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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语文手抄笔记篇一

欧美三大短篇小说家：指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
国的欧·亨利。

风骚：《诗经》和《楚辞》的并称，《诗经》中的《国风》、
《楚辞》中的《离骚》，都是古代作品，对后代文学很有影
响，故常以“风骚”并举。后来“风骚”直接指代《诗经》、
《楚辞》。

“乐府双璧”指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和《木兰辞》。

三言二拍：“三言”指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写的三个话本集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明
代小说家凌蒙初编著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三吏三别：唐代杜甫的六首诗。三吏指《石壕吏》、《潼关
吏》、《新安吏》，三别指《新婚别》、《垂老别》、《无
家别》。

三部曲源于古希腊，指情节连贯的三部悲剧，又称三联剧，
现指三部内容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作品，高尔基自传三部
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巴金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茅盾农村三部曲《春蚕》、《秋
收》、《残冬》。

中国小说四大名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
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

中国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
《孽海花》。

元杂剧的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
秋》、白朴的《梧桐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
厢记》、白朴的《墙关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

莎士比亚的四大爱情剧：《李尔王》、《哈姆雷特》、《奥
赛罗》、《麦克白》。

三年级语文手抄笔记篇二

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缺少了水，地球将失去生
机，人类将无法生存。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伴着六月火热
的风，知了叫了，夏天从歌声中跳了出来;花儿开放，夏天就
从彩色里飘了出来。正是这炎热的夏天，我们更不能缺少水!

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我国的东部，有个因水而名，
因水而兴，因水而美的省份浙江。然而近年来因为缺乏对水
资源的保护，浙江水患频发，污水、洪水、涝水严重影响了
自然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治水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它
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应落实到千家万户，落实到每个人的行
动中。

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作出了“五水共治”决策，所谓的



“五水共治”也就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水是人类重要的资源，所也在今后生活中我们更要
保护水资源、节约水资源。

涓涓细流汇成海，点滴努力结硕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参与“五水共治”行动!

三年级语文手抄笔记篇三

我的家乡在庆阳，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春天，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
的叶子。山坡上、果园里，屋前屋后到处开满了粉红色的杏
花、苹果花、还有雪白的梨花，远远望去，像是花的海洋。

夏天，冬小麦成熟了，田野里金灿灿一片片。大型抽割机在
田野里奔跑，田野里到处都是忙碌的人们，到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果园里到处挂满了黄澄澄的杏子，还有那小红脸的
桃子。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果园里挂满了黄澄澄的梨、红彤彤
的苹果。田野里高粱笑弯了腰，玉米绽开了笑脸。

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
西北风呼呼的`刮过树梢。

我的家乡很美。近年来家乡有发现了特大油田，不久，我的
家乡会发展的更好。

我爱我的家乡!

三年级语文手抄笔记篇四

按照新课标的要求，孩子们到三年级下期已经掌握了2000左



右的生字，生字教学法已不再是语文教学的重点。鉴于语文
课程兼顾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教学中必须坚持“兴趣先
导，学会学习，整体推进，螺旋上升”的指导思想，以保证
知识的连贯性和滚动提高的特殊性。教学中龙文教育老师牢
固坚持以词句教学法为重点，以生字，阅读、写作教学为依
托，贯穿始终，环环相扣，互为促进，滚动提高，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龙文教育老师将具体做法概括为做好“五四三二
一”。

五字就是“读、标、注、划、思”即读五遍课文，标出自然
段，把生字条和田字格里生字的拼音注到文当中，划出不理
解的词和句，思考课后问题。这是我对课前预习提出的要求。
这样做，可以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真正做好预习，也可以
使学生养成自主，探究的效率。

龙文教育老师要求学生每人准备一个好词好句摘抄本。每天
摘抄四个好词语，要求会背，理解意思，初步会用该词语说
一句话。对程度好的同学，外加好句子两个。允许在课文中
摘抄，鼓励在课外抄录。这样做既给了孩子自主学习的空间，
又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大大增强。

此前所述，生字已不是三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但仍是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步生字学习法”的第一步是“识别字
音，字形，这都在预习课文里进行，使学生对生字的正确读
音和写法有了初步的感知。第二步是在“课堂中辨形辨意”，
坚持“字不离词”的原则。结合文中的词语分析字意，初步
学会口头应用。第三步是“单元巩固法”。这是纠正错别字
的重要阶段，运用形近字、辨析，句中改错字等多种灵活方
式，检验巩固学生对文中字形，字意的理解和掌握，对本阶
段中不能掌握的生字，采用在书上用红笔圈记的方法，缩小
复习范围，不定时抽查。

要求学生每天晚上坚持20分钟阅读，内容不限，可以是优秀



作文，童话故事，也可以是报刊杂志。读后填写读书卡，家
长签字，每周老师进行检查评比。在评比中，结合好的阅读
典型，逐步向学生渗透精读、略读、速读的相关知识，指导
学生先从精读做起，一字字，一句句认真读，懂得每篇文章
主要讲了什么，不懂的字词及时找工具书解决，对不理解的
问题，鼓励学生质疑，发问。这样做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求
知欲。在班级中形成了浓厚的读书氛围，对学生词语的掌握，
理解和应用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归根结底，学生写作能力的展示，是语文学科人文性和工具
性最直观的体现，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
过程。所以，尽管新课标对三年级的.作文教学提出明确的要
求，但结合学科特点和新教材的需要，从孩子们入学之日起，
老师就把作文教学始终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常抓不懈，实践
证明其辐射带动全面提升的作用十分有效。

教材特别注重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学习方法的指导。课
文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广，但传统教材中的一些常规性的
训练的内容大大减少了。大家有个突出的感觉是现在教材越
来越不会教了。其实是编排简单了，但是老师的要求提高了，
所以平时仅仅按部就班照本学科远远不够了，平时我们要穿
插一些基础知识的学习，如修辞手法的训练，修改病句的训
练，句子变换的训练等，以使学生全面掌握语文知识。

三年级语文手抄笔记篇五

八月十五是秋天的正中，所以被称为中秋或仲秋。八月十五
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还要圆，要明亮，所以又叫
做“月夕”、“八月节”。中秋前夕，人们都尽可能和家人
团聚，取人月双圆的意义，八月十五又叫“团圆节”。中秋
节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

很早，我国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
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



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
晚上，有赏月、游湖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
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
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
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
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
娟”。

古时还有祭月和拜月活动。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
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
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
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
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
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
要一样。如果家里有孕妇，就要多切一份。

拜月不是指祭月时的拜月，这源于北宋京师。当夜，满城人
家，不论穷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
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
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
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
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
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过中秋节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
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
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



“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
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
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
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
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