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 散落的
钞票教学反思(优秀8篇)

请示是一种职场中必备的技巧，通过请示，我们可以更好地
解决问题，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当我们需要向上级请示
时，务必先搞清楚他们的偏好和喜好，以便有的放矢地提出
问题或请求。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提供一些请示时应该注
意的礼仪和规范。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一

这又是一篇与钱有关的记叙文。叙述了地铁站立明为代表的
众人捡拾散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
所有的人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
的关爱之情，读之使人感慨。

根据本文的特点，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通过人物的神态、
动作、语言去感悟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而深入理解课文
的深刻内涵。在由重点词句体会人物心理的同时，要注重学
生对语言的积累，把语言积累与语文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去积极主动地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积
累语言，回归语文课堂的本来面目。

学习课文时，可以结合背诵传统名言或“语文天地”中的名
句理解“拾金不昧”的`含义。古人说：“生亦我所欲，义亦
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人一向认
为，“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说金钱了。“路不拾遗”的
故事流传两千年。不顾“义”——事实、良心、真理、信誉、
正义、廉耻心等而得来的钱，是“不义之财”。这样的观念，
应深深印在孩子们的心中。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二

《散落的钞票》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七册第10单元“金钱”单
元的一篇主题课文，叙述了地铁站以立明为代表的众人捡拾
散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所有的
人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的关爱
之情，读之使人感慨。

本文的教学重点要放在“品读感悟”的过程中，并且贯穿始
终。通过结合人物的品质“拾金不昧”的精神，找出体现人
物这种精神的重点句子，进行品读感悟。在读的过程中，都
是以引读的方式为主，把学生的情感带进句子中。在指导理
解人们纷纷捡钱的句子中，我创设情境，让学生闭上眼睛，
体会拾金不昧的场面，也把学生的情感带进文中。

其次要营造想象空间，感悟人物品质。没有想象的阅读，只
能说是机械的发音和枯燥的重复，因为无法使文字与读者的
心灵产生共鸣。在指导学生体会这是一位怎样的服务员时，
我并没有直接道出她的品质，而是借着女服务员的动作与语
言，让学生适当的发散思维，任意导演自己的角色，我始终
放手让学生自由体会文本角色，亲身去想象如果自己当时在
场会怎么做，面对失主的感谢会怎么回答，做了好事心情怎
样，去感悟拾金不昧带来的愉快心情。在这里，我发挥了学
生想象的空间，从而让学生在阅读想象中收获了自己独特的.
情感体验和深刻理解。同时，利用课文空白，激活了学生思
维。

这是一篇在写作上非常值得借鉴的文章，教师要引导学生以
文本为载体，感悟写作方法。例如，在教授服务员看到散落
一地钞票时的第一反应时，我适时总结让学生明白可以通过
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活动来认识人物，其中人物的语言
最能直接反应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一写作技巧，又比如，在文
章最后在描述“我”和立明做了好事后的心情及周围的环境
时，我也适时点拨：“通过环境来描写人物的心情不失为一



种很好的写作技巧”，引导学生学习通过环境描写表现人物
的心情。学生找出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描写了哪些景物，作者
抓住了这些景物的什么特点。引导学生回忆自己做过什么事
情后最高兴，尝试通过环境描写来表现当时自己的心情。练
习的效果比较理想，今后还可以有意地训练学生练习环境描
写，可以让学生通过环境描写表现不同的心情，比如悲伤、
失望、懊恼等。最后，一个“我手写我心”的环节，让学生
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于笔端。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三

课文《散落的钞票》篇幅较长，但是内容和思想学生比较容
易理解。因此，这篇课文的教学我没有预设过多的问题。

首先，我让学生把整篇课文读通，读熟，方法是默读、个别
抽读。然后让学生回忆、归纳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以了解学
生读的情况。接着我让学生复述课文的内容，可以添加自己
的语言，字数大概在150字以内。个别学生说完后，我让全班
学生评价他们是否把主要的内容说完，哪一部分没有说。在
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梳理整篇文章的主线条：掉钱——捡
钱——护钱——交钱，落实到每一部分分别在课文的哪些自
然段。

请到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帮助下，越说越好。为了让
每一位学生都能缩写课文，我又让学生在小组内练习。由于
课堂上时间有限，没法让学生动笔练习缩写，全班汇报交流
时我尽量多请学生发言，好、中、差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发了
言，当然更多地照顾了后进生。课后收上来的作业看得出，
全班学生的缩写不错。

理解课文时，我着重从整体上让学生谈感受：“读了这篇课
文，你被故事中的什么所感动？”学生纷纷发言，有的说被
文中人们的拾金不昧的精神所感动，有的说被文中女服务员
的责任心所感动，有的说被女服务员的榜样作用所感动，有



的说被孩子见义勇为的精神所感动，有的说被立明不求回报
的品质所感动，有的说被社会的监督力量所感动……不过在
理解书中的思考题“立明和我没吃麦当劳，也没买到《丁丁
历险记》，为什么特别高兴”时，学生出现了分歧，一些学
困生认为立明和我因为受到了别人的表扬，所以感到特别高
兴。这促使我立刻采取措施，引导学生认识是我们因为帮助
别人解决了困难而感动高兴。其实，此处我完全可以让学生
在课堂上讨论，通过讨论更能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能进
一步地深入理解问题。尤其是要抓住女服务员夸奖“我俩”
后立明的反应----“立明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拉着我迅速登
上刚到的列车。”理解此时立明为什么反倒不好意思，推测
立明此时的心理。联系上下文，分析关键语句，入情入境地
揣摩文中人物的心理，能更好地理解问题。

最后，我利用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引导学生学习通过环
境描写表现人物的心情。学生找出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描写了
哪些景物，作者抓住了这些景物的什么特点。引导学生回忆
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后兴，尝试通过环境描写来表现当时自己
的心情。练习的效果比较理想，今后还可以有意地训练学生
练习环境描写，可以让学生通过环境描写表现不同的心情，
比如悲伤、失望、懊恼等。

整体上说，这节课的教学效率还有待提高，因为这节课尽管
对学生进行了语言方面的训练，但是没有让学生在课堂上动
笔，始终是一个遗憾。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2、以教材为范本，学习“点面结合”、“详略得当”等多种
写作方式。



3、体会人物心情，感悟众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

教学重点：以教材为范本，学习“点面结合”、“详略得
当”等多种写作方式。

教学难点：在“详略得当”的描写中感悟人物形象。

教学过程：

一、课文回顾，理清文章脉络。

1、回顾课文主要内容，巩固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

2、理清文章顺序，找同类文章加强认识。

二、走进课文二三自然段，感受热闹与拥挤，学习做铺垫的
写法。

（一）走进掉钱瞬间。

1、地铁站为什么挤？学习地铁站热闹的场面。

2、出示地铁站热闹的场面图，用成语来概括这样的场面？

【设计意图：通过感受热闹，进行中心词、中心句的学习】

（二）再次走进掉钱的瞬间。

2、还挤成什么样？（出示地铁挤车的图片）

三、走进课文四五自然段，在拾钱和护钱中学习点面结合和
详略得当的写法。

（一）学习“点面结合”，理解“拾金不昧”。



1、百元大钞从天而降，面对散落的钞票，站台上的人们是怎
么表现的？（生自由说）

师：在她的带领下，人们开始行动起来，纷纷把钱交到她手
中。像人们这样的行为就是------拾金不昧（用拆字法理解
该词语）

（二）学习多种描写方法，知道详写与略写，落实语文训练。

1、用成语概括壮汉的行为。

2、按照自学提示学习课文第五自然段。

（1）用“——”勾出第五自然段描写壮汉的语句。

（2）认真阅读，想想分别用了哪种描写方法。

（3）体会重点词语的表情达意。

3、抽生汇报。

师：像这样注意人物神态、动作、语言等方面的细致描写叫
详写。而像“一时间，老人……”这样一笔带过的描写则是
略写。

生用上人物描写方法，在人们中选择一个人物进行细节描写。
生写、抽生交流。

（三）明白略写意图，学会详略得当。

1、评价学生对人物的详写。

2、思考：作者为什么又没有将捡钱的人进行细致的描写呢？
生讨论。



四、走进立明，情感升华，感受人们拾金不昧的高尚品格。

1、立明在文中的三句话应该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读？

2、从立明的第三句话，你知道了他是怎样的孩子？

3、你想对这样的立明说什么？

6、此时此刻，我们要送给壮汉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设计意图：整合教材、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补充，增加学生
的课堂积累】

五、清爽的天气、节日的气氛使我们感到高兴，但使我们特
别高兴的，则是我们亲自做了一件帮助别人的好事，在金钱
的诱惑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所以，从地铁站出来齐读从地铁
站出来……这是多么欢乐的节日的气氛啊，所以，此处环境
描写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

五、总结

同学们，散落的是钞票，但拾金不昧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心
里。

附：写话单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五

这又是一篇与钱有关的记叙文。叙述了地铁站立明为代表的
众人捡拾散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
所有的人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
的关爱之情，读之使人感慨。

根据本文的特点，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通过人物的神态、



动作、语言去感悟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而深入理解课文
的深刻内涵。在由重点词句体会人物心理的同时，要注重学
生对语言的积累，把语言积累与语文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去积极主动地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积
累语言，回归语文课堂的本来面目。

学习课文时，可以结合背诵传统名言或“语文天地”中的名
句理解“拾金不昧”的含义。古人说：“生亦我所欲，义亦
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人一向认
为，“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说金钱了。“路不拾遗”的
故事流传两千年。不顾“义”——事实、良心、真理、信誉、
正义、廉耻心等而得来的钱，是“不义之财”。这样的观念，
应深深印在孩子们的心中。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六

《散落的钞票》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七册第10单元“金钱”单
元的一篇主题课文，叙述了地铁站立明为代表的众人捡拾散
落的钞票、物归原主的故事。在金钱与道德之间，所有的人
都放弃了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浓浓的关爱之
情，读之使人感慨。在这篇课文的写法上，我觉得是对学生
作文指导的一篇很好的范文，因此，我想将课文的写法在课
文学习完教给学生。而死板的教作文怎样写，学生根本不感
兴趣，在本课中，我就采取了这样的教法。

古人云：“学贵于疑，有疑则进。”在课堂上，我们应该多
给学生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质疑问难，以生为本。在教学中，
我常常启发学生质疑。在教学《散落的钞票》第二课时，我
先引导学生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学生通过对人物动作、语
言、心理等的学习也感悟到了众人拾金不昧的精神。我让学
生回顾课文写法时，张琛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课文为什么
不直接写这件事情，而开头要写我和立明逛书店和地铁站的
情况呢？”听到这一问题，我喜出望外。马上让学生讨论交
流，学生开始认为是在介绍我和立明，不让“我们”出现的



太突然，写地铁站只是为了交代地址，对于这样的答案我当
然不满意，于是，我加以引导，问道：“地铁站写了些什么
内容呢？”学生通过朗读恍然大悟：“地铁站人多才会拥挤，
才会将钱挤出来而不被失主发现，也和文章开头的国庆长假
吻合起来了。”学生了解到这个问题，但并不满意，于是我
让学生继续阅读第一自然段，通过读、想了解第一自然段的
作用，学生终于找到了关键句子“我想立明家里生活困难，
也就不再坚持。”我赶紧接过说：“是啊，他们的确很需要
钱哪，可他们却能这样――不贪钱，拾金不昧。”学生对文
章的写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知道了在写一件事情前不只是
要简单的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还要将故事情节进行铺垫，
这样更能突出中心。因此，学习这篇文章的写法便在孩子们
的疑中、议中凸显出来了。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七

师：钱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保证，但钱并不是
万万都能，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钱能再现一个人高尚的
灵魂，也可以再现一个人丑陋的灵魂。今天我们就要去感受
一个与钱相关的感人故事。

生：齐读课题

师：可以谈谈你心目中的钱是怎样的吗？或者是你对金钱的
认识是怎样的？

生1：金钱可以造福人类

生2：金钱是一把双韧箭，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也
可以毁灭一个人

生3：金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标志

让我感慨的是学生小小年纪对金钱的理解是多么的哲理，多



么赋予思想和辨证性。

第二处：文中第二自然段的学习

文中有一处写到：“节日的地铁站里，喜气洋洋，人来人往，
拎着礼品的、捧着鲜花的、抱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

师：你想用个什么词语形容节日的地铁站的气氛？

生1：热闹非凡（中等生的发言）

师：反映真快

生2：人山人海（学习很一般的孩子，他直接用了书上的词语）

师：善于读书的孩子，书上就有现成的，他已经发现了，

生3：人来人往（也请的是平时不爱发言的孩子）

生4：车水马龙（学习优秀的孩子）

师：真是个爱开动脑筋的孩子，想到了平时学习中我们学习
过的成语

生5：川流不息

生6：喜气洋洋

生7：摩肩接踵（能学以至用）

师：大家的词汇多丰富呢，连老师没想到的你都想到了，真
是佩服。

生:齐读板书在黑板上的词语



师：感受了地铁站的热闹气氛，让我们带着节日喜庆一起走
进地铁站吧！

生：齐读第二自然段

生1：坐着聊天的

生2：牵着孩子的

生3：等待亲人归来的

生4：背着行李回家的

反思：想象是创造的源泉，生活中工作中离不开想象，学习
中更离不开想象。在平时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意识的预设和落
实对学生进行想象力的培养和训练，那么我们的教学，课堂
也就会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四季常青，清香四溢，充满
生机与活力。长此以往，学生的想象力将得到充分的训练与
成长。在进行想象力训练的同时，我们还得善于结合学生的
学习经验和学习实际进行，如：上例中的从学习中回忆描写
热闹气氛，形容人多的词语，还有结合生活实际，国庆大假
的气氛进行想象，有一定的引导，学生的想象就不会干涸，
而是细水长流，也不觉失趣，因为想象有了来源，是生动而
详实的。

散落的钞票阅读题三年级篇八

教学要求：

1、读懂课文内容，体会文中人物的心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讲述在车站
发生的故事。



3、感受人与人之间真诚友爱的美好品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教学难点、重点：感受路上行人真诚相助的好品德。

课时划分：两课时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新课。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国庆长假的
一天，地点——地铁站，人物——我、立明、 乘客。

二、再读课文，了解内容。

1、 2005年国庆长假的一天，在地铁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此刻，你能想象得到地铁站里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吗？

但那时的地铁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这情景和你想
象的是否一样呢？现在就让我们回放这真实的事件，共同走
进这个故事。

2、再读课文，思考以上问题。

3、事情的的结局和你想像的是否一样？

（ 指名两个回答）（一样：因为你是善良的，所以结局也就
是快乐的；不一样：看来当初你挺担心的，现在放心了吗？）

4、孩子们，再看看，这是一件怎样的事？请快速浏览课文，
用文中的一段话回答我。找到就用“~~~~”画出来。（投影：
感人的众人拾金不昧的事。）



真美好呀，这（感人的众人拾金不昧的事；）真温馨呀，这
（感人的众人拾金不昧的事；）真难忘呀，这（感人的众人
拾金不昧的事；）真令人回味呀，这（感人的众人拾金不昧
的事。）

可刚才丢钱时，真是揪心呀。还记得钱散落时的情景吗？

三、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同学们想想，这么多的钞票突然落在你的眼前，你会怎样嚷？
（出示：忽然，立明嚷起来：“钱！钱！”）这么多的钞票
呀，太让人难以想像了，再读。太让人惊讶了，再读。这是
不是做梦吧，再读。（烘托气氛，指导读出味道。）

2、这么多的钱哪，也许是他的救命钱呀，所以他，拍打车门
大喊大叫；这也许是他一年的血汗钱呀，他怎能不拍打车门
大喊大叫，那他在喊什么？在叫什么？（展开想象）是的，
此刻，丢钱人的心中满是焦急，于是他拍打车门大喊大叫，
满是眼泪，他绝望的拍打车门大喊大叫。可是，列车已经启
动、加速，转眼间呼啸而去。

列车已无法在停下，怎么办？面对这从天而降读钞票，站台
上的人们该怎样面对。谁来读第四自然段。

四、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我听出来了，站台上乱了，可我却分明感到人
心没乱）你瞧，（读：一位女服务员跑过来大声喊：“把钱
交给我！请把钱交给我！”）这是一个负责的女服务员，再读
（把钱交给我！请把钱交给我！）她临乱不惊，读（把钱交
给我！请把钱交给我！）她的喊声充满了力量，读（把钱交
给我！请把钱交给我！）这是正义的喊声，齐读（把钱交给



我！请把钱交给我！）。

2、有了这个声音，于是让我说，站台乱了，可人心没乱。你看
（生指读：我捡到一张，交给服务员。立明手疾眼快，捡了
三张，也交给了服务员。）四百元钱呀，可以买多少套《丁
丁历险记》，又可以吃多少次麦当劳？但是（我我捡到一张，
交给服务员。立明手疾眼快，捡了三张，也交给了服务员。）
没有犹豫，甚至连想都没有想（我捡到一张，交给服务员。
立明手疾眼快，捡了三张，也交给了服务员。）这就是急人
所急，想人所想（我捡到一张，交给服务员。立明手疾眼快，
捡了三张，也交给了服务员。）

3、 所以，我说，站台乱了，但人心没乱。你再看（指读：
一时间，老人、孩子、青年、妇女、解放军战士，人们纷纷
把捡起的钱交到她手中。）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你能想
像一下吗？（生想像）是呀，那么多的人，不约而同地、连
续不断地把钱送到女服务员的手中，这就叫“纷纷”；那么
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接二连三地把钱交到女服务员手中，
这就是“纷纷”。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一时间，老人、
孩子、青年、妇女、解放军战士，人们纷纷把捡起的钱交到
她手中。）多么温馨的一幕，（一时间，老人、孩子、青年、
妇女、解放军战士，人们纷纷把捡起的钱交到她手中。）多
么激动人心的一幕（一时间，老人、孩子、青年、妇女、解
放军战士，人们纷纷把捡起的钱交到她手中。）多么难忘的
一幕呀（一时间，老人、孩子、青年、妇女、解放军战士，
人们纷纷把捡起的钱交到她手中。）

4、同学们，这捡回的不仅仅是一张张钞票，更是一种品质
（拾金不昧），是一种精神（拾金不昧）一种风气（拾金不
昧）

正是有了拾金不昧这种品质、精神、风气，所以当站台上乱
起来时，人心没有乱。（投影：齐读第四自然段）



5、多么温馨而又感人的的一幕呀，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
小的插曲。

五、指名读第5自然段。

看了这一幕你有什么感想呢？

立明的机智，勇敢让那位壮汉（在众目睽睽下，他挪开脚，
把钱捡起来，交给走过来，交给走过来的服务员。）

正义、善良、宽容，使那位壮汉（读；在众目睽睽下，他挪
开脚，把钱捡起来，交给走过来的服务员。）

小小的插曲更让我们体会到维护正义的光荣与快乐。你看，
对面的列车进站了。载着那位丢钱人回来了，接下来的故事
就请大家自己读吧，然后提出你不懂的问题与大家交流。

六、自读第六自然段。

1、你有什么问题吗？（遗憾的感叹？这是人们心中完美善良
的体现。）

2、在这个自然段中，有一个词出现的次数最多，你能找到吗？
对，就是谢丢钱人的千恩万谢、还要拿出二百元钱来表达谢
意，但服务员却说，不用谢，要谢得谢谢大家。这简单的一
个谢字，多么温馨，也让我们感到丢钱人的谢是诚挚的，因
为他没有想到，这丢失的钱能失而复得。而捡钱人的拒绝谢
意也是诚挚的，因为他们都深深地知道，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

七、 同学们，就让这散落的钞票，幻化成那首经典的老歌，
再次温暖我们的心房吧！（播放《一分钱》）

同学们，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而这样真实的



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此刻，我想你的心中也一定有所感动，
有所感悟吧，那现在就让我们把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写在书
上吧。（写完就可以大声读出来）

八、总结全文，升华提高。

同学们，钱可以买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知识。所以，我想说：“美德如花，绽放如春，暖
人暖己，我们何乐不为！”

板书：

挤车飞钱

散落的钞票拾金不昧

拾钱交钱提醒——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