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 三年级语文
授课教案(精选9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一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一、谈话，揭示课题

1、同学们，把你的手伸到你的口袋里，告诉大家你的口袋里
装了什么？

2、出示课题。

3、学生质疑，板书同学们的问题。

二、学生自读，整体感知

1、生自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

2、找一找刚才提的问题的'答案。

3、汇报。

三、自学生字词

1、提示学习任务。



2、采取小组合作加自学的方法自学本课生字。

3、出示本课生字词，检查同学们的自学情况。

四、读课文

1、提示学习任务。

2、采取不同的方法读课文，师指导同学们的朗读情况。

五、小结

小结同学们本节课的表现。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体会作者对拉萨湛蓝的天空的赞美，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让学生到生活中去感受美。

教学重难点：学习本课生字，能正确书写。体会作者通过对
拉萨天空的赞美来表达对拉萨的无限热爱之情。

教学准备：挂图；生字卡片；有关拉萨的资料。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揭示课题。

1、播放有关拉萨的音像资料。



2、拉萨是我国西部一座有名的目光城。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作者一起走进西部，走进拉萨，去欣赏那里别具风情的迷人
风光，去仰望那与别处不同的天空。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文，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的
序号。

2、认读生字新词，了解词意。

（1）去掉拼音，读准生字。

（2）给生字找朋友。

（3）读准新词，并再回到文中，读懂新词。

（4）小组交流对词语的理解。

3、先练读课文，再把你喜欢的自然段读给大家听。

4、初步感知课文。读了课文，你想说什么？学生自由表达，
教师相机引导。

三、教学生字字形，指导书写

1、出示生字。指名读。

2、识记生字字形。

3、指导书写。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听写词语。

2、指名朗读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二、精读感悟。

1、轻读第一自然段，你从中知道了什么？

（1）拉萨的天空的特点：湛蓝、透亮。

（2）品读比喻句。把“拉萨的天空”比作什么？由此你体会
到什么？

2、自读二至四自然段，用笔勾画最能体现拉萨天空特点的语
句。

（1）小组交流，并读一读。

（2）教师巡视，相机指导。

（3）全班交流品味，学生读句，谈体会。

（4）图片展示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三

1、会认本课“剃、执”等10个字，会写“表?胆”等12个字，
理解相应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我”给小沙剃头
的过程和感受。

1、学生反复诵读，通过品读，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
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分析总结“我”和老剃头师傅剃头的不同
之处。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我”给小沙剃头的内心感受。

1、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分析总结“剃头大师”指的是谁。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本课“剃、执”等10个字，会写“表、胆”等12个字，
理解相应的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认识“我”给小沙剃头的过
程和感受。

【教具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课件出示)出示理发图片。

2、提问：同学们，你们喜欢理发吗?今天，我们来见识一
位“剃头大师”，看看他是怎么给别人理发的。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板书：剃头大师)。

3、质疑课题，看到课文的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根据学生具体情况，预设以下几种答案：

(1)为什么以“剃头大师”为题目?

(2)“剃头大师”剃出的头很好看吗?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师：同学们自由读课文，并标段，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
借助拼音朋友，也可以请教老师或同组同学，争取把课文读
正确。

2、听范读课文的录音，要求学生听准字音。

3、试着读课文。

(课件出示)展示阅读要求和提示：

(1)标出自然段的序号。

(2)画出文中不认识的字，借助汉语拼音品读，并反复多读几
遍，课文中读不通的地方多读几遍，做到正确朗读课文。

学生按照要求朗读课文。

4、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在学生读课文的过程中，(课件出示)

剃头执木尺否则骂人仇人习惯受刑厘米摸耳朵

指名读这些词语，注意读准：翘舌音“受、仇、执”，前鼻音
“惯”。

5、学习生字。



(1)(课件出示：生字田字格课件：)

表胆鬼理夺骂仇差付倍虽件

自由读，指名读，师生纠正读音：

注意读准：平舌音“虽”，翘舌音“差、仇”，前鼻音“胆、
件”。

(2)学生写生字。

a、识记生字

你是如何识记这些字的?

(1)形声字构字规律识字：胆理骂仇倍

(2)熟字比较。如：麦一表兔一鬼奇一夺着一差

(3)组词扩展：虽然一件文件付钱付出

b、链接前置性学习，反馈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小组内评价书
写。

c、小组长汇报本组内写的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

d、依据小组长的汇报，重点对以下几个字进行范写指导。

“表”——上面的竖压住竖中线，下面别漏掉一撇。

“鬼”——第六笔的撇从口中而出，第七笔是竖折弯勾，第
八笔是撇折。

“虽”的第八笔是提。



e、学生针对易错的生字再次练写。

f、展示学生作品。

6、同桌互相听读课文，巩固生字、新词的认识。

三、再读课文，理清顺序。

1、轻声朗读课文，要读准字音，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义。(用生字卡片检查)(课件出示)

噩梦：做内容恐怖的梦，并引起焦虑恐惧为主要表现的睡眠
障碍。

监督：察看并加以管理。

发誓：庄严地说出表示决心的话。

冤家：一般指仇人，或者死对头的意思。

耿耿于怀：有心事的.样子。不能忘怀，牵萦于心。

时髦：新颖符合时势潮流。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并思考每一段
主要写了什么内容?(课件出示)

第一部分(1自然段)表弟小沙胆小，什么都怕，尤其是怕剃头。

第二部分(2~6自然段)老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的情况。

第三部分(7~18自然段)“我”给小沙剃头的经过。

(板书：小沙怕剃头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过程“我”给小沙剃
头的经过)



四、课堂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10个会认的字，会写了12个
字，了解了“我”给小沙剃头的过程，下节课我们继续研究。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学生反复诵读，通过品读，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
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分析总结“我”和老剃头师傅剃头的不同
之处。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指名朗读生字、新词。(课件出示)

剃头执木尺否则骂人仇人习惯受刑厘米

摸耳朵表弟胆小鬼理发眼神差付钱双倍虽然一件

2、谈话导入：

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给小沙剃头的事情，
现在，我们继续探究“我”是怎么当“剃头大师”的。

二、朗读课文，重点感悟

1、自由读文，看看剃头师傅和“我”给小沙剃头的过程有什
么不同?从文中找出来，和同学交流。



(1)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的过程：(课件出示)

“老师傅习惯用一把老掉牙的推剪，它常常会咬住一绺头发
不放，让小沙吃尽苦头。这还不算，老师傅眼神差了点儿，
总把碎头发掉在小沙的脖子里，痒得小沙哧哧笑……跟受刑
一样。”

老师傅剃头，小沙的感受是?(跟受刑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预设：因为老师傅的老掉牙的推剪，会咬住一绺头发不放，
让小沙吃尽苦头。

预设：老师傅眼神差了点儿，总把碎头发掉在小沙的脖子里，
痒得小沙哧哧笑。(板书：害人精：小沙吃尽苦头受刑一样)

(2)“我”是怎样给小沙剃头的?(课件出示)

“我先把姑父的大睡衣给他围上，再摆出剃头师傅的架势，
嚓嚓两剪刀，就剪下一堆头发。”

“我觉得自己像个剃头大师，剪刀所到之处，头发纷纷飘落，
真比那剃头老师傅还熟练。这儿一剪刀，那儿一剪刀，……
我这样随意乱剪，头发长长短短，这儿翘起，那儿短的只剩
下一厘米。”

“我剪掉几根翘起的长发，又把头发修了修，可惜，越修越
糟，一些头发越剪越短，甚至露出了头皮。一眼望去，整个
头上坑坑洼洼，耳朵边剪得小心，却像层层梯田。”

2、“我”和剃头师傅谁剃得好?

预设：当然剃头师傅剃得好，因为“姑父还要付双倍的钱”。

预设：而我剃完头发之后，小沙“一照镜子，大叫一声，像
见了鬼一样。”



(板书：剃头大师：熟练随意乱剪见了鬼)

3、“剃头大师”和“害人精”分别指谁?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们?

预设：在小沙的嘴里，“害人精”是剃头的师傅，因为小沙
害怕理发，他们给他理发，弄疼他，让他很不舒服。

预设：“剃头大师”是我对自己的称呼，以为自己能理发，
特像“剃头大师”的架势。

4、其实谁才是真正的“剃头大师”，谁才是个“害人精”?

(老剃头师傅是“剃头大师”，“我”不会乱剪才是“害人
精”。)

三、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自由读文，读出感情。

2、题目为什么用“剃头大师”为题目?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

预设：这里有些自嘲的成分，嘲笑自己不懂装懂，硬冒
充“剃头大师”，结果把小沙的头发剪得不成样子。

预设：通过这件事，是在回忆童年的趣事，表达对童年的怀
念。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四

1比鲜逗褪樾幢究紊字。

2闭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
中体会人物的情感。



3绷系生活实际，理解课文的内容，说说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懂得关爱自己的父母。

识写本课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师：多媒体课件、图片、生字、词语卡片。

学生：了解自己家人的生日。

1~2课时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文题目

(课件：在胖胖熊一家的生日宴会情景中。)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贝着问题读课文。

(1)胖胖熊为什么只买了一枚天蓝色的纽扣?

(2)熊妈妈高兴吗?

2苯饩鑫侍猓了解课文大意。

三、认字、写字，巩固字词

1比鲜渡字、新词。(有条件的制作课件，没条件的用生字、
词语卡片。)

(1)自由阅读课文，把生词勾出来，多读几遍。

(2)看大屏幕齐读带拼音的生词。

(3)抽生读(读准了，拼音就会消失，读不准，生帮助或师正



音。)

(4)抽生读不带拼音的词语。(读准了，词语只留下生字。)

(5)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忆并进行扩词练习。

(6)检查学生对生字音、形、义的掌握情况。

2泵杳栊葱础

(1)(课件出示要写的8个字)学生自己选择要写的字，说说怎
样写才写得漂亮。

(2)教师范写“钱”字，并和“战”字的右边进行比较。

(3)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字写，师巡视指导。

(4)生写完后互相欣赏评价。

(5)抽查展示并全班交流。

四、细读课文，体会感情

1弊远1、2自然段，提问：胖胖熊的秘密是什么?

2弊远3、4、5自然段，提问：胖胖熊在去商店的路上想了什
么?

(师贴图：胖胖熊、软拖鞋、花雨伞、大围裙)

3弊远6、7、8自然段，勾画出描写纽扣的句子。

(呀，是一枚天蓝色的大纽扣，一闪一闪，像蓝宝石一样漂
亮!)



(1)自读体会，读出惊讶的语气，读出美感。

(2)抽读评价。

(3)学说比喻句：“……像……”

(贴图：纽扣)

4倍9、10自然段，讨论：为什么说胖胖熊和妈妈过了最快乐
的一天?

5闭确、流利、有感情地读全文。

6贝瓷枨榫埃角色表演。

五、拓展训练，激发情感

知道家人的生日，并在生日那天给妈妈(或爸爸、爷爷、奶
奶……)写上生日祝福语。

六、结束语

师：同学们，长辈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每一次生日，
父母都记得很清楚，并为我们隆重庆祝生日。爱是相互的，
我们在接受父母关爱的同时，也应该懂得回报。让我们做个
关爱父母、孝敬长辈的好孩子吧!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了解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经过和意义，
培养热爱科学的思想情趣。

2、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3、鼓励学生仿照第4自然段的写法，介绍自己熟悉的事物。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了解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经过
和意义。

教学难点：培养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播放地震电影片断，问学生这是什么现象，面对这样的现象
你有什么感受?

教师：刚才播放的就是地震，这是一种令人十分恐惧的自然
现象，它对自然界的破坏相当厉害。在距今2000年左右的东
汉时期，人们还不能正确的认识它，(出示地动仪图片)张衡
经过研究，发明了一种用于地震的仪器——地动仪，为我国
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们对地震有了新的认识。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张衡》。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课前你收集了哪些资料?向大家汇报一下。

看到这个题目，你想提出什么问题?教师梳理问题。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自由读课文，标出生字词，多读几遍，想办法记住他们。

出示生词、生字，检查交流。交流识字方法。分段读课文，
读后评议。

说一下，本课主要讲了什么?

[通过这个环节设计，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



三、细品课文，读中感悟。

本课写张衡发明了地动仪，那么哪段话主要写了地动仪。我
们就先来学习地动仪。

1、学习地动仪样子和作用。

自由读第四段，想一想这部分写了什么?指名读这一部分，其
它同学体会地动仪的样子和作用。

自由读这一部分后，汇报交流地动仪的样子和作用。

思考，作者是怎样写得这么好的?他先写了什么，又写了什
么?体会写作顺序。再读这一段。

[设计思路]对地动仪的样子和作用进行透彻的学习和探究，
通过正确理解课文，朗读体会，准确把握地动仪的样子和作
用，对于培养学生爱科学，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后面仿写
这一段起到了铺垫作用。

2、体会发明的过程。

这么精制的地动仪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读第2、
3段。

当发生地震时，当地的人们有什么表现，会怎么想，怎么做?

[设计思路]通过让学生走进文本，在阅读时，把自身沉浸到
文本的情景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去感受文中的情景，
揣摩文中人物在此情此景下内心的思想、情感活动，从而引
发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设想当时人们对张衡的看法，体会
研究时遇到的困难和他的做法，正确认识张衡，体会他对科
学的`态度。

3、学习地动仪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地动仪管用吗?人们对这个地动
仪有什么看法?

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读读第7自然段。这个时候大家会
怎么说?

你觉得张衡是个怎样的人?请你对张衡说一两句话。

[设计思路]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感受作品思想内容，
能结合体验，结合自身的思想，真正从内心领会作品对自然、
社会、人生的启示，从而获得情感熏陶和精神契合。这是阅
读所追求的境界。由文章中的作者到自己，将张衡的爱科学
的思想转化动力，使学生真正受到爱科学的教育。

四、从读到写，提高能力。

1、回顾第四段的写作方法。

2、仿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完后交流。

[设计思路]第四自然段是一个写物的好例子，文章按照先介
绍样子，再介绍作用的方法来介绍，在介绍样子时按照先总
体后部分，从上到下的顺序来写，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因
此把这个训练放在这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六

一 学习目标

1 认识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花港.清澈.一壶
茶、鱼缸、聋哑”等词语。

2 有感情地朗课文。



3 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4 学习作者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方法。

二 学习重难点：

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中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受到启发;理
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联系。

三 学习准备：学生可搜集一些名画，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
的虾等，体会画家技法的娴熟。

四 学习过程：

第一课时

一 创设情境，提炼研读专题

1 (板题：鱼游到了纸上)大胆推测“游”字的含义。使学生
体会到是对作者的赞叹，赞叹其画技高超，把鱼画得栩栩如
生。

2 那么让鱼游到纸上的画家又是谁呢?这句话又是谁说的呢?
请带着问题自由读书，并尽量读正确、读流利。

二 自主读书

1 学生自主读书、识字和写字。可点拨学生充分自读自识，
在读中批注，并做到读而有疑，然后再找伙伴交流互助。

2 检查认读情况，指导写字。注意笔画较多的字：港 澈 壶
缸 徽 聋

3 尝试朗读。面向全体，自由选择段落朗读。发现问题，并
进行评价和助读。特别注意生字生词和长句子的朗读。



4 课文主要讲了件什么事?(看鱼、画鱼)

5 说说对“鱼游到了纸上”的初步理解。

第二课时

一 回顾复习

1 说说课文讲了些什么?

2 上节课我们有什么问题没解决?

指名(师板书)

二 读书讨论，解决疑问

1 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并勾画。

2 四人小组交流。

三 重点研读

1 读5------7自然段，说说“鱼游到了纸上”的含义。(聋哑
青年画技高超，画出的鱼活灵活现，如同真的金鱼游到了纸
上一般，这是对他的称赞)

2 反复朗读，说说作者是通过怎样的描写，使你感受到“鱼
游到了纸上”的。

(1)用小女孩的话直接赞叹。

(2)细致的动作描写也是在赞叹他。

(3)写围观人物的赞叹和议论。



3 学习作者所用的观察和描写方法。

(1)观察方法：认真看，仔细听。

(2)描写方法：语言、动作描写和侧面烘托。

4 出示插图：作者略写了围观人们的赞叹和议论，如果让你
具体描写，来表现青年画技高超，你想怎么写?(指导学生认
真观察后，从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说一说)

四 研读“先游到了我的心里”

1 默读课文，体会“游到了心里”是什么意思。

2 快速浏览，找到相关段落，说说聋哑青年是怎样使金鱼游
到心里去的。(结合“爱鱼到忘我的境界”，出神地观察，，
刻苦地练习，进而体会到聋哑青年的勤奋与执着)

3 再次研讨作者所用的观察方法和描写方法。

(1)长期仔细观察，并进行笔谈。

(2)举止和神态描写。

4 有感情地朗读你认为描写精彩的段落。

五 讨论“鱼游到了纸上”和“先游到了我的心里”的关系。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七

1、认识本课的确良16个生字，学会其中的确良13个生字，能
正确读写下列词语。“火烧云、喂猪、笑盈盈、高寿、百合
色、茄子紫、跪着、模糊、”等。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火烧云的绚丽多彩和美妙奇异，体会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热爱自然、观察自然的兴趣。

4、学习摘抄课文中的优美词句，积累语言。

理解火烧云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学习作者细致观察事物，运
用丰富想象描绘景物变化的方法。

教学准备：鼓励学生观察朝霞、晚霞或云彩的颜色和形状的
变化，并根据云彩的形状给它们起个好听的名字。自读课文，
每人画一副火烧云的画。

课时安排：2课时

一、联系课前谈观察感受，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学生选取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1、第一遍读，要求读准字音，把课文读正确。

(1)通过多种形式检查学生是否能把生字的字音读准确。

(2)引导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忆生字，并把自己的记字
方法和同学们交流。

(3)指导学生正确书写生字。学生自己读生字，观察每个字的
字形结构提出自己认为比较难写的生字。教师针对学生提出
的难写的字做重点指导。练写生字。

2、第二遍读，要求边读边画出自己不懂的词语和句子，想办
法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或联系生活实际等方法解决。

三、学习写“霞光”的部分(第一自然段)



1、学生自读第一自然段，对不明白的或认为写得特别美的地
方多读几遍，然后和同学交流：自己读懂了什么或自己认为
哪些句子写得特别美，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2、师生读议解疑，重点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或多媒体的展示明
确霞光和火烧云的关系。

3、指导朗读。

4、指导学生背诵课文第一自然段。

一、复习导入，背诵第一自然段

二、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学习课文第二至第六自然段

1、自读课文，找出第二至第六自然段中自己认为写得美的句
子再读一读。

2、和小组同学交流这些句子美有哪里。

3、全班交流：自己认为哪些句子写得美为什么?小组同学或
其他同学可以互相补充。

(2)抓住学生认为写得美的句子或段落指导朗读，让学生边想
边读，把火烧云颜色多、变化快而又十分有趣的样子通过朗
读表现出来。

(3)学生拿出自己课前画的火烧云的画，仿照课文第三至第六
自然段中画火烧云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先自己练习说，再找
同学或朋友互相交流。

(4)拓展练习。学生结合自己课前观察到的云彩变化和颜色的
变化，想象火烧云还会变成什么颜色和形状?然后根据“出
现―样子―变化―消失”这样的顺序，展开丰富的想象，用
其他的动物、植物或建筑物等来形容火烧云的形状。要求先



和同桌或好朋友交流讨论，再在全班交流。

三、学习最后一自段

重点体会火烧云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特点。

四、背诵课文，积累语言

1、练习背诵课文。老师可以适当指导一些背诵方法，但不要
强求学生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应鼓励学生采用更适合自己
的背诵方法。

2、摘抄课文中写得美的句子，读一读，也可以和同学交流。

3、互相交流课前收集到的有关描写云霞的好词佳句。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八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一、谈话，揭示课题

1、同学们，把你的手伸到你的`口袋里，告诉大家你的口袋
里装了什么？

2、出示课题。

3、学生质疑，板书同学们的问题。

二、学生自读，整体感知

1、生自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



2、找一找刚才提的问题的答案。

3、汇报。

三、自学生字词

1、提示学习任务。

2、采取小组合作加自学的方法自学本课生字。

3、出示本课生字词，检查同学们的自学情况。

四、读课文

1、提示学习任务。

2、采取不同的方法读课文，师指导同学们的朗读情况。

五、小结

小结同学们本节课的表现。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授课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学会8个生字，会认6个生字新词。

2、正确朗读课文，流利、有感情到朗读1、2自然段。

3、了解1、2自然段中所描写的景物与老渔翁垂钓的经过。

4、理解古诗内容。对古诗能熟读成诵。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充分朗读1、2自然段，感受江景的诗意，再来学习古诗，
以读促讲，做到水到渠成 。诗文对照，感受诗歌的精炼与绝
妙。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诗文对照，想象秋江独钓图的美景，体会纪晓岚的机智。

教学重点：学习1、2自然段，诗文对照，想象“秋江独钓
图” 的情景。

教学难点：读文品境，体会1、2自然段描写的意境：体会古
诗语言凝练的特点。

教学准备：课件(生词、课文1、2自然段、古诗、音乐《春江
花月夜》)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从题入手，解题质疑：

1、师板书“纪晓岚”：知道纪晓岚吗?

师介绍人物资料。(清四大才子，乾隆的宠臣，才华横
溢……)

2、师：有关他的故事民间流传了许多，今天学习的内容就是
其中之一。

师补充课题：“吟诗”。

3、指生读题。从课题中你知道了什么?(纪晓岚做诗，不是念
诗、诵诗)



4、读出题意。指读、齐读。

5、读了课题，还想知道什么?

6、师相机归纳板书：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7、小结：这就是一件事情的六要素。了解清楚了六要素，可
以帮我们很好的了解课文内容。翻书，让我们从书本中去寻
求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答疑解惑：

1、读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思。

生读书。

2、读词。(课件1)

纪晓岚 光芒 乾隆皇帝 江畔

老渔翁 垂钓 重复 一遍

悠然 一篙一橹 嵌入 沉静

(注意读音：畔、翁、沉、嵌，反复读)

3、开火车读课文段落。

师评：声音洪亮、字音准确、句子通顺……

4、解疑：这六要素你解决了哪几个?生说，互相补充。

5、师教方法：把他们连起来说就是主要内容。指生说。

6、师教归纳主要内容的方法：弄清事情的六要素，把它们连



起来说一说，就是事情的主要内容。

三、以读促讲，感受诗意：

(一)第一自然段：

1、乾隆皇帝看到了怎样的情景觉得有诗意呢?(师板：诗意)

2、练读第一自然段，看看秋日的江畔有哪些景物?想象这些
景物构成的画面。哪些景物给你印象深刻?把喜欢的句子多读
一读。

3、生说江畔的景物。

(师板：落日、波浪、芦花、水鸭、钟声)

4、把你喜欢的句子会说的说一说，想读的读一读。

5、指生读。

师引导：

问：“红红的落日，洒下金色的光芒。”为什么重读“红
红”、“金色”?

评：抓重点词语想象画面，再把感受读出来。真是好方法。

6、师小结：亮丽的色彩，活泼的动态，在古庙的钟声里构成
了一幅江畔落日图。难怪乾隆皇帝会觉得有诗意。指读，齐
读。(课件2：第一自然段)

(二)第2自然段。

1、一位老渔翁正独览这一江美景，静静地垂钓呢!(师板：老
渔翁垂钓)



把描写老渔翁的句子勾画下来，再读一读， 边读边想象画面。

2、生练读，指读。看谁脑海中想象的画面更生动更丰富。

3、指两生分读老渔翁钓到鱼前的部分和钓到鱼时的部分。

要求：要读出老渔翁的变化。(课件3：第二自然段)

听出了什么变化?(老渔翁动作的变化，老渔翁心情的变化)

4、师评：通过轻重、快慢、高低的不同，把老渔翁由静到动，
由平静到愉悦的变化读了出来。

5、指生富于变化的读一读。男女生分读。

6、可这江景中的主人翁不是老渔翁吗?为什么最后要写水鸟
呢?

7、小结：老渔翁置身于夕阳的金色光芒之中，心情愉快地钓
鱼，这情景真是富有诗意呀!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感
受这优美的意境吧!配乐朗读1、2自然段。

四、诗文对照，体会精妙：

1、过渡：看了这样的情景，难怪乾隆皇帝想听纪晓岚吟诗，
也难怪纪晓岚会吟出这么美妙的诗句。(课件4：古诗《秋江
独钓》)

2、指生读古诗。

3、这首诗有什么特点?(七言绝句，嵌入十个一)

4、你能把它读准确吗?指读，要求：能读出诗意来吗?能读出
老渔翁的变化来吗?



5、将景色与诗句联系起来想一想，1、2自然段哪些景象正是
诗中所写的呀?与同座交流。

6、生交流。

7、反馈：文中哪些景象被聪明的纪晓岚写入诗中的呢?生说。
(分别读句子，或是说出第二自然段都可以。)

8、“一人独占一江秋”理解。

“一人”指谁?(老渔翁)

“占”呢?(占领、占据……)再点拨：联系1、2自然段，他独
览一江美景心情愉快地钓鱼，这可真是一种——“享受”啊!

9、 理解第四行诗。对应了哪部分内容?(1、2两个自然段)

10、小结：纪晓岚仅仅用了28个字，可谓字字精妙，字字都
是他渊博学识的沉淀与迸发。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用优美的
朗读把诗中的意境表现出来吧!

11、配乐齐读。(课件5：音乐《春江花月夜》)

五、小结所学，铺垫下文：

纪晓岚不愧为一代文学泰斗，真是才华横溢，机智过人啊!乾
隆皇帝对他和他的诗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呢?下节课接着学习。

六、自设练习，巩固拓展：

又到了“我的练习我设计”的时间：

你打算针对这首古诗和1、2两个自然段设计哪些精彩的作业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