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 小学语文三年
级教案石榴教学设计(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篇一

1、了解石榴的生长过程，体会石榴的美及作者对石榴的喜爱
之情。

2、体会用拟人的写法能把石榴写得更生动形象。

3、品尝一种水果，并仿照课文第四自然段写一段话。

教学重点

体会用拟人的写法能把石榴写得更生动形象，指导用第四自
然段的写法写一段话。

教学难点

指导用第四自然段的写法写一段话。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石榴》这篇课文，请打开
课本85页，我们把课题读一次。



2、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第一、二自然段，通过上节课的
学习，你了解了什么?(石榴在春天长叶，夏天开花，秋天结
果。)

3、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是按照石榴的生长顺序来写的，我
们在写有关植物的文章时，也应该按照植物的生长顺序来写。

二、研读第三自然段。

过渡：热闹了好一阵的石榴花渐渐地谢了，树上结满了一个
个小石榴。那么，小石榴是怎样一天天长大的呢?请同学们自
由读一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找出描写石榴一天天长大的句
子。

1、师相机出示句子：“石榴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

(1)你们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石榴是慢慢长大，慢慢成熟
的。)

(2)全班齐读。

2、那么，哪一句写了石榴果的变化。师相机出示句子：“它
的外皮先是青绿色，逐渐变得青中带黄，黄中带红，最后变
成一半儿红，一半儿黄。”

(1)再请一个同学把这一句话读一次，其它同学找出表示先后
顺序的词，(先是逐渐最后)我们把这些词读一次。

把这整句话读一读。

(2)出示课件体会石榴颜色的变化：同学们看，这就是石榴果
颜色变化的图，它的外皮先是，逐渐变得、，最后变成。

(3)你们看老师能不能把“黄中带红”和“青绿色”换个位置
呢?(不能)为什么?(因为植物的生长是有顺序的，说明作者写



文章之前是经过认真细致的观察的，所以作者用上了表示先
后顺序的词，这也说明了作者用词的准确精当。)

(4)你们看，石榴果的颜色在变化的过程中，美不美?我们能
不能美的把这一句话读一读。齐读。

3、学习两个拟人句。

过渡：熟透的石榴又是怎样的呢?请同学们看一看，师出示课
件：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1)老师这里有两句话都是写熟透了的石榴的，你们读一读，
并说说哪一句话好，为什么?出示句子：

熟透了的石榴裂了，露出了满满的子儿。这些石榴从黄绿色
的叶子中露出来。

熟透了的石榴高兴地笑了，有的笑得咧开了嘴，有的甚至笑
破了肚皮，露出了满满的'子儿。这些石榴娃娃急切地扒开黄
绿色的叶子向外张望，向人们报告着成熟的喜讯。

(2)为什么说第二句好呢?(第二句把石榴当成人来写)把事物
当成人来写，这种写法叫拟人。

(3)你从哪些词语看出把石榴当成人来写?(笑得咧开了嘴急切
地扒开张望报告喜讯)

(4)齐读这些词语。

(5)请四个学生上台做下列词语的动作，其它学生跟着做。

笑得咧开了嘴急切地扒开张望报告喜讯

(6)刚才同学们做这些动作时，老师觉得你们非常的活泼可爱，
可想而知，作者把这些表示动作的词加到石榴身上，我们自



然而然就觉得石榴是那么的……(活泼可爱)所以把石榴当成
人来写，就把石榴写得……(更生动形象，有趣活泼，我们不
由得对石榴产生了喜爱之情。)

(7)现在，谁来说说为什么第二句好?

(8)小结：所以，我们平时写作文时，多用些拟人的句子，就
能把意思表达得更生动形象。

(9)喜欢石榴吗?谁来读读这两句，读出石榴的活泼可爱。

(10)让我们配上音乐，美美的把这段读一读，好吗?

三、研读第四自然段。

过度：同学们看，老师这里带来了一个石榴，我把它的外皮
剥开，你们看看里面是什么呢?(板书：看)

1、你看到了什么?(石榴子儿)那么书上是怎样写石榴子儿的
呢?请读第四自然段，找出描写石榴子儿的句子。

2、师相机出示句子：：“这时，你摘下一个石榴，剥开外皮，
只见玛瑙般的子儿一颗颗紧偎在一起，红白相间，晶莹透亮。
”生齐读。

(1)找出描写石榴子儿的词语，把它画出来。(玛瑙般的子儿
紧偎红白相间晶莹透亮)

(2)出示石榴子儿的课件，理解这些词，你觉得石榴子儿怎
样?(很美)

(3)从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抓住了石榴子儿的什么来
写呢?(师板书：形状和颜色)

(4)你们看，石榴子儿美不美?谁能把这个句子美美地读一读。



3、这么美的石榴子儿，想吃吗?请两个同学上来尝一尝。(板
书：尝)并说一说是什么味道的。(板书：味道)

(1)作者是怎样写石榴子儿的味道的?请读读课文中的句子，
出示句子：：“取几粒放入口中嚼嚼，酸溜溜、甜津津的，
顿时感到清爽无比。”

(2)谁来说说石榴子儿是什么味道的?(酸溜溜、甜津津的)

(3)作者的感觉怎样?(板书：感觉)(清爽无比)清爽无比又是
什么感觉?(凉快、口感好)

(4)你们喜欢吃吗?谁能美美的读读这句话?

把整段话读一读。

四、小结写法，读写结合。

1、师小结写法：作者写石榴子儿时，先观察它的形状和颜色，
再品尝它的味道，最后写自己的感觉，我们品尝一种水果时，
可以按照作者的这种写作方法来写。

2、课后练习的第五题要求我们品尝一种水果，并仿照课文第
四自然段写一段话，下面是老师仿照第四自然段写了一段品
尝香蕉的话，请读一读。

我拿出一个弯弯的黄色的香蕉，掰开薄薄的外皮，就露出米
白色的果肉，我闻了闻，好香啊!我轻轻咬了一口，软绵绵，
甜滋滋的，真是越吃越想吃。

3、徐老师除了按照作者的写法外，还多加了一项——闻气味，
你们写的时候也可以加上这一项。

4、现在正是橘子上市的季节，街上的水果摊上的橘子堆成了
小山的，现在请同学们把你带来的橘子拿出来先观察再品尝，



然后按照第自然段的写法，把你品尝的经过说一说。

5、交流：请一两个学生上台说，师生按照写法评议。

6、学生动手写话，教师巡视指导。

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一、二自然段。

2．学会本课生字，认识多音字“剥、间”，理解“驰名中外、
红白相间、仿佛”等词。

3．了解石榴的生长过程，体会文中优美的语句，感受石榴花
的特点。

4．通过朗读、感悟，激发学生对石榴、对家乡的喜爱之情。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石榴的生长过程，体会文中优美的语句，感受石榴花的
特点。

教学资源

预习设计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不添字，不漏字。

2．自学生字，在课文中划出带有生字的词语。

3．将书上的生字描红，并在《习字册》上写3遍。



4．查字典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驰名中外、红白相间、喜讯、扒开、仿佛、张望

5．标自然段序号。

调整与反思

第一板块：激趣导入，初识石榴（3分钟）

1.学生说谜底。

2.读课题。

3.学生寻找“驰名中外”。

说、读“驰名中外”的好朋友：中外闻名、举世闻名、远近
闻名、名扬四海

4.指名读、齐读。

第二板块：预习展示，整体感知（12分钟）

1.学生自由选择句子朗读。

（1）春天来了，石榴树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2）走近看，仿佛是一个个活泼的小喇叭，正鼓着劲儿在吹
呢。

（3）熟透了的石榴高兴地笑了，有的笑得咧开了嘴，有的甚
至笑破了肚皮，露出了满满的子儿。这些石榴娃娃急切地扒
开绿黄色的叶子向外张望，向人们报告着成熟的喜讯。

（4）这时，你摘下一个石榴，剥开外皮，只见玛瑙般的子儿



一颗颗紧偎在一起，红白相间，晶莹透亮。取几粒放入口中
嚼嚼，酸溜溜、甜津津的，顿时感到清爽无比。

2.学生轻声读课文。

第三板块：了解石榴生长过程（12分钟）

1.学生用自己话说石榴生长过程。

同桌讨论。

出示：到了，石榴，到了，石榴，到了，石榴。

2.指名说。

第四板块：细读品赏，悟情体验（10分钟）

1.出示学程单：

（1）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用直线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2）将自己喜欢的句子读给同桌听，并说说喜欢的理由。

（3）时间：3分钟。

第五板块：回归整体，升华情感(3分钟)

1．学生说小作者将石榴写得生动形象的原因。

2．教师小结。

第一板块：激趣导入，初识石榴（3分钟）

1．请学生回忆课前猜的谜语。



2．指出榴的读音，齐读课题——石榴。

3．出示一段话：枣庄石榴园有石榴树五百三十余万株，建于
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是我国最大的石榴园，
被誉为——“天下第一榴园”。

师读这段话，帮助学生理解第一小节中的“驰名中外”这个
词。

4．读课文第一小节，读出石榴园名声很大。

第二板块：预习导学，整体感知（12分钟）

1．出示长句（含有生字），学生自由选择挑战朗读，相机正
音、认识多音字“剥”、“间”。

（1）春天来了，石榴树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2）走近看，仿佛是一个个活泼的小喇叭，正鼓着劲儿在吹
呢。

（3）熟透了的.石榴高兴地笑了，有的笑得咧开了嘴，有的
甚至笑破了肚皮，露出了满满的子儿。这些石榴娃娃急切地
扒开绿黄色的叶子向外张望，向人们报告着成熟的喜讯。

（4）这时，你摘下一个石榴，剥开外皮，只见玛瑙般的子儿
一颗颗紧偎在一起，红白相间，晶莹透亮。取几粒放入口中
嚼嚼，酸溜溜、甜津津的，顿时感到清爽无比。

2．整体感知课文。

学生轻声读课文，提出要求：这滋味独特的石榴，究竟是怎
么长成的呢？让我们再去读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正确，把
句子读得特别流利。



第三板块：了解石榴生长过程（12分钟）

1．通过刚才再次读课文，老师相信大家一定都发现了，课文
的第二、三两个自然段就是在写石榴的——生长过程。

2．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说这个过程吗？只要说请这是在什么
季节，石榴怎么样了，就可以了。比一比谁能说得最简洁。

（1）同桌讨论，看看谁的速度最快。

（2）指名说说，师板书，小结：石榴在春天抽枝、长叶，在
夏天开花，在秋天结果。

第四板块：细读品赏，悟情体验（10分钟）

1．学生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用直线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并说说理由。

2．交流

（1）走近看，仿佛是一个个活泼的小喇叭，正鼓着劲儿在吹
呢。

（2）到了夏天，郁郁葱葱的绿叶中，便开出一朵朵火红的石
榴花。花越开越密，越开越盛，不久便挂满了枝头。

第五板块：回归整体，升华情感(3分钟)

1．学生说说小作者将石榴写得生动形象的原因。

2．学生各抒己见，教师小结。

作业设计

1．完成《习字册》。



2．完成补充习题一、二、四题。

3．仔细观察自己喜欢的一种水果，动笔写写。

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篇三

核心提示：《石榴》这篇文章文笔优美，以季节的变化，按
照抽枝、长叶、开花和结果的顺序描写了石榴的成熟过程，
是学生学习语言和习作的很好范例。如何让学生真正理解课
文内容呢？首先，我从题目入手，先让学生相互介绍自己...

首先，我从题目入手，先让学生相互介绍自己所了解的石榴，
我再作适当的补充。随后，紧扣“石榴”二字，让学生读全
文并思考：“课文介绍了石榴的哪些方面？”让学生自主学
习，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答案。学生很快回答：“叶、花、
果实、味道。”石榴的花与果实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学习花
这部分，我积极引导学生读懂“抽出”、“长出”、“越来
越密”“越来越盛”y“挂满”等词语，引导学生想象春夏时节，
石榴生长的过程和景象。其实，现在想来，如果再教这一段，
我会再优美的音乐范读第二节，让学生轻轻地闭上眼睛中边
听边想象，描述出自己脑海中的画面。如“我好像置身于花
的海洋中”，“好多花在向我招手呢”这时，再引导学生去
练读，他们在朗读中会有更深的感悟。还可以让学生猜一猜
石榴花会吹些什么样的曲子呢？如“高兴的曲子，因为他们
很开心。”……在教学味道时，我采用“看、尝、品、读”
的教学策略。先让学生自由读读，然后出示课前让学生带来
的石榴，学生们立刻被吸引住了，兴趣盎然，教室里一下沸
腾起来！我剥开一个石榴，给学生展示：籽儿很多、红白相
间、晶莹透亮、籽儿像玛瑙一样好看……学生不光描述到位，
还特别兴奋，我想他们一定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就故作神秘
地说：“看到好多同学都喳嘴了，想吃吗？别急，咱们边吃
边说一说。”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石榴分发给每位学生，并让
他们说说看到的石榴籽儿。这时学生在轻松愉快、生动活泼
的气氛中品味着石榴，他们毫不拘束地谈着自己的感受。尝



完后，我再让学生读一读，学生的感受与先前截然不同了，
他们读得满面笑容，有滋有味。这篇课文也是一篇很好的习
作例文，描写石榴思路清晰，具体生动，每一个自然段在写
作方面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因此，教完这篇课文，我要求学生将全文加以背诵，同时，
仿照课文第四自然段写一种水果。仿写前，我让学生好好地
品读书上段落是怎么写的？抓住了石榴果的.什么来写的？小
孩一下回答出来：形状、颜色、味道来写。由于二年级时口
语交际课上，我让学生对各种水果的形状、颜色、吃法、味
道做过细致的练说指导，当时并要求把练说的话写下来，不
会写的字用拼音来代替，所以大多数学生脑海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仿写前我稍微提醒了一下（抓住各种水果的形状、
颜色、吃法、味道来写），结果大多学生写出来的文章都不
错，比课文上第四自然段内容更具体，将水果进行了全面的
描写，从它的外形写起，由外到内进行叙述。

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篇四

知识与能力

1、理解文章主题;

2、学习形神兼备的状物手法;

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英勇无畏的品格和敢于斗争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三、过程与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

理解文章主题



形神兼备地状物

一、导语

古往今来，“垂杨”“腊梅”之类的植物历来是文人墨客的
笔下宠物，但现代作家郭沫若却对石榴情有独钟，而且还赋
予了石榴“夏天的心脏”的美誉。石榴的魅力究竟在什么地
方呢?本节课我们来一睹石榴的风采。

二、导读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读课文，感悟作者对石榴的赞美之情;

2、朗读课文，按照“爱石榴——画石榴——赞石榴”的思路，
理清文章层次。

(二)细读课文，深入理解

读文章2——6段，思考问题：

1、作者从石榴的哪些方面表现石榴树的“最可爱”?

2、通过什么方法突出了石榴枝叶的特征?

3、作者为什么要详写石榴的花朵?

4、作者运用哪些修辞方法写石榴的果实?

(三)精读课文，拓展能力

通过学习石榴的敢于同骄阳斗争，毫不示弱的精神美，你有
什么启发和感受，写一写并说一说。



三、板书设计

三年级语文石榴教案篇五

《石榴娃娃笑了》是一首儿歌，内容浅显易懂，写了石榴成
长过程中的样子。文章用了拟人的写法，把石榴当成娃娃，
夏天时闭着嘴巴，秋天到了张开嘴巴，露出小红牙，表示已
成熟。这首儿歌清新活泼，贴近秋天这一单元主题。

设计理念

以兴趣为先导，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读得轻松，读
得高兴，增强读书的成就感。注重学生阅读的实践，珍视学
生在读书中的独特体验，使学生喜欢阅读，并感受阅读的乐
趣。

学习目标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知道秋天石榴成熟时的特征，感
受秋季景物的变化。

2、让学生在“快乐读书屋”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喜欢阅读。

3、认识本课要求认识的4个生字。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了解秋天石榴成熟时的特征，感受秋季景物的变化。

教具准备

石榴，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读书兴趣

1、展示石榴实物，简单介绍，引入“快乐读书屋”。

2、谈话引导。

（1）让吃过石榴的学生说一说石榴的样子、味道。

（2）自学读文前提示。

（3）适时提问：儿歌中写石榴娃娃笑了，露出了小小的红牙，
石榴娃娃什么时候才露出小小的红牙？引入读文。

二、自读，感知课文内容

1、借助拼音自由读文，读后和同桌说一说石榴娃娃什么时候
露出了小小的红牙？

2、尊重差异，独自试读（要求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3引导学生圈画出本课要认的生字，注意读准字音。

4、生生互动：同伴之间互相读给对方听，注意倾听，发现同
伴读得好的地方学一学，对同伴读不好的地方要帮一帮。

5、指名分段汇报朗读，师生相机评价、鼓励，使学生感受自
己能读书的乐趣。

6、讨论、交流：石榴娃娃什么时候露出了小小的红牙？你是
怎么知道的？



7、引导有感情读文：秋天一到，石榴娃娃高兴地笑了，你们
高兴吗？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微笑，再读课文。

三、检查、认读生字

1、同桌互相检查，比一比，认一认。

2、开火车读字卡识字。

3、指名认读字卡。

四、迁移拓展

1、介绍一种熟悉的水果，可以从它的颜色、形状、味道等几
方面说说它的特征。

2、阅读儿歌《丰收谣》。读后汇报：你能说出高梁、稻子、
玉米、白菜这些农作物是什么样子的吗？课外找实物或图片
观察一下。

小学语文三年级教案--《石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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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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