩的词语。

例如：

“碧绿的波峰驮起白色的浪花扑向这边的礁石”

“浪花像撕碎了的白色的花瓣，撒落在海里，融入碧波……
大海温厚白洁的手指，插进礁石褐色的指缝”

“一圈圈白浪扑到礁石的脚下，热吻着礁石黑亮的脚趾”

“我拣起一块石头，竟也鸡蛋糕似的金黄且夹心”

“海滩的浅水下，是各种石头。红的、绿的、白的、花的、
条纹的，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颜色”

这些词语的运用，使人读来如见其色。

作业：

1、课后练习四

2、语文同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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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测试题（苏教版）

　

届( )

庙( )

询( )

绚( )

捡( )

俭( )

盼( )

份( )

恐( )

惹( )

　

雪白 血红 ________

红通通 黄澄澄 ________

自( )自( ) 自( )自( ) 千( )万( ) 千( )万( ) 有( )有(



) 有( )有( ) 有( )可( ) 有( )可( )

　

1、()游泳 　举重 　跳水　 射击　 田径

2、()信鸽 　苍鹰 　松鼠 　喜鹊 　海鸥

3、()海螺 　海马　 海藻 　海牛 　海虾

4、()纽约 　伦敦 　柏林 　北京 　华盛顿

　

( )的刘翔 ( )的白鸽

( ) ( )

　

1、( )的海鸥在( )天空中( )飞翔。

2、( )的小姑娘( )询问( )情况。

3、像( )的露珠在小草上来回滚动。

4、他一听到这消息，兴奋得(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
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
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百的蜜
蜂翁翁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
有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1、 这两个自然段描写了 () 季的景色，具体写了 () 和 ()
的景象。

2、“偷偷地”的意思是指 () 。

3、“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联系上下文，给加点字选择合适
的注释 () 。

4、“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这句话中用了 () 和
() 两种写作方法。

5、作者把野花比做 () 和 () 。

6、写出三个你学过的描写春天美景的成语或词语。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你能用语言给自己画一幅自画像吗?别忘了除了写外貌，还可
以写写自己的性格、爱好等。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五

多媒体课件。

让同学们试着计算两位数乘法：35+53=；35+39=；59+93=

（要求用竖式计算），并让同学们说出各有什么特点。（教
师引导学生说出它们的进位次数不同。）

出示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

出示课本第15页图片，让同学们认识这些动物，并引导学生
回答这四种动物分别属于哪个种类。

接着让同学们看图下面的《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试
着分析。教师让学生试着讲解“已知种类”、“中国特有种
数”以及“濒危和受威胁的种数”各是什么意思。

在此过程中，教师向学生渗透保护动物的思想，让同学们接
受全面的教育。

例1。

让同学们试着从15页的《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找出问题
“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多少种？”所需要的已知
量，而不是去看16页上面的简化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
生初步学会观察统计表。

由学生列出算式：98+25=_____（种）



再让同学们不用笔算，是这估计一下结果是多少？（教师指
导估算的方法。）

再让同学们用笔算计算出，让一名同学上黑板列式计算并点
评。

９８

+２1５

————————

１２３

最后提示同学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要写“答”。并根据学生
计算的实际情况做单独指导。

让同学们先估算、后用竖式计算第16页“做一做”第1题。

65+7839+8667+9543+88

教师巡视，并对所发现的问题给与提示与解答，特别是不要
忘了进位，计算要认真……

着重提示计算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的方法，渗透估算的思
想。

1、第16页“做一做”第2题（用竖式计算）；

2、练习四第2、3题。

９８

+２1５



————————

１２３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分角色朗读中感悟，理解课文内容。

2、了解在雨天外公对年幼的我的呵护，体会祖孙间那种温馨
的情感。

教学重点：

帮助学生了解在雨天外公对年幼的我的真情，学会感恩，懂
得回报。

教学过程：

一、设疑导入，揭示课题

师：伞，象形字《说文解字》中称伞为“辙”，解释
为“盖”，即遮蔽阳光和雨雪的用具。这是一种平平常常的
事物。大家随处可见，可是这把平平常常的伞却给作者带来
了不平常的感受。你想了解这把雨伞的与众不同吗?让我们一
同走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学习第19课倾斜的伞。(板书：倾斜
的伞)引导学生再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教师范读课文，

听老师读课文，边听边感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



教师：同学们听得很投入。我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那么，我请同学们猜猜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让你用课文
中一个词来概括，你会用哪个词?教师引导：出现在课文的最
后一段(温情)这是怎样一把温情的伞呢?答案就在课文的语言
之中。

请同学们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两个画面：1、雨
中外公为年幼的丹丹撑伞;2、雨中丹丹为年迈的外公称伞。)

1、教师出示挂图，展示这两幅画面，指导学生观察，你发现
了什么?(同样是倾斜的伞第一幅中伞倾向丹丹，第二幅中伞
倾向外公。)

(二)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画出“我”眼中关于伞的句子。

三、品读课文，体会情感。

1、齐读课文第一自然段。引导生提问：我为什么十分喜欢下
雨?板书：为什么

2、品读课文二三四自然段。

教师：在大家动听的读书声中，这温馨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
浮现。请同学们交流句子。

3、全班交流

(1)外公便来到学校门口，打开那把墨绿色的大伞，向我招招
手。(平常)

我惊讶的发现，头顶的天空已变成一片墨绿色，绿得那样深。
(外公用雨伞把丹丹全部遮住，外公对丹丹的爱，怕丹丹淋
湿)

外公头顶上本来应该墨绿色的天空却变了，一半是墨绿色，



一半却是灰蒙蒙的。(同撑一把伞，一半是墨绿色，那是丹丹
头顶上的伞;一半是灰蒙蒙的，那是外公头顶上没有被遮住的
天空，体会到外公对丹丹的爱，宁愿自己淋湿，也不让丹丹
淋湿了。)

“你的那把大伞把我整个儿都包住了呢!”我说。(外公对丹
丹深深的爱)

(2)引导学生关注外公的三次笑有什么不同。

当学生提到一处“笑”时，教师随即引导学生找出另外两处。
引导学生关注外公的三次笑有什么不同。

外公抬头望了望，笑眯眯地说：“没歪呀。”(当丹丹说伞歪
了的时候，外公却笑眯眯地说：“没歪呀”因为伞没有歪向
自己，丹丹也没有淋湿，所以心里很高兴，他生怕把丹丹淋
湿了，学生体会出外公对丹丹的爱)

外公笑而不语。(教师先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困惑”的
意思。然后巧妙的解释引导学生困惑的读读这一部分。引导
学生在次提问，作者为什么困惑?当丹丹知道明明伞歪向了自
己，可是外公却说伞没有歪。外公又为何笑而不语?)

外公听了，开心的笑了起来。(当外公听到丹丹被大伞包住了，
一点没淋湿，开心的笑了起来。再次说明外公的爱是默默的。
)

“你是不是被淋湿了?”外公问。(当丹丹发现外公的一半肩
膀都湿透了，让外公赶快擦擦，可是外公没顾得上自己却先
问丹丹有没有被淋湿，体现出外公对丹丹的爱。)

“外公，您肩膀都淋湿了，快擦擦吧!”(学生体会丹丹爱外
公。)



教师小结：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外公操劳了一生，把自己的
爱无私的洒向他的亲人，这种爱是温暖，是亲情，在子孙的
心中生了根，发了芽，也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请你带上此
时的感受再投入的读读这里吧!

4、教师引读第五自然段。

外公仅仅是哪一次撑伞为丹丹遮雨吗?教师引导读(深情地)

过渡：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丹丹在外公的关爱下健
康幸福的成长着。课文的六七八自然段也有描写亲情、爱的
句子，请再读这几个自然段找一找，读一读，想一想。

5、学生读六七八自然段。

你又从哪些句子体会出丹丹对外公的爱?

“不知过了多少年，撑伞的人已不是外公，而是我。仍然是
那片雨的世界”，仍然是我和外公，仍然是那把墨绿色的大
伞，一切和以前一样。

我抬起头，发现我头顶上的天空一半是墨绿色的，一半是灰
蒙蒙的

这仍然是把倾斜的伞。

(1)引导学生理解“仍然”。(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2)从这几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很多年过去
了，我做着外公当年做的事，表达了我对外公的爱。)

教师：是啊，多少年过去了，丹丹长大了，仍然是雨在下，
仍然是外公和“我”，仍然是那把墨绿色的大伞，不变的是
倾斜的伞，不变的是温情的伞，不变的是深深的爱。



回到家里，我接过外公递过来的毛巾，看见外公嘴角微微一
颤，已开始浑浊的双眼泪光点点。

(1)读读这句话。

(2)你读懂了什么?从这两个词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外公的激
动与幸福)

6、学生齐读第九自然段，

教师：这不是一把普通的伞，是一把倾斜的伞，从伞上倾斜
下的是浓浓的温情，深深的爱。这份温情、这份爱感动着丹
丹，感动着外公，也感动着你我每一个人。让我们再次带着
这份爱和感动深情地读一读这部分吧!

四、激情延伸

教师：课文学习到这里，我们一定有了初读课文不曾有过的
感受，是啊!再看这把伞，这不仅仅是一把伞，这伞里有爱心，
有温情，它让我们懂得被爱是那么的幸福!同学们在我们的身
边，有那么多的人在关爱着我们，这把“倾斜的伞”也在你
我身边，可有时我们却视而不见，请再次从记忆里拾捡起这
些爱的片段。

引导学生回忆以下情景：

在我生病
时：————————————————————————

在我被雨淋
时：————————————————————————-

在我夏天热的睡不着觉
时：————————————————-



在我跌倒
时：——————————————————————————————-

在寒冷的冬天
里：————————————————————————

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回忆把爱说出来。请学生试着写一写。

五、板书设计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七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30年后的家乡。

哇!科技好发达啊，连交通都不用排火车了。一进到家乡的院
子里，一个崭新崭新的房子摆在我的.面前，在太阳的照耀下，
房子变得亮晶晶的。进去，许多机器人在那里欢迎我们。连
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一旦生病了，机器人就会給你一种“永不病”的药，只要你
吃上她，就永远不会生病了。

交通更发达了，汽车都变成了飞机，在天上飞呀飞，排出的
废气都是新鲜空气。地上是自行车道，再下一层是人行道。

到了菜市场，许多机器人都在为人民服务，赚来是一部分給
灾区的人民，一部分是给本地的贫困的家庭。

公安局到那个时代都沒有了，都是机器人在抓小偷啊!!

这些机器是谁造的呢?是陈文和吴智伟造的。

突然，妈妈叫醒了我，那些美梦一下子消失了，虽然是做梦，
但是我心里美滋滋的，真希望30年后的家乡真是那样啊!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八

1．在拼搭和观察立体图形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观察、
操作和空间想象能力。

2．在拼搭立体图形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并初步学会用上、下、
左、右、前、后等词描述正方体的相对位置。

学会用上、下、左、右、前、后描述正方形的相对位置。

能根据一定的指令正确搭出立体图形。

正方体

正方体，彩笔。

（1）引语：今天我们来做游戏，好吗？

我用4个正方形木块摆一个图形，但你是看不到我摆的图形，
请你根据我的指令，搭出和我一样的图形。

师发指令，生活动。

（2）两人一组，玩这个游戏。

游戏规则：a.两人不许互相看各自摆的图形。

b.指令尽可能少。

（3）学生活动。

（4）学生汇报。

（1）我们在来做第二个游戏。



师：我摆了一个图形，请你们向我提问题，然后根据我的回
答，搭出和我一样的图形。

（2）两人一组，玩这个游戏。

游戏规则：a.两人不许互相看各自摆的图形。

b.指令尽可能少。

（3）学生活动。

（4）学生汇报。

（三）小结。

你有什么收获？

搭 一 搭

游戏一

游戏二

练 习 三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1、感态度价值观——热爱大自然，初步树立人于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意识。

2、字——13个：巩固学过的字;渗透性识字。

3、语、句——发展创造思维编诗句“在哪里，太阳是怎样出



来的?”

4、阅读——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5、学法和习惯——基本掌握听读识字的方法。

教学重点：

1、通过诵读，感受诗歌的意境，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初步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2、听读法识字

教学难点：

用听读法识字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图片式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新课

1、师：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来考考你们。“有
位老公公脸庞红彤彤，晴天早早起，傍晚就收工。”对，今
天我们就进入太阳月亮这一单元，学习太阳这课。

[说明：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2、齐读课题。

[说明：吸引学生能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范读课文，学生眼睛看着字，仔细听。

2、自由读课文，指着字读，不认识的字，用笔在下面画个小
圆圈。

3、分句教读。学生留意自己不会读的字。

4、同桌互读。不会读的互相教教。]

5、齐读课文。

[说明：培养学生自主的意识和习惯，在读中落实听读识
字。]

三、理解课文听读识字，指导朗读

1、谈话引入。“小朋友们，你们想想看太阳是怎样出来的
吗?好，老师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太阳是怎样出来的。

[说明：用语言吸引孩子的注意，激发求知欲。]

2、出示课件：这是什么地方?对，大海上太阳是怎样出来
的?(学生回答)你能象太阳那样跳一跳吗?谁来读太阳在大海
上是怎样出来的。(指名读、分男女生读)。太阳是从哪里出
来的?从水里怎样出来的?齐读整句。

[说明：让学生在观察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具体情境中
识字。]

3、那么我们来看看太阳还会从什么地方出来呢?点击课件，
问：这是什么地方?太阳是怎样出来的仔细看。(学生观察并
回答)。谁来读这一句让老师感觉太阳真的是冒出来的`。(指
名读)(伴随动作齐读)



[说明：通过观察和动作体验激发学生的表现欲，达到朗读目
标。]

4、点击课件，问：这是谁?山村里雄鸡在干什么?谁出来了?
太阳是怎样出来的?谁能读好这一句，把太阳给叫出来?(指名
读、分组读)

5、看这是什么地方?对，森林里有什么呀?小鸟在干什么?他
们唱呀唱，把谁唱出来了?哪组来试试这一句看你们能否象小
鸟一样把太阳给唱出来。(分组读、齐读)

6、注意观察画面会有什么变化?你发现了什么?(学生回答看
见的景色)教师：太阳出来了，染绿了草原，叫醒了山村，照
亮了森林。让我们面向太阳赞美这美丽的世界。齐读最后一
句三遍。

[说明：充满童趣的语言激发学生进一步感受诗歌的意境，加
深对诗歌的理解。]

7、老师也很喜欢这篇课文想和你们一起来读读，我读前面你
们读后面好吗?

8、照样子说一句话。例如：教室里，太阳是同学们读出来的。
同桌先说一说。个别说，最后组合成一首新诗。

[说明：拓展学习争当小诗人，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

四、识字游戏。

1、和字娃娃交朋友。

2、字游戏。

五、总结全文。



1、师：你们喜欢太阳吗?为什么?小结：没有太阳就没有光明，
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没有太阳就没有美丽的世界。

[说明：学习的延伸，既有趣又有意义，又让学生加深了对课
文的理解。]

2、这儿还有一首儿歌，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来赞美太阳的。

[说明：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二单元教案篇十

一、复习巩固

1、听写本课生字词

2、回忆课文内容，进行整体感知

二、课时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理解探险队员师怎样用冰取火的，从而感
受探险队员的智慧。顽强的品质与不放弃的精神。

2、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情感。

3、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三、品读课文，理解内容，出示学法指导。

学法指导：

1、南极的天气怎样?

2、探险队在南极洲遇到了什么困难?



3、火有什么作用?

4、一名年轻的探险队员是怎样用冰取火的?其结果如何?

四、细读课文讨论交流：

1、自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说说南极的天气怎样?你是从哪些
词句感受到得?

2、指名读第二自然段，思考：探险队在南极洲遇到了什么困
难?

3、齐读第三自然段，说说火的重要性，火有什么作用?

4、当大家绝望的时候，年轻的队员是怎么做的?

把你找到的句子，读给同学们听。

结合“语文天地”中的“找出表示时间的词语，试着用别的
词语替换”。 他举着“冰透镜”，向着太阳，让太阳光穿
过“冰透镜”，形成焦点，射在一团干燥蓬松的火绒上。一
分钟，两分钟„„火绒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又过了一会儿，
火绒上出现了一个红点，接着便燃烧起来了。

在读这一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学生交流，总结：在朗读的时候，要注意文中的句号与感叹
号。

自读，抽读，赛读此句，你都知道了什么?

体会探险队员的聪明才智与顽强的意志品质。

五、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写本课的生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