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模板12篇)
教案需要有详细的步骤和教学过程设计，确保教学环节的连
贯性和有效性。请大家仔细阅读以下精选的大班教案范文，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一

三年级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阶段，语文知识的学习需要
不断地巩固和复习。在这一学期的语文复习中，我深感需要
不断总结和归纳，以便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在这个过程中，
我学到了许多方法和技巧，让我在语文学习中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

第二段：反思

这一学期的语文复习中，我发现自己在字词理解与运用上存
在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动向老师请教，并
积极参加语文课堂上的讨论和活动。我还经常看课外读物，
通过阅读拓宽自己的词汇量，并不断加强词语的记忆和运用
能力。这样一来，我的字词理解与运用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三段：总结

在语文复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阅读理解方面需要进一步
加强。为此，我按照老师提供的阅读策略和技巧，时常进行
有针对性的练习。我还利用闲暇时间阅读课外题材广泛的书
籍，锻炼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通过这些努力，我逐渐提高
了自己的阅读理解水平，并在考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四段：收获

在语文复习过程中，我不仅在知识的掌握上取得了进步，还
从中领悟到了很多生活的道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给我带来



了很多启示，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更加熟练地运用
了各种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思维更加清晰。这使我更加自信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第五段：心得体会

通过这一学期的语文复习，我深刻体会到语文学习需要不断
地积累和总结。只有在不断地练习中，才能真正地掌握语文
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同时，我也明白
了阅读对于提高语文水平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真
正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思维能力。最后，我省思到要多与同
学讨论，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通过这一学期的语文复习，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提高
了自己的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我相信，在以后的学习中，
只要坚持不懈地复习和努力，我一定能够在语文学习上更上
层楼。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二

在三年级的学习中，我们大量地接触了语文知识，学习了很
多有趣的课文和故事。如今，我们即将步入四年级，我不禁
回想起这一年语文的学习，心中涌起了很多感慨和体会。在
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三年级语文学习的一些心得和体
会。

第一段：对于学习方法的总结

在三年级的语文学习中，我发现了一条成功的学习方法，那
就是多读多背。通过不停地朗读和背诵课文，我提高了朗读
速度和语音语调，也掌握了更多的词汇。而且，通过读多了
解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在背诵过
程中，我发现背诵并不只是为了应对考试，而是真正理解课



文，领悟到了作文的技巧和写作的美感。

第二段：对于作文的体会

在三年级，老师布置了很多作文题目，我通过练习写作文，
发现了作文的乐趣和技巧。在写作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要想
写好一篇作文，首先要明确主题和中心思想。其次，要注意
段落的安排和结构的完整性。最后，要注重表达和语言的丰
富性，使作文更加生动有趣。通过不断的写作练习，我觉得
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更加喜欢用文字表达
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第三段：对于阅读的感悟

在三年级，我们接触了很多有趣的课文和故事书，通过阅读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阅读的重要性和乐趣。阅读可以开阔我们
的视野，启迪我们的思维，培养我们的想象力。通过阅读，
我领悟到了很多人生哲理和道理，也增加了自己的文化素养。
同时，阅读还能帮助我们提高语文水平，扩大词汇量，提升
阅读理解能力。我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更加深入地阅
读各种好书，丰富自己的知识。

第四段：对于古诗词的体验

在三年级，我们学习了很多古诗词，如《静夜思》、《登鹳
雀楼》等。通过学习古诗词，我发现古人的智慧和文化真是
令人折服。古诗词带给我很多美的享受，也让我深刻地感受
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读诗写诗，我提高了自
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在课堂上也能更好地欣赏和
理解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古诗词。

第五段：对于语文学习的期望

回顾过去的学习经历，我深感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在以后的



学习中，我希望能更加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我
期望自己能够读到更多的好书，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
知识和涵养。同时，我也期望自己能够更加爱护语文这门课
程，用心学习，努力进步，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习者。

通过对三年级语文学习的回顾和总结，我对自己的语文学习
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明确了以后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我相信，只要持续努力，我一定能在语文学习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取得更大的进步。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三

教学目的：

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学会向娃丽学习。

教具准备：小黑板一块。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进程：

1、课前部署

一、要求门生熟读课文，行使自己的法子解决文中的生字、
词。

二、把故事讲给家人听。

2、用三步教学法学习课文。

a、初读课文，独立学习

运动步骤：



一、门生用较快的速率读课文。

二、门生独立思考并复述课文。

三、门生相互讲课文故事。

四、由门生举荐1人完成课文复述，其他人补充。老师收拾。

b、再读课文，合作学习

运动步骤：

一、门生小声、快速读课文。

二、浏览思索，商讨如下题目。

（三）对于哥什提亚和娃丽，你以为谁更值得学习？

三、师生对话，商讨上述题目，结论：哥什提亚——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娃丽——急别人之所急。

c、三读课文，立异学习

运动要求：门生可以或许是非分明，晓得该怎样向娃丽学习。

运动步骤：

一、门生有情感地读“娃丽送信”的段落，领会她送信的艰
苦。

二、与门生商讨两个话题：

（一）用自己的话赞颂娃丽。

三、老师小结，收场学习运动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四

语文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通过学习语文，我们可以提高
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等等。为了更好地复习语文
知识，我深入学习自己的笔记，并与同学们一起进行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启发，也收获了很多。下面是
我对三年级语文复习的心得体会。

首先，复习语文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
看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还
可以培养我们的阅读习惯。在复习过程中，我常常选择一些
有趣的故事书和科普读物来阅读。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学
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也能够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此外，
我还喜欢看一些名著，如《小王子》、《西游记》等，这些
书引导我思考人生、探索世界。通过阅读，我不仅扩大了语
文知识的面，也提高了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

其次，复习语文需要通过写作来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写作
是一种艺术，通过写作，我们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
己的观点。在复习的过程中，我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通过写日记，我能够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情，思考和总结自
己的感受。这不仅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还培养了我的观察
力和思考能力。除了写日记，我还参加了一些写作比赛，并
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些经历让我更加自信，也进一步提高了
我的写作水平。

再次，复习语文还需要通过背诵来提高自己的记忆力。语文
是一门基础学科，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则和公式需要我们掌握。
背诵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记忆诗词、经
典句子等语言材料，还可以提高我对语言的感觉和运用能力。
在复习过程中，我反复背诵了《唐诗三百首》、古文等语文
经典，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帮助我提高了
我的语文素养。通过背诵，我对语文的理解更加深入，记忆
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最后，复习语文还需要通过讨论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在
学习语文过程中，我经常与同学们一起进行讨论和交流。我
们互相分享学习的心得体会，互相解答疑惑，一起浓缩知识
的精华。通过讨论，我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语文知识的深层
次意义，也锻炼了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中，
我还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获得了同学们的帮助与支持。
通过讨论，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还培养了团队合
作精神。

在三年级的语文复习中，我学到了很多，收获了很多。通过
阅读、写作、背诵和讨论，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语文素养，
也培养了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记忆力和思维能
力。语文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
自己的语文水平。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五

1、了解列文虎克在玩放大镜的过程中，是怎样发明显微镜和
发现微生物的，从而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观察能
力，增强创造意识。

2、有感情朗读课文，感悟文中蕴含的道理。

3、写玩中的乐趣或收获。

引导学生了解列文虎克在玩放大镜的过程中，是怎样发明显
微镜和发现微生物的，感悟文中蕴含的道理。

写玩中的乐趣或收获。

一、复习导入：

1、这节课，我们接着学习15课《玩出了名堂》，首先，老师
要来检测一下同学们对词语的掌握情况。听写词语：显微镜、



随意、调节、拜访。

同学们能认真写字真好!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应写好
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检查一下你写对了吗?

2、请同学们再齐读课题，想想谁玩出了名堂?列文虎克玩出
了什么名堂?

3、导入：列文虎克是怎样在玩中做成放大镜，发明显微镜，
发现微生物的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课文，去找寻答案。

二、探究感知

(一)首先请同学们按照“自学提示”的要求自学，然后小组
汇报交流。

自学提示：

1、自由读课文，边读边用横线画出列文虎克是怎样做成放大
镜，又怎样发明显微镜，发现微生物的语句。

2、小组内读一读相关语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或体会。

(二)汇报交流。

1、列文虎克是怎样玩镜片，做成放大镜的?指名读相关语句。

想象一下列文虎克把厚玻璃的四周磨薄，磨镜片的过程中会
出现什么情况?

列文虎克一生一共磨制了400多个透镜，他会觉得磨镜片的过
程枯燥吗?为什么?正因为列文虎克喜欢玩镜片，不是三分钟
热血，而是保持持久的兴趣，他才会磨了几十年镜片，多令



人钦佩呀!让我们读出对他的钦佩之情吧。

同学们你们见过放大镜吗?你用放大镜观察过物体吗?想不想
观察一下?下面小组合作观察，然后说说感受。

同学们并没有亲自去磨镜片，用放大镜去观察物体都会这么
兴奋，那么列文虎克亲自磨放大镜，观察物体该有多兴奋呀!
难怪他会对磨镜片这么感兴趣。

2、列文虎克用自己磨制的放大镜去观察物体，玩着玩着，他
有了新想法，出示句子“把两片放大镜放在一起，会怎么样
呢?”找学生接着读上面的句子。他在玩放大镜的过程中能想
到这样的问题，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善于思考)

师生合作读句子。

有了新想法就可以了吗?还应该怎么办呢?(大胆实践)

出示句子“他一试，啊，不得了，蚊子的腿看上去像兔子的
腿。”指名读。他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情会怎样?指导学生读出
兴奋，吃惊的语气。

如果你是列文虎克你还想去观察什么?想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
景。

模仿上面句子，用“啊，不得
了，——————————————-。”说话。

把两片放大镜放在一起观察多有趣呀!我们再带着兴奋、吃惊
的心情读一读上面的句子。

可是，他用手长时间拿着两片放大镜去观察物体多不方便啊!
他又有了新玩法，玩出了什么?再读发明显微镜的句子。(第
四句)



你能用手演示显微镜吗?找一名学生读第四句话，其他学生演
示。同学们演示得很好。

列文虎克终于玩出了名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显微镜。列
文虎克一生制成了247架简易显微镜。由于列文虎克掌握了很
高的磨制镜片的技艺，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可以放
大270倍的显微镜。我们来看一张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的图
片。出示一张显微镜图片。

列文虎克用自己发明的显微镜把身边的各种物体观察个遍，
玩着玩着，他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个惊人的发现是什么?指
名读读勾画的句子。出示句子。

说说“小生命”、“小东西”、“居民”指什么?(微生
物)“小人国”又指什么?(微观世界)

同学们想了解一下微生物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微生物。看
资料袋内容。

我们再一起去“小人国”看看吧。看微生物图片。说感受。

微生物可真有趣，谁能再来读一读有关微生物的句子呢?

你们知道吗，一滴水里大约有几百万个微生物，人的口腔里
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个微生物。列文虎克能发现我们肉眼看
不到的微生物，你想对他说什么?(善于观察)

3、列文虎克真了不起!他玩出了名堂，而且玩出了大名堂。
谁愿意读一读第五自然段，其他同学想：你从哪看出列文虎
克玩出了大名堂?学生汇报。

结合汇报理解“玩具”指什么?“居民”指什么?

结合汇报理解“千里迢迢”，用“千里迢迢”说一句话。



(举中外名人玩出名堂的例子)

随意的玩就能玩出名堂吗?

列文虎克和那些科学家他们在玩中能取得成就，你觉得他们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看板书说)

把一自然段补充完整，读一读。

5、同学们平时也都爱玩，你们玩出名堂了吗?为什么?你今后
打算怎么做呢?

三、拓展：

1、平常我们都爱玩，让我们来说一说玩中的乐趣或收获。

2、作业：写你在玩中的乐趣或收获。

四、课堂小结：

“玩”虽然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在玩中多观察、
多思考，大胆实践，相信我们也会从中有发现、有创造。让
我们都来做生活中的有心人，让我们也能玩出名堂。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六

1、 学会7个字及其组成的词语，认识7个字。

2、 学习文中出现的比喻句，了解设问句和反问句。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理解课文，体会作者说的“一
股特别劲儿”中蕴含的坚韧、顽强的精神。

1、 学习课文中出现的比喻句，了解设问句和反问句。



2、 通过朗读感受山茶花的美和“一股特别的劲儿”。

1、 山茶花的课件 。

2、 组织学生收集查找山茶花的资料并在课前感知写山茶花
的古诗。

第一课时

一、检查预习 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第一组词语：排列有致 潇洒舒展 特别劲儿）
（强调致、舒是翘舌音 劲儿是儿化音）

（课件出示第二组：晶莹的水花 碧绿的清潭 粉红的轻纱）

脑海里有画面，读出来味就格外足，情也就格外浓。按着这
种方法，试着边读便想象画面。（生试着读）

山茶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 整体感悟山茶花的美

（课件出示句子：山茶花是一种（ ）的花。）

2、生自由读课。

3、指名交流。

山茶花是一种（美丽）的花。

山茶花是一种（特别）的花。

三、品读课文，体会山茶花的美。



1、的确，课文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美”字，现在，请大家
再浏览课文，找出课文中含有“美”字的句子，美美地读一
读。

真是美极了！

山茶花的花形也美。

即使闭上眼，你也会感受到美啊，美啊……

山茶花为什么这样美？

下了那么大功夫，花了那么大力气，开出的花怎能不美呢？

2、作者从哪些方面具体些山茶花的美的？

（1）学生读文，勾画。

（2）师生交流：

花色美：

a、一朵花上甚至也颜色不同，那真叫绝！

你能将句子中的“绝”换个词吗？（那真叫美。那真叫与众
不同。那真叫好。那真叫棒。）

师小结：美呀、好呀，都不错，但 “绝”字更妙，它代表的
是山茶花一株树上多种颜色，这是的啊，这个“绝”用得多
传神啊！

指导朗读

这么多的花色，而且一树多色，多么与众不同啊！课文着重
描写了哪几种颜色的山茶花呢？



b、 山茶花的白，那是怎样的白啊！像高山飞瀑溅出的水花一
样晶莹。

山茶花与“晶莹的水花”有什么联系？ 出示课件，指导朗读

c、那墨茶，仿佛一汪碧绿的清潭，带着波光，又带着阳光。

墨茶是一种什么颜色的茶？墨绿色，绿得发黑的一种颜色。
出示课件，指导朗读

d、粉红的呢？那是织女用朝霞和白云织成的轻纱。

师生合作读。

美得如此叫人联想翩翩的山茶花，怎不是一种特别的花？想
看看它们吗？（课件出示山茶花的图片）

e、还有那么多颜色的山茶花，作者没有写，它等着我们来想
象呢，请大家仿照书上的写法，学着说一说你喜欢的山茶花
的颜色。喜欢哪一朵种颜色就说哪一种。指名说。

交流反馈。

花形美：

a、有单瓣的，也有重瓣的，有叠成六角形或八角形的，大小
疏密排列有致，潇洒而舒展。

课件出示：山茶花的花形有（ ），也有（ ），有叠成（ ），
也有叠成（ ），还有（ ）

还有什么形状的？课文没写，你能接着说吗？

圆形的。



五角形的。

锯齿形的……

（3）是呀，它的花形这么多，多特别。难怪作者说：“即使
闭上眼……”（生接着读）

看来山茶花的美深深映入了作者的心海里，刻入了作者的脑
海里。让我们再次来欣赏这多姿多彩的山茶花吧，尽情地朗
读这如诗如画的语句吧。（课件图片变换，配乐朗读）

四、课堂作业

板书设计： 19、山茶花

花色美—— 像 仿佛 是

花形美—— 大小疏密排列有致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七

1.认识“全部，正确”等五个新单词。能写“都、都”等14
个新单词。

2.能够正确读写“点评、评论”等21个单词。(重点)

3.理解课文内容，带着感情大声朗读。(困难)

利用参考书和上下文来理解新单词。

在波兰，有两个特别隆重的国庆节。一个是5月3日，1791年5
月3日波兰宪法通过的纪念日(是欧洲第一部宪法，世界第二
部宪法)。另一个是11月11日，是波兰的独立日。

第一节课



第一、自主学习:

1.通过自学，我已经掌握了这节课的词汇。我可以写:

聚乐杰布之队陈武馍焗面

( )( )( )( )( )

雅雀无声黥布紫金仙木酒蒸

( ) ( )( )( )

2.通过联系上下文和参考书的帮助，我理解了课文中的生词。
它们是:

3.我要把课文读几遍，才能读得通顺流畅。

第二，合作探究

1.独立识字。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忆生词。

(2)学生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鼓励创造性的识字方法。

2.仔细观察今天要写的新单词，告诉我们写这些单词要注意
什么。

3.讨论交流。课文里写了什么？

4.思考:这篇课文说了关于球员的什么？观众是怎么称赞他们
的？用笔画出最感动的地方。

第三，课堂小结



朗读课文中最感人的句子。

第四，课堂测试

填空，明确课文的思路。

文中有()自然段。()自然段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背
景，()写了队员们讨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自然段写
了儿童队员参加国庆游行的情况。

第五，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带着感情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感受大家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爱，学习儿童团队成员的团
队精神和博乐士的勇敢参与精神。

3.积累课文中的好词。

一、自主学习:

1.听写单词。

2.请选出你最喜欢的句子，带着感情读课文。

二、合作探究:

学习3-9自然段。

2.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玩家怎么看？大家满意吗？你经历
了什么？



学习第十——十六自然段。

1.我们小组一起读课文。

2.你知道哪些关于伯乐当时心情的句子？用笔画。

3.讨论:为什么观众说“这个小伙子真棒！”

阅读第12段，理解伯乐希的心情。

为什么你又说“这些家伙很棒”？

三，课堂小结

学完课文，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深受感动。这次国庆检阅不仅
检阅了孩子们整齐的队伍，也检阅了他们美丽的心灵！

四，课堂测试

1.指导写作。

(1)看着团队中的伯乐，我想对你说:

(2)检查结束后，伯乐对母亲说。

2.抄写课文中的好词。

五，课后反思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八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2、边读边想，读中赏美景、想中会美景，体会秋天美妙的声
音，涵咏秋天的韵味。从秋天的声音中体会秋天的美好。



3、拓展联系，仿写诗文。

边读边想，从秋天的声音中体会秋天的美好。读中赏美景、
想中会美景，体会秋天美妙的声音，涵咏秋天的韵味。

拓展联系，仿写诗文。

一、导入。

1、师：上节课，我们初读了我们去听秋的声音，现在老师要
检查一下你们的学习收获，我们来读词语。

2、师：同学们词语读的不错，那这节课你们想不想有更大的
收获?

生：想。

师：这节课让我们再去听听秋的声音。

二、品读想象、体会交流。

(一)初读。

2、学生汇报。

3、师：你在诗中听到了哪些声音?

4、生汇报。

(二)美读。

1、自由读。

请同学们美美地读一读这首小诗，喜欢读谁的声音就读谁的
声音。



2、学生汇报读。

生1：我喜欢读落叶的声音。

生2：我喜欢读昆虫的声音。

生3：我喜欢读大雁的声音。

3、学生想象。

(1)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身子说：“ 。”

(2)听听，秋的声音，蟋蟀唱起离别歌：“ 。”

(3)听听，秋的声音，大雁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 。”

师：让我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学生齐读最
后一节。

(三)再读。

师：让我们再去听一听秋的声音，感受秋的美妙。

1、指名读，读出秋天的美好。

2、齐读，让我们怀着这份喜悦，为金色的秋天送上我们的祝
福。

三、续写诗文。

2、学生仿写诗文。

3、汇报交流。

四、作业。



1、画一画你眼中的秋天。

2、收集有关秋天的诗歌。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九

1、 复习掌握第一、二单元的生字生词，能用“康
复”、“意外”等词造句。

2、 重点了解背诵情况，要求能背诵第一课、第三课和第七
课，并能默写重点段落。

3、 加强阅读理解，提高阅读分析能力。

4、 能把句子补充完整，能修改病句。

1、 听写词语：

蜿蜒 民族 驾驶 谱写 奴隶 曲折 不朽 岛屿 海域

宝库 水天相连 星罗棋布 连绵起伏 询问 固定 顿时

传递 快慰 哀伤 飘飘悠悠

2、 同桌互批

3、 提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4、 齐读。

1、 出示词语。

2、 指名说说这两个词的意思。

3、 明确要求：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时，分别将这两个词用于



句子的中间和最后。

4、 指名交流。

5、 师生评价。

1、六一联欢会开始了，我仿佛（ ）。

2、（ ），我很自豪。

3、中国载人航天飞船试飞成功的消息像（ ）。

1、 出示句子。

（1） 我捡起了地上的。

（2） 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3） 小明从小就养成了讲文明。

（4） 今天到公园去赏花。

2、 指名上黑板修改。

3、 共同批改。

4、 说说这个什么病句，进一步强调正确的修改符号。

5、 齐读正确的句子。

1、 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两
单元的内容。

2、 指名背诵课文。



3、 默写第一课。

4、 同桌互批，各自订正。

5、 出示填空：

（1）桑兰在她美好人生刚刚开始时，就发生了天大的不幸，
然而她用（ ）的毅力，（ ）的精神，（ ）承受（ ），赢
得了海内外人士的敬佩。

（2）爸爸说雪儿是一只信鸽。信鸽是不怕（ ），它能飞越
（ ），忠实地为人们（ ），所以人们称它是“（ ）”。

（3）啊，我为雪儿欢呼！你看它那双翅膀（ ），在蓝天中
（ ）……

1、齐背《雪儿》一文中的第二自然段。

2、师出示要求。

（1）照样子，写词语。

雪白雪白（ ）（ ）（ ）

飘飘悠悠（ ）（ ）（ ）

（2）用横线画出“我”对刚到家的客人的做法。

（3）读一读最后一句话，说说“蓝天白云”跟雪儿有什么关
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4）我天天和雪儿一起到阳台上去看蓝天白云，我们还会看到
（ ），看到（ ）。

3、逐条按要求完成。



4、 指名说，师生共同评议。

5、 再一次齐背课文。

1、复习掌握第三、四单元的生字生词，能用部分词造句。

2、重点了解背诵情况，要求能背诵第十课、第十一课、第十
四课，并能默写重点段落。

3、加强阅读理解，提高阅读分析能力。

4、能正确修改病句。

1、听写词语：

自豪 镜子 疼爱 陷进 变幻 增添 姿态 笼罩 遮挡

酿蜜 槐花飘香 瑞雪初降 铺天盖地 糊涂 警惕 翻译

据说 同胞 边境 惊呆 神勇无比 热火朝天 平平盏盏

2、 同桌互批

3、 提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4、 齐读。

犭 （ ） （ ） （ ）

氵 （ ） （ ） （ ）

辶 （ ） （ ） （ ）

艹 （ ） （ ） （ ）



纟 （ ） （ ） （ ）

土 （ ） （ ） （ ）

1、 练写。

2、 交流。

3、 说说规律，帮助记忆。如“犭”与动物名称有
关，“氵”与水有关等。

1、 读一读练习三和练习四上的成语积累。

2、 同桌互背。

3、 听写成语。

4、 同桌互批。

5、 点出易错字，帮助记忆。

1、出示句子。

（1） 这幅山水画多么美丽而漂亮啊！

（2） 我们从小就培养了讲卫生的好习惯。

（3） 我对学校每个地方都非常熟练。

（4） 同学们被解放军叔叔的英勇事迹感激了。

（5） 今天开家长会，所有的各位家长都到齐了。

2、 指名上黑板修改。



3、 共同批改。

4、 说说这些句子属于什么病句，进一步强调正确的修改符
号。

5、齐读修改后的句子。

1、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两单
元的内容。

2、指名背诵课文。

3、默写《塞下曲》。

4、同桌互批，各自订正。

5、出示填空：

（1）小骆驼原来挺（ ）的，因为（ ）。通过沙漠之旅，他
明白了，那两个肉疙瘩能（ ）；两个又大又厚的脚掌能防止
（ ）；眼皮上长着两层眼毛可以（ ），从此，他为自己感到
（ ）。

（2）庐山的景色十分（ ），那里有（ ），有（ ），有（
），有（ ），尤其是（ ），更给它（ ）。

（3）孩子们跑来了，篮儿挎走（ ），心里装着（ ）。中午，
桌上就摆出了（），（ ）、（）、（ ），这时候，连风打
的旋儿都（），整个槐乡都浸在（）中了。

１、齐背《庐山的云雾》第二、三自然段。

２、读一读，分别画出这两个自然段的中心句，再齐读。

３、第二自然段中介绍了庐山云雾（）的特点，第三自然段



介绍了（）的特点。

４、找出其中的比喻句读一读，说说分别把什么比作什么。

５、想一想，庐山云雾还会变化出什么样子？用“一会
儿……一会儿……”将文中省略号的内容补充完整。

（１）先说一说，再写下来。

（２）指名交流。

1、 掌握第五单元的生字词。

2、 会背诵《古诗两首》，并能默写。

3、 能用“果然”、“如果……就……”造句。

4、 灵活运用字词。

5、 进一步练习加标点。

6、 继续进行阅读训练，加强阅读能力。

1、 听写词语：

瀑布 黄鹂 浪费 关键 评理 可惜 整顿 分析 思索

肺结核 聚精会神 两全其美

2、 同桌互批

3、 提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4、 齐读。



1、 限时默写古诗，指四人上黑板默。

2、 共同批改，订正黑板上的古诗。

3、 同桌互相批改，各自订正。

4、 齐背。

1、 出示词语：果然，如果……就……。

2、 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3、 试着用两个词造句。

4、 师生共同评议。

1、 出示句子：

2、 试填。

3、 指名交流。

4、 进一步强调引号的用法。

5、 结合对话习作，说说如何把提示语写完整。

6、 齐读。

1、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两单
元的内容。

2、出示填空题：

（1）“两个黄鹂鸣翠柳，（ ）。（ ），（ ）。”这是（ ）
代诗人（ ）写的古诗《 》。在这首诗中，作者前两句写了



（ ），后两句写了（ ）景，（ ）、（ ）、（ ）、（ ）
四种色彩相互映衬，表达了诗人（ ）。

（2）《争论的故事》中故事的起因是兄弟俩想（ ）充饥，
经过是兄弟俩为怎样吃大雁（ ），并跑到村里找人（ ），
结果是他俩找到了一个（ ）的办法，可惜这时候大雁（ ）。

3、指名回答。

4、师读，生听，并把答案记下来。

5、 交流，订正。

6、 齐答。

1、 齐读课文《争论的故事》第三大段。

2、 联系上文说说“赞许”的意思。

3、 为“聚精会神”换上适当的近义词。

4、 说说盛老师为什么不时向同学们投去赞许的目光。

5、 读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请说一说，再写下来。

6、 交流，指名说。

7、 师生评议。

1、 掌握第六单元的生字词。

2、 灵活运用词语。

3、 进一步练习修改病句。



4、 按课文内容填空。

5、 进行关联词的练习。

6、 阅读训练，进一步提高阅读水平。

1、 听写词语：

必须 泛起 坚定 上钩 神秘 凶猛 匕首 货轮 输送

佩服 救援 望而生畏 展翅高飞

2、 同桌互批

3、 找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4、 齐读。

1、读一读练习上的成语积累。

2、同桌互背。

3、听写成语。

4、同桌互批。

5、 点出易错字，帮助记忆。

6、 齐背成语。

1、 出示句子。

（1） 经过努力，王丽做作业马虎的现象比以前进步了。

（2） 老师讲的知识，我基本上全懂了。



（3） 我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万里长城。

（4） 乌云和大雨从空中倾泻下来。

2、指名上黑板修改。

3、共同批改。

4、说说这些句子属于什么病句，进一步强调正确的修改符号。

5、齐读修改后的句子。

1、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本单
元的内容。

2、 出示填空：

（2）恐龙大多以吃（ ）为主，也有专门（ ）。霸王龙就是
非常（ ）的（ ）恐龙，它（ ），牙齿就像（ ）。

3、 生听答。

4、 把听到的内容写下来，同桌互批。

5、 齐答。

1、 说说你所知道的关联词。

2、 出示句子：

（1）（）我认真听讲，（）我的成绩进步了。

（２）隔壁老奶奶（）给我弄吃的，（）教我读书。

（３）（）不注意用眼卫生，我们的眼睛（ ）会近视。



（４）（）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一点儿也不骄傲。

３、说说应该填上什么关联词。

４、齐读句子。

１、齐读《恐龙》第二自然段。

２、联系上下文，说说“庞然大物”和“望而生畏”的意思。

３、用波浪线画出本段的中心句。

４、这一自然段主要介绍了哪四种恐龙，指名交流。

５、说说文中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向我们具体介绍了这些
恐龙的特点。

６、师总结。

７、齐读本段。

１、掌握第七单元的生字词。

２、学会把句子补充完整。

３、能按课文内容填空，背诵《荷花》

４、进一步练习修改病句。

５、进行阅读分析，提高阅读水平。

１、听写词语：

蜜蜂 俘虏 蜻蜓 伸缩 功绩 肌肉 暑假



舅舅 满载而归 舞蹈 饱胀 莲蓬 翩翩起舞

２、同桌互批

３、找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４、齐读。

1、读一读练习上的成语积累。

2、同桌互背。

3、听写成语。

4、同桌互批。

7、 点出易错字，帮助记忆。

8、 齐背成语。

1、出示句子。

（1） 那晚的情景一直在我心中铭记。

（2） 经过小华努力，使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3） 我们有总共四十一个人。

（4） 这是鲜艳的一面国旗。

2、指名上黑板修改。

3、共同批改。

4、说说这些句子属于什么病句，进一步强调正确的修改符号。



6、 齐读修改后的句子。

1、荷花（ ）

2、（ ），多开心啊

3、下课了 老师对我说（ ）。

指名交流，师总结。

提醒一定不能忘记加上标点。

复习引号的用法。

养成好的习惯，句子填完后要再用心读一读。

1、 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本
单元的内容。

2、 指名背诵《荷花》

3、出示填空：

（2）这时，沙滩上已经有好多人了，他们（ ）螃蟹，（ ）
海鱼，（ ）贝壳……

4、听答。

5、把听到的内容写下来，同桌互批。

6、齐答。

1、 齐背《荷花》第二三自然段。

2、 联系上下文说说“挨挨挤挤”、“饱胀”的意思。



3、 说说刚开的、全开的、未开的花的姿态。

4、 默写这些句子。

5、 “我”把眼前的一池荷花当作一大幅活的画说明了什么？
指名说。

6、 画家是谁？从中你可以看出什么？指名交流。

7、 齐背。

1、 巩固第八单元的生字词。

2、 整理错乱的句子，练习用“渐渐地”和“越来越……越
来越……”造句。

3、 能背诵《小露珠》，并按课文填空。

4、 学习修改病句。

5、 进行阅读分析，进一步提高阅读水平。

１、听写词语：

简直 仿佛 捕杀 喇叭 精神 疑惑 疯长 挥舞

葱绿 威胁 欢天喜地 生机勃勃 传染病

２、同桌互批

３、找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４、齐读。

1、出示句子：



（ ）有一次，一条小金鱼游到我的身边。

（ ）文文家有个小水池，养着许多金鱼。

（ ）我常常趴在池沿上，睁大眼睛看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

（ ）它尾巴一摇就游跑了，可我差一点掉进水池里。

（ ）我探着身子，伸手想抓住它。

2、说说看到这种题目，应该怎么做。

3、 指名说。

4、 师总结：先读一读，了解大意。再根据其中的联系，找
出句子的前后顺序。一般的都有是按时间或地方的顺序来写
的。整理好了后，一定要再读一读，看看是否通顺。

5、 按上述方法，练习做。

6、 指名交流。

1、出示句子。

（1） 经过三个月的锻炼，小明的身体。

（2） 车子开到一个南京市区宾馆门口停了下来。

（3） 第一堂课，沙老师就给我留下了永远不能忘记的难忘
的印象。

（4） 我断定这个好主意可能是聪聪想出来的。

2、指名上黑板修改。



3、共同批改。

4、说说这些句子属于什么病句，进一步强调正确的修改符号。

5、 齐读修改后的句子。

1、出示词语：渐渐地，越来越……越来越……。

2、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3、 试着用两个词造句，要求如下：

（1） 渐渐地：（写天气的）

（2） 渐渐地：（写人物活动的）

（3） 越来越……越来越……：（学习方面）

（4） 越来越……越来越……：（生活方面）

4、师生共同评议。

1、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本单
元的内容。

2、指名背诵《小露珠》

3、出示填空：

（1）（ ）降临了，（ ）、（ ）、（ ）出现了（ ）小露
珠。小露珠（ ），（ ），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到（ ）的
时候，已经（ ）。

（2）经过王大伯的修剪，枝条是大大地（ ）了，但来年的
桃子产量却大大（ ）了。“（ ）”是为了“（ ）”，这里



面还真有学问哩！

4、听答。

5、把听到的内容写下来，同桌互批。

6、齐答。

1、 齐读《剪枝的学问》最后一自然段。

2、 找出其中的一个比喻句，说说把什么比作什么。说明了
什么。

3、 “我”看到桃树上又多又大的桃子又惊又喜。喜的是什
么？惊的是什么？

5、 齐读课文。

1、 综合修改病句。

1、 出示病句：

（1） 桑兰是海内外人士敬佩的。

（2） 我们要不断新的知识。

（3） 艰难地向高峰攀登。

（4） 我决心改掉作业马虎。

（5） 他把小女孩一口气背到了医院。

（6） 我们把教室里的打扫得整整齐齐。

（7） 宽敞的草原是牛马的乐园。



（8） 这是两个四（2）班的同学做的好事。

（9） 海峡两岸人民都愿望着祖国早日统一。

（10） 听了校长的报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1）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克服了错误。

（12） 大家积极体育活动。

（13） 商场里有各种各样种类繁多的儿童玩具。

（14） 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了。

（15） 妈妈说明天可能不一定下雨。

（16） 我们要专心致志老师讲课。

（17） 李方详细地检查了作业。

（18） 我接受了老师的批评，但是我犯了错误。

（19） 森林里，小兔的房子造得坚固结实。

（20） 李川特别喜欢踢足球和排球。

（21） 花园里的花很美丽极了！

（22） 语文这门功课对我很感兴趣。

（23） 书架上各种各样的摆着图书。

（24） 老师讲的知识，我基本上全懂了。

（25） 爱迪生试制电灯，不知多少次做了实验。



（26） 我在公园里看到奇异的一种花草。

（27） 我断定这个好主意可能是聪聪想出来的。

2、 复习我们学过哪些形式的病句。

3、 回忆分别应该用什么修改符号。

4、 试着修改。

5、 全班校对，同桌互批。

6、 师重点指导易错的题目。

7、 生对调订正。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十

1、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荷花的清新美丽，表达了作
者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2、“冒”是形容在绿色的荷叶中，白荷花突现出来的意思，
形象地表现了白荷花的艳丽夺目。

3、“我怎么会忘记自己是在看荷花呢?”因为在看荷花的时
候，我把自己不自觉地当作一池荷花中的一朵荷花，沉醉其
中，忘记了自己是在看荷花。说明荷花真的是太美了。

4、写荷花姿态的句子：有的才展开两三篇花瓣。有的花瓣儿
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
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5、“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这是比喻
句，好处是能更生动、形象地写出荷花的多、绿、圆的特点。



四、《珍珠泉》

1、课文写了珍珠泉的哪些特点?泉水清、深、绿

2、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和家乡
的热爱之情。

语文园地一

描写花草的：群芳吐艳姹紫嫣红落英缤纷郁郁葱葱

描写日月的：喷薄欲出旭日东升夕阳西下皓月当空

描写山峦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层峦叠翠苍翠欲滴

五、《翠鸟》

1、本文通过对翠鸟外形、动作的描写，表达了对翠鸟的喜爱，
同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小动物。

2、翠鸟羽毛颜色鲜艳、形体小巧玲珑、叫声清脆，捕捉小鱼
动作迅速、敏捷，十分惹人喜爱。

3、介绍翠鸟的颜色时写作顺序是：先写头，后写背上，再写
腹部。

4、“爱贴着水面疾飞”生动地体现出翠鸟动作轻盈、迅速的
特点

5、“翠鸟蹬开苇杆，像箭一样飞过去。”用比喻的手法形象
地表现了翠鸟的速度之快。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十一

1、这篇课文采用了拟人的手法



2、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对鸟儿博大的爱心，呼吁人们要保护
动物。

3、“听到消息后，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冒着严寒，顶着漫
天飞舞的大雪，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找冻僵的燕子。
”“纷纷、冒着、顶着、踏着、四处”这些词语，表明人们
得知燕子的危险情况后内心的焦急之情，以及人们不畏恶劣
天气拯救燕子的高贵品质。

4、她的脸冻得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从“冻得通红、僵硬”“一点也不在乎”可以体会到贝蒂不
畏艰难，救护动物精神。

七、《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1、“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
锋利的斧头。”的含义是人类如果不珍惜热爱自然，自然会
对人类进行残酷的惩罚。

2、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木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
断扩大……两个“不断”表明了对森林的破坏还在继续。最
后的省略号意味深长，说明对森林的破坏仍在继续。

3、“大雨没喘气儿”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形象地说明了大
雨连续不断、几天没停。

三年级语文复习教案篇十二

1、通过理解课文内容，从爱迪生不怕困难和危险、顽强地进
行发明创造的事迹中受到教育。

2、弄懂发明靠天才还是靠勤奋，为其中的一种说法找到理由。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

三、学习第一部分课文内容。

1、读第1~2自然段，说说讲了什么?

2、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热爱科学实验呢?

四、学习第二部分的内容。

1、读第3~5自然段，说说讲了什么?

2、在火车上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爱迪生受到什么打击?

3、面对这样的挫折，爱迪生怎样对待的?

4、从哪些地方表现他顽强做实验呢?

5、爱迪生怎样发明电灯呢?找出重点词语。

五、学习第三部分内容。

1、读第六自然段，这段讲了什么?

2、什么是“发明”?爱迪生为什么能发明那么多东西?

六、总结课文。

1、有人说爱迪生发明是因为他的天才，而爱迪生自己却
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究竟那种说法对。

2、爱迪生是怎样顽强地进行发明创造的?

3、看课文插图的意思，说说在什么地方?桌子上摆着什么?爱



迪生在干什么?根据插图的意思，说说自己的体会。

七、巩固练习。

通过重点段的分析讨论，学生了解到了爱迪生是怎样顽强地
进行科学实验。也从中受到热爱科学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