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
及反思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纸的发明教学

反思(优质10篇)
教案需根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要求，科学合理地组织教学环节
和任务。了解小班教案的范文，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案的质
量和教学效果。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纸的发明》是部编版教材第三单元第2课。本单元主题围
绕“传统文化”这个专题进行编排，本课讲的是东汉时期蔡
伦发明纸的过程和意义，揭开了只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承
下来的原因，并从中感受到造纸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
从中发明的过程中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慧与才干。围绕本
课教学教学目标，我有以下几点感触：

我总是以学生的以玩伴，和他们一起探究，对他们存在的问
题进行梳理指导，教给方法，适时鼓励，使学生乐于学习，
积极投身到活动中去，为顺利的完成活动打下基础。

1、以题为眼，课题中的“纸”你都了解多少？联系生活说一
说生活中的纸，你知道是谁发明创造的？发明创造的过程如
何？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吧！激发学生自主阅读课文。

2、以趣为点，找出文中自己感兴趣的句子与大家分享。目的
增强文本的熟悉度。“不动笔墨不读书”为了优化教学我利
用闯关练习驱动学生阅读任务，以任务为驱动力贯穿整个教
学，运用填表法，明确学习任务，汇报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表
达、纸的发明过程便更清晰、明了。

3、关键词句进行突破，“不动笔墨不读书”教学机智是教师



素质的画龙点睛之笔。孩子们在学习中养成了积累词汇的好
习惯，能从关键词中体会深层次的含义，还需引导加强训练。

在教学中通过反复读，首先抓住描写蔡伦造纸的动词“剪碎、
切断、浸在、捣烂、铺在、揭下”等，或做一做动作，体会
出蔡伦造纸的艰辛不易；其次从造纸的材料看“树皮、麻头、
稻草、破布”：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却创造出闻名世界的
纸，进而突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的以及过程体会
出蔡伦造纸的艰辛不易，造纸的方法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我们要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最后，采用填空。

用这种方法造的纸，原料（），可以（），价格（），能满足
（），所以这种造纸方法就（）了。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
邻近的（）和（），后来又传到（）和（），极大地促进了
人类社会的（）的发展，影响了（）。

从“容易得到、大量制造”“影响了全世界”体会蔡伦造纸
的贡献之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剖析蔡伦这个人
心存百姓、勇于摸索、敢于创新，接机引导学生简单了解我
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4、体验收获的快乐，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让
孩子们在大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才能，在实践中学习、
思考、体验、积淀，不断地充实自己、体验成功地喜悦、追
求个性、构建风格，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分层训练：

1、谁能说说纸是怎样发明？

2、挑战自我——3分钟《纸的自述》

对于农村孩子对造纸的过程只能通过言语、视频粗糙了解感
一点，如果能让孩子们亲手实践、体验一下造纸过程，孩子



们会更加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还会对四大发明及传统文化
的热爱深入心底，教学效果会更好。我比较注重直观地、系
统的板书设计，并及时地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以便于学生
能够理解掌握。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二

1.尝试用浓、淡墨的形式绘画故事“漏”中有趣的画面。

2.乐意大胆讲述，感受故事的诙谐。

一、谈话导入

师：上次我们一起看了哪本故事书？（电脑上出示故事封面
图画）

你最喜欢小电脑里的哪一张图画？为什么喜欢？

你觉得有趣在哪里？哪里好笑？（教师请两到三位幼儿回答。
）

二、交代课题

师：今天，老师用国画的方法，把一些有趣的画面画了下来，
请你们来看一看。（出示已贴在黑板上面的范画）

师：哪些地方用了浓墨？（轮廓，线条用的是浓墨）

淡墨呢？（里面晕染用的是淡墨）

仔细观察一下这几幅画，他们的方法都一样吗？

师：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使画面变得更有趣呢？

1． 大胖驴的肚子要画的大大的。



2． 老虎看见大胖驴的时候，表情怎么样？（皱着眉头）小
偷呢？（牙齿都露出来了）

3． 骨碌骨碌滚下山的速度很快，变成了两个圈圈。老虎的
圈圈画的大一些，小偷的圈圈画的小一些。

师：让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吧。

三、幼儿作画，老师巡回指导

小狼豪沾浓墨站起来跳舞，大狼毫喝饱淡墨躺下来画。

四、教师讲评

1．说说自己的画

师：你画的是什么？你觉得哪里有趣？

2．猜猜别人的画

师：你觉得他画的有趣吗？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五、整理、结束课时

师：漏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画面，下次我们再来画一画，好吗？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三

1、认识“程、魔”等11个生字，认识表示职业名称的词语，
联系生活实际识字。

2、仿照例句，展开想象，利用“景物+特点+像……”的方式，
练习将景物说具体。

3、反复读句子，引导学生体会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不同的



意思。

重点：认识生字词，熟读词语。

难点：能在句子中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学习根据情境写话。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们喜欢收礼物吗？（喜欢）

老师想送大家一个礼物，但是常言说得好“无功不受禄”，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的礼物才更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
一起来完成三项任务，任务完成得好，礼物自然会送给你。
你们有信心吗？（有）

二、学习任务

（一）第一关：职业大师就是我

2、借助拼音读课本上的词语。（学生自读）

3、小老师领读带拼音的词语，学生跟读。

4、去掉拼音读词语。（分组齐读）

5、出示带拼音的生字，男女生分别齐读。对于易错的“程、
魔、筑、营、饲”几个字正音。

6、“我指你说”，同桌互相考一考生字，完成小卷第1题，
圈出你认识了的字。（同桌互助）

7、出示课本中的词语，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第一行的词语带有“师”、第二行的词语带
有“员”。（板书词语：师、员）



8、拓展练说：你还能说出含有“师”、“员”的词语吗？并
介绍一下这个职业是做什么的（板书这些新词语，引导学生
发现认识的新字，点名在生活中识字的方法）

9、当堂练习：仿照气泡中的句子，说说自己父母都是从事什
么职业的，写一句话。完成小卷第2题。

同学们完成的很好，恭喜你们得到了第一张拼图。

（二）写景小作家是我

1、请同学自己读一读课本中的内容，出示课件，指名读。

2、以第一段话为例提问引导：这句话写的是什么景物？（田
野）

这句话把田野比作什么？写出了田野的什么特点？（把田野
比作绿毯，写出了田野的绿、平、软）

3、用同样的方法分析第二句话。

4、总结出规律：（板书）

第一行：景物

第二行：景物特点

第三行：像什么

3、照样子说一说

（1）补全课本中第三段省略号的内容，请同学说。

（2）出示稻子地图片，练习说话，完成第3题。（半扶半放）



4、当堂练习小卷

发挥想象或者结合图片，完成第4题后汇报。（全放）

（得到第二张拼图）

（三）辨别词语放大镜

1、自主读句子，每句话读两遍。指名读句子，体会加点词语
的意思。

2、小组中，说说你的发现，全班交流。

3、用找近义词的方法，理解词义。

4、再读一读句子，加深体会。让学生体会到：同一词语在不
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意思，理解词语的意思必须把词语
放进句子中才能理解的更准确。

（板书：一词多义、语境）

5、当堂练习，进一步感受出“一词多义”的现象

（1）选择题

（2）小卷练习

（得到第三张拼图）

三、总结

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奖励的礼物--这是一本表达
孩子对于长辈“关爱”的书，通过学习本单元的内容，希望
大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有更深的理解，并付诸于行动。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四

知识与能力

1．会认8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莫非、厉害、
粘胶”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故事的趣味性。

2．抓住对故事角色听到“漏”的行为动作描写，体会角色的
心理活动，同时理清故事的顺序。

感受民间故事的魅力，热爱传统文化。

教学重点

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故事的趣味性

教学难点

感受民间故事的魅力，热爱传统文化。

2课时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
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
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它们往往包含着非自然的、异
想天开的成分。今天要学习的课文《漏》就是根据民间故事
改编的，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去体会民间故事的魅力吧！

二、字词学习，基础积累



1．教师范读生字。重点指导生字中的平舌音“贼”，翘舌
音“粘”和边音“驴”的读音。

2．学生在文中圈画生字词，借助字典解决生字词。

3．检查自学情况，教学生字。

（1）教读生字并组词造句。学习“漏”时，可以用同音字对
比的方法；学习“胖、喂、驴、莫、厉、抱、架、粘、胶、
偏”时，可以用形近字对比的方法。

形近字歌示例：

胖：男孩叫小胖，锻炼减脂肪。饮食戒油腻，增肌身体棒。

厉：厉行节俭，历尽磨难。时时砥砺，鼓励共勉。

偏：为写诗篇，山川走遍。用心编写，不怕偏见。

同音字歌示例：

漏：屋子十分简陋，屋顶还把水漏。得奖来将脸露，努力金
石可镂。

（2）对要求会写的字进行书写指导。

书写指导：

“漏”的右部上面宽窄适宜，下面“雨”方正。

“喂”左窄右宽。

“驴”左部“马”横变提，“户”撇伸长。

“贼”的“贝”左竖不宜长，横折高于左竖。



“狼”左窄右宽，“良”横折略向内收，捺要舒展。

“厉”的“厂“里面的”万“稍露。

“胶”的“月”撇为竖撇，“交”上小下大。

“偏”的单人旁撇短，竖为垂露竖，“扁”撇伸长。

易错提示：

“胖”右边只有两横，不要多写一横。

（3）归类识字。

归类示例：

畏：喂（喂养）—偎（依偎）—煨（煨汤）

户：驴（驴子）—芦（芦苇）—护（保护）

戎：贼（盗贼）—绒（绒毛）

良：狼（大灰狼）—粮（粮食）—浪（浪费）

包：抱（拥抱）—饱（吃饱）—苞（花苞）

加：架（打架）—驾（驾车）—袈（袈裟）

占：粘（粘贴）—沾（沾水）—战（战斗）

三、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引导学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

明确：写老爷爷和老婆婆养的一头小胖驴被老虎和贼惦记上



了，老虎想吃，贼想偷，正准备下手时却被老婆婆说
的“漏”吓得慌忙逃跑，老虎和贼互相以为对方是“漏”，
摆脱对方之后，又双双返回，结果被彼此吓昏了。

2．理清课文的层次结构。

明确：

第一部分（1、2）：贼和老虎惦记着小胖驴。

第二部分（3～7）：老婆婆不怕狼和虎，只怕漏，让老虎和
贼对“漏”产生了恐惧之情。

第三部分（8～18）：老虎和贼互相以为对方是“漏”，从而
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情。

第四部分（19、20）：小胖驴安然无事，老婆婆揭示“漏”
为何物。

四、课堂小结，效果强化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老虎和贼都惦记着小胖驴。
那么小胖驴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呢？如果同学们担心这个问
题的话，可以在课下自己把课文的剩余部分读一读。

五、练习设计，巩固提升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五

1、会认11个生字，认读表示职业名称的词语，能发现这两类
词语的特点，能选择词语说句子。初步掌握写好字的方法。



2、展开想象，能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句子，体会同一词语
在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3、能尝试写出好朋友的样子和一起常做的事。

4、能积累关爱他人的谚语。

5、能正确、流利地朗读《一株紫丁香》，感受师生间的关爱
之情。

1、认识生字词，能在句子中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学习根据
情境写话。

2、能积累关爱他人的谚语。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识字加油站

导入：同学们，你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指名说，同学之间相互交
流）

1、出示课本上的生字。老师领读生字，学生跟读，开火车读，
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2、出示生词，学生自由读生词，同桌之间相互检查生词认读
情况，相互纠错正音。

3、指名读词语，针对读不准的生字，集体商议识记的好方法。
（生活识字法，形近字对比识记法，数笔画识记法）



4、交流：你的家人中有这些职业的人吗？用一个完整的句子
介绍一下。

二、字词句运用

1、出示课本短文。引导学生观察并交流画面内容。

2、你喜欢哪些景物？为什么喜欢它们？请同学来说一说。

景物：花草树木，山峰，河流，建筑等都属于景物。（图片
展示）

3、指名说自己喜欢的景物，引导学生说“……像……”的句
子。

提示：鲜花——蝴蝶小河——飘带月亮——白玉盘

4、写一写。拿出练习本，写自己最喜欢的风景，用上“……
像……”的句式。

5、作品展示。挑选优秀的作品进行展示。

三、我的发现

1、出示句子，学生自由读句子。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指名说说自己的答案，教师讲解。特别：第一句中的“特
别”强调“格外、非常”；第二句中的“特别”强调“与众
不同”。

经过：第一个“经过”是“经历”的意思；第二个“经过”是
“通过某个地方”的意思。

4、小结：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表达的意思也
不尽相同。理解词语的意思时，必须把它放进语言环境里，



才能理解得更准确。

四、我会写话

（一）引导交流，明确训练目的。

1、过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他是谁？长什么样子？
你们经常一起做什么事？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2、课件出示三个男孩的图片，请同学们根据教师的描述，猜
一猜他们分别是谁的好朋友。

（1）淘淘的好朋友，剃了光头。眼睛很大，睫毛像小刷子一
样长长的，密密的。

（2）君君的好朋友，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眼睛眯
成了两条小细缝儿。

（3）大宝的好朋友，眉毛很粗，他的眉毛时而紧紧地皱起，
眉宇间形成一个问号；时而愉快地舒展，像个感叹号。

3、学生猜测，并交流自己猜测的理由。

4、教师小结：只有抓住人物的外形特点来介绍，才能让别人
知道你介绍的好朋友是哪一位。

（二）观察实践，介绍朋友外貌。

1、学生回忆或看照片，想一想：自己好朋友的外貌有什么明
显的特点？

2、指名交流，如果介绍的人物是大家认识的，可以猜一猜同
学介绍的是谁。如果介绍的人物是大家不认识的，可以把照
片展示给大家，让大家说一说介绍的内容是否体现了好朋友
的外貌特点。



3、根据评议时大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再来回忆一下自己好
朋友的外貌，用准确的语言说出他的外貌特点。

5、学生自由交流，教师适时补充，引导学生把句子说清楚，
说完整。

（三）练习写话，落实写话要求。

1、写一写自己的好朋友，写清楚他是谁？长什么样子？你们
经常一起做什么事？可以采用书中表格的形式填写内容，也
可以将这三个方面连成一段话，完整地写下来。

2、学生动笔实践，教师巡视，进行个别指导。

3、你的好朋友长什么样子？用几句话介绍一下他吧。

五、展示书写、交流经验

1、教师利用实物投影仪展示同学的写话片段，重点展示书写
美观的片段。

2、请同学们观察这几个同学的书写，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3、小组展示：你最近有没有自己比较满意的书写作品，展示
给小组同伴，组员互相评价，说说这些作品好在哪里，或有
什么建议。

4、经验交流：你是怎样把字写得美观漂亮的？

预设：

（1）我在写字时注意观察每一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观
察得越仔细，字就写得越漂亮。

（2）我在写字时还特别注意了书写姿势，姿势正确，字才会



写得更端正。

5、请大家选择一个最喜欢的句子，美观大方地抄写在田字格
中，注意回忆同学总结的经验，并用上这些经验。

6、将同学的书写作品集中展示在黑板上，学生参观、学习。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我会积累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种句子，这种句子在民间流传，用简单
易懂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我们把这样的话称为谚语。
（出示3句谚语）

1、互相读一读，并说说你读懂了哪句。

2、交流句意。（学生先自由说，教师总结）

3、读了这些谚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要懂得关爱他人，
帮助他人）

4、背诵并积累这几句谚语。

5、小结：通过民间谚语的学习，我们初步了解到谚语这种语
言形式。学习谚语，让我们懂得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要
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帮助他人，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二、我爱阅读

1、播放短文音频，学生欣赏。

2、学生自由读诗歌，把不懂的地方勾画出来，读完小组交流。



3、教师范读，学生仔细听，特别是自己勾画的地方。

4、分五个小节，指名分小节朗读。教师指导正音。

5、理解诗歌内容。（出示“踮、疲倦、挂牵”，放到句子中
理解）

6、复述诗歌内容。

（学生把一株紫丁香种在老师的窗前，让老师消除疲倦，体
现了学生对老师的关心和喜爱。）

7、师生合作朗读诗歌。尝试背诵诗歌。

三、课堂小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还有很多有趣的语言形式等着我们去探
索。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语文课程标准》中倡导：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接
受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学习，使学生获取探究的乐趣，从而
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发挥
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从知识的阐述者变成学生自主
探索的引导者，从学生学习的角度上去设计教学，引导学生
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朗读、思考和感悟，认识
和了解到谚语和诗歌的内容与表达的情感。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六

《俺们能做点什么》是课程规范教科书人教版《语文园地二》
中的口语交际内容。此次口语交际要求同学课前通过调查、
访问和查找资料，知道环境受到了哪些污染，为了改善环境，
人们做了哪些工作以及让同学对自身家乡的环境有更多的了
解。



《语文课程规范》指出，口语交际教学要“培养同学倾听、
表达和应对的能力。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的互动过程。教
学活动主要应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进行。”本课时的公开课
教案以此为理念，在教学中以“情境”贯穿课堂，让同学在
情境中感悟，在情境中互动，在情境中明理，快快乐乐地交
流，真真切切地触摸环境实际，懂得维护环境、维护绿色家
园的重要性，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小朋友的未来和环境的未
来打好底色。

１、走进实际生活，激发交际欲望。课前安排同学调查家乡
的环境现状，查资料了解地球的环境情况，激发同学的交际
欲望。

２、发明性地使用教材，着眼综合能力。让同学勇于参与实
践，乐于参与讨论，在交流中生成新的精彩，提高同学多方
面的素养。

３、创设交际情境，搭建互动平台。通过同学看录像，小组
交流，地球妈妈招聘环保小卫士等形式，让同学倾心交流、
合作互动、一起发展。

〖片断一：未成曲调先有情〗

师：同学们，美丽大世界，处处好风光，老师今天带你们到
大自然去旅游，愿意吗？

生（齐）：愿意！

（播放配乐的风光片：一碧千里的大草原，巍峨挺拔的山峰，
清澈见底的湖水，金黄的稻穗，鲜艳的花朵……）

师：大家欣赏完奇丽的风光，现在你最想说什么？

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神奇！



生：这简直是人间仙境，俺们的地球多美啊！

生：俺想用照相机把这些景色拍下来贴在俺的书房里，天天
欣赏！

师：这么美丽的景色却日益受到威胁！请看：一些不和谐的
画面已经发生了（生疑惑地睁大眼睛）

（师播放录像：山洪瀑发，长江上的白色污染，沙漠化的伸
延，森林中的滥砍乱伐……）

师：同学们，现在，你们怎么都缄默不语了？

生：树都被人们砍了，俺担心《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会再发
生。

生：长江历来都是俺们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怎么会有人把
垃圾丢到里面呢？

生：这么美丽的森林慢慢变成了沙漠，俺真伤心。

师：你为什么伤心？

生：没有了草原，羊群就没有家了，牧民也没有家了。

师：多么有爱心的小朋友呀！俺们把掌声送给他。（生热烈
鼓掌）

师：要好好生存，俺们只有怎样？

生（齐）：维护环境！

〖片断二：合作互动表真情〗

师：俺们的家乡，俺们的地球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你



们想当环保小卫士吗？

生（齐大声地）：想！

师摆出“地球妈妈”头饰，环保小卫士证等）

师：请各小组长戴好“地球妈妈”头饰，到各小组挑选环保
小卫士吧！

（小组长领取头饰戴好，师轻轻搬凳子走入一小组中坐好。）

生：这位同学你把小手举得高高的，你想当环保小卫士吗？

师：你为什么叫俺同学呀？

生：因为你现在和同学们坐在一块儿嘛！

师：说得真妙！俺还是你们的好朋友呢！

生：你准备怎样来维护环境呢？

师：多植树造林，节约能源，向人们宣传环保知识。

生：恭喜你，你被俺录取了。

（这位“地球妈妈”给“老师”戴上了环保小卫士证）

师：请被聘请的环保小卫士上台宣布自身的环保奇招。

生：在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到处张贴环保标语，让环保知识
深入人心。

生：每年有计划地在沙漠上植树，让沙漠早日变绿洲。

生：社会对维护环境的意念和个人设立环境奖。



生：进行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节约能源。

……

〖片断三：放眼家乡唱真情〗

生：走在街上不乱丢乱扔。

生：注意自身的每一个细小行动。

生：保护每一棵树木。

生：保护鸟类，让更多的鸟儿到宜都来安家。

……

师：同学们，你们说得太好了，老师为你们感动！宜都市的
全体人民也将为你们感动！让俺们携起手来，美化宜都、美
化祖国、美化地球！

绿色环保意识在对比中燃起

要是在以前，俺肯定会直接播放第二组“环境恶劣”的画面，
让同学直接感受到环境被破坏现象。这样做，很难让同学入
情入境、心神合一。《语文课程规范》要求俺们“灵活运用
多种战略”。在课前，俺精心剪辑了两段不同的画面。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七

1.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惯。

2.知道哪些词语形容哪些季节。用正确方法理解词语意思。

3.使用钢笔时，要注意执笔姿势和坐姿，把字写得规范、端



正、整洁。

4.积累一些描写季节的词语。

1.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惯。

2.使用钢笔时，要注意执笔姿势和坐姿，把字写得规范、端
正、整洁。

ppt课件。

1课时

一、交流平台。

1.组内交流一下，当我们遇到不理解的词语时，应该怎么做？

2.班里讨论一下有哪些形容季节的词语。

3.使用钢笔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二、词句段运用。

1.(出示一些春天的图片)

小组讨论有哪些形容春天的词语。

2.(出示一些夏天的图片)

小组讨论有哪些形容夏天的词语。

3.(出示一些秋天的图片)

小组讨论有哪些形容秋天的词语。



4.(出示一些冬天的图片)

小组讨论有哪些形容冬天的词语。

5.出示课文中的句子，学生相互交流。各自说说自己理解词
义的方法。

6.教师在一旁点拨。

三、书写提示。

我们的汉字博大精深，要想写好看的钢笔字，就要注意执笔
的姿势和坐姿。

1.观察钢笔字，你从中学到什么？

2.怎样才能把钢笔字写得规范、端正？

横画要写的平稳，竖画要写的端正，横平竖直，字就会平稳
端正。

3.使用钢笔时，要注意执笔姿势和坐姿。

4.书写练习，老师边走边看，指出错误。

5.展示、交流、评价。

四.日积月累。

1.课件出示课本上的9个词语。

2.学生看课件和老师一起诵读。

3.小组讨论一下还有什么类似的词语。



五、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教学中我先通过给同学们出一个之前他们不理解的词语来引
入新课，然后和他们一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
题，接着让同学们通过ppt看到一些关于四季的图片等，让同
学们真实感受四季的变化，把同学们带入到教材中，并且让
同学们自己小组内思考有什么形容季节的词语，随后全班一
起讨论。最后练习正确的使用钢笔，注意执笔的姿势和坐姿。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八

教学要求：

1、指导学生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表达的思想感情。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首诗。

3、鼓励学生大胆想象，仿照课文第三节再编一段。

4、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想象“我”要和爸爸妈妈商量什么。

教学重点难点：

指导学生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表达的思想感情。鼓励学生大
胆想象，仿照课文第三节再编一段。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预习课文要求



1、自读课文，借助字典把诗歌读正确，读通顺，了解诗歌的
内容。

2、标记自己不懂的地方，以便上课进行讨论。

二、导入新课

1、学生闭上眼睛，聆听老师范读诗歌，想象诗歌情节。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三、小声读诗歌，小组交流诗中的生字新词，课文的大意。

四、检查学生小组学习情况。

1、认读词语：花苞、悠荡、布谷鸟、脚丫、湿软、汲取、营
养、风筝、柔软、柳絮、遥远

2、重点理解词语：悠荡、汲取、生辉、柳絮、遥远

3、选择重点理解的词语造句。

4、说说你从诗歌中知道了“我”的愿望是什么。

五、指导认真阅读，深入理解诗歌

1、指名读分节读诗歌，学生评价朗读情况。

2、小组提问，全班讨论交流。

3、全班讨论：“我”要和爸爸妈妈商量什么？

4、齐读最后一段，谈谈自己的感想。

六、选择课文中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想想怎样才能读得



更好。

第二课时

一、将自己喜欢的且又读得最好的一段课文读给同桌听。

二、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分节进行）

1、可以通过表情朗读、给诗歌配画、或者自己讲讲读了诗歌
之后感受到的场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等等。

2、引导学生讨论：我望啊望，望到了什么呢？

为什么说“蓝天是我的'课堂”？

遥远的地方会是哪里？飞到那里干什么？

3、学生模仿诗歌自创诗歌：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想象，展
开丰富的联想，先说再写。

二、认读和抄写词语

1、认读词语：花苞、悠荡、布谷鸟、脚丫、湿软、汲取、营
养、风筝、柔软、柳絮、遥远

2、用自己的办法记生字，评议生字的写法，练写生字

3、在课文中找出自己喜欢的词语读一读，抄下来。

三、巩固练习：背诵《我想》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九

。



1.请同学们默读习作提示，看看有哪些要求。

2.出示要求：读懂文章内容；写出读后感受；引用相关资料。

课件出示例文：

《草船借箭》读后感

今天，我反复读了《草船借箭》这篇课文，读后我受益匪浅。

这篇课文写的是诸葛亮很有才干，周瑜很妒忌，于是设下陷
阱陷害他。诸葛亮不但没有拒绝，而且立下军令状。诸葛亮
向鲁肃借船、军士、青布幔子，并吩咐不要告诉周瑜。诸葛
亮在大雾天气向曹操借箭，顺利借到了箭。周瑜自愧不如诸
葛亮。

当读到“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这边的船顺风顺水，已经驶
出二十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的时候，我想曹操实在是
太多疑了，最后造成白白送箭给诸葛亮的结果。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人们如果都像周瑜那样，不允许别人比
他强，忌贤妒能、心胸狭窄，就一定会走上歧途，犯下了滔
天大祸。我们应该学习诸葛亮的顾全大局，有胆有识，神机
妙算。他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周瑜的阴谋，而且顺利地将十万
支箭借到，最后打败曹操，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2.小组交流，总结读后感应怎样写。

3.归纳总结：写读后感要先写所读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重
点写自己对文章中一两方面内容的感受，还可以结合其他相
关资料进行思想表达。

1.请同学们就本单元所读的课文或课外读的文章写一篇读后
感。



2.可以重点介绍哪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可以联系自
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也可以引用原文中的个别语句。

3.题目可以是“读《xxx》有感”或“《xxx》读后感”，也可以将
它作为副标题，再自拟题目。

1.读一读自己写的习作，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标出来。

2.在小组内互读，小组推出两篇习作在全班展示。

1.结合评议，自己修改作文。

2.教师小结：

(1)写读后感要读懂全文，正确理解原文中心思想，深入体会
作者的思想情感。

(2)“读”是“感”的前提，“感”是“读”的延伸。

只要你记住这些，就能写出好的读后感。

部编版三年级纸的发明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十

我发明的机器人有很多功能，比如能在空中飞行，不怕子弹，
但它也有弱点。

但他也会做家务，尤其是衣服。他的衣服真漂亮，防弹。这
种衣服也可以调节温度。如果你觉得热，转向蓝色的一边。
当然，里面的温度会更低。如果天气太冷，转向红色的一面，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温度，这件衣服也可以让你越来越大，越
来越小，也可以让你在瞬间移动。如果你想去未来，你可以
在左手袖子上输入日期和年份，去那个时间，但地点在你的
脑海里。



机器人还可以制作鞋子。该鞋可替代各种模型鞋，如运动鞋、
凉鞋、皮鞋、运动鞋和军用鞋。这双鞋可以让你跑得更快，
飞得更高。鞋子也可以改变颜色。这种鞋可以爬树和滑冰。
鞋子也可以发射导弹，虽然鞋子很小，但实际上上面有900个
小炮眼。

机器人还可以制造食物。没有人需要亲自购买，而且它是免
费的。哦，机器人还可以制造出不会耗尽电能的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