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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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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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散说，师引导到诗歌的形式，为写打下基础。用听听，
秋的声音……这样方式来说。

出示：听听，

秋的声音

四人小组合作，写诗，每人一段，合成一首

展示：把小组合作写的诗，有感情地朗读给同学听，要把自
己的心情也展示出来。

师：是啊，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
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绽开的谷粒里，听到秋的声音，
我们的心里多么——（）

就用我们的朗读来表达我们的喜悦吧！

感情朗读。

扩展，可以欣赏一首写秋的诗歌，送作为礼物。

布置作业。



1、为自己写的诗配上画。

2、搜集有关秋的诗歌，画面，歌等

3、感受秋天写诗：看看，秋的色彩——————

闻闻，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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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11个生字。会写14个字。正确读写“欧洲”“瑞
士”“舒适”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
和重点词语的理解，理解“燕子专列”的意义。

3.了解课文内容，受到爱护动物的教育，体会人与动物之间
美好的情意。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语的理解，
体会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

教学难点体会恶劣气候、环境与人们奉献爱心的关系，感受
这样写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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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目标：

1、认识本课的6个生字。

2、能读懂课文内容，知道神笔“神”在哪里，马良用神笔为
穷人做了哪些好事。



3、能正确快速的朗读课文，并能一边读，一边想，学会思考
问题。

4、能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人们做好事就会受到人们
的尊重。

人文目标：培养孩子名辨是非的能力。

教学重点：

了解马良用神笔为穷人做了哪些好事。懂得分辨善恶为人们
做好事就会受到尊重的道理。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课，揭题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学习一篇新课文《神笔马良》(教师板
书)。神笔“神”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了解课文内容。

1、自渎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2、指名朗读课文：(说说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3、指导朗读。教师适当范读，让学生注意语气。

三、探究性学习。

引导学生找出哪些段落是描写马良为穷人画画的，哪些段落
是描写马良与大官做斗争的。



(鼓励学生大胆的说)

引导学生讨论，说说马良是个怎样的人?

(不畏强 暴，淳朴善良)

四、总结课文

提出问题：马良的笔“神”在哪里?

(马良的神笔能出神入化地画出他想得到的东西。其“神”。
就在于马良对待画画有一种执著的精神，他经过刻苦的锻炼
才会有那样的结果。

(要学习马良的这种精神，而不是只羡慕那只笔。)

五、说说如果你有马良那样的一支笔，你会怎样用?

(引导学生用“神笔”来描绘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未来美好的生
活，或为人们、为社会、为改变环境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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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了解西沙群岛是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可爱的地
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2.学会本课生字。积累新词：

富饶岛屿海防前哨交错五光十色异常高耸低陷

峡谷绽开蠕动威武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庞大栖息

重点理解带点的词语。



3.学习把句子的意思写得更具体。

4.能正确朗读课文。理解课文总起分述的记叙特点。懂
得“总、分、总”、“并列”“因果”段式分层和概括段意
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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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默读第一自然段，思考：为什么说小兴安岭是绿色的海洋？

2．读后讨论。

（1）“数不清”一词说明什么？（树多）

（2）省略号表示什么？（树的品种多）你能再说出几种树的
名字吗？

（3）“几百里连成一片”又说明什么？（树占据的面积很大）

3．读后，我们的眼前会出现一幅怎样的画面？（树海）

三、学习课文第二至五自然段，体会四季美。

1．你认为小兴安岭哪个季节最美？

2．指导学习“春天美”。

（1）自读本段。

（2）边读边画出：“美”表现在什么地方？

（3）找出你认为用词准确、生动的句子，体会。



（如：”春天，树木抽中新的枝条……”这句话，“抽
出’’比“长出”好，从中体会出枝条快速地长出来，很生
动形象。同时也避免了和下——分句语言的重复。学生可体会
“汇成”、“淙淙’，等同语，）

（4）师生合作有感情地朗读本段。

小结本段学习方法：通过读、画、找、析的方法来理解、体
会。

3．运用上段学法分组选学自己认为最美的季节。

4．集体汇报，重点体会。

（1）“夏天美”：

“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
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通过换词的方法体会“封”字用得准确。形象地表现了树
木枝叶遮天蔽日、又密又厚的景象．又显示出树木在夏天生
长的勃勃生机。）

（2）“秋天美”：

“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

（通过换词的方法体会用“飞舞”比“飘落”好。表现了落
叶随着秋风悠悠飘落的情景，又表达了——种活泼、快乐的
情绪。）

（3）“冬天美”：

“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



（“积满”，既可以想象到雪很大，又可反映出小兴安岭森
林是密密层层的。）

5．选读你认为最美的季节，要求读出它的美。（生练渎、评
读）

总结：

1．从四季景物的不同特点中，看出什么？（虽四季有不同的
美，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树木，以此为中心来写，美得
真是生机勃勃、实实在在，小兴安岭是美丽的，诱人的。）

2．为什么说小兴安岭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
宝库？（从景美、物美、有价值、有贡献几方面来回答。）

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材目录篇六

(一)、启发谈话。

简介赵州桥(播放赵州桥的图片)

打开地图，我国东部的川流映入眼帘，对于跨越河道，有利
民生的桥梁，古人有许多幻想和实践，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
湘子，就因一天造一桥,造福人类而得到赞说。我们的祖先很
早就发明了建桥技术，汉代的画像砖上刻有为数不少的拱桥
图形。我国现存最早的拱桥，是建于一千四百年前的赵州桥。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横跨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洨河之上，全
长50.82米，拱券净跨37.37米，桥面宽9米，是一座单孔坦拱
式桥梁。赵州桥由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李春在拱桥
建造工艺上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创造。他创造的坦拱式、敞肩
式建桥法，在当时堪称独步，桥梁质量上乘。由于李春及其
他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赵州桥结构合理，外型秀丽，富有
民族风格，素有“奇巧固护，甲于天下”的美誉。



赵州桥建成之后，成为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东都洛
阳的交通要冲。历经千年风霜以及车压人行、洪水冲击的考
验，至今仍可通行车辆，成为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公元14世纪，法国在泰克河上建造过一座拱形桥，但已毁坏，
赵州桥因此更加引起世人注目，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一座拱桥。

我国古代造桥技艺在实践中继承发扬，留下了许多杰作，如
广西侗乡的风雨桥，又称廊桥;河北程阳的永济桥等等。如今，
横跨江河湖海的大桥比比皆是，谱写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崭新
一页。

(二)、指导预习：带着问题自学课文。

1、标标(自然段)、圈圈(生字)、划划(用直线划出新词，用
波浪线划出能回答上述问题的有关词句。)

2、拼读生字音节，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

3、同桌交流：“赵州桥是怎样的一座桥”，初知课文内
容(建造年代久远，坚固而且美观。)

(三)、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认读生字、讲讲词语的意思。

2、指名回答查字典的结果。

3、指名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什么。

(四)、指导阅读第1自然段。

1、齐读单元提示语第1、2记录。一段话中，有些词语或句子
跟这段话的主要内容关系密切。阅读时，要找出这些词句，
想想跟其他词句的关系，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2、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段，大家仔细找找这一段的重点词语是
哪一句。板书：世界闻名的石拱桥。

3、讨论：为什么说这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

年代久：隋朝李春建造的，已经有1300多年了。解释：“隋
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距今1300多年。

设计上的独特：这座桥闻名的另一个原因是设计上的独特，
我们在下一节课中将会学到。

4、指名说说这个自然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五)、课堂练习。

1、抄写课后习题3的词语。

2、预习课文并想想习题1、2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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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前面我们学过《春》和《济南的冬天》这两篇课文，
还记得里面是怎样分别描写小草的吗?[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
春天，小草“嫩嫩的，绿绿的”;冬天草色“暗黄”。从“绿
绿的”知道春天到了;从“暗黄色”知道冬天已经降临。大自
然仿佛会告诉我们气候的信息似的。这是怎样回事呢?今天学
习的《大自然的语言》这篇课文，将给人们解释其中的道理。

[板书课题]

(二)通读全文。



同学们课前已经预习了这篇课文，对一些难字难词也已经查
阅过字典词典，下面一起读读课文中这几个字词。

[利用课文“预习提示”内的5组字词，让学生个别读，齐读。
]

接下来讨论下面几个问题：

1.这篇课文介绍了什么知识?

2.“大自然的语言”比喻什么?

[学生发表意见后教师归纳]

1.课文介绍了物候知识，说明了研究物候的重要性。

2.“大自然的语言”用来比喻无比丰富的物候现象。语言是
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把大自然中种种物候现象比作“大
自然的语言”，形象地说明了认识它、研究它的重要性。

3.课文把原来的标题改为“大自然的语言”，把大自然拟人
化了，显得生动而有情趣，又很新颖，比直接说“物候学”
更容易吸引读者;也更合乎“科学小品”这类文章的特点。

下面再通读全文。先替各自然段标上序号(一至十二)，用5分
钟时间快读一遍，并思考第一道练习题中的4个小题，填写段
的序号。

[学生读、练后简要讨论。]各小题后括号内应填的序号为：

第1题(一至三);第2题(四至五);

第3题(六至十);第4题(十一至十二)。

(三)理清层次，剖析条理。



说明文要把事理说明得清清楚楚，让人读了容易理解，就必
须讲究条理性。请同学们围绕课文的中心——物候现象的介
绍，划分段落，简要归纳段落大意。

[在解答第一题的基础上，引导讨论，然后归纳]

第1大段(一至三段)：从一年四季中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什么
是物候，并进一步说明物候学和它研究的对象。

第2大段(四至五段)：说明物候观测对于农业的重要性。

第3大段(六至十段)：分项说明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因素。

第4大段(十一至十二段)：说明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讨论后归纳]

说明应有条理，即使是并列的几个方面，也不能任意推测，
而是要以一定的标准理清条理，依恰当的顺序逐项说明。课
文说明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四个因素，是按照从主要(七、八、
九段)到次要(十段)，从空间(七、八、九段)到时间(十段)的
顺序来安排的，并分别用了“首先”、“第二个因
素”、“第三个因素”、“此外”等词语，表明四个因素所
起的作用，程度上有所不同。

(四)学习编写读书摘要。

同学们通过几次通读课文和讨论内容、层次，对课文已经大
致理解。在阅读实践中，为了加深理解，抓住重点，或是为
了记录资料，以备日后使用，我们常常会在大致理解内容之
后，做一些读书摘要。摘要，实质上就是对信息进行筛选，
要把文章的要点或主要的内容摘录在卡片或笔记本上。摘录
的形式，可以是分条的提纲，也可以是浓缩的文字;可以摘引
原文的重要语句，也可以用自己的话概括。



今天我们先练习最简单的读书摘要;从课文中选出一些重要的
语句，分条抄录在笔记本上，构成本文的“摘要”。第一步，
先围绕课文第一道练习中的4个小题，从文章中找出答案，在
有关的句子下划一条曲线。第二步，把这些句子分别摘抄在
笔记本上，有时可适当调整语句或在句子前、后加上一些词
语，使表达完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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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感受夸父的执著、奉献精神。

3.会复述这个故事。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神话故事的含义及夸父形象。



课前准备：

将学生的座位按学习小组排列成“马蹄形”。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在遥远的古代，有这么一个人，他为了让光明永远普照大地，
于是他拿起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向着西斜的太阳追
去，他能追上太阳吗?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神奇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夸父追日》。

二、自主读书，感知大意

1.自主试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拼读一下，读不通
的句子多读几遍。

2.自主练读：喜欢的段落多读几遍，并想一想喜欢的原因。

3.默读思考：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合作读书，感情朗读，复述课文

1.小组内轮读，练习读正确、读流利。

2.小组内评读喜欢的段落，交流读书感受。

3.小组内练习讲这个故事，可以自己讲，可以合作讲。

四、全班交流，评价补充

1.随机抽查每组一至两名同学朗读喜欢的段落，交流喜欢的
原因，其他同学评价补充。



2.各组推选代表或合作讲故事，评选故事大王。

五、课外拓展

1.绘制一幅夸父变成大山、手杖变成桃林的图画。

2.继续收集神话传说故事。

板书设计：

夸父追日

喜欢光明目标

追赶太阳决心

追寻光明信念

新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