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
(精选6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
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一

1、激发兴趣，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都见过什么样的项链呢?(课件出示“项
链”，项链就是把珠子等装饰品连成一串)那谁知道爱心是什
么呢?(课件出示“爱心”，爱心就是去帮助别人、关爱别人。
....)把“爱心”和“项链”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爱
心项链》。

板书课题《爱心项链》

二、初读课文，自学感知

师：看了课题后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生1：什么是爱心项链?

生2：谁做了爱心项链?

生3：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

生4：.....(学生提的问题归纳为三个，简单的写在黑板上)

师：请大家带着刚才提出的问题，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



文。

自主学习，同桌交流互助

1、检查词语，扫清障碍出示(本课需要认识的字词)

a、同桌互相识字，比赛读

b、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

2、了解大意，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师：这些词语你们都读准了，那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呢?(引
导学生从故事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来概括)

师：能不能根据课文内容完成下面的填空呢?

()在先后得到了()和()的帮助，懂得了()。

3、答疑解惑，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
不同感悟和不同想法)

第一个问题：爱心项链就是用爱心去帮助别人，去做善事，
把所有人用爱心做的善事连在一起就是爱心项链。第二个问
题：中年人、克雷斯、青年人和许许多多有爱心的人第三个
问题：作者希望这种爱能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去帮助有困
难的人。(三)感悟爱心师：不知同学们在读课文的时候注意
到没有，克雷斯先后两次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都听到了相
同的这句话，齐读(出示句子：“我不要求回报，但我要你给
我一个承诺——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帮助他。
”)

师：那他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句话的?听后又有什么感受
呢?接下来请同学们深入读课文，想一想，然后在小组内交流



一下感受。学生小组内交流后全班汇报。

过渡：是啊，做了好事，不求回报，最后别人又以爱心回报
他，怎能不叫人感到欣慰?

4、师质疑，感受爱心的传递。

师：学到这儿，老师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克雷斯居然在六
年后听到了这句相同的话，你想想可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
那这六年中又会发生什么事，六年后才有可能听到这句
话?(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又帮助了更多的
人，每当更多的人要对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总会把这句话
告诉给那些人。)过渡：正象同学们所说的(出示：在以后的
日子里，克雷斯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每当人们要对他表示
感谢时，他总会把那中年人要他承诺的话告诉给他们。)

师：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温暖人心的话语，中年人把爱心
和这句话送给了克雷斯，克雷斯又送给了许许多多的人，最
后这句话又回到了克雷斯这里，这其中又有多少人在奉献着
爱心，传播着这句话，才组成这串世界上最珍贵的爱心项链。
这就是爱心的传递。

同学们，学到这儿，我相信你们已经解决了课前的疑问，什
么是爱心项链呢?仅仅有爱心行吗?仅仅只做善事行吗?那我们
要怎样做呢?对了，这爱心需要你的传递，我的传递，他的传
递，只有这样这串爱心项链才会越穿越长，这爱心会遍布世
界的各个角落。

三、拓展阅读，体会爱心。(附：《一杯牛奶》稿)

师：今天，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另一个爱心故事《一杯牛
奶》，让我们一起去细细品味这根爱的珠链上那感人的一幕。
请同学们拿出你手中的阅读材料自主阅读，看看你从中又读
懂了什么?动笔画一画文中最感动你的句子，并把你的感受写



在旁边，一会儿我们交流。

学生自由读文后汇报(鼓励学生感悟不同的句子)

师：同学们，杯子里装的仅仅只是牛奶吗?还装着什么?

师：姑娘当年为小男孩奉献爱心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回报，
而今天却得以真情的回报，这就是爱心的传递。

四、感情升华

课件出示(音乐)世界上最温暖、最令人感动、最美好的一个
字眼就是“爱”。爱是什么?爱是对他人的同情、关注和给
予;爱是充满人情味的社会温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文中的
中年人、克雷斯、青年人那样，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满怀爱心
的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这种美德就会代
代相传，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请同学们举起书，用心的读最后一段，用心的读给自己听，
用心的读给身边的人听，用心的读给所有人听。生齐读最后
一段。出示课件，最后一段，(爱心是无价的，他不需要回报，
但却可以心心相印。如果说每一件善事都是一颗珍珠的话，
那么我们的爱心就是一根金线。用金线把珍珠穿在一起，就
成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爱心项链。)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二

现在机器人协会要举办“未来机器人”大赛，评出“最佳创
意奖”你们有没有信心去参赛，介绍自己发明的机器人呢？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想获奖，应该怎样介绍自己发明的
机器人呢？老师先去采访一位参赛选手，看看他是怎样介绍
的？同时注意听清楚老师采访时提出的几个问题。（出示）

1、你想发明什么机器人？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保姆机器人”。

2、你为什么想发明“保姆机器人”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忙于工作，没有人照顾我，被送到
了很远很远的奶奶家，一直到我上幼儿园才回到父母身边。
所以，我想发明一个“保姆机器人”，专门在家照顾小孩。

3、你发明的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她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机器猫？一看就特别可爱，
小孩会特别喜欢。不同的是，她的脸是一个屏幕，能出现爸
爸或妈妈微笑的脸庞，让孩子觉得父母就在身边。

4、它有哪些本领？

她的本领可大了！首先，她能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定时给
孩子喂奶、晒太阳、做游戏，哄着孩子睡觉，使孩子健康成
长。其次，她能散发出**的体味，让孩子像在妈妈身边一样
有安全感，还能用妈妈或爸爸的声音来为孩子唱歌、讲故事。
第三，她能通过电子眼敏锐地感受孩子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一旦发现生病，会马上同主人取得联系。第四，当孩子哭闹
时，她能通过模拟各种动物的叫声、播放动画片等来哄孩子。
当然，她还能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搞好家庭卫生，在主人
下班时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有了这样的“保姆机器人”，
大人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刚才同学们听了介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介绍机器人了吧？
（生答，出示上面四个问题）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本单元的
内容以真情、关爱、善良为主题，通过《真情的回报》、



《那只松鼠》、《美丽的桥》的学习，学生感受到了真情的
美好，懂得了付出真诚才能收获真挚的感情，再理解本课
的“爱心传递”比较容易。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学、合作、
探究的方式学习，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充分
交流、感悟。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通过一个人同时夸耀自己所卖的矛和盾，因互相抵触而
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告诉人们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不
要言过其实，自相矛盾。

学生分析：

了解寓言故事不成问题，关键是如何让学生理解寓言故事所
揭示的深刻道理，然后联系实际谈感受。

设计理念：

以自渎为主，重在感悟积累。

教学目标：

1、理解文言文词义句义，能讲述文言故事。

2、有感情朗读，能背诵此文。

3、懂得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自相矛盾的
道理。

教学重点难点：学会学习文言文的方法，理解意思，熟读成
诵，明白道理

教学流程：



一、教师#三年级#导语

1、以前学过哪些寓言？怎样学习寓言。

2、什么叫文言文，怎样学习文言文。

3、题解

二、读通语句，整体感知

1、教师泛读（或听录音）

2、领读

3、自由练习朗读

4、指名朗读

三、读懂课文，对照注释自悟句意文意

1、让学生自己边读句子，边看课后注释，揣摩句子意思。

2、汇报交流

3、指名把故事完整的讲述一遍

4、自由练习讲寓言故事

5、练习感情朗读

6、生齐读（要求读慢一点，学会吹嘘自己的矛和盾，注意反
驳的语气）

四、揭示道理，发散思维



1、提出问题，学习小组分析讨论

2、汇报小结

五、总结全文

六、熟读背诵进行语言积累

七、作业：

1、帮助楚国人卖出矛和盾，该怎么做？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五

读懂诗歌内容，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么。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语言的兴趣。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
么，领略大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

教学难点：学生对大自然的现象缺乏感性认识，有些句子较
难理解。

课前准备：

1、课件。

2、查找有关“三叶虫”化石、“喜马拉雅山脉”的文字或图
片资料。



3、观察大自然，搜集有关“大自然语言”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欣赏四季美景。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自然界的一切都显示出无限的魅力，
请孩子们跟老师一起去欣赏几个画面。出示课件(四季)

2、揭示课题。

看了这些画面你想说什么?

是呀，大自然多么美丽多么神奇呀!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每一处景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都是属于大自然的，
都是大自然的代言人。孩子们，别以为人才会说话，大自然
也有自己的语言呢，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板书：
大自然的语言)

3、质疑课题。

二、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诗配画朗读课文。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大自然的语言，认真听，
仔细看，你听懂了什么?(诗配画范读)

2、全班交流。你听懂了什么?

3、自由轻声地读这首小诗，想办法读准字音。

孩子们听懂了这么多东西，很了不起!如果我们再去把这首小



首多读几遍，你会读懂更多的东西。

4、试着用“大自然用_________，告诉我们_________”的句
式和同桌说一说自己读懂的内容。

5、谁愿来说给大家听一听?根据学生的回答，师适机板书：
简笔画(略)

三、精读课文，重点品评

1、学生自由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节，体会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孩子们读懂的大自然的语言真多呀，在大自然这么多的语言
中，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呢?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就去读哪一
小节，边读边想你为什么喜欢它。(学生自由读自己喜欢的小
节)

2、全班交流，重点品读

你喜欢大自然的哪一种语言呢?找出来读给我们听听。

以第四小节为例指导学生朗读。

(1)现在我们请出大自然的这种语言。

(2)你来读一读。

(3)你为什么喜欢?

出示课件：反问句：蝌蚪在水中游泳，不就像黑色的“逗
点”?

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说?“蝌蚪在水中游泳，就像黑色的“逗
点”。”但是在这里却不这么说，而是用反问的语气，我们
一起来试着读一下反问的语气。



(4)蝌蚪就像我们学过的逗号一样，这多神奇呀!这么活泼的
小蝌蚪代表了一种大自然的语言，春天来到人间，又是多么
让人欣喜。自己悄悄练习读一下，能不能把这些神奇，欣喜
的感觉找到。谁想来试一试?全班读。

(5)谁愿意再来读一读你喜欢的大自然的语言，并说说你为什
么喜欢它。

3、领略大自然的语言，配乐朗读诗歌。

大自然的语言啊，真是丰富多彩!现在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
然的语言吧!随着美妙的音乐朗读这些神奇的语言。

四、拓展延伸、仿写练笔

1、全班交流自己还知道的大自然的语言。

2、欣赏画面，感受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3、欣赏老师创作的小诗，指导仿写。

多美呀!多神奇呀!现在老师不禁诗兴大发，想写一首小诗。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写呢?孩子们先一起观察一下课文，看看课
文中是不是每一个小节的写法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了什么?通
过观察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语言有很多，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把它写出来。

下面老师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了一首小诗，你们想不想欣
赏我写的小诗?你们听着。展示诗。

4、拿出纸笔写一写大自然的语言。

你愿不愿意像老师一样也用你喜欢的方式写一写你收集到的
大自然的语言。我们先用一小节写出一种大自然的语言。大
家拿出纸笔来，写一写吧。



5、写好的孩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自己写的小诗。

6、全班交流。

7、现在请下面的孩子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部份就请
台上的孩子按顺序读自己写的小诗。配乐朗读。你们听听，
我们班的孩子共同创作了一首小诗呢，孩子们都成小诗人了。

五、总结课文、提出希望

你们写得多好呀!你们都是会观察、爱学习、勤思考的孩子，
才会懂得这么多大自然的语言。

老师希望你们这样坚持下去，和大自然对话，成为大自然的
好朋友，去发现更多大自然的秘密。

小学三年级语文太阳教学方案与教学反思篇六

1．（出示）读一读这首儿歌，注意带有拼音的字，想想你有
什么发现。

2．学生畅所欲言，谈自己的发现，教师加以引导，让学生明
白这些词语都是指的人常用的调料和味道。

3．（出示）这八个字扩词。

4．说出另外的跟调料和味道有关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