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优质8
篇)

五年级教案的设计要遵循启发式教学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
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大家可以阅读下方的初一教案范
文，了解教学过程、教学设计和教师的教学思路。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一

我准备了很多互动节目，有：击鼓传花，抢板凳，猜字谜，
绕口令，心有灵犀。这些大概都符合你的要求吧，那么下面
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吧！ 击鼓传花不用说了吧。 猜字谜也还
行，把素材给你吧： 欲话无言听流水 猜一字 活 点点营火
照江边 猜一字 淡 两点一直，一直两点 猜一字 慎 夫人何
处去 猜一字 二 值钱不值钱，全在这两点 猜一字 金 宝岛
姑娘 猜一字 始 千里相逢 猜一字 重 添丁进口 猜一字 可
与我同行 猜一字 衙 依山傍水 猜一字 汕 十五天 猜一字
胖 九十九 猜一字 白 两山相对又相连，中有危峰插碧天 猜
一字 由 田中 猜一字 十 旭日不出 猜一字 九 斩草不除根
猜一字 早 金木水火猜一字 坎 挥手告别 猜一字 军 昨日不
可留 猜一字 乍 久雷不雨 猜一字 田 乘人不备 猜一字 乖
刀出鞘 猜一字 力 大口多一点 猜一字 吠 因小失大 猜一字
口 日复一日 猜一字 昌 人我不分 猜一字 俄 文武合一 猜
一字 斌 我的心 猜一字 悟 森林大火 猜一字 焚 一口吃掉
牛尾巴 猜一字 告 4个人搬个木头 ，猜一个字 答案是:杰
一人 ，猜一个字 答案是:大 一人一张口，口下长只手，猜
一字 答案是:拿 一人在内，猜一字 答案是:肉 一人腰上挂
把弓，猜一字 答案是:夷 一大二小，猜一个字 答案是:奈
九点 猜一字 丸 十二点 猜一字 斗 十叁点 猜一字 汁 矮冬
瓜 猜一字 射 独眼龙 猜一字 省 此字八横又八开，十问孔
子也不知 猜一字 哑 出一半有何不可 猜一字 仙 镜中人 猜
一字 入 元旦 猜一字 明 平均地权 猜一字 坐 拱手让人 猜
一字 供 没有钱 猜一字 钦 打断念头 猜一字 心 半推半就



猜一字 掠 手无寸铁 猜一字 控 火尽炉冷，平添意马心猿
猜一字 驴 人无信不立 猜一字 言 九泉之地 猜一字 块 叁
口重重叠，莫把品字猜 猜一字 目 真心相伴 猜一字 慎 心
香飘失，闻香无门 猜一字 声 学子远去，又见归来 猜一字
觉 部位相反 猜一字 陪 阎罗王 猜一字 瑰 太阳王 猜一字
旺 孔子登山 猜一字 岳 【这些都是字谜里面我又挑了一遍
的，精品啊！】 那把心有灵犀的素材给你： 心有灵犀 第一
关： 电器：电视，电脑，电风扇，冰箱，洗衣机数码相机，
空调，电烤箱，吸尘器， vcd 动物：猩猩，羊，长颈鹿，狮子，
青蛙，骆驼，猪，蛇，驴 自然：天空，大地，雪，露珠，空
气，雨，冰雹，小草，小花，大树 职业：作家，歌手，会计，
美食家，医生，军人，清洁工，打字员，学生，老师 第二关：
合二为一 惊弓之鸟 九牛一毛 九牛二虎 对牛弹琴 杀鸡吓猴
眉来眼去 七上八下 眼高手低 金鸡独立 哭笑不得 比翼双飞
目瞪口呆 一箭双雕 闻鸡起舞 张冠李戴 掩耳盗铃 捶胸顿足
眉来眼去 七上八下 眼高手低 合二为一 惊弓之鸟 九牛一毛
九牛二虎 对牛弹琴 金鸡独立 杀鸡吓猴 一毛不拔 三长两短
进退两难 有口无心 七手八脚 举一反三 一五一十 颠三倒四
第三关： 爱你不是两三天 小酒窝 白日梦 我的太阳 月亮代
表我的心 。我爱你 为你写诗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花蝴蝶 爱
情三十六记 【这些也是精品啊，我花了一天找来的！！】
还有绕口令的素材： 绕口令 师父四十四 【第一关 山里有
个寺，山外有个市，弟子三十三，师父四十四。 三十三的弟
子在寺里练写字，四十四的师父到市里去办事。 三十三的弟
子用了四十四小时，四十四的师父走了三十三里地。 走了三
十三里地就办了四十四件事，用了四十四小时才写了三十三
个字。 粉红墙上画凤凰【第一关 粉红墙上画凤凰， 红凤凰，
粉凤凰 粉红凤凰花凤凰 虱子与狮子【第二关 四只箱子，藏
着四粒虱子， 四粒虱子，吓退四只狮子。 四是四，十是十
【第二关 四是四，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十
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 班干部管班干部【第二关 班干
部管班干部 班干部管班干部 班干部管班干部 班干部管班干
部 班干部管班干部 石狮子和涩柿子【第三关 石狮寺前有四
十四个石狮子， 寺前树上结了四十四个涩柿子， 四十四个



石狮子不吃四十四个涩柿子， 四十四个涩柿子倒吃四十四个
石狮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第三关 土堆土豆腿肚子 土堆土
豆腿肚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
舀油【第三关 凉勺舀热油，热勺舀凉油。【第三关 凉勺舀
了热油舀凉油，热勺舀了凉油舀热油。 北瓜【第三关 北瓜
瓣儿、瓣北瓜，北瓜瓣上结北瓜。 北瓜瓣儿、瓣北瓜，北瓜
瓣上结北瓜。 北瓜瓣儿、瓣北瓜，北瓜瓣上结北瓜。 北瓜
瓣儿、瓣北瓜，北瓜瓣上结北瓜。 北瓜瓣儿、瓣北瓜，北瓜
瓣上结北瓜。 还有抢板凳，那个可以耍一下人，跟你说，你
放音乐的时候，一是刚放上音乐，马上就关死！哈哈，笑死
人了。二是放上音乐，走好长时间，突然关死音乐，笑死了，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9个人，放7--6个凳子，等音乐结
束后，停五秒在看结果，在这之间可以把凳子抢过来！！哈
哈，多有趣！ 怎摸样？还行吧！还有呢：

一、活动项目：

1、猜谜语

2、绕口令

3、吹蜡烛

4、摸鹿鼻子

5、打保龄球

6、盲人击鼓

7、钓鱼

8、挟乒乓球

9、套圈



10、飞镖

11、抢说运动项目

12、运用爆破音吹蜡烛

13、妙接对联或歇后语

14、联想abc

15、比比谁的眼力

16、快乐呼拉圈

17、比比谁的运气好

18、掌上明珠

19、弹球

二、 项目规则

1、猜谜语：每人可以猜三条，每猜中一条获奖券一张。

2、绕口令：抽号进行，每人绕口令一次，凡能准确、流利、
不 停顿读完绕口令者，获奖券一张。

3、吹蜡烛：每人吹一次，凡一口气吹灭十支蜡烛者，获奖券
一 张。

4、摸鹿鼻子：每人摸一次，蒙上眼睛转三圈，凡摸到鹿鼻子
的， 可获奖券一张。

5、打保龄球：每人打三次，凡在10米距离内打中目标者，获
奖 券一张。



6、盲人击鼓：每人击一次，蒙上眼睛转三圈，凡击中鼓者，
获 奖券一张。

7、钓鱼：每人钓一分钟，钓三条者，获奖券一张，钓六条者
获 奖券二张，以此类推。

8、挟乒乓球：每人挟一分钟，挟完20个乒乓球者，获奖券一
张， 挟完40个乒乓球者，获奖券二张。

9、套圈：每人套五次，套中二个者，获奖券一张，套中四个
者， 获奖券二张，套中五个者，获奖券三张。

10、飞镖：每人投三支，在规定位置内每投中一支者，获奖
券一 张。

11、抢说运动项目：主持人准备好一个篮球。参赛者两人一
组。两人互相传球。一人在传球时必须先说出一个运动项目
名称（如滑冰），另一个人在接球时必须马上说出另一个运
动项目名称。在一分钟内，谁说出的运动项目多，谁即得奖
劵。

12、运用爆破音吹蜡烛：主持人准备好六支蜡烛并点燃，若
干道问题。主持人提问一个问题，参赛者需用回答的话中发
出的气息吹灭蜡烛，即得奖劵。如：主持人问：“有兔子在
草地上你会怎么做？”回答者用“扑过去”的“扑”的发音
而喷出的气息来吹灭蜡烛。

13、妙接对联或歇后语：主持人要准备好三条对联或歇后语。
主持人说出上联或下联，让参赛者来接，对的即得奖劵。参
赛者在接对联或接歇后语的过程中，其他人不得提示。

14、联想abc：主持人事先把一些英语单词做成签，由参赛者
抽三次，并对所抽内容进行联想，如果能正确并连续地做出
三个即得奖劵。如：主持人在说出run 这个单词后，参赛者



就要做跑的动作来与run这个单词联系起来。

15、比比谁的眼力好：主持人准备好三支筷子，一个空啤酒
瓶。参赛者站在啤酒瓶的一侧，筷子离瓶口约一米的距离，
瞄准瓶口，放掉手中筷子。如果筷子掉进瓶里，便是优胜者，
即得奖劵。每人有三次机会。

16、快乐呼 拉圈：在地上摆放五个空易拉罐。每个易拉罐之
间的距离为二十厘米。参赛者应站在离易拉罐一米远的地方，
才能向易拉罐扔圈圈（圈圈的大小要适当）。每扔中一次即
得奖劵。每人有三次机会。

18、掌上明珠：主持人要准备好一个乒乓球和一个乒乓球拍。
参赛者将乒乓球平放在乒乓球拍上，沿着桌子走。走至终点，
球未丢就得一张奖劵。（桌子竖排三张，参赛者沿桌子在规
定时间内绕一圈。）

19、弹球：主持人准备好三个乒乓球和三个小纸箱。三个小
纸箱平放在一张桌子上，成品字形。参赛者站在桌子前面，
主持人将三个乒乓球拿给参赛者。参赛者将手中的球往地上
扔，若弹起的乒乓球弹进小纸箱内，参赛者即得奖劵 三：

1、你们玩过夹弹珠吗？就是用那种滑的筷子，把在水里的弹
珠夹到边上另一个容器里，有一定难度哦！在一分钟之内，
几人一起比赛，看谁夹的最多，给他一个棒棒糖！

2、贴鼻子，在黑板上画个大脸，随便什么脸型，画上眼睛，
嘴巴，让贴的人蒙上眼睛去贴，保证笑料百出！

4、还有一种用筷子投入酒瓶中的游戏，当然，人在酒瓶的上
方

5、两人三足，两个人捆两只脚，一起走，谁先到谁赢



8、吸管运输 同上一个游戏一样要分出若干人一组，每人嘴
里叼一支吸管，第一个人在吸管上放一个有一定重量的钥匙
环之类的东西，当比赛开始时，大家不能用手接触吸管和钥
匙环，而是用嘴叼吸管的姿势把钥匙环传给下个人，直到传
到最后一个人嘴叼的吸管上。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二

文本细读：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主要向人们介绍了坐落在奥
登赛的安徒生公园的情况。向人们介绍了童话之外的相关知
识。内容的安排，意在引导学生在大量的阅读安徒生的童话
作品之后，借助网络、书籍等查找、搜集资料，进一步全面
了解安徒生，认识安徒生。教材的文本只是提供的一方面或
几方面的点，教学时应大量的补充。

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正确书写10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阅读，搜集整理材料使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安徒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查找资料使学生深入了解安徒生这个人。

策略与方法：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学生准备：查找的资料，自学生字遇到不懂的记下来。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打开书142页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查
字典等。

2、用课件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3、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如：“白桦”、“毛茸茸”、“铜雕”等词语可以利用图片
进行理解。

如：“疏疏落落”、“幻想”、“描绘”、“请悠”、等词
语可以结合诗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

对于其他词语可以师生共同解决。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按自然段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

三、品读文本，感悟文本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读完课文后，你知道
了什么?

2、引导学生交流读后的感受、印象或看法。

3、引导学生抓住自己观点的支撑点，即文中语言文字的`品
位与理解。

a：你认为欧登塞美吗?从文中的语句中找出来?

(引导学生用美的感情读出来)

b：小公园里有那些事物与安徒生有联系?从文中的语句去找，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小组交流指导学生进行感情朗读。

c：读完文本的最后一段谈谈你的感想?学生交流。

4、整体回顾全文，美读中品位始终所蕴涵的情感。

四、拓展延伸，资料整理

板块一:安徒生的剪纸：出示《丰富人生》的剪纸画面。引导
学生根据每幅剪纸画面，进行童话想象或命题，让学生根据
搜集的资料进行补充，并进行讨论研究。

板块二:学生根据资料，总结、展示安徒生的长篇小说、诗歌。

板块三:学生根据资料，总结、展示安徒生的长篇游记。

最后谈谈写一写《我心中的安徒生》《我最崇敬的人》

回家以后给父母讲一讲安徒生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三

1、任选一篇读过的写读后感，根据提示选取有意义的内容进
行表达。

2、能结合具体事件清楚表达自己的感想。

：能结合具体事件表达清楚自己的感想。

：能结合具体事件表达清楚自己的感想。

：2课时

一、导语

引导回忆：同学们，你们最近看过哪些课外读物，看后有什
么感受吗？（抽几名同学谈）

点拨话题：刚才大家讨论的很热烈，今天我们就根据自己的
体会，写一写读后感好吗？什么是读后感呢？（自由发言，
教师总结。）

二．读习作提示，明确习作要求

１．一本好书，你读后一定会有很多感受，把自己的这种感
受写出来，要联系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写自己的真实看法，
也可以对其中某些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

２．读一读例文《从〈海伦。凯勒传〉想到的》，想一想，
小作者是怎样写读后感的？（注意分清哪些句子是复述，哪
些句子是写感想）

３、题目可以用“《xxxx》读后感”或“《xxxx》有感”，也可以
根据写的内容拟定题目。



三．习作指导

1、紧扣原文抓住重点。

必须是从原文引发出来的感想、体会，不要面面俱到，泛泛
而谈。应集中到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或两点上来发表议论。

2、联系实际，情感真实。

这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
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社会实际，选择自己感受最深
的事写并结合切身体会，体会才真切，才具有说服力。

3、读感结合有侧重。

正确处理好“读”“感”的关系。“读”是“感”的前提和
引子。“感”是“读”的结果和目的。因此要有读有感，读
感结合，比例协调。不能只读不感，一味抄写课文，没有体
会，也不能只感不读，离开原文意思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
通常情况下，侧重于写自己的感受。

当然交代所读的名称和主要内容是必写的。

4、引导探究，总结写法：夹叙夹议，叙中有感，感应中有叙。

四、学生选材，互说。

五、打稿。

一、朗读习作，评议修改。

学生完成习作草稿后，各自朗读一遍，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评议修改。

二、文后指导。



1、结合学生的作文进行讲评。以表扬为主，哪怕是一句话或
者一个好词语用得好，都要进行表扬，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

2、投影出示两篇作文：

一篇佳作，出示佳作欣赏，学习写法。

一篇带有共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作文中出现的共性问
题。

三、修改作文。

四、誊写作文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四

教学要求:

1、能按"习作要求提示"选择和小伙伴之间发生的老师不知道
的故事，自拟问题写下来。

2、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
内容写具体，情节写生动。

3、能主动修改自己的习作，逐步养成多读多改的良好习惯。

重难点、关键

借助插图探究写法，捕捉细节完成习作。

课前准备

创造一个老师不在场的课堂，给予学生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

课时划分



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明确要求

1前几天，老师有一次因故不在课堂，老师想知道没有老师在
时，同学们都做过些什么。不要怕在老师面前暴露缺点而羞
于表达，大胆地说出真实的情况，无论是好事，趣事还是错
事都可以说。

2交流

3揭示本次习作要求----写一写老师不在场时，你和小伙伴之
间发生过的故事，无论是好事，趣事还是错事，都可以写下
来。

二、借助插图，探究写法

1整体观察插图，感知”面”的描述。

讨论:画面上有哪些人？他们在干什么？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2抓住局部观察插图，感知”点”的描写

从插图中选择你最感兴趣的某个人或几个人进行细致的观察，
想一想:他们在做什么？由人物的动作。表情想象出人物的语
言，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3插入突发事件添加细节。

三、联系实际，交流体验

2、交流、评议



引导学生不仅抓住自己的语言、动作、神态和心理活动，还
要把其他同学的种种表现都描述出来。

3、各自梳理，确定本次习作材料

四、移，尝试习作

1、运用插图探究出的写法完成习作草稿。

2、组织评议，指导修改。

3、誊写习作

板书设计：

习作2

“面”——把握记叙文六要素

“点”——抓住人物活动

“细节”——插入突发事件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五

语文教案，其价值不再教案本身，而在于形成教案的过程，
要看教案是不是老师阅读文本的结晶，是不是老师思想和智
慧的体现。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
教案，方便大家学习。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教案1

《听听，秋的声音》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2.一边读一边展开想象，能和同学们交流读后的体会。

3.仿照诗歌内容，补写几句诗文。

教学重难点：理解课文内容：秋的声音是什么?仿照诗歌内容，
补写几句诗文。

课前准备：

1.选择一段优美的关于秋的音乐磁带。

2.准备录音机1台、实物投影仪1架。

教学过程：

一、享受音乐，发挥想象

1.描述引入：秋天，不仅有丰富的色彩，还有美妙的声音，
不信，你听(放音乐磁带)。

2.直观感受：同学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想象画面。

3.交流感受：说说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4.导入课题：有一位作家也听到了秋的声音，他听到的和你
们的是不是相同，想知道吗?(揭题读题)

二、欣赏朗读，感受诗情

1.读通诗文：自读课文，喜欢读的可以多读几遍，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生字可以多读几遍。

2.感知内容：你在诗中听到了哪些声音?你最喜欢哪种声音，



喜欢的话多读几遍。

3.朗读展示，想象表演。

a.鼓励学生用欣赏性的语气读给大家听，其他同学可欣赏性
地听，听后可仿读，可评点。

b.开展想象性的表演活动。出示字卡或小黑板：

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黄叶
说：“________”

蟋蟀振动翅膀，“_____”，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蟋蟀在唱
着：“________”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________”

(朗读和想象表演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学生喜欢哪段就读哪
段，可以有感情地读，也可以用想象地表演来促读。)

4.配乐朗读。

a.老师播放音乐，学生配音试读。

b.指名朗读，当堂展示。

三、想象创作，续写小诗

1.各自仿写：同学们，秋的声音还有好多好多，把你听到的
声音也写下来，行吗?可以仿照自己最喜欢的某一段话写。

2.当堂展示：把自己写的一段小诗通过实物投影展示出来，
并有感情地朗读给同学听，要把自己的心情也展现出来。



3.汇编成诗：几个同学自由组合，把自己的小诗合并汇编成
一首新诗，画上插图，制成作品，准备展览。

四、课外活动

举行小小诗展，感受成功的喜悦。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教案2

《听听，秋的声音》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能够运用联系生活实际、课文内容以及对比辨析、近义互
解等方法理解文中“道别、叮咛、歌韵、歌吟”等词语的意
思。

3.了解课文中描述的秋天的声音，边读边想象，感受秋天的
声韵美、景色美，激发热爱秋天的情感。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边读边想象，感受秋天的
特色，表达对秋天的喜爱。

教学难点：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诗歌中的新词，边读边想象，感受秋天的
美。

教法：情境诵读法、迁移引导法。

学法：对比练习法、阅读想象法。



教师准备：教学课件

学生准备：自读课文

课时安排：一课时

学习过程：

一、谈话导入：

(指名学生发言，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去了解秋天。
)

是啊，有人喜欢看秋天，看它的五彩斑斓。今天，让我们来
听秋天，听秋的声音。

(板书课题)

谁来读读?(指导朗读，读出停顿，读出静心，读出陶醉，读
出号召。)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一首诗，读好它就是最美的语文课。

二、学习新课：

1.自己读一读，注意带拼音的生字，做到正确、流利。

2.同桌互读，每人一节，检查是否做到了正确、流利。

3.检测朗读：

(1)指名分节朗读。

(2)词语认读检测。



4.分节朗读，读出节奏：

出示第一、二节：

老师也想来读，请你仔细听，这样读好吗?

(老师范读第一节，学生点评，指导学生读好象声词，读出秋
天的幽静。学生练读第二节。)

知道老师为什么把这两节放在一起读吗?

(引导学生发现诗节语句结构的相似性，第一节写秋风吹树叶，
第二节写蟋蟀鸣叫。)

当你找到了规律，就可以把它读得很好。现在请你在诗中找
一找，还有类似的语句吗?

(引导学生发现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中的近似语句，指导
读出节奏和情感。)

(1)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

(指导读好“暖暖的叮咛”“掠过”“歌吟”。)

(2)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

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

(指导读出排比句的起伏变化。)

(3)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地来，向远方匆匆地去。

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指导读好“远方”“匆匆”。)

还有一节，谁能来试着读读?其他同学听听他是怎么读的。

再出示：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
好地去听——秋的声音。

5.想象朗读，读出趣味：

听着大家的朗读，我仿佛也走进了作者眼中的秋天里。

(1)出示第一、二节：老师读，学生闭上眼睛听听，你能看到
那幅画吗?

(引导学生想象秋风吹黄叶、蟋蟀擦翅的场景，补充语言训练：
黄叶会说什么?蟋蟀会唱什么?)

(2)我们把诗歌变成了图画，你能把图画变成诗歌吗?

(出示秋雨图和诗歌架构，让学生尝试填空式表达。)

(3)出示第三小节，你听到了什么声音?你能用这样的句子再
来说说吗?

(尝试用不同的句式表达听到的雨声。)

(4)试着自己读读，还能读出一幅怎样的画面来?和同桌说一
说。

(5)组织全班交流，让秋天的美丽个性化呈现。

6.一咏三叹，读好结尾：

出示：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地来，向远方匆匆地去。



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声音渐小，秋去秋来。)

三、小结：

听听，秋的声音——看看，秋的风景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教案3

《秋天的雨》

教学要求：

1.认识“钥、匙”等11个生字。会写“盒、丰”等13个字。
能读写“清凉、留意、扇子”等16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背诵自己喜爱的部分。

3.喜欢秋天，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对秋雨的喜爱。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
之情。

教学难点：

1.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2.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特点。

课前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让学生在父母的带领下到户外去感受秋天，还可查阅
资料从文字图片上去感受秋天。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欣赏秋色，育情导学。

1.教师引述：这儿有几幅画面，想让同学们欣赏一下，并说
说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好吗?

2.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教师一一出示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
展示课件。

3.唤起情感：你觉得这样的景色美吗?你喜欢秋天吗?为什么?

4.学生交流看法和感受。

5.想象导学：

a.请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说说是谁把美好的秋色带到我
们的眼前?

二、听读课文，感知内容。

1.播放朗读录音或配乐范读课文。要求：边听边想象画面。

2.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引导学生初步体悟本文语言文字的
美。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读通句子，
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多读几遍。



4.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读给同桌听听。

5.快速阅读课文，看看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秋天的雨的?

三、品读课文，想象动情。

1.品读第一自然段。

(1)营造气氛，引导学生反复品读，谈谈自己对本段的看法。

(2)在品读时，注意读好“清凉和温柔”、“轻轻地”、“留
意”，其中“留意”一词需引导学生理解。

(3)想象画面：秋天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你最想看到的是什
么?

2.品读第二自然段。

(1)引导学生朗读：秋天的大门打开后，作者首先看到的是什
么?

(2)指名学生朗读后并回答。

(3)采取赛读的方式让学生欣赏性地朗读课文，喜欢哪一句就
读哪一句，并把那一句所描写的景物简单地画一画。

(4)品析文字：你觉得这一段中哪一句说得格外有趣?

四、变读为述，积累语言。

1.师引：假如是在诗歌朗诵会上，你打算用怎样的方式把这
两段内容朗诵给大家听?

2.让学生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朗诵练
习。



3.指名学生上台进行表演性朗诵并点评。

五、识字写字。

1.学习生字，交流学法。

注：注意区别“飘、漂、票”

3.练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听写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秋天的雨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有着一盒五彩缤纷的颜
料，她把秋天的田野染得格外美丽，引读第二自然段。

3.引导学生背诵第二自然段。

二、交流感悟，丰富想象。

1.品悟、想象第3自然段内容。

a.教师引导：谁能说说你从第3自然段里，看到了秋天的雨里
还藏着什么?

b.学生交流后，再围绕“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让学生想象：
秋天的雨里还藏着哪些香味。

e.让学生带着这种美好的情感再读第3自然段，可让学生评赏
谁读得好，以评促读。

2.品悟、想象第4自然段。



d.语言训练：出示说话卡片：“它告诉大家，____________。
小喜鹊____________，小松鼠____________，小青
蛙____________，松柏____________，杨柳树
叶____________，大家都在准备过冬了。”先让学生说说其
它动植物是怎样过冬的，然后讨论交流这些话如果放在文中，
放在哪里最合适。

三、总结拓展。

1.出示课文第1—4自然段的开头句，让学生背诵课文，学生
愿意背哪部分就背哪部分。

秋天的雨，是一
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有一
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藏
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吹
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活动：美丽而又丰收的秋天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身边，学了这篇课文后，此时同学们最想做的又是什
么事?(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余组织指导学生开
展观察活动，为语文园地的教学活动作铺垫。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教案4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教学要求：



1.认识“洼、印”等6个生字。会写“铺、泥、晶”等13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初步体会隐喻的写作方法在文中的表达效果。

4.学习作者善于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教学重难点：学习作者善于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我们每天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你有没有发现路途上美
丽的风景?本文作者就发现了上学路上的美丽风景，让我们随
作者一起去学会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2.板书课题，并齐读课题。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创作集童话、诗歌、散文于一体的
文学作品，作品抒情、幽默，篇幅短小，富有儿童情趣和内
涵，颇受小读者喜爱。本课就选自张秋生的童话集《小巴掌
童话》。

4.法国梧桐：大量传入我国约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主要
由法国人种植于上海的租界内，故称为“法国梧桐”，简
称“法桐”或“法梧”。叶子有5个叶尖，少有3个或7个，叶
子长宽差不多。正式的名称叫“三球悬铃木”，属落叶乔木，



是世界的优良庭荫树和行道树，有“行道树”之称。

二、自读课文，完成以下要求。

1.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认读生字，指正字音。

3.边读边思考：金色巴掌指的是什么?

三、自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自读课文，把你喜欢的句子用横线标出来。

2.课文分几部分，每部分主要写了什么?

3.通过上下文你理解了哪些词语?

四、交流课文内容。

1.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2.提出自己的疑问(简单问题当堂解决，解决不了留待进一步
读书解决。)

五、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认读、组词。

2.记忆生字，提醒学生与熟字区分比较。

3.书写点拨。

4.写生字和词语，当堂展评。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听写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语段。

二、自读课文，感知内容。

1.从哪里可以看出门前水泥道的美?在文中找出相关的句子。

2.小组内合作交流。

3.采用指名读、比赛读等方式激励学生朗读。

4.比喻就是打比方，就是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借助两
个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把一物当作另一物来写。如，本文中
“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每一片法国梧桐树
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
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使人一目了然，
形象生动。

5.你能说一个打比方的句子吗?

6.短文描写的是什么季节?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样的美景?

三、交流感悟，丰富想象。

2.小组内讨论交流。

3.指名说一说。

四、总结感受。



1.这篇课文描写了上学路上水泥道的美。秋天一夜风雨过后
天放晴了，“我”在上学路上，发现水泥道上布满了落叶，
通过比喻的手法详细描写了水泥道的美，最后动情地赞赏了
水泥道的美。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上学路上水泥道的美。

五、拓展练习。

1.根据短文内容填空。

(1)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

(2)梧桐树的落叶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

(3)棕红色的小雨靴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

(4)我还知道：____________像____________。

2.照样子写词语。

(湿漉漉)的水泥道(亮晶晶)的水洼

(绿油油)的麦苗(青灵灵)的树叶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堂教案5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教学目标

1、会认“洼、印、凌”等6个生字，会写“铺、泥、晶”
等13个生字。

2、学会借助上下文理解词语，能抓住关键词语感受水泥道的



美丽。

3、积累优美的段落语句。

教学重点：学会借助上下文理解词语，能抓住关键词语感受
水泥道的美丽。

教学难点：理解词语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诗人途经一片枫林，被美景陶醉，写下了“霜叶红
于二月花”的诗篇，你见过哪些美丽的景物，来说一说。今
天我们将要学习的《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又是怎样的一
番美丽呢?让我们进入课文，一起感受吧。

二、新课学习

1、借助拼音，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重点指导“铺”的读音。并指导它的另一个音节，组词：铺
满、当铺

2、小组互相检查。

3、教师指名读课文，检查阅读情况。

4、再读课文，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多读几遍。



5、想一想，课文告诉我们水泥路上的什么很美，美在哪里，
画出相关的语句，展示给同学们听。

三、生字的教学

教师重点指导“铺、晶”2个字。学生自学“泥、院、印”并
交流识字方法。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同学们学习了生字，读通了课文，一起感受了铺满金
色巴掌的水泥道是那么的美丽迷人。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学
习感悟它的美丽。

五、作业布置

1、抄写生词。

2、抄写自己喜欢的语句。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检查生词的认读情况。

2、上节课通过阅读你感受到了什么?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的美丽。

这节课我们来

体会

作者写出了水泥道的'何种之美?



二、新课

学习

默读课文：画出你认为表现水泥道很美的句子，并想想从哪
些词语上体会出什么样的美丽。说给大家分享。

出示句子：

1、啊!多么明朗的天空。

“明朗”是什么意思，换成“晴朗”可以吗?表达有区别吗?

2、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
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
的水泥道上了。

“金黄金黄”“闪着雨珠的叶子”“湿漉漉的”“粘”这些
词语感受到了秋天梧桐叶的色彩美，而“湿漉漉的”“粘”
把雨后的水泥路的潮湿、温润展示出来，一种秋色下温润美
丽的景色展现眼前。

3、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熨帖
地、平展地粘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得并不规则，甚至有些
凌乱。

这段话你体会到什么?

5、这篇课文抓住了哪些事物进行描写?

三、有感情地朗读出示的句子

四、课堂

总结



作者观察细致、语言生动，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把雨后水
泥道的独特的美，写得淋漓尽致。我们一定把自己喜欢的语
句积累下来。

五、课堂作业

1、课堂小练笔：写一写你上学路上发现的美景吧，一会儿读
给大家听。

2、抄写课文表现水泥道美丽的句子。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六

清晨，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
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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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
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看做一大幅
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七

教材分析：

《和时间赛跑》一课是一篇很感人的文章，是一篇清新、淡



雅又略带忧伤情绪的散文。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朴实
中有着感人的力量。文中“我”因外祖母去世而悲伤不已，
爸爸妈妈为早日结束“我”的哀痛，告诉“我”外祖母永远
不会回来了。后来听了爸爸的一席话，看到太阳落山、鸟儿
飞行等自然现象，明白了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并在和时间赛跑
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应该怎样珍惜时间。课文给我们以深深
的启示：虽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虽然“所有时间里
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是，“假如你一直和时间
赛跑，你就可以成功!”本文采用的是叙议结合的方法，观点
鲜明，故事具体，值得我们学习、深思。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时间的意义，激发珍惜时间的意
识，立志养成和时间赛跑、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2、联系上下文和生活体验，理解重点语句的意思。

教具准备：自制的关于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的小书签;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名言吗?谁给大家说一句有关时间的名言?
程老师也喜欢收集名言，课下要送给大家每人一个小书
签。(出示课件：)

1、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宋)朱熹

2、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英国)培根

3、失去眼前的时间，就等于失去所有时间。——(德国)贝纳
姆



谁能大声地给大家读一读?你能把自己的理解给大家说说吗?
老师相信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今天的学习对“珍惜时间”
会有更深入的感触。

二、情境导入

(配乐出示古诗：)《长歌行》

师：这一老一少立于江边，昭示着人生短暂，转眼百年，时
间就如同滔滔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是呀!太阳落山了，有
再升起的时候;小鸟飞走了，有再来的时候;小树枯萎了，有
再绿的时候;花儿凋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然而时间过去了，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有人面对时间一片茫然，而有人却要和
时间赛跑!两种态度，结果会一样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和时间赛跑》。

三、领悟文章

1、带着问题，快速的读一遍课文，之后思考填空：出示思考
题：

(1)通过外祖母去世这件事，“我”懂得了_________，长大
后要告诉自己的孩子_________。

(2)文中的“我”是一个_________的孩子。

(3)你是怎么体会出来的?画一画，读一读，说一说。

2、小组讨论之后汇报。

3、结合着学生的汇报问：爸爸看到“我”为失去外祖母哀痛
的样子，对“我”说了什么话?边读边画在书上。读出自己的
体会感受。

4、指名读爸爸的话。爸爸想让孩子明白什么?



爸爸的话朴实，深奥。“我”有什么反应呢?指名读。

5、理解两句关于时间的谚语。(体会时间的宝贵)

6、爸爸的话比这些谚语还让人震动，还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爸爸的话是什么呢?再读。

“我”不仅明白了，还非常着急、非常悲伤。想一想：“我
急的是什么?”“悲伤的是什么?”“决定的是什么?”

8、文中从哪几个方面写“我”和时间赛跑的?他认为和时间
赛跑就像在做游戏，多么紧张、多么快乐，赢过时间又是多
么自豪。能体会着读出你的感受吗?指导读。

9、因为他时常能够赛过时间。这种游戏可能就是的珍惜时间
的方法了。听了爸爸的话，不仅不为外祖母的去世而伤心了，
反而更加懂得了珍惜时间，与时间赛跑。他最想告诉我们的
是什么呢?指读最后两个自然段。

“受益不浅”你是怎样理解的?是什么使“我”懂得珍惜时间，
与时间赛跑的?再读爸爸的话。

“我”理解了爸爸的话，爸爸的话已不是一个谜语。而且还
找到了谜底：假如你一直和时间比赛，你就可以成功!“我”
要把这句话告诉自己的孩子，告诉所有的人。让我们也牢牢
地记住这句话吧：(出示课件)齐读最后一句：假如你一直和
时间比赛，你就可以成功!

10、你能用具体事例来说说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吗?可
以说自己，也可以说别人。

11、这么多人都懂得珍惜时间，那我们做得如何呢?我们算一
算：每天有24小时，睡觉大概用去9小时，吃饭要用2小时，
上学时间用6小时。那大概还剩7个小时，哪里去了?我们来做



个实验：我计时间，你们轮流来读这篇课文，看一分钟能读
多少个字。(结果出来了，同学们大都能读三百字以上)我们
算一算：一小时我们可以读一万八千字，7小时呢?(十多万
字!)带着你们新的感受再来读最后两个自然段。

四、课文拓展

像作者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就像我们课前说的那
些名人名言一样，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你们看：(出示图片)

1、矿难救援与时间赛跑，一次次救援工作与时间争分夺秒。

2、中国的宇宙飞船与时间赛跑，三峡工程和时间赛跑，中国
的发展和时间赛跑。

未来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设计师们……你们一定从这
个故事中受到了新的启发。请拿起你们的笔，尽情流露出自
己的真情实感吧。

(学生动笔写后进行交流。)

五、总结

孩子们，时间无处不在，它正悄悄地从你身边流逝，如果你
听到了时光奔走的声音，请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时间赛跑吧!

六、布置作业

1、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好后贴在写字台前，时时提醒自己要
珍惜时间!

2、发给每人一个小书签，继续收集关于时间的名言。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程教案篇八

19世纪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形象的指出：“一个真正的教师
指点给学生的不是已投入百万年动荡的现成的大厦，而是促
使他们去做砌砖的工作，同他一起建造大厦，教他建筑。”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也曾指出：“教师教任何功
课，‘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教’都是为了达
到用不着‘教’。国内外教育家的精辟论述，强调了教师要
引导学生入知识之门，带领学生上科学之路，教会学生如何
学习，让学生一辈子受用。如何改革课堂教学，充分发挥教
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
识，运用知识呢？下面就《荷花》一课，谈谈我的粗浅见解。

一。教材分析

《荷花》一课，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第三课，是一篇写
景记叙文，课文写“我”在公园的荷花池边观赏荷花并展开
想像的事，赞美了荷花的婀娜多姿，生机盎然的美。表达了
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课文作者因景入情，以情观景，
情景交融，不仅写出了荷花的丰姿，而且写出了荷花的神韵，
让读者既赏心悦目，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这篇课文
的教学，根据三年级学生形象思维较发达的特点，要充分发
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进行美的教育。

二。教学目标

根据本课以上特点，我制订了以下教学目标：1.通过观察图
画，理解课文，欣赏荷花的美丽，培养审美情趣和热爱大自
然的思想感情；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3.学习
边阅读边想象画面。

教学重难点：感受荷花的美

教具准备：课件、荷花的贴画



教法：为了突破重点，解决难点，达到目标，我主要采用了
以下两种主要教法：1.图文对照法；“图”是客观事物的描
绘，“文”是语言文字对客观事物的记载，具体的画面内容，
可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语言文字，本文利用《荷花》的课件
帮助学生学词、学句、理解、想象。2.以读代讲法。“读”
是理解课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有效手段，通过不同形式、
不同要求的读，引导学生感受课文的语言美和荷花美。

学法：抓住重点词体会句子

三。教学过程设计

我是紧扣“美”字进行设计的：

（一）创设情境，感知美

一堂好课，导语的设计至关重要，俗话所说“良好的开头，
等于成功的一半”，我在设计《荷花》一课导入时用课件播
放采莲的录像，让学生谈有关荷花的知识和观看荷花图后的
感受，师生交流后揭题板书。

如此激趣的导入新课，学生的听觉、视觉、思维、想
象，“多频道”运作，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情趣，形成“未成
曲调先有情”的良好的课堂基调。

（二）自主探究，寻找美

让学生初读课文，谈读后的感受，使学生整体感知荷花的美，
然后再读课文，找出具体描写荷花美的句子，反复诵读，并
让学生相互间交流读后的感受。

（三）汇报交流，体验美

学生们通过上述两个环节，对文章的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



解，同时也定会产生一定的疑惑，这时教师随机引导学生抓
住重点词体会句子，在读中理解，并展示图片，让学生更进
一步体会荷花的美。然后有滋有味地读出美。

如教学写荷叶的句子，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写荷叶特点的词
语“挨挨挤挤”，通过看图指导有感情读，想象一池荷叶长
势之美，并教给学生这一学习的方法。而“荷花在这些大圆
盘中冒出来”这一句紧紧抓住“冒”字进行引导。让学生理
解：怎样的长才能叫冒？给“冒”换个词，再让学生说
说“白荷花冒出来仿佛是想干什么”？紧接着又抓住“冒”
练习有感情朗读。荷花三种姿态的句子教学时分三步走：(1)
让学生抓住重点词体会；(2)图文对照，让学生感受荷花的美；
(3)以“荷花是那样美，谁能读出美？”激发读的兴趣，让学
生练读、指名读、评读、边读边作手势。最后，让学生配乐
朗读第二段，边读边想象相应画面。在感受了、体会了、读
出了荷花的美后，教师还准备了贴画，要求他们在黑板上贴
出荷花的美。

（四）含情诵读，释放美

在第二段读出美的基础上，第三、四段使美感进一步深化。
学生饱含激情，齐读第三段，教师配乐范读第四段，学生闭
眼边听边想象仿佛看到的画面，接下来课件展示动画，让学
生想象说出似乎听见的语言。

(五)整体回顾，欣赏美

在学生熟读的基础上，再次让学生欣赏优美的画面，尝试自
己介绍荷花的美。

(六)拓展延伸，深化美

展示满池荷花，让学生面对大自然描绘的美丽画卷，说出此
时最想说的话，接下来出示一幅带民族音乐的配图古诗，让



学生在课后借助工具书去理解。通过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生
从欣赏感受到荷花的美，延伸到对大自然的爱，让学生的感
情进一步得到升华。

四。板书设计

板书是微型的教案，我的板书紧密结合教学内容，以直观形
象的贴画和一个“美”字组成，让荷花的美再现在学生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