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篇一

《可贵的沉默》教学反思

《可贵的沉默》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
三年级下册第五组的一篇阅读课文。本篇课文的教学目的在
于让学生深入领会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受到要关心父母，回
报父母之爱的教育，学会关心别人。

如何让学生从一个只知道接受爱的人，意识到在生活中要付
出爱的关键在当老师问同学们“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爸爸妈妈
的生日？请举手。”“向爸爸妈妈祝贺生日的请举手”这两
个问题是同学们沉默了。我在处理这一部分教学设计了以下
几个环节：

１、引导学生再读课文后在小组里讨论学生自己提出的问
题“同学们为什么沉默了？”“从课文中哪些词可以看得出
当时课堂上很沉默？”

２、找出你认为最能体现课堂沉默的一句话或一段话读一读。

３、指导学生感情朗读这些句子，读出沉默的语气。

４、让学生积累摘抄体现课堂沉默的词语，句子。

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议代讲，事半功倍。沉默中使得孩子



们领悟出最为可贵的东西：不能只会接受爱，享受爸爸妈妈
给我们的爱，更应该懂得关心父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他
们带来快乐。

但是上完课时我感觉到同学们把这种沉默只停留在“给父母
过生日上”。如果能引申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平时对父母的表
现不只是停留在为父母过生日这一件事上，同学们联系实际
说到：父母每天为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却总嫌饭菜不可口；
父母每天送我们上学，我们却从不说“谢谢”等这些生活小
时。让学生主动体验父母为我们的付出，反省自己对父母的
忽略，可能这样课堂中的沉默就会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了。

《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1

学生与文本的对话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点拨。在这节课上，
我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读书时间，让学生充分的阅读文本。
在学生大体把握文本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指导，使学生
在感知文本的同时顺利地进入文本。“针对阮恒的这些表现
你有什么问题吗？”让他们自己深入研读文本，在思想上、
情感上与文本产生共鸣。

这是一篇特别感人的文章，我将纯真的感情基调贯穿全文，
让学生通过对朗读中感情基调的把握来进一步理解课文，达
到对课文的深入体会和理解。因此，我通过创设情境、想象
画面、默读思考，小组交流等多种手段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
朗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平淡到感人，学生对课文的
认识也完成了由“感知”到“理解”直至“深入理解”的过
程。

让学生读中悟情，把尽量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多读多想。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学生从不同方式的朗读中感悟课
文想象课文描写的情境，有助于理解课文内容，这样也充分
展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多读描写献血过程这一部分，
勾画出描写阮恒动作、神情的语句，通过自由读，指名读，



学生评议，激励读，创设情境读，让学生明白阮恒献血时内
心很复杂。学生在此时充分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全班互助
互学，共同探究阮恒的内心世界，体会阮恒虽然说以为献了
血自己就会死去，但为了朋友能活下去，仍然坚持献血的可
贵品质。

语文教学要“用心灵感动心灵，用生命点燃生命，用灵魂塑
造灵魂”。老师在学生理解全文后，用满含激-情的语言进行
熏陶感染：“小阮恒的鲜血流入了小女孩的身体内，她慢慢
地睁开了眼睛，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的朋友。是朋友将她
幼小的生命挽回，是朋友让她感到了这世界的温暖，是朋友
使阮恒勇敢地举起了手，是朋友使他有了战胜面临死亡的勇
气。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然后发问：“同学们，
你们现在的心里有着怎样的想法？最想说些什么？”于是学
生有的谈自己读了这个故事以后的感受，有的对阮恒说些什
么，也有的对小女孩说些什么。这一设计着眼于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独特体验，利于学生学习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充
分体现了“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分析来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一理念，从而实现“培养学生逐步形
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这一目标。

《七颗钻石》教学反思2

《七颗钻石》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童话。这个
短短的童话故事，寄寓着作者的道德期盼和某种社会理想：
无私广博的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爱心能为世界创造美
好的未来；爱心是永恒的，它像星星一样晶莹闪烁，普照人
间。从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是本课的重
点，同时应引导学生感知童话丰富的想象力。选编这篇课文
的意图在于，读关于爱心的神奇故事，体会爱心对别人乃至
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
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
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习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
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我努力将
以上思想运用教学实践中。

１、读书指导具有层次性。教学中我利用自读，读通难读的
长句子，感情朗读来推进教学。而且每次读的要求不一样，
层次也不一样。

２、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中我让学生再读通课文的基础上
让学生默读，画出学生最感动的语句，并思考是什么让你一
次又一次的感动。然后让学生再小组内交流，最后全班交流。
在全班交流的时候，我根据学生的立足之出，指导学生感情
朗读，并让学生在各种读的方式下，总结出如何将课文读得
又感情，如何去体会课文所蕴涵得情感。让学生在感情朗读
得同时习得读书得方法。

这一节课结束了，可是留给我得是深深的反思。现在回过头
来细细反思课堂，我总结出以下几点做的不完善，今后应该
改正：

１、时间分配有点不合理，造成前松后紧的课堂节奏。

２、读书指导上有点不到位，过渡型语言不简洁明了，有些
不准确。

我会用汲取本节课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用于以后的课改之路
上。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篇二

我们村子前面的小山包，远远看去真像一个绿色的大绒团。



山包上，树很密，草很深，花很多。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
弯弯曲曲地穿过小山包的密林。石板小路的尽头，有一眼清
泉，叫“珍珠泉”。

最有趣的，当然是那晶亮的、饱满的、一嘟噜一嘟噜从潭底
冒出来的水泡了！开始，水泡很小，摇晃着越升越高，越来
越大，最后在水面绽开了，在“扑哧”一笑中消失了！有时
候，透过密密的树叶，太阳筛下一束束金光，照在水面上，
照在正升起的水泡上，一直照到潭底青褐色的石头上。水面
和潭底，金色的`光斑和银色的光斑交错着；水泡闪亮闪亮的，
射出红的光，黄的光，绿的光，紫的光……多像一串一串彩
色的珍珠啊！

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不用说我是多么喜欢珍珠泉了。我很想知道，它哪来这么多
冒不完的水泡？在小河断流的时候，在村里的井水干涸的时
候，它还是不停地冒着水泡。难道是有许乡快乐的孩子，躲
在什么地方吹泡泡玩儿吗？他们一定玩得很高兴吧？每次，
挑着阿爸给我做的小桶，来到珍珠泉边，我都这么想。

挑着满满一担水，走在林中的石板路上，我泼洒了多少珍珠
啊！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篇三

有一年冬天，列宁在郊外养病。他每天到公园散步。公园里
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
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非常惹人
喜爱。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
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

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
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
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

男孩说：“没看见，我没看见。”

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
冷。”

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
了。”

男孩看看列宁，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
活着。”

列宁问：“会飞回来？”

“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

第二天，列宁来到白桦树下，果然又看到那只灰雀欢蹦乱跳
地在枝头歌唱。那个男孩站在白桦树旁，低着头。

列宁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着说：“你好！灰雀，昨
天你到哪儿去了？”

当然，灰雀没有告诉列宁昨天它去哪儿了。列宁也没再问那
个男孩，因为他已经知道男孩是诚实的。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篇四

这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和单元专题相联系的，在导语中提前
做了布置。教师在本单元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听广播看
电视、阅读书报杂志，要提醒学生搜集有关世界各国的文字



和图片资料，做好交际的准备。话题可大可小，资料可多可
少，教师可以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决定，同时注意同其他学
科的联系。

由于教材的话题比较宽，教师要防止小组交流出现“自说自
话”的情况。为了让交际活动更深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按
兴趣分小组针对某一个方面搜集资料，如可以按风俗习惯、
生活习惯、人种特点、文化特点等角度分组；可以让学生搜
集世界各地的趣闻逸事。总之，方法、角度可以多样，但目
的都是引导学生关心世界大事，增加对其他国家的了解。

为激发学生的交际热情，本次口语交际可以配合活动进行，
如举办“小小世界博览会”“世界之窗”“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或“做导游”等活动，通过图片、实物展览引发学生的
交际愿望。教师还可以引入最近的世界大事，展开主题讨论。
对受条件限制的地区，一方面教师要多搜集一些资料，另一
方面要鼓励学生从广播、电视等媒体中取材，并适当降低口
语交际的要求。

三年级字词教学反思篇五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些词语朋友，还记得它们吗？
一起读读吧！（齐读）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希腊国王麦得斯最喜欢金
子，当听到神灵赐给他点金术时，他心花怒放地说dddd（生
齐答）

过渡：麦得斯真的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了吗？让
我们再次走进课文。

二、学习第4自然段。



1、请同学们自由的读一读第4自然段，用“______”画出麦
得斯做了什么？用“nn”线画出描写麦得斯心情的句子。

2、师：画好了就放下笔，举起手。谁来把你画的句子大声读
给大家听一听？

3、指导朗读。（体会：神奇、富有、高兴）

4、来，把这一段连起来读一读！

三、总结学法：

四、学习5－8自然段。

（一）学生自学。

（二）交流学习情况。

过渡：谁来把你的学习收获与大家一起分享。

学生交流：

第5自然段：

生：我学的是第5自然段，找到的句子是……

（1）、师：麦得斯兴奋地来到花园，睢，你们看到了什么？
他摘了一朵玫瑰变成了金的，又摘了一朵又变成了金的，所
以――这使他有点扫兴，因为他喜欢色彩缤纷的鲜花。

（2）、三次引读：

a、他的确有点扫兴，因为他喜欢有香味的鲜花，而现在的花
没有了香味，摸起来冰凉凉的。（女生读）



b、他喜欢色彩缤纷的鲜花，而现在花不再艳丽，只剩下金色
了。（男生读）

c、他喜欢有生命力的带着露珠的鲜花，而此时的花没有了生
气。（全班读）

过渡：谁还想把你的学习收获与大家一起分享。

第6自然段：

生：我学的是第5自然段，找到的句子是……

（1）、师：牛奶、面包都变成的金的，麦得斯有了这么多的
金子，但却肌肠辘辘，所以他闷闷不乐。谁来读读。

（2）、指导朗读。

（3）师：来，让我们拿起书，一起读读这一段。

第7、8自然段。

过渡：你看，麦得斯喜欢的鲜花变成了金的，吃的面包和喝
的牛奶都变成了金的，他闷闷不乐。当他饿着肚子，又一次
来到花园，亲吻了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小女儿立刻变成了一
座金雕像。这是一座怎样的金雕像？想一想，和同座说一说。

（1）、个性读

（2）、是啊，面对着没有生命、冰凉凉的`、不会喊爸爸的
女儿，麦得斯痛苦地说：――――“我这么喜欢金子是很愚
蠢的，把金子都拿走，还我的女儿吧！”

（3）、三次引读：



a、他拥有了这么多金子，却失去了最心爱的女儿，他痛苦地
说：――（1、2组读）

b、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愚蠢，后悔极了，他痛苦地说：――
（3、4组读）

c、他为自己的贪得无厌忏悔不已，乞求神灵收回点金术，他
痛苦地说――（全班读）

五、小结

同学们，我们通过抓住了关键词句，进行赏析品读的方法，
一步一步走进了麦得斯的内心，体会了他的心情变化。下面
分组读读吧。

六、学习9、10、11自然段。

过渡：麦得斯这样痛苦不堪，那他的愿望实现了吗？自由读
一读9―11自然段。

2、三次引读：

麦得斯忘不了这个教训，我们也会忘不了这个教训。所以：

a、当麦得斯失去了点金术，抱着美丽可爱的小女儿时，他高
兴地说：――

b、当麦得斯失去了点金术，却得到了金钱也买不到的亲情，
他高兴地说：――

c、当我们学了这个故事，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也能高兴
地说：――

七、复述课文。



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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