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优
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读懂诗歌内容，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么。

过程与方法

读中感悟，体会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语言的兴趣。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么，领略大
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

教学难点：



学生对大自然的现象缺乏感性认识，有些句子较难理解。

课前准备：

1、课件。

2、查找有关“三叶虫”化石、“喜马拉雅山脉”的文字或图
片资料。

3、观察大自然，搜集有关“大自然语言”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欣赏四季美景。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自然界的一切都显示出无限的魅力，
请孩子们跟老师一起去欣赏几个画面。出示课件(四季)

2、揭示课题。

看了这些画面你想说什么?

是呀，大自然多么美丽多么神奇呀!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每一处景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都是属于大自然的，
都是大自然的代言人。孩子们，别以为人才会说话，大自然
也有自己的语言呢，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板书：
大自然的语言)

3、质疑课题。

二、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诗配画朗读课文。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大自然的语言，认真听，
仔细看，你听懂了什么?(诗配画范读)

2、全班交流。你听懂了什么?

3、自由轻声地读这首小诗，想办法读准字音。

孩子们听懂了这么多东西，很了不起!如果我们再去把这首小
首多读几遍，你会读懂更多的东西。

4、试着用“大自然用_________，告诉我们_________”的句
式和同桌说一说自己读懂的内容。

5、谁愿来说给大家听一听?根据学生的回答，师适机板书：
简笔画(略)

三、精读课文，重点品评

1、学生自由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节，体会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孩子们读懂的大自然的语言真多呀，在大自然这么多的语言
中，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呢?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就去读哪一
小节，边读边想你为什么喜欢它。(学生自由读自己喜欢的小
节)

2、全班交流，重点品读

你喜欢大自然的哪一种语言呢?找出来读给我们听听。

以第四小节为例指导学生朗读。

(1)现在我们请出大自然的这种语言。

(2)你来读一读。



(3)你为什么喜欢?

出示课件：反问句：蝌蚪在水中游泳，不就像黑色的“逗
点”?

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说?“蝌蚪在水中游泳，就像黑色的“逗
点”。”但是在这里却不这么说，而是用反问的语气，我们
一起来试着读一下反问的语气。

(4)蝌蚪就像我们学过的逗号一样，这多神奇呀!这么活泼的
小蝌蚪代表了一种大自然的语言，春天来到人间，又是多么
让人欣喜。自己悄悄练习读一下，能不能把这些神奇，欣喜
的感觉找到。谁想来试一试?全班读。

(5)谁愿意再来读一读你喜欢的大自然的语言，并说说你为什
么喜欢它。

3、领略大自然的语言，配乐朗读诗歌。

大自然的语言啊，真是丰富多彩!现在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
然的语言吧!随着美妙的音乐朗读这些神奇的语言。

四、拓展延伸、仿写练笔

1、全班交流自己还知道的大自然的语言。

2、欣赏画面，感受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3、欣赏老师创作的小诗，指导仿写。

多美呀!多神奇呀!现在老师不禁诗兴大发，想写一首小诗。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写呢?孩子们先一起观察一下课文，看看课
文中是不是每一个小节的写法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了什么?通
过观察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语言有很多，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把它写出来。



下面老师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了一首小诗，你们想不想欣
赏我写的小诗?你们听着。展示诗。

4、拿出纸笔写一写大自然的语言。

你愿不愿意像老师一样也用你喜欢的方式写一写你收集到的
大自然的语言。我们先用一小节写出一种大自然的语言。大
家拿出纸笔来，写一写吧。

5、写好的孩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自己写的小诗。

6、全班交流。

7、现在请下面的孩子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部份就请
台上的孩子按顺序读自己写的小诗。配乐朗读。你们听听，
我们班的孩子共同创作了一首小诗呢，孩子们都成小诗人了。

五、总结课文、提出希望

你们写得多好呀!你们都是会观察、爱学习、勤思考的孩子，
才会懂得这么多大自然的语言。

老师希望你们这样坚持下去，和大自然对话，成为大自然的
好朋友，去发现更多大自然的秘密。

板书设计：

白云(图)晴

蚂蚁(图)雨

蝌蚪(图)春学习

大自然的语言大雁(图)秋观察



年轮(图)年龄思考

鱼鳞(图)年龄

三叶虫化石(图)汪洋

三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三教案

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篇二

我是一个爱骑自行车的人。这不，在一个周末早上，我们一
家早早起床，准备骑自行车去爬南少林。

可没想到此时是高峰期，车辆来来往往。妈妈见见此景，为
了我们的安全，毫不犹豫地带我们走一条土路。土路最然能
到，可是比原来的路长了两倍。地面也是坑坑洼洼，有的小
坑还有积水，车一陷入，就有“大奖”送给你。

路这样子，还是人走的吗？我正想着，自行车开始摇来晃去，
正要摔倒时，一位阿姨正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一把扶住
了我的车尾，车一下子平稳住了。我一看那阿姨，一身红色
的运动衣，头戴自行车头盔，正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小朋
友，小心啊！”“谢谢阿姨！”可她是谁呀？我也不认识。

不知怎么，我和那位阿姨落在了大部队后头。到了一处斜坡，
多高？骑得上去吗？我艰难地踏上去，斜坡好像故意和我作
对似的，真长，风中还夹着沙子，我感到寸步难行。

“好累啊！”

“小朋友，加油！”“再加把劲，一定能爬上去的`！”

一路上，阿姨都在一旁鼓励我。



听了那些话，我身上仿佛立刻有了使不完的力气，一口气骑
上了长长地斜坡。

啊，终于爬上斜坡了！

可是，没多久，就倒霉了！谁知路上的坑里有一些不明液体，
车骑过，轮子打滑一下，车在路上，人呢？人却摔在路边！
眼看就要掉下旁边的小沟，看到下面汹涌的“河流”，我顿时
“啊！”地叫了起来。

“快！拉住我的手！”阿姨伸出了手。

我拉着她的手，一下脚蹬上去……

此时，我无不对她怀着感激之情。

她明明只是个陌生人，却愿意冒着将自己陷入困境的危险也
要伸出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人那颗热心还未冷却啊！

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篇三

打开屋门，一夜之间，外面的世界被刷子般的秋风染成了金
灿灿的海洋。

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树上的叶子全变黄了，几乎整个地面
都是树叶。那树上大大的苹果也涨红了脸，像一个个胖乎乎
的小男孩从树上顽皮地跳下来。那一片片金色的叶子也像一
只只蝴蝶纷纷扬扬地往下飘落。

广东的初秋不是很冷，一对兄弟俩迫不及待地穿着短衣短裤
就跑了出来，他们拿着树叶正在玩捡树叶的游戏呢。你追我
赶，又吵又闹，又叫又跳，欢快地跑着。一排大雁正从北方
往南方飞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它们都忍
不住往下瞧瞧这对可爱的小兄弟。



听，那边传来田野里人们丰收的歌声，他们在丰收香香的麦
子、高粱、玉米、大豆悠扬的歌声唱出了农家秋收的喜悦。

秋天的图画真美啊！我爱秋天这绚丽多彩的季节，果实收获
的季节，欣欣向荣的季节。

秋天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我的眼前

天空中，一群群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
好像在对农民伯伯说：农民伯伯您一个人种田辛苦了！明年
春天我再来看您。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雪白的云，好像在送
大雁远行。

近处的公园里，菊花开了。有红的、黄的、紫的、还有白的
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美丽极了。红的像一簇簇火苗，黄的
像金黄的稻谷，紫的像水灵灵的葡萄，白的像云一样洁白、
美丽。桂花可香了，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远处的果园里，一个个苹果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
一个个柿子打着红灯笼要和星星月亮比美呢！

你说这幅秋天的画美不美？

凉爽的风悄悄的给大地换上了黄色的衣裳。

金色的树叶随着风儿轻轻地飘落在了地上，一望无际的稻田
披上了一件金灿灿的时装。我坐上爸爸的车去表叔家的果园
里摘果子。刚到果园门口，就闻到了水果的香味，我心想：
果园里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水果。我迫不及待地跑了进去。

哇！这么多的玉米像几座小山堆满了院子。树上结满了红色
的苹果，黄色的梨、紫色的葡萄、红色的枣子，它们五颜六
色，像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娃娃。看，一定有风吹过，树枝
摆动了起来，有的在树叶之间捉迷藏，有的在树枝上唱歌，



还有的在树枝上荡秋千。听，葡萄架下有人窃窃私语。人们
在说：看树上的果子又大又圆，树枝都压弯了腰，今年又是
丰收年。

看着表叔满脸的笑容，我心想：这就是丰收的喜悦。我爱上
了硕果累累的秋天。

【一幅秋天的图画三年级上册语文第三单元习作300字】

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篇四

苏教版四年级第二单元习作说课稿

一说教学内容

本课是九年义务教育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习作2，
本课内容是写自己的本领或长处。

二说学情

本班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动脑能力一般，但已经有了一定
的概括能力、质疑习惯。自主求知的欲望和能力都比较强。
但在创新能力、概括、思维方面存在不足，如想象力会不自
觉地受到思维定势的约束，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所以写作能
力有限。

三、说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教学目标

1、自选或自拟题目，通过一两个具体事例，写一写自己最得
意的本领或长处。

2、愿意将自己的习作读给别人听，能与他们分享习作的快乐。



教学重、难点

通过一两个具体事例写出自己最得意的长处、本领。

四、说教法学法

说教法：

新课标倡导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教学要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因此，将教学方法确
定为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法。

1、情景教学法。创设多种情境，联系现实生活举例与习作相
关的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还能置身于课文所事例的情境
之中，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
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2、自主、合作、探究法。教师基本采用了全放的方式，以一
个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适当的点拨，学生通过
动口说，说出自己的本领或是长处。

说学法

素质教育应强调落实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职能
不在是教学生念书，而是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探索。因此，教
学中我着重对学生进行以下学习方法的训练指导。

1、质疑探究法。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因此学生可以围
绕“我的本领或长处是什么？”进行提问，这样不仅让学生
主动探究，而且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2、说思、议、想、练的方法学习习作。根据教材的特点，我
引导学生采用“先说、合作讨论、交流”的学习方式来理解



习作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真实本领或长处，选择一两件
事来说明。

五、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以前得到过表扬没有？（生；有）哪位同学来说说，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得到表扬的呢？（请两位
同学说说）同学们都有自己最棒的一面，那么同学们能不能
把你们最棒的写下来呢？好！今天我们将共同学习怎样写自
己的本领或长处。（3分钟）

（二）揭示课题

板书”习作二“

（三）新授课程

1提出两个问题检查预习效果（3分钟）

a两篇文章中作者有什么样的本领或长处呢？

b是通过几件事表现出来的？

2总结

两篇文讲述的都是小作者的本领或长处，都例举了自己的本
领有关示例来说明。

我们学习了两位小作者的作文后，我也向向大家介绍介绍我
自己的本领，请同学们认真听听（3分钟）（向学生介绍自己）

同学们听了老师的介绍后，也请你们介绍介绍自己吧！（10



分钟）

3指点写作

同学们说得很精彩，那如果让你们写出来的话，你们会写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本次习作的写法。（板书）

（四）小结

在同学们动笔之前，老师先提出几点要求。

a写字干净整齐。

b例举的事例必须是自己经历的事。

c写的本领或长处必须是自己比别人或是自己最棒的一面。

（五）板书设计

习作二

学习范文

1介绍自己的本领或长处

2举例说明

3再次说明自己的长处或本领

本次写作的写法

1自我介绍（本领或长处）

2举例（围绕别闹了）



3点题（再次说明本领）

部编三年级猜猜他是谁说课稿篇五

暑假，爸爸妈妈带我来到海南三亚。

来到沙滩上，沙子非常细，光脚走比走在棉花上还舒服，躺
着就更不用说了。贝壳也很引人注目，有白玉的，淡黄的，
还有橙黄色的，各种各样，美丽极了。贝壳不仅颜色好看，
样子也有很多，有的像塔，有的像扇子，有的像瓦片，都等
我把它们带回家呢！

这也让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但来海南，当然是来潜水的'。我穿戴好潜水准备，随着教练
的指导，嵌入海底。我向四周看去，海底的岩石上，生长着
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枝的鹿角，
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
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

美丽的三亚，让人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