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模
板8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新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本组课文讲述了：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这
些问题，我们通常是想的不一样的，做法难免会有差异，最
后的结果更是不尽相同。本组课文讲述了几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怎样看问题，怎样想问题。本组的4篇
课文，其中三篇精读，《矛和盾的集合》、《科里亚的木
匣》、《陶罐和铁罐》；一篇略读《狮子和鹿》。

本组课文以启发学生怎样发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单元
导读中有所体现。在《矛和盾的集合》中通过对发明家勤于
思考善于实践品质的学习。懂得：“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
于一身，谁就是胜利者”的含义；而《科里亚的木匣》中能
够懂得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的道理。《陶罐和铁罐》中体会铁
罐的傲慢无理和陶罐的谦虚克制，懂得：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略读课文《狮子和鹿》
理解鹿对自己的角和腿的不同故事。

教学时，注重了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充分结合故事蕴含
的哲理联系到自己的实践经验。

2、课文的语言生动有趣，适应于朗读的训练，引导学生有感



情的朗读，了解课文中的大意，体会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在
理解、朗读、背诵中，积累语言。

3、本组教材各部分都是有趣的故事展开的，教学中使各部分
相互关连，紧密配合。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故
事蕴含的道理进行掌握。（白石）

听听秋的声音教学反思人教三上语文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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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树下的小学》这篇课文通过描写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
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
间的友爱和团结。

一、善于发现，激发兴趣

学生在家里呆了两个月，生活随意，注意力不集中，为了吸
引学生，上课伊始，让学生观察课文插图，谈发现。学生都
非常感兴趣，一个接着一个的谈着自己的发现，尤其是对于
少数民族的服饰，印象更为深刻。学习兴趣有了，为随后开
展的深入理解文本铺垫了基础。

二、自主识字，指导写字

识字和写字在中年级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要十分注
意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本课的生字较多，涉及的新词
语也比较多。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认记。比如，要求会写
的生字中有3个是形声字，“蝴、蝶、铜”，就可根据形声字
的特点识记这些字的字音、字形。“傣”读di，不要读
成ti；“昌”是翘舌音，不要读成cng；有些字的笔画较多，比
如，“戴、舞”，要引导学生注意笔画、笔顺，避免写错。
在指导书写方面，除了指导难写的字外，其他的都放手让学



生在课后去掌握。在生字的学习中，我只重点和大家学习两
个字“舞”和“戴”两个难字，其余的几乎略过不说。看到
孩子们的作业交上来时，我发现大部分孩子能够写正确，而
且书写特别认真，只是个别孩子书写的质量不高，写得不漂
亮。写一手好字，是语文课应该追求的，应当是每节课都必
须要的。

三、以想促悟，悟中朗读

又如在学习窗外十分安静一句时，为学生创设了一个情
境，“如果我们就是窗外的蝴蝶、小猴、小鸟、树枝，我们
会怎样想呢？”这个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了文章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文。今天学生理解到
位，朗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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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材的变化：

其一、课题有了变化 ，由原来的民族小学改为“大青树下的
小学”，是教材编写中国家意识的体现。大青树，就是这所
学校的地域特点———边疆特色。

其三、课后题目，更加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引。

1、朗读方法：边读边想象画面。

2、模仿说话：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场景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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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材的变化：

其一、课题有了变化 ，由原来的民族小学改为“大青树下的



小学”，是教材编写中国家意识的体现。因为，这所学校，
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学校，不是哪个民族独立的学校。大青树，
就是这所学校的地域特点---边疆特色。

其三、课后题目，更加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引。

1.朗读方法：边读边想象画面。

2.模仿说话：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场景说说。

教材存在的几个问题：

1.课后资料袋中，阿昌族和所示图片不符。图片是纳西族，
不是阿昌族。

2.德昂族和图片相符度存疑，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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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了两节课教学本单元第一篇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
新的教材，新的班级，新的年段，第一次接触总有很多不足。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把‘爱读书’种植在孩子们心里”的作
家吴然，这是一篇构思巧妙、语言朴实优美、画面和谐、情
感真挚的儿童散文。

构思巧妙表现在短短的四百多字，蕴含了丰富的信息：这是
一所多民族融合的边疆小学；写了学生们上学、上课、课间
等多个特定的景象；结尾自然，借景抒情，令人回味。开篇
第一句话，是一个长句，很长的句子，却没有给人冗长的感
觉，它像是一个自然变换的镜头，镜头随着不同方向远景的
移动向同一个近景聚焦，让读者跟着文字看清楚了从不同方
向走来的小学生属于不同的民族。这句话为后面的内容做足
了铺垫，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期待：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呢？后面的内容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把这样一篇儿童散文呈现在学生面前，它的学习价值表现在
哪里？教师如何再从学习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文本？这是我们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开学第一课，班里21个孩子对课文做了多次朗读，我组织齐
读五次，学生自由读课文若干次，这个班的孩子相对内敛，
比较乖巧，读课文声音不响，课上课下都比较安静。第一堂
课上，我花了近二十分钟进行生字词教学和课文朗读：齐读
生字词、组词读、解释个别词语的意思、开火车读，拓展
与“绚丽多彩”相类似的词语。遗憾的是，我忘记了进行生
字书写指导，在后续的字词抄写作业中，部分学生书写不工
整。

整堂课下来，我感觉我的教学方式还是偏向于高年级，对三
年级学生来说似乎并不太适应。

思考、审视一个文本的学习价值，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切入。
其一，学生自主阅读这篇文章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
关注点会在哪些方面。其二，单元重点学习目标（阅读时，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能够在哪些具体词句上落实；
还有，学生对“新鲜感”的关注，会指向词句表现的内容还
是词句的表达方式。其三，作为三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的第一
篇课文，它的内容、主题等，对学生接下来的教室语文课程
生活应该带来怎样的期待和定位。

学生对于“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相对陌生，个别学生能快
速反应过来并找出文本中相关的句子。在第一自然段中，学
生找出“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
德昂族的。”“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

在第二课时，我让学生拓展阅读《走月亮》《珍珠泉》《山
沟里的孩子》。我选择讲解《走月亮》和《山沟里的孩子》，



让学生圈画自己觉得有新鲜感的词句。学生对于《走月亮》
这篇散文并不是很熟悉，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走月亮”，因
此在圈画语句时出现一些困难。《山沟里的孩子》这篇文章
相对容易理解，我让学生自读《山沟里的孩子》，读懂山沟
里的孩子学习生活的特别之处，学生也能了解其中的原因。

这堂课有太多的不足，课堂比较单调，以教师的讲述为主，
学生参与度不够，发言人数较少，课堂太安静。

重新梳理：

第一步：单元导读；

第二步：学习课文：1.根据学习单自主学习生字词、读通课
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2.读懂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什么
样的小学，有哪些自己认为特别的地方；3.欣赏文章是怎样
描写这所小学的（选择了哪些内容来写，哪些写法给人新鲜
感），一读代讲，边读边想象边体会、品味；4.说一说自己
的校园生活，关注有新鲜感的语句。

第三步：拓展阅读《走月亮》《山沟里的孩子》；

第四步：吴然儿歌散文推荐或朗诵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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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内容分析：

《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写了一所边疆小学
欢乐祥和的校园生活，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儿童之间的友爱和
团结。古老的铜钟，洁白的粉墙，还有摇曳的凤尾竹，是那
么美丽。小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族里，在鲜
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学习生活，是那么团结。他们上课认真
读书，下课心情玩耍，小动物的出现增添了趣味。



课文共4个自然段，段落分明，层次清晰。第一自然段写了学
生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校时的情景。第二、三自然段写了上
课时和下课后的情景，既描写了学生学习和玩耍的情景，又
用小动物的活动进行衬托，展现出校园的静和动。第四自然
段以赞美的文字点题，以景物的描写结尾，意味深长。

课文表达丰富，有许多有新鲜感的词句。如“坪坝”“开着
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凤尾竹的影子”“洁白的粉墙”
等词句，表现出比较新鲜的连续风貌;傣族、景颇族、阿昌族、
德昂族等民族名称学生会比较陌生;第一自然段的第一句和最
后一句，分别运用了“从……从……从……”和“向……
向……向……”这样的反复句式，读起来读起来朗朗上口，
富有节奏感;第三自然段以树枝、鸟儿、蝴蝶猴子的状态来表
现窗外的安静，衬托出学生上课时的专注;这样的表达既与课
文的情境相吻合又比较特别。

课文配有一幅插图。教室里，穿戴不同的小学生正在读书。
教室外，大青树上挂着古老的铜钟，两只调皮的猴子正好奇
地听着小学生的朗读。植物、动物、小学生，构成了和谐美
丽的画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学情分析：

本单元是学生进入第二学段三年级学习的起始单元，具有过
渡性质：会认的字量开始减少，会写的字量开始增加;“学阅
读”和“学表达”的学习比重增大，这一篇课文的学习，体
现了第二学段三年级的这个学习特点。但是，根据课程标准
的教学建议，识字与写字仍然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应引起我
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默读的学习掌握仍要进行，因此要注
意教学时间、容量、环节等的合理分配组织，注意使用适合
的、恰当的教学策略，以有效地进行各教学内容的教学。

教学目标：



1.认识“坝、汉”等10个生字;通过找近义词、想象画面等方
法理解词语的意思;会写“早晨、穿戴”等21个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画面。能找出课文
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累运用。

3.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
助提示，说出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教学重点：

找出课文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
累运用。

教学难点：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助
提示，说说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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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班里41个孩子对课文做了多次朗读，我组织学
生多种方式地读，学生自由读课文若干次。第一堂课上，我
花了近二十分钟进行生字词教学和课文朗读：齐读生字词、
组词读、解释个别词语的意思、开火车读，拓展与“绚丽多
彩”相类似的词语。

整堂课下来，我感觉我的教学方式还是偏向于高年级，对三
年级学生来说似乎并不太适应。

思考、审视一个文本的学习价值，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切入。
其一，学生自主阅读这篇文章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
关注点会在哪些方面。其二，单元重点学习目标（阅读时，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能够在哪些具体词句上落实；



还有，学生对“新鲜感”的关注，会指向词句表现的内容还
是词句的表达方式。其三，作为三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的第一
篇课文，它的内容、主题等，对学生接下来的教室语文课程
生活应该带来怎样的期待和定位。

学生对于“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相对陌生，个别学生能快
速反应过来并找出文本中相关的句子。

在第二课时，我让学生拓展阅读《走月亮》《珍珠泉》《山
沟里的孩子》。我选择讲解《走月亮》和《山沟里的孩子》，
让学生圈画自己觉得有新鲜感的词句。学生对于《走月亮》
这篇散文并不是很熟悉，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走月亮”，因
此在圈画语句时出现一些困难。《山沟里的孩子》这篇文章
相对容易理解，我让学生自读《山沟里的孩子》，读懂山沟
里的孩子学习生活的特别之处，学生也能了解其中的原因。

这堂课有太多的不足，课堂比较单调，以教师的讲述为主，
学生参与度不够，发言人数较少。

重新梳理：

第一步：单元导读；

第二步：学习课文：

1、根据学习单自主学习生字词、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
容；

2、读懂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有哪些自己认
为特别的地方；

4、说一说自己的校园生活，关注有新鲜感的语句。

第三步：拓展阅读《走月亮》《山沟里的孩子》；



第四步：吴然儿歌散文推荐或朗诵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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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注释

春城：暮春时的长安城。

飞花：指柳絮。

寒食：古代在清明节前两天的节日，禁火三天，只吃冷食，
所以称寒食。御柳：御苑之柳，皇城中的柳树。

汉宫：这里指唐朝皇宫。传蜡烛：寒食节普天下禁火，但权
贵宠臣可得到皇帝恩赐而得到燃烛。《唐辇下岁时记》“清
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

五侯：汉成帝时封王皇后的五个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
根、王逢时皆为候，受到特别的恩宠。这里泛指天子近幸之
臣。

译文：

暮春时节，长安城处处柳絮飞舞、落红无数，寒食节的东风
吹拂着皇家花园的柳枝。



夜色降临，宫里忙着传蜡烛，点蜡烛的轻烟散入王侯贵戚的
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