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篇一

《燕子》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文章。文章记叙了燕子从寒冷的
北方回到南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不分昼夜地飞，为了过
海，许多燕子献出了生命的情景，赞美了小燕子为了到达目
的地不怕辛苦，不畏艰难的精神。

通过课文的学习，我从学生若有所思的神情中，感受到了学
生对燕子的敬佩之情，如何使这种敬佩得以升华?我想到了学
生的想像，小学生有丰富的想像力，通过合理的想像，学生
会感同身受，学生对小燕子的精神深为敬佩。针对这一点，
我引导学生，以《我的第一次南飞》为题，让学生把自己想
像成为一只在北方长大，今年要跟父母一同过海的小燕子，
以小燕子的视角来再现课文中描绘的情景，并适当补充课文
中没有的内容，给学生以想像的空间。

在我的引导下，因为有话可说，学生很快产生了动笔的欲 望，
他们个个奋笔疾书。有位学生这样写道：“天气越来越冷了，
爸爸、妈妈更严格地督促我进行飞行训练。我不明白这是为
什么。有一天，我问爸爸：‘爸爸，能不能让我玩一天?’爸
爸用翅膀拍了拍我的头，说：“天气转凉了，我们马上要飞
到温暖的南方去，在通往南方的路上有一个大海。如果你现
要不努力练习，怎么能飞过去呢?”

在写到飞至半路，偶遇“船只”这一幕，学生又想像燕子竭
力前飞的那种不懈努力，通过“燕子”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



以及伏在船只上休息之后飞与不飞的矛盾斗争也有学生想像
到了，真让我感叹学生想像力的丰富。

但是，我也清醒地看到，这类化物为我式的写作方法，相对
于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难度偏大。因此，我在安排训练时，
让他们选取一个片断来写一写，既不因难度太大而望而却步，
也有利于这部分学生习作水平的提高。

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篇二

在教学〈金色的草地〉一课时，我主要抓住一条线作者讲的
两件事。

第一件事让学生通过读、演、体会出玩得有趣，在这里与相
结合，让学生体会作者又是怎么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和语言，
把这么一件事描写得有趣生动，这个环节学生能够投入其中，
在表演时学生的创造力没有激发出来，除了课文反映的情境，
学生自行增加的不多。

第二件事小作者的发现，学生通过读两次不同的发现，体会
到了仔细观察和思考的重要性，有的学生还提出大自然很奇
妙，有很多趣事。

最后一段是总结，有的学生说最后一段“蒲公英成了我们最
喜爱的一种花”说明作者也和蒲公英之间发生了很多事，他
们产生了感情，所以特别喜爱。有的学生说：“它和我们一
起睡觉，和我们一起起床”说出了蒲公英的有趣，看来学生
的思维和语言是进步了不少。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对文本的解读能力是终身学习必备
的知识技能。课堂上许多同学思维活跃，积极主动地阅读理
解，在讨论中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从而
达成了共识。在相互切磋中加深理解，共同提高。这既是一
种合作化学习，也是一重个性化阅读。但在这次的阅读中，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听他人言，面对问题低头，胆怯，
茫然……自己并没有进入到积极主动地学习状态。未上战场
之前，就惧敌于千里之外，定然不战而败，古时曹刿的击鼓
论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阅读理解比较灵活，学生经验不
足，以至于处理问题的时候犹豫不决，心理一紧张，考虑不
周全，思维一混乱，就会有不少的学生对于阅读失去耐心与
信心，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习惯于被动的状态，能力的提高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方法的运用必须由外到内逐步转化，这
种被动状态对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是
无益的我们老师在教给学生一定的阅读理解方法的同时，更
应该不时地鼓励，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自信心，让他们
要有成功感。

以上是我通过这次阅读教学所引发的一点不甚成熟的反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努力做好导师，
在学生与文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阅读教学中，使学生在
获取语文知识的同时，提高他们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语
文素养。

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篇三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放飞心灵最好的时刻，学生
们耳闻、目睹、感受融合体验的全过程。因此教学设计时，
我抓住三个环节：一是让学生交流自己生活中对秋天的切身
感受;二是学生自读、同桌互读、教师伴读，在多种读中了解
到了课文以秋雨为线索，感受到课文语言美;三是通过品读赏
析中了解到了秋天的特点，从中感受到秋天缤纷的色彩，丰
收景象，还有深秋中各种动物、植物准备过冬的情景。

对于刚刚从低年级升中段的学生来讲，对课文内容的整体把
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采用初读课文呢，让学生思考讨
论：课文有几个自然段，每段主要讲什么?引导学生了解，主
要内容就是每段开头的一句话。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每一



段，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秋雨的。学生在整体感知之
后，随机引导学生交谈自己的亲身体验，如，现在正值秋天，
秋雨绵绵，你感觉秋雨有什么特点?学生感受不错，孩子们可
爱的小手像雨后春笋一样，有的说像牛毛，有的说凉凉的，
有的说打在脸上舒服……我做了总结，是啊，秋雨的特点是：
清凉、温柔。同时引导学生带着自己的心里感受读文，学生
声情并茂的读起来，很认真，也很可爱。

其实，学习语文也是学生各种综合能力不断积累和提升的过
程。二年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较肤浅，停留在表面现象，
因此，本节课借助第二自然段的学习教给学生理解词语的方
法：“五彩缤纷”，这个词语比较抽象，让学生一边读文，
一边浮现景物的画面，读完课文后学生很快地理解了词语的
意思，并让学生告诉我你们理解词语的方法吗?学生说：在语
言环境中理解词语。这一自然段语言也特别优美，在反复品
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口头仿写比喻句，刚开始，学生表达的
还不够流畅，经过几位同学的展示，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调
动起来了，不同程度上对秋天的景色做了描写，这样既学懂
了课文，又丰富语言的积累。

细心研读通过一二自然段的，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方法有了收
获，还了解了总起句和分述，为后面自然段的学习奠定了基
础，同时也为今后的写作做好了铺垫。为了巩固围绕一个中
心把事情写具体的方法，我当堂做了训练：如，下课了，操
场上课真热闹。让学生补写具体的内容，大部分学生写得很
不错哟!

教学是一门艺术，演绎的好与不好，全取决于教师的引导。
本节课有收获，也有遗憾，学生没有把自己的实际感受通过
朗读表达出来。因此，语文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去表达，今后一定要培养学生朗读的能
力。



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篇四

作者叶圣陶先生在《荷花》这篇精读课文描写了夏日清晨一
池荷花的美丽姿态，以及作者欣赏荷花时的美好感受。课文
按照“闻到清香—观察形状—欣赏姿势—展开想象—回到现
实”的过程，思路非常清晰。

精准的用词、生动的描写，是文章精妙之处。执教中，我紧
紧围绕“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
的本领可真了不起”这个概括一池荷花之美的句子，引导学
生抓住关键词句，去课文中寻找体现荷花之美的语句，并通
过品读、批注、交流，感情朗读等学习形式，去积累语言，
感悟课文语言的的精妙。在讲课的过程中，结合学生的品悟，
顺学而导，主要交流了两组语句。

语句一：“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这个句子哪个
字用得好？好在哪？引导学生通过观赏图片、朗读去感知感
悟。“冒”在这里是形容在一片绿色的荷叶中，白荷花高高
突显出来的意思，形象地写出了白荷花的艳丽夺目，蓬勃生
长的样子。

语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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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句话写出了荷花的几种姿态？哪
些词、字深深地打动了你，让你感受到了荷花的美？引导学
生感受荷花三种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体会饱胀、破裂
等词略带夸张，让静止的画面一下子变得鲜活而具体。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去观察其他的花，如桃花、迎春花、玉兰
花等，并进行仿写，可以说水到渠成，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四自然段，我主要引导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荷花，带上
动作在阳光下翩翩起舞，感受一池荷花在风中摇曳起舞的美
好姿态。



这样的文章，我们的语言真真难以描述其美，其妙，只有通
过各种形式的读让孩子把语言内化于心，烂熟于心才是最好
的学习形式吧！

三年级风筝的教学设计篇五

在学生熟读课文，质疑问题后，经过我们师生的共同筛选，
最后确立了两个问题为我们研究的重点：“高尔基是如何对
待孩子给他照相的”和“孩子是如何给高尔基照相的”从这
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从而突破了课文的重难点。

我们知道《小摄影师》这课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
来反映人物的高尚情操、道德品质的。在学习讨论重点问题
中，我让学生找出描写小摄影师动作、语言、表情的句子，
然后指导读一读，讨论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学生说从他“鞠
躬”、“摆弄”、“跑出去”、“哭着”等词语和句子体会
到了小摄影师有礼貌、对工作认真负责、懂得体谅他人、对
自己的大意非常自责等等。从高尔基的语言动作的词
句：“来吧，我让他们放你进来”、“孩子，回来!我给你胶
卷，我这儿有很多胶卷。”“是个小男孩吗?”中体会到高尔
基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热爱孩子，不让杂志社的记者采
访，是因为高尔基觉得记者是在宣传自己，是为他自己扬名
的，所以他不见记者。这还能说明他是个不图名利的人.既然
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的词句可以反映出人物的高尚品质。
那么，在扩展联系中，我又提出：“小男孩儿还会不会回来
再为高尔基照相?”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课堂很活跃。
老师趁热打铁，请学生接着往下写吧。

续写故事是想象力、表达力、写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我在这
堂课中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创设情境，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
表达力。使他们产生了想说想写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