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通用5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
中加以应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篇一

1、海水有深有浅。

2、夜深了，老师还在工作。

该题目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发现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里意
思是不同的。“深”在第一个句子里是“从上到下或从外到
里的距离大”的意思；在第二个句子里是“距离开始的时间
很久”的意思。当然，后者还可以理解为“时间很晚”的意
思。

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我为学生补充了下列句子：

3、鲁迅先生的学问很深。

4、这本书的内容很深，初学者不容易看懂。

5、这件事影响很深。

6、他们的感情很深。

7、这件衣服的颜色是深红的。

8、河水有三尺深。



其中，第三个句子的“深”是“知识广博”的意思；第四个
句子的“深”是“深奥”的意思；第五个句子的“深”
是“深刻”的意思；第六个句子的“深”是“感情很好”的
意思；第七个句子的“深”是“颜色很浓”的意思；第八个
句子的“深”是指深度。

从《新华字典》看，“深”共有五个基本义项，两个引申义
项：

1、从表面到底或从外面到里面距离大的，跟“浅”相反；

2、从表面到底的距离；

3、久，时间长；

4、程度高的；

5、颜色重；

6、深度；

7、说话的分寸。

总而言之，“深“主要表示三种意思：

1、深浅；

2、时间；

3、程度。

经过一番研究，我回想起一次听崔丽老师汇报外出学习体会
时提到贾志敏老师在《我不怕鬼》一文时处理的句子：

1、鬼点子；



2、日本鬼子；

3、鬼头鬼脑；

4、真鬼；

5、见鬼去吧！

句子中加点的字含义也是各不相同。

看来，必须对课本深入钻研，才能得心应手。过去那种认
为“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上课模式早已落伍，何况现在
电子技术日益深入课堂。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汲取新的知识，
新的营养，才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

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篇二

进行口语交际训练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语文教学义不
容辞的职责。口语交际也是语言表达能力、做人能力、生存
能力的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挑战，也是语文教
学的升华。

今天上的口语交际课是《我们去旅游》，我课前准备了一些
资料，本以为上起来会如行云流水，但是学生似乎兴趣不高，
很多同学懒懒地坐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自我感觉是唱
独角戏，带着疑问下课后我去问学生，似乎也在我的意料之
中，很多同学说不敢说，怕说错了没面子。

所以我感觉培养口语交际能力首先是学生在口语交际课时要
敢于说，这使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次口语交际课，我们学
的内容是《秋天》。这堂课不能说很成功，学生的语言表达
不是很流畅，重复话、罗嗦话也多，即便是同学老师指出答
题学生的毛病也似乎不会影响他的情绪，学生们仍旧乐于参
与，发言的积极性也高。



这两节课前后不到多长时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仔细
分析究其因。

第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秋天是孩子们最感兴趣也最熟悉
的话题，这个美丽的季节刚刚的来到，学生喜欢有话可说。

第二，学生感受到了，也看到了秋天，所以对那里的景色比
较熟悉记忆深刻，说起来就不费劲。

认真反思一下，真的要在多方面下下工夫。

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篇三

语文园地是以一种复习的形式出现，不像其他课文的内容富
有趣味性和生动性，所以我更注重在学生心中培植学习语文
的兴趣和自信，创设多种多样的情境以激发学生积极自主学
习的乐趣，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

一、根据学生年龄和心理特点创设情境

1、根据孩子爱表现、爱张扬的心理和求知欲强的特点，我采
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学习，让学生在小组交流中把自己的见解
和了解的知识与同学交流，互相学习和帮助。这样对培养学
生的听说能力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也避免了只锻炼小部分，
忽略大部分的局面。

二、引导学生发现规律、延伸拓展

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引导学生从中发现字、词、
句的规律，并进行迁移。如教学“我的发现”，我先引导学
生通过读句子，发现每个句子里的加点字的意思不同，接着
引导学生仿照例子说一些类似的句子，加深字义的理解。再
出示其它意思把学习点拓宽。然后问：“你还知道哪些字的
意思也会变的吗？”这一环节的安排，意在引导学生体会在



语文学习中一字多义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拓展性训练。

“读读认认”的内容是一首儿歌，文字浅显易懂，我通过让
学生在读中发现，找出文中介绍了几种树，它们各有什么特
点后进行多种形式朗读，如：师生接读、男女生对读等。在
学生通过读对所介绍树木有一定的形象概念时，我播放幻灯
片，并配上优美的音乐，让他们欣赏儿歌里介绍到的树木，
用直观形象的形式加深记忆，感受大自然的美。

语文教学的课堂既广泛又灵活，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地挖掘
生活中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进行创造性的语文教学
活动，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才能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乐园。

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篇四

本次“语文园地”主要有“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
用”“我的发现”“日积月累”“我爱阅读”。

“识字加油站”让学生说说看到“甜津津、酸溜溜”之类的
词语，会想到什么食物，加深对字词的理解和记忆。

“字词句运用”区分同音字、形近字；复习巩固用部首查字
法查字典。

“我的发现”引导学生发现、理解同偏旁的字的特点。

“日积月累”积累十二生肖的知识，引导学生理解、记忆十
二生肖是什么。

“我爱阅读”阅读有趣的童话故事《小柳树和小枣树》，从
故事中让学生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多看别人的长
处。



“识字加油站”在交流时，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通过
多种形式的读和说，达到语言积累和识字的目的。引导学生
借助拼音，读准词语，感受词语在形式上的特点，再联系生
活，让学生说说读到这些词语的时候自己会联想到什么食物，
如甜甜的葡萄，酸溜溜的梅子等，然后用这些词语说说自己
吃过的美食.

“字词句运用”通过拓展练习，让学生弄清楚了同音字、形
近字的不同含义。能够借助形旁猜测字义、准确选用形声字。
并且进行拓展，找出有相同的部件的生字，说说自己是怎样
区别的。如：“飘”和“漂”、“忠”和“钟”激发学生主
动识字的兴趣。

本节课我感觉成功的地方时：1.在进行“我的发现”的教学
活动时，让小组交流讨论，观察字形，找出特点，学生在掌
握同偏旁的字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课堂气氛很浓
厚。2.在“日积月累”环节中，为了增加学生学习的趣味性，
开展多种形式的朗读竞赛活动，在让学生说说自己和家人的
属相，说说生肖的故事，并且借助多媒体欣赏生肖邮票、绘
画、民间工艺作品等，了解生肖文化。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
高，背诵的速度也很快。

我也感觉有些欠缺：1.在我的发现环节中，学生虽然做动作，
做表情，在活动中感受偏旁的字和心理感情有关，但是学生
没能进行拓展，这是教学中失误的地方，本来这应该是课堂
的一个亮点，但是教师没有把握好，课堂的掌控能力还是需
要加强。2.在“我爱阅读”环节中，有些学生在交流读后的
感受方面，谈的不是很到位，需要引导。在阅读理解方面还
需要下大力度。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注重培养学生
自主识字的能力；通过课件、回答问题等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语文必修三教学计划篇五

1．在交流平台上锻炼流利语言，学会写作。

2．了解本课新学生字有什么共同特点。

3．在词句段运用中扩大见识、开阔视野。

4．在背诵中积累，增长知识。

1．学会围绕一句话，写一段话。

2．加深对偏旁相同的生字的理解。

3．学习abb式词语，根据词语写句子。学会围绕一句话写一
段话。

4．背诵古诗。

生字卡片、挂图、照片。

1课时

1．出示几个偏旁相同的生字词语：蝌蚪、飞蛾、螃蟹……

2．生自由轻声读词语，注意每一行两个词语中的加点字，想
想自己有什么发现？

1．请几个同学上台讲述自己的发现。

2．老师点评。

3．揭示发现：

每一行两个词语中带点字偏旁相同，读音不同，意思也不同。



1．课件播放abb式词语。

2．生自由轻声读词语，让学生思考。

3．让学生自由朗读课件上面的.词语。

4．指名读。

1．生自由选择两个词语造句。

2．师指名讲述。

3．老师点评。

4．齐读巩固。

1．课件展示句子开头，让学生自由发挥说一段话。

2．老师点名，根据开头说一段话。

3．老师点评。

1．师范读古诗。

2．师引导。

3．生模仿读。

4．比赛读。

5．师生合作、表演。

6．竞赛背诵。

本次在教学识字加油站时我特地把带有“虫”和“鱼”的生



字的动物图片放出来给同学们看，让他们自己说说这些图片
都有哪些动物，同桌间互相交流，这样做可以帮助学生自己
体会学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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