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 三年级语文名
师备课教案(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篇一

教学要求：

1、通过学习本课内容，领悟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感受卖火
柴的小女孩命运的悲惨和作者寄予的深切同情。培养学生的
爱心，并启发学生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小女孩几次擦着火柴出现的幻象，关
注人物的悲惨命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让学生深入到字里行间以获得情感的
体验。在品读中要有所感悟并形成见解，提高学生口语表达
的能力，使学生的潜能得以全面发展。

重点难点：

1、了解本文作者及当时的写作背景，理解课文的内容，领悟
课文深刻的思想内涵，感悟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这是本课
的难点。

2、感受小女孩几次擦着火柴出现的幻象，从而感悟卖火柴的
小女孩命运的悲惨和作者寄予的深切同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起学生对小女孩的同情之心，培养



学生的爱心，并启发学生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教学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内容，感受卖火柴的小女
孩命运的悲惨，激发对小女孩的深切同情。

2、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划分课文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3、联系小女孩的生活背景，体会作者由现实生活所展开的合
理想象，初步感受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具准备：

本文的朗读录音，安徒生的资料简介与写作背景简介录音。

教学过程：

一、简介作者，导入新课

1、板书：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

同学们，你们喜欢世界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吗?你们有谁知
道安徒生是哪国人吗?他都写过什么作品?你们又听过他的哪
些故事呢?谁来说一说?(学生简说)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安徒
生笔下的这篇名作《卖火柴的小女孩》。

2、播放安徒生的简介与写作背景简介录音。

安徒生(1805~1875)，19世纪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童年生
活贫困不堪，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因此，他童话中的主要人



物都是一些不幸的受欺侮的穷苦人。在创作生涯中，每逢圣
诞节，他总有一本新的童话集出版，作为献给孩子们的礼物。
他的作品想象丰富，情节生动，语言朴素。他的童话被翻译
成多种文字，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和成人所喜爱。的作品有
《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
等。在这些童话里，他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遭遇寄予了
深切的同情，对达官贵人的虚荣、残酷和腐败作了无情的揭
露，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和热爱。

童年。当安徒生的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被赶出
家门到街上求乞，但她不愿求乞，又不敢回家，于是她就躲
在城里的一座桥下坐着。没有鞋穿，她只好用双手抱着双脚
取暖，安徒生就是怀着对母亲深切的同情及对世道的不平，
创作出了这篇童话故事。

二、教学设计

1、播放本文的朗读录音。(让学生入情入境地听，真正地走
进故事，了解故事梗概。)

2、速读课文，整体感知。(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在老师的
引导下，标画出相关词句，回答相关问题，整体感知全文内
容，初步感受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1)作者是怎样描述小女孩卖火柴的情景的?说明了什么?(标
画出相关的词句：“冷极了”“下着雪”“快黑了”“大年
夜”“赤着脚”“又冷又饿”“哆哆嗦嗦”“蜷着”“缩成
一团”)

学生甲：小女孩在这样寒冷的大年夜里光着脚卖火柴，说明
小女孩的生活很痛苦、很悲惨。

老师小结：大年夜本应该是孩子与父母团圆欢聚、最幸福的
时候，可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却在此时流浪街头，叫卖火柴。



说明小女孩的生活境遇非常悲苦。

(2)小女孩“没注意”什么?她“忘不了”什么?为什么?

学生乙：小女孩“没注意”的是她美丽的金发，她“忘不
了”的是大年夜。因为饥饿与寒冷使小女孩顾不了自己的美
丽，她更需要的是温暖与食物，突出了小女孩生活的悲苦。

老师小结：在这样一个本应幸福温暖的夜晚，小女孩走在又
冷又黑的街上叫卖火柴，要为家里挣一点儿钱来维持生活。
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小女孩”呀!她眼巴巴地看着有钱人家
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无可奈何地闻着街上飘着的烤鹅香味。
这段描写流露出作者对小女孩深深的同情。

(3)为什么小女孩一次又一次擦燃了火柴?共擦了几次?

学生丙：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是为了看到一次次美好的幻
境。

学生丁：因为“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她燃亮了火柴，
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火炉前面……”但是，美妙的幻
境很快就因为火柴的熄灭而消失了。联系上面的内容想象，
一个赤着脚的小女孩，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已经走了一天
了。这时候她是多么渴望得到温暖啊，所以小女孩才在幻境
中看到大火炉。从作者的描述中，我可以体会到小女孩在幻
境中的满足与欢乐，同时又与残酷的现实作了鲜明的对照。

(5)小女孩后几次擦燃火柴的原因是什么?她看到了什么?

饥饿食物……烤鹅寂寞欢乐……圣诞树

孤独慈爱……奶奶痛苦摆脱……飞走……

(6)在当时的社会，小女孩真的能到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



没有痛苦的地方吗?

学生戊：当然到不了，这只是小女孩死前的一种美好的幻觉。
在那黑暗的社会中，小女孩只有饥饿与寒冷，没有欢乐和温
暖，最后冻饿而死。这充分说明社会的不公平。

老师小结：虽然小女孩一次次地擦燃火柴，可是火柴却一次
次地熄灭了。她的眼前没有火炉，只有寒冷;没有烤鹅，只有
饥饿;没有圣诞树，只有寂寞;没有奶奶，只有孤独;没有得到
摆脱，只有面临死亡。小女孩用死亡摆脱了寒冷，摆脱了饥
饿，摆脱了痛苦!这更突出了小女孩命运的悲惨。

(7)本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甲：这篇课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寒冷的大年夜，一
个赤着脚的小女孩在街头叫卖火柴，她又冷又饿，为了取暖
擦燃了一根根火柴，在火光中，她看到种种美妙的幻境，最
后冻死在街头，表达了作者对小女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老师小结：这篇童话记叙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夜里
因饥寒交迫而冻死在街头的悲惨故事。作者通过用美妙的幻
境与残酷的现实生活作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控诉了当时的丹
麦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合理性，揭露了专制社会的罪恶，表达
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遭遇寄予的深切同情。

3、再读课文，理清脉络。(让学生分组讨论，根据故事的情
节内容,理清文章的脉络结构。)

(1)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记叙的?

学生甲：全文以火柴为线索,先叙述了大年夜,天下着雪,又黑
又冷,小女孩在街上卖火柴;之后写小女孩蜷缩在墙角里擦燃
火柴取暖,并从火柴的亮光中看到了种种幻境;最后写小女孩
捏着烧过的火柴梗冻死在街头。



(2)按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全文可以分成几段?

学生乙：全文按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第1~4自然段)：讲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小女孩痛
苦、悲惨的生活现状。

第二段(第5~9自然段)：讲小女孩一次次擦燃火柴,眼前产生
种种幻境。美丽的幻境与冷酷的现实对比,体现出小女孩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第三段(第10、11自然段)：讲了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街头。

4、体会作者想象的合理性。(让学生联系小女孩的生活背景,
围绕“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看到的火炉、烤鹅、圣诞树、奶
奶,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吗?为什么?”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讨
论,体会作者由现实生活展开想象的合理性。)

老师小结：这些都是小女孩在擦燃火柴时所看到的美妙幻境,
不是实在的事物,是作者的想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小
女孩又冷又饿,没有欢乐,没有疼爱,她是多么渴望得到温暖,
得到食物;渴望像别的孩子那样得到欢乐,得到圣诞礼物,她是
多么想念疼爱她的奶奶呀!可是这些都根本无法得到,只能在
她临死之前的幻觉中出现。在这强烈的对比中更突出了小女
孩的可怜和悲惨。

5、结束语。

同学们,卖火柴的小女孩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她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用自己
的真情和想象,走进小女孩生活的那个环境,用心感受她内心
的痛苦,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感悟作者的
思想感情。



教学反思：

1、“读”是语文课的基础。通过朗读,感悟小女孩生活的悲
惨和作者寄予的同情。可以让学生先在小组内或自由选择合
作伙伴,自己选择读、说的内容、形式。全班交流时,也要充
分体现学生的自主选择,独立体验。

2、培养学生的三种能力：自主探究能力、想象和表达能力、
朗读能力。教学中教师要运用让学生谈感悟、抓重点词、表
演读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达到以读代讲,以读悟
情,以读达情的目的。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逐层深入地品读课文内容,通过分析、理解重点
词句,进一步感受卖火柴的小女孩命运的悲惨和作者寄予的深
切同情。

2、整体把握故事的情感旋律,重点感悟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
中含义深刻的语句,深刻感悟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关注人物的悲惨命运,珍惜现在的幸福
生活。

教学准备：

《卖火柴的小女孩》录像片段,本课重点句段及问题投影。

教学过程：

一、观看录像,导入新课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板



书课文题目)下面,我们一起观看录像,让这个录像片段把我们
再次拉回到19世纪那个寒冷的夜晚……(播放录像片段)

老师过渡：在一个又冷又黑的晚上,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夜,卖
火柴的小女孩孤苦伶仃,饥寒交迫,最终被冻饿而死。这是个
多么可怜的小女孩呀!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学习课文,走进小
女孩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感受卖火柴的小女孩命运的悲惨和作
者寄予的深切同情。

二、教学设计

1、标画词句。(引导学生细心读课文,标画出有深刻含义的词
句。)

2、分析词句。(让学生抓住重点词句,联系上下文分组讨论,
交流感受。弄明白作者这样写的目的,锻炼学生逻辑思维及语
言表达的能力。)

(1)课文几次提到“大年夜”?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到的?作用
是什么?

学生甲：课文三次提到“大年夜”。第一次是在课文开头,写
小女孩在“大年夜”出去卖火柴;第二次是写小女孩又冷又饿,
哆哆嗦嗦地走在街上,看着别人家窗户透出的灯光,闻着烤鹅
的香味,心里忘不了这是“大年夜”;第三次是写小女孩
在“大年夜”冻死在街头。

老师小结：课文三次提到“大年夜”,这是给故事安排的特定
时间与特定环境。“大年夜”本应是欢乐的、幸福的,而小女
孩在大年夜走在街头,在大年夜看着别人家窗户里透出的灯光,
闻着烤鹅的香味,在大年夜冻饿而死。大年夜的节日氛围更突
出了小女孩命运的悲惨,更能引起人们对她的同情。

学生乙：说明火柴是小女孩一家人生活的来源,对小女孩来说,



每一根火柴都很珍贵。联系上文她一根火柴都没有卖掉,内疚
与怕挨爸爸打的恐惧使她更不敢浪费一根火柴,但是难忍的寒
冷逼得她顾不得挨打,终于抽出一根。

(3)为什么说“这是一道奇异的火光”?

学生丙：这道“奇异”的火光,使小女孩看到暖烘烘的大火炉,
得到了短暂的温暖和满足。在这雪花漫天飞舞的“又冷又黑
的晚上”,这对于一个“赤着脚”“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
块”“蜷着腿缩成一团”“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的小女孩
来说,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4)你从小女孩看到的烤鹅中体会到了什么?

学生丁：小女孩又冷又饿,饥寒交迫,“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
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个硬币”。她已经一整天没有吃
东西了,而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这个饥饿难忍的小女孩
多么渴望得到食物哇!

(5)小女孩为什么看到了美丽的圣诞树?

学生戊：大年夜是一年中最令孩子兴奋的时刻,可以围着美丽
的圣诞树尽情地欢乐。又冷又饿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不例外,
她也需要欢乐,渴望得到欢乐。这体现出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和向往之情。

(6)小女孩为什么在第四次擦燃火柴时看到了慈爱的奶奶?

学生己：从“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钱,爸爸一定会
打她的”来分析,小女孩孤苦可怜,家里只有奶奶最疼爱她。
在小女孩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她最想念的就是奶奶,自然在幻
觉中看到了奶奶。

(7)小女孩第五次擦燃了一大把火柴,为什么?



学生庚：小女孩的目的是把奶奶留住。对小女孩来说,这世界
上没有光明,没有温暖,奶奶的出现使她无比留恋。她清楚地
知道,火柴一灭,慈爱的奶奶就会不见了。所以,她不顾一
切,“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

老师小结：这里反映了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也反衬
了当时社会的冷酷无情。联系上文,小女孩在多次幻想破灭之
后想起了死去的奶奶,渴望用一大把火柴来留住这世界上疼爱
她的奶奶,所以她孤注一掷,擦燃了一整把火柴。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小女孩内心的痛苦和绝望。

3、整体把握故事的情感旋律,重点感悟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
中含义深刻的语句,深刻感悟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出示语
句及问题)

(1)“第二天清晨,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里,两腮通红,嘴上带
着微笑。她死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

出示问题：小女孩既然是被冻死的,为什么还“嘴上带着微
笑”?

学生甲：这是因为小女孩曾在幻想中感到自己的灵魂飞到
了“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天国去了。她就是
在这样美好的幻想中死去的,所以她的“嘴上带着微笑”。

老师小结：幻想与现实、死亡与微笑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突出了小女孩命运的悲惨,引发人们对她的无限同情。

(2)“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
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出示问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把它放在全文的结尾,能给我
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学生乙：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女孩冻死了,但谁也不知道她曾经
在幻境中看到过温暖的大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
和慈爱的奶奶;在幻境中她和奶奶一起飞向天国,去寻找那再也
“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生活。把它放在全文
的结尾,使我们感到小女孩死前是那样向往美好的生活,但她
只能在幻境中看到她想要得到的东西,而结局又是冻死在街头。
如此鲜明的对比,更使我们同情小女孩的不幸遭遇。

学生丙：“她曾经多么幸福”是指她曾经有过的幸福,是指她
擦着火柴时出现的种种美好的幻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她是
没有幸福可言的。“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是指在新的一年
里她幸福了,这里的“幸福”实际是反语,真正的意思是死亡。
因为她用死亡摆脱了寒冷、饥饿与痛苦的生活。透过两
个“幸福”,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压抑心头的满腔悲愤,感受
到作者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老师小结：课文没有写小女孩最终幻想的破灭,而是让小女孩
在美好的幻想中飞走了,这是因为作者实在不忍心让这个有着
悲惨遭遇的小女孩再一次地失望了。小女孩用美妙的幻想来
满足自己对幸福的渴望,但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回到痛苦的现
实生活中,幻境越是美好,越体现出现实的悲凉,越体现出这个
黑暗社会的冷漠无情。最后,作者让小女孩用死亡来摆脱冷、
饿、苦、痛,用死亡来摆脱这个悲惨的世界。还有比死更能说
明悲惨的吗?这表现出作者对小女孩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当时
社会黑暗的无情揭露与控诉。

4、赏析全文。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把一个赤着脚叫卖的小女孩置于一个又冷
又黑、下着雪的大年夜的典型环境里,这就紧紧扣住了读者的
心弦;之后作者用实与虚的对比,交替描写美妙的幻境与残酷
的现实,流露出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紧紧牵动着读者的
心,并继续关注小女孩的命运;直至最后写小女孩跟奶奶一起
飞走了,交代出小女孩在美妙的幻觉中“幸福”地死去了。小



女孩的生活是这样的痛苦,小女孩的幻想是这样的美好,小女
孩的结局又是这样的悲惨!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深深地体会到
作者压抑在心头的辛酸与悲愤,体会到作者对小女孩悲惨命运
寄予的深切同情。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篇二

一、文本解读

1、与文字对话

《伙伴》一文，主要讲述了发生在猎人马哈多和他的伙
伴——猎狗和乌鸦之间的故事。要让学生在学文过程中，感
受到作为伙伴。他们的互相关心，和对彼此的牵挂。本课应
从两方面来把握故事，一是猎人马哈多和猎狗一起救助了一
只受伤的乌鸦。(体会伙伴们在一起生活的快乐)二是乌鸦帮
猎人马哈多又救助了被困的猎狗。(体会伙伴之间的关心，互
助和牵挂)。“伙伴”是理解课文最关键的一个词。让学生从
文本中，体会到伙伴间的相互关心和彼此牵挂，并思考，在
生活中如何结交朋友，如何和朋友友好相处。

2、与编者对话

《伙伴》是冀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中的一篇精读课文。
这一单元以“感受真情”为主题。“理解与关爱”贯穿于本
单元的几篇课文中。《倾斜的伞》一文，让我们感受到我与
外公那种爱的传递与延续;是《伙伴》让遇险的猎狗最终获得
搭救;《信任》一文中，无人看管的桃林，让我们体验到信任
与被信任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情;《金色的蒲公英》，一朵小
小的蒲公英，使我们理解了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点点滴滴的用
心;其实，爱是无处不在的，它使《巨人的花园》盛开美丽的
花朵……学习本单元，要让学生透过具体的语言文字，去品
析，其中蕴含着的感情和哲理，用心去体验渗透在字里行间
的真情。



二、教学目标

识与技能：

1、正确认读文中5个生字，会写11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中讲了关于“伙
伴”的哪些事。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勾画重点语句，情感朗读，来理解课文。

2、鼓励学生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谈出自己的体会。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理解课文，体会伙伴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彼此牵挂，珍惜
伙伴之间的情意，与伙伴友好相处。

课前准备：预习本课，了解大意，解决生字词，师准备生词
卡片。

三、教学过程：

一、激起引入

同学们，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的好伙伴，那你们觉得伙伴之间
应该如何相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的伙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二、细读课文，识记生字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文中的生字、新词。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的认字情况。

3、师生共同理解“巡逻”，“焦急不安”等词语。

4、了解学生读文情况。(指名读)

5、说一说，文中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三、再读课文、体会情感

2、文中哪些地方使你深受感动?画出有关语句说一说

a、抓住文中的重点语句、谈谈感想。(课后练习三的三句话)

b、如：第4段，抓住重点词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得了
大病”等，体会马哈多对猎狗的关心和牵挂。

3、出示课后练习四的两句话。

猎狗，你究竟在哪里呀?

乌鸦叼着肉在前面飞，马哈多紧紧地在后面追。他要去看个
究竟。读读这两句话，谈谈体会之后，说一说两个“究竟”
的不同含义。

4、情感朗读。

四、拓展延伸。

学习了本课之后，同学们应该更了解“伙伴”的含义了吧，
那你觉得伙伴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你又是怎样做的?说一说，
并写下来。

五、指导书写。



1、“抹”右边是“末”而不是“未”。

2、“叼”字最后一笔是提。

3、“猎”可以和“借、错”等字对比来记。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篇三

1、认识本课的11个生字，掌握“介、订、纠、迈、寿、攻、
吨、矿、妻、岩、临”等11个生字。

2、阅读课文，知道矿矿是怎样查阅资料完成他关于“蓝鲸”
的研究的，了解矿矿写的论文的大致内容。

3、从阅读“矿矿的研究”中，使自己生发感慨、感悟，甚至
研究与创造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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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朗读训练，指导学生边读边想象，增强对文章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从阅读“矿矿的研究”中，使自己生发感慨、感悟，甚至研
究与创造的冲动。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教师和学生提前准备黄全愈的。资料。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首先向孩子介绍黄全愈，而后过渡到他在国外上小学的孩
子。



黄全愈，美籍华裔教育的学者。20xx年出版《素质教育在美
国》，成为当年国内非文艺类的第一畅销书。20xx年，黄全愈
又推出了“新书”《生存教育在美国》和《“高考”在美
国》。其他的请学生介绍。

2、揭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
等。

2、用生字卡片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3、这些词语在小组内解决，解决不了的全班交流。

比如：“纠缠”;另外“迈阿密大学”可以看图片或由教师介
绍；

(除了要求认的字、词语外，学生还有可能提出“抱怨”等，
教师给予及时解决)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指名逐
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错的地方。只有读正确、读通
顺才能更好的理解课文。

三、师生对话、品悟诗情。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2、引导学生抓住文章的重点进行交流，即文中语言文字的品
位与理解。(引导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流)



3、我明白了矿矿要写蓝鲸的研究论文，得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爸爸对儿子的能力表示怀疑。

4、矿矿在妈妈的陪同下借阅了许多关于蓝鲸的书籍，在矿矿
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爸爸也学到许多知识。

5、讲矿矿完成了他的蓝鲸研究报告，这是爸爸看到的最简短
最感兴趣的论文。

以上交流的重点是体会矿矿的认真和执着，并指导学生有感
情的朗读。教师可以补充矿矿在美国学习的一些常识。(见参
考书)

6、讨论：读了课文，你有过矿矿这样类似的研究成果吗？

7、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8、整体回顾全文。

四、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本课要求认识11个生字，要求掌握“介、订、纠、迈、寿、
攻、吨、矿、妻、岩、临”等11个生字。教学中注意比
较“介——分”是“人”字头，不是“八”字头。

2、用形声字比较字形的方法记忆“订、攻、吨、矿”等生字。

五、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把孩子领到图书室，或者把孩子引导到丰富的生活，去问父
母、大人或者街坊邻居，或者某些专业人士，让孩子从中汲
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也像矿矿一样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篇四

1、学会7个字及其组成的词语，认识7个字。

2、学习文中出现的比喻句，了解设问句和反问句。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理解课文，体会作者说的“一股
特别劲儿”中蕴含的坚韧、顽强的精神。

1、学习课文中出现的比喻句，了解设问句和反问句。

2、通过朗读感受山茶花的美和“一股特别的劲儿”。

1、山茶花的课件。

2、组织学生收集查找山茶花的资料并在课前感知写山茶花的
古诗。

第一课时

一、检查预习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第一组词语：排列有致潇洒舒展特别劲儿）（强
调致、舒是翘舌音劲儿是儿化音）

（课件出示第二组：晶莹的水花碧绿的清潭粉红的轻纱）

脑海里有画面，读出来味就格外足，情也就格外浓。按着这
种方法，试着边读便想象画面。（生试着读）

山茶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悟山茶花的美

（课件出示句子：山茶花是一种（）的花。）



2、生自由读课。

3、指名交流。

山茶花是一种（美丽）的花。

山茶花是一种（特别）的花。

三、品读课文，体会山茶花的美。

1、的确，课文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美”字，现在，请大家
再浏览课文，找出课文中含有“美”字的句子，美美地读一
读。

真是美极了！

山茶花的花形也美。

即使闭上眼，你也会感受到美啊，美啊……

山茶花为什么这样美？

下了那么大功夫，花了那么大力气，开出的花怎能不美呢？

2、作者从哪些方面具体些山茶花的美的？

（1）学生读文，勾画。

（2）师生交流：

花色美：

a、一朵花上甚至也颜色不同，那真叫绝！

你能将句子中的“绝”换个词吗？（那真叫美。那真叫与众



不同。那真叫好。那真叫棒。）

师小结：美呀、好呀，都不错，但“绝”字更妙，它代表的
是山茶花一株树上多种颜色，这是的啊，这个“绝”用得多
传神啊！

指导朗读

这么多的花色，而且一树多色，多么与众不同啊！课文着重
描写了哪几种颜色的山茶花呢？

b、山茶花的白，那是怎样的白啊！像高山飞瀑溅出的水花一
样晶莹。

山茶花与“晶莹的水花”有什么联系？出示课件，指导朗读

c、那墨茶，仿佛一汪碧绿的清潭，带着波光，又带着阳光。

墨茶是一种什么颜色的茶？墨绿色，绿得发黑的一种颜色。
出示课件，指导朗读

d、粉红的呢？那是织女用朝霞和白云织成的轻纱。

师生合作读。

美得如此叫人联想翩翩的山茶花，怎不是一种特别的花？想
看看它们吗？（课件出示山茶花的图片）

e、还有那么多颜色的山茶花，作者没有写，它等着我们来想
象呢，请大家仿照书上的写法，学着说一说你喜欢的山茶花
的颜色。喜欢哪一朵种颜色就说哪一种。指名说。

交流反馈。



花形美：

a、有单瓣的，也有重瓣的，有叠成六角形或八角形的，大小
疏密排列有致，潇洒而舒展。

课件出示：山茶花的花形有（），也有（），有叠成（），
也有叠成（），还有（）

还有什么形状的？课文没写，你能接着说吗？

圆形的。

五角形的。

锯齿形的……

（3）是呀，它的花形这么多，多特别。难怪作者说：“即使
闭上眼……”（生接着读）

看来山茶花的美深深映入了作者的心海里，刻入了作者的脑
海里。让我们再次来欣赏这多姿多彩的山茶花吧，尽情地朗
读这如诗如画的语句吧。（课件图片变换，配乐朗读）

四、课堂作业

板书设计：19、山茶花

花色美——像仿佛是

花形美——大小疏密排列有致

部编版三下语文二次备课篇五

1、学会12个字，会认12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动物远游的本领，激发学生了解动物，探究自然的兴
趣。

1、通过读文，知道动物具有的超越人类的本领，激发学生阅
读科普文章的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

2、引导学生感受动物世界的神奇，学习动物惊人的耐性，毅
力和坚忍不拔的品质。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言揭题。

二、学生自读课文。

1、给汉字注音。

2、画出生字新词。

3、查字典理解不懂的字词。

4、了解课文大意。

三、检查自学情况。

1、读准生字词。

2、点读课文。

3、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4、学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师生共研，合作学习。

1、默读2~6自然段，边读边画，看看课文给我们介绍哪几种
动物远游的本领？

2、蜜蜂远游的本领是怎样的？谁来读？

指名读第三自然段，思考：蜜蜂远游的特点是什么？

指名回答。

3、课件播放蜜蜂认路的画面。

4、教师对蜜蜂远游的本领进行小结。其他动物的本领又是怎
样呢？

合作学习3~6自然段。

5、学生汇报。

（1）一个小组以一种动物为例介绍，其他补充。

要求：抓住关键词语，把最能体现动物远游特点的句子说一
说。

（2）抓住重点句引导朗读。

（3）课件播放动物远游的短片。

6、小结。



二、角色体验，拓展延伸

1、你还知道哪些动物远游的本领？

2、齐读课文最后一段。

三、小结本课学法，布置课外作业。

查阅有关动物的知识，办动物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