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 部教版语
文三年级教案(大全9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注重因
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大班教案范
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感受红头的绝望与无助。

“那我马上就会死掉！”红头哭起来。

“可是你说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呢？”红头悲哀地说。“谢谢
你！”红头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教师引导：瞧，它一个不小心就被牛吃掉了。在这种紧张和
害怕的心理下，

红头是多么的伤心啊！你感受到了什么？是从哪个词语感受
到的？

预设

1：我从“哭”感受到红头的无助。

预设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害怕到极致又无助的感觉体会红头
的绝望，紧接着让学生带着理解进行朗读，读中感悟，用读
加深理解，用读表现理解。）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教 学

目 标1、学习课学，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女娲为人们解
除痛苦的勇敢精神。

2、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的能力。

3、联系臭氧层对环保教育。

4、自学课文生字词。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知识点梳 理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
的能力。

教 学

过 程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二、出示插图投影，指导看图。图上是谁?她
在干什么?

三、揭题，释题。

四、录音朗读，学生自由读。

五、检查学生自学生字词情况。

六、读生字，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字意。

七、指名读文，正音。



八、齐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九、生讨论后汇报，师小结。课文讲的是传说中女娲看到天
塌了一大块，便冒着生命危险把天补好的事。

十、指导熟读全文。

十一、作业。1. 抄写生字词。2.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

3、女娲补好天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讨论以上三个问题后，汇报学习收获。3、指导学生从内容想
开去：

四、指名读第二自然段，体会女娲的心情，了解她的所作所
为及原因。

五、学习课文第三、四自然段，了解女娲补天的经过，解决
第二个问题。

(1)结合挂图理解这段话，进一步体会女娲为补天所付出的艰
辛。理解第三自然段中的”女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把天补
上”。

(2)引导生用自己的话说说天的经过

六、齐读第五自然段，了解大自然的美丽，解决第三个问题。

七、联系科学上的补臭氧层漏洞，培养学生对科学、对环保
的热爱之情。



八、引导学生读课前备好的神话故事，激发学生对我国古代
文化的热爱之情。

九、齐读课文，小结。

十、作业。1. 回答课后第二题。2. 阅读课外神话故事。

课 后

反 思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思考，和同学讨论
来读懂课文。先让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对课文中
难读的字音、不理解的词语，鼓励他们先自己解决。弄不懂
的向同学和老师请教，互相讨论弄懂。然后就“思考•练习”
第二题展开讨论，让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理解，让学生体会
到女娲的勇敢精神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一、关于教材。

小学三年级语文(s版)上册第八单元以“神话传说”为主题，
安排了三篇民间传说和一篇神话故事。这些文章内容具体丰
富，情节生动有趣。其中的英雄传奇令人神往，先人的智慧
让人赞叹，能有力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放飞学生想象的翅
膀，从中感受到文化艺术的绚丽多彩。

《炎帝创市》是本单元的第一篇精读课文，是一篇我国古代
传说。讲述的是相传炎帝创立了市，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
给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故事按炎帝“为什么创市——怎样
创市——创市的结果如何”的顺序来写，条理清楚，适宜小
学生阅读。

二、关于教学目标。



依据《课标》要求，结合教材特点及学生实际，我设定了一
下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了解炎帝创市的故事，感受炎帝关心
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精神。

2、引导学生在阅读课文时，积累好词佳句，培养主动积累语
言的良好习惯。

3、学习本课要求会认13个生字，会写的6个生字;要求掌握的
词语：摆手、兽肉、鼓励、多余、麻烦、反复、比较欣喜。

4、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炎帝创市的经过;难点是感受炎帝关
心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精神。

三、关于教法。

1、通过谈话激发学生阅读本文的兴趣;

2、通过分角色朗读，体会人物感情，感受炎帝关心百姓生活
的。精神品质;

3、采用“读——议——感悟”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
容。

四、关于学法。

采用“以读为主，读中感悟”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在阅读
实践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究，提高感悟理解能力。

五、关于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了解现代市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2、了解山区赶集的交易形式;

3、你想知道山区这种“集市”的交易形式是谁最初创立起来
的吗?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帝王叫炎帝，是他创立
了“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今天，让我们
一起来学习《炎帝创市》这篇课文，来了解炎帝是怎样创市
的。

4、出示课题，引导学生明确课题意思。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

2、学生带着疑问自读课文。

(1)借助课文里的注音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2)把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语画下来。

3、读后想一想议一议：炎帝创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4、指导学生自学生字、词语。

(三)细读课文、理解感悟。

1、读课文第2、3自然段及第4自然段前两句，了解炎帝产生
创市想法的缘由。

(1)指导学生朗读文中对话，体会炎帝关心百姓生活的品质。

(2)讨论：炎帝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和别人交换东西?

a、农家：只会种庄稼，不会打猎。捕鱼，一年到头只吃谷物
和蔬菜。



b、猎人家：打猎，并用兽肉与农户交换，桌上不仅有兽肉，
还有一些谷物和蔬菜。

c、炎帝从中受到启发：拿吃不完的东西，跟别人交换自己需
要的东西，这真是个好办法!应该鼓励大家都这样做。

2、读课文第。4、5、6自然段，了解炎帝创市的经过。

(1)读第4自然段后半段，讨论：为了鼓励大家交换，炎帝又
想到了什么问题?

麻烦——大家交换就没有积极性。

方便——人们交换的积极性就高。

(如果规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换，不是方便了吗?)

(2)读第5自然段，讨论：炎帝为什么要把交换的时间定在正
午?

a、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对呀，把交换的时间定在正午不是很
好吗?

b、这个时刻人们既容易记住，又有充足的时间赶到交换地点，
交换后，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回去。

(3)读第6自然段，讨论：炎帝是怎样规定交换地点的?

(经过反复比较，他决定每天正午，在人口聚居的中心地带，
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

(4)说说炎帝创市经过，讨论：炎帝是怎样创市的?

(炎帝为了鼓励大家交换产品，围绕“方便”二字，想了很多



问题(又想。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反复比较)，最终决定每
天正午，在人口聚居的中心地带，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这
样他为人们创立了“市”。

3、读课文第7自然段，感受市场的热闹场面，体会炎帝创市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1)市场上人们怎样在交换产品?

(2)老百姓为什么觉得生活方便多了?

4、回读第1自然段，说说人们为什么非常爱戴炎帝，总结全
文。

(1)你喜欢炎帝吗?为什么?(炎帝关心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
着想。)

(2)总结全文：当了解到农家一年到头，只能吃些谷物和蔬菜
时，炎帝心里很难受。当听到猎人说说：“这些东西是我打
猎经过一户农家的时候，拿兽肉跟他们换的”，炎帝马上称
赞道“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应该鼓励大家读这样做”。为了人
们交换产品的方便，炎帝“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反复
比较”，“决定每天正午，在人口聚集的中心地带，让人们
互相就会产品”。炎帝就是这样创立了市，给人们生活带来
了极大方便。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炎帝关心百姓生活，处
处为百姓着想精神品质。所以课文开头说“人们非常爱戴
他”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拓展延伸。

1、把这个故事讲给小朋友听。

2、在网上收索有关炎帝的故事读一读。



(五)巩固练习

1、认读生字。词语。

2、课文中有许多四字词语，比喻“四面八方”，请你再找出
几个来，写在采集本上。

六、关于板书设计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1、认识本课10个生字、3个多音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理解“狼是功臣、鹿是祸首”的道理。感知生态平衡。

通过朗读，理解课文揭示的道理，感知生态平衡。

(一)导入课题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18课《狼和鹿》,请大家伸出手指和老
师一起写课题。问：在你的印象中，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一般
来说，狼和鹿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课文说的也是狼吃了鹿
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故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检查读生字情况

2、指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其他同学边听边想：有
那些不理解的地方?

(三)精读感悟课文



交流问题，抓住“为什么把狼称为功臣?”

1、快速浏览课文，画出写狼是功臣的原因的句子。

a)指读画出的句子。想一想狼是那几方面的功臣?

b)狼是森林的功臣。

2、交流：凯巴伯森林从此成了鹿的王国。它们在这里生儿育
女，很快，鹿的总数就超过了十万只。

从“鹿的王国”、“很快”、“十万只”等词语看出鹿发展
得太快、数量多。

可是，随着鹿群的大量繁殖，森林中闹起了饥荒。灌木、小
树、嫩枝、树皮……一切能吃得到的绿色植物，都被饥饿的
鹿吃光了。

从“一切”、“饥饿”、“吃光”等词语中看出鹿太饿了。

整个森林像着了火一样，绿色在消退，枯黄在蔓延。

从“着了火”、“消退”、“枯黄在蔓延”等看出森林很惨。

3、想象这时候的森林有多惨。指导读。

c)狼是鹿群的功臣。

狼不但是森林的功臣，还是鹿群的功臣。(指生读原因)

鹿不仅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还有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认真读
读相关的句段。画出哪些词句可看出传染病的可怕。(生交
流)



d)、齐读第四自然段，再次记住“狼是功臣，鹿是祸首”这个
道理。

(四)拓展延伸

同学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有一个艰巨而又伟大的任务交
给大家来完成，看到被糟蹋得如此惨的森林，政府决定让这
个森林焕然一新，重新恢复到一百多年前那美丽的森林，你
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种花草、放上鹿、狼等动物)

面对如此美丽的森林，齐读。

(五)结束语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狼不只是个大坏蛋，还是个功
臣。而美丽可爱的鹿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成了祸首，到底
谁才是真正的祸首?正是因为人们没认识到这一点，才造成了
森林被破坏，鹿群自身也毁灭了这样的严重后果。其实，世
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世界要和谐，
万物就得保持一个平衡，狼和鹿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关于生态
平衡的例子。只有生态平衡了，世界才能和谐发展。

作业

1、小练笔：

如果狼多了，鹿少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2、搜集关于人们因破坏生态平衡而受到惩罚的例子。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给予树》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八个主题单元“爱
的奉献”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讲述了一个脉脉温情的故事。课



文以爱贯穿始终，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教学由质疑课题出发，由学生提出问题，总结两个主导问题：
“给予”是什么意思?“给予树”是一棵怎样的树?引导学生
通过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两大问题。学生正是随着问题解决的
过程，一层一层地感知文本，理解文本。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课前，老师请大家每人做了一张个人档案卡，在卡上写上自
己的生日、性格、兴趣、爱好、优缺点、喜欢玩的……大家
做得非常好。老师把你们的档案卡装在这只箱子里(出示箱
子)。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有趣的活动。

揭题(板书：我的自画像)，目的是让每位同学能更好地认识
自我(板书：认识自我)同时，进一步认识班上的其他同
学。(板书：认识他人)。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七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学习生字词，
重点理解带点的词语，理清文章的脉络。

第二课时：讲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重点进行段式训练，
了解连句成段的方法，学习给典型段式分层，概括段意。

第三课时：总结全文，完成课后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八

1.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成千上万只燕子高高兴兴地从南方
飞往北方。然而，它们在瑞士境内却遇到了麻烦。究竟是什
么麻烦呢?请同学们在课文第2自然段中画出相关的句子，读
一读，想一想。



2.集体交流：

(１)燕子在瑞士遭遇了几方面的麻烦？教师板书。（板书：
气温骤降、风雪不止、冻死、饥寒交迫等）读一读这些词语，
提醒学生积累。

（2）理解“饥寒交迫”，“气温骤降”，“风雪不止”。这
句话让你感受到了什么，用朗读读出自己的感受。

（3）燕子遇到的仅仅是饥寒交迫的麻烦吗？还遇到了什么麻
烦？

长途跋涉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燕子一路上要飞过哪些地方
吗？这一路，燕子们多辛苦呀？谁能读出燕子的疲劳。（指
名读）

3.根据课文情景想象燕子的处境，结合自己的心情，进行朗
读指导。

部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九

1、师：秋的脚步轻轻，可我们还是分明听到了秋的声音，不
信，你听！（录音响起）同学们，请闭上你们的眼睛，仔细
聆听，想像一下，你的脑中会出现怎么样的画面。（音乐中
师范读全诗）

2、你觉得这秋天的声音美吗？生：秋天的声音很美。

师：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秋的声音吧，出示课题《听
听，秋的声音》

请学生读课题，读得美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