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 苏教版三年
级语文的教案(模板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一

一、导入课题。

同学们喜欢读童话故事吗?请说说你最喜欢的是哪篇，并说明
理由。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童话，故事的名字叫“不会叫的狗”。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走进课文。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请小朋友们把书翻到第14课，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课
件出示读书要求)

标(边读边标出自然段)

划(边读边划出生字所在的词语)

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加字，不丢字，难读的地方停下
来多读几遍。)



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3.你真了不起，只读了一遍就知道了这篇课文的主要内
容。(课件出示带拼音的生词)谁来当小老师教大家来拼读下
面的生字。

干吗讨厌批评来访搞不清刀叉压根儿差不多

4.同学们读得真好听，下面我们男女同学比赛读，看看谁读
的好。你们读得很棒，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三、整体感知。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思考：本文写了一个什么故事?这只狗为什么要学叫?都向
谁学了?

四、品评形象，深入理解。

1.想想文中一共出现几只小动物?

2.公鸡和杜鹃出于什么心理教这只狗叫的?教的时候表现怎么
样?狗学的时候表现怎样?从文中找关键性的词语与句子。

(小鸡-同情、杜鹃-怜悯、狐狸-嘲笑)

3.狐狸为什么嘲笑它?从哪句话中你读出了这种嘲笑的。

4.面对这种嘲笑小狗有怎样的反应?(指导读出伤心的语气)从
动作表现来看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小狗呢?(师引导自尊心
强并可怜的狗。)

五、探讨结局，挖掘内涵。



1.课文设计了三种结局，请速读并说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结
局，为什么?

2.你希望这只狗有怎样的结局?请为这只狗续写个结局。

六、联想续写，布置作业。

读童话需要一颗童心，还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用心地去发
现生活中的美与丑、真与假，这样真实的生活自然会从你的
笔间流出。学完这篇童话相信你也会按捺不住写作的欲望，
请你提起你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为此文加上第四个结局，能像作者一样，在文中有一个关键
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二

教学目标：

1.指导背诵这首诗。

2.鼓励学生大胆想象，仿照课文第三节再编一段。

3.学会九个生字及由这些生字组成的新词。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指名分小节朗读课文。

2.配乐齐读课文。

3.指名读第三节。要求：仿照这一节，再编一段。



(1)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想象。

(2)同桌相互说，相互评价。

(3)推荐读得好的同学向大家汇报。

二、背诵指导。

1.依据板书内容自己独立试背。

2.指名分小节背。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词卡片检查认读情况。

2.小组内相互交流识记字形的方法。

3.小组代表汇报。

悠谷脚丫软

营柔堂遥

4.指导书写。

学生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扩词练习。

悠：悠久悠扬悠闲

谷：稻谷谷子深谷

脚：脚印脚步脚趾



软：松软柔软软弱

营：军营营地营房

堂：食堂纪念堂礼堂

柔：温柔柔弱柔美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三

知识与技能：

1、会认本课“剃、执”等10个字，会写“表?胆”等12个字，
理解相应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我”给小沙剃头
的过程和感受。

过程与方法：

1、学生反复诵读，通过品读，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
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分析总结“我”和老剃头师傅剃头的不同
之处。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我”给小沙剃头的内心感受。

重点难点

1、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分析总结“剃头大师”指的是谁。

教学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本课“剃、执”等10个字，会写“表、胆”等12个字，
理解相应的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认识“我”给小沙剃头的过
程和感受。

【教具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课件出示)出示理发图片。

2、提问：同学们，你们喜欢理发吗?今天，我们来见识一
位“剃头大师”，看看他是怎么给别人理发的。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板书：剃头大师)。

3、质疑课题，看到课文的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根据学生具体情况，预设以下几种答案：

(1)为什么以“剃头大师”为题目?

(2)“剃头大师”剃出的头很好看吗?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师：同学们自由读课文，并标段，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
借助拼音朋友，也可以请教老师或同组同学，争取把课文读



正确。

2、听范读课文的录音，要求学生听准字音。

3、试着读课文。

(课件出示)展示阅读要求和提示：

(1)标出自然段的序号。

(2)画出文中不认识的字，借助汉语拼音品读，并反复多读几
遍，课文中读不通的地方多读几遍，做到正确朗读课文。

学生按照要求朗读课文。

4、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在学生读课文的过程中，(课件出示)

剃头执木尺否则骂人仇人习惯受刑厘米摸耳朵

指名读这些词语，注意读准：翘舌音“受、仇、执”，前鼻音
“惯”。

5、学习生字。

(1)(课件出示：生字田字格课件：)

表胆鬼理夺骂仇差付倍虽件

自由读，指名读，师生纠正读音：

注意读准：平舌音“虽”，翘舌音“差、仇”，前鼻音“胆、
件”。



(2)学生写生字。

a、识记生字

你是如何识记这些字的?

(1)形声字构字规律识字：胆理骂仇倍

(2)熟字比较。如：麦一表兔一鬼奇一夺着一差

(3)组词扩展：虽然一件文件付钱付出

b、链接前置性学习，反馈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小组内评价书
写。

c、小组长汇报本组内写的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

d、依据小组长的汇报，重点对以下几个字进行范写指导。

“表”——上面的竖压住竖中线，下面别漏掉一撇。

“鬼”——第六笔的撇从口中而出，第七笔是竖折弯勾，第
八笔是撇折。

“虽”的第八笔是提。

e、学生针对易错的生字再次练写。

f、展示学生作品。

6、同桌互相听读课文，巩固生字、新词的认识。

三、再读课文，理清顺序。



1、轻声朗读课文，要读准字音，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义。(用生字卡片检查)(课件出示)

噩梦：做内容恐怖的梦，并引起焦虑恐惧为主要表现的睡眠
障碍。

监督：察看并加以管理。

发誓：庄严地说出表示决心的话。

冤家：一般指仇人，或者死对头的意思。

耿耿于怀：有心事的样子。不能忘怀，牵萦于心。

时髦：新颖符合时势潮流。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并思考每一段
主要写了什么内容?(课件出示)

第一部分(1自然段)表弟小沙胆小，什么都怕，尤其是怕剃头。

第二部分(2~6自然段)老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的情况。

第三部分(7~18自然段)“我”给小沙剃头的经过。

(板书：小沙怕剃头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过程“我”给小沙剃
头的经过)

四、课堂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10个会认的字，会写了12个
字，了解了“我”给小沙剃头的过程，下节课我们继续研究。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学生反复诵读，通过品读，抓住重点词句，用多种方法来
理解句子，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分析总结“我”和老剃头师傅剃头的不同
之处。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指名朗读生字、新词。(课件出示)

剃头执木尺否则骂人仇人习惯受刑厘米

摸耳朵表弟胆小鬼理发眼神差付钱双倍虽然一件

2、谈话导入：

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给小沙剃头的事情，
现在，我们继续探究“我”是怎么当“剃头大师”的。

二、朗读课文，重点感悟

1、自由读文，看看剃头师傅和“我”给小沙剃头的过程有什
么不同?从文中找出来，和同学交流。

(1)剃头师傅给小沙剃头的过程：(课件出示)

“老师傅习惯用一把老掉牙的推剪，它常常会咬住一绺头发
不放，让小沙吃尽苦头。这还不算，老师傅眼神差了点儿，
总把碎头发掉在小沙的脖子里，痒得小沙哧哧笑……跟受刑
一样。”



老师傅剃头，小沙的感受是?(跟受刑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预设：因为老师傅的老掉牙的推剪，会咬住一绺头发不放，
让小沙吃尽苦头。

预设：老师傅眼神差了点儿，总把碎头发掉在小沙的脖子里，
痒得小沙哧哧笑。(板书：害人精：小沙吃尽苦头受刑一样)

(2)“我”是怎样给小沙剃头的?(课件出示)

“我先把姑父的大睡衣给他围上，再摆出剃头师傅的架势，
嚓嚓两剪刀，就剪下一堆头发。”

“我觉得自己像个剃头大师，剪刀所到之处，头发纷纷飘落，
真比那剃头老师傅还熟练。这儿一剪刀，那儿一剪刀，……
我这样随意乱剪，头发长长短短，这儿翘起，那儿短的只剩
下一厘米。”

“我剪掉几根翘起的长发，又把头发修了修，可惜，越修越
糟，一些头发越剪越短，甚至露出了头皮。一眼望去，整个
头上坑坑洼洼，耳朵边剪得小心，却像层层梯田。”

2、“我”和剃头师傅谁剃得好?

预设：当然剃头师傅剃得好，因为“姑父还要付双倍的钱”。

预设：而我剃完头发之后，小沙“一照镜子，大叫一声，像
见了鬼一样。”

(板书：剃头大师：熟练随意乱剪见了鬼)

3、“剃头大师”和“害人精”分别指谁?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们?

预设：在小沙的嘴里，“害人精”是剃头的师傅，因为小沙



害怕理发，他们给他理发，弄疼他，让他很不舒服。

预设：“剃头大师”是我对自己的称呼，以为自己能理发，
特像“剃头大师”的架势。

4、其实谁才是真正的“剃头大师”，谁才是个“害人精”?

(老剃头师傅是“剃头大师”，“我”不会乱剪才是“害人
精”。)

三、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自由读文，读出感情。

2、题目为什么用“剃头大师”为题目?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

预设：这里有些自嘲的成分，嘲笑自己不懂装懂，硬冒
充“剃头大师”，结果把小沙的头发剪得不成样子。

预设：通过这件事，是在回忆童年的趣事，表达对童年的怀
念。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四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10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盘古的献身精神。

3、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学习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

4、激发学生阅读神话故事的兴趣，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设计理念】



《盘古开天地》一文的教学设计力求体现《语文课程标准》
的精神，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学生主动探究，让学生
在反复诵读中积累语言，感受人物形象，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珍视学生独特的`阅感受，激发阅读兴趣。

【设计特色】

运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通过品读、想象、描述，感受
语言文字的美，拓宽学生思路，引导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
阅读神话故事的兴趣。

【教学流程】

第一教时

一、交流预习，整体感知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三、学习生字，书写生字

第二教时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二、畅谈感受，提出问题

1、观看了美丽的宇宙，学生自由谈感受。

2、紧紧围绕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让学生提出问题。

生成预设：

估计学生会提出许多问题，如：



1、为什么说盘古是人类的老祖宗？

2、盘古为什么要创造美丽的宇宙？

3、盘古创造的宇宙是什么样的？

4、盘古怎样创造美丽的宇宙？

三、以学定教，走进文本，解决问题

据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开展探究性学习。

1、梳理问题。

2、带着问题，自读文本。

3、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生生、师生及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交流。

4、通过朗读、想象、描述，感受盘古的高大形象，体会盘古
的献身精神。

四、顺学而导，走出文本，交流感受

五、拓展延伸，激发兴趣，鼓励探究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猛、缓”等10个生字。会写“暗、降”等14个生字。
能正确读写“宇宙、黑暗、上升、下降”等13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品读、感悟课
文的能力，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



3、体会盘古的献身精神。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博大，激
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理念：

教学这篇课文，要使学生认识神话这种文学体裁，体会巨人
盘古的献身精神，感受我国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以生为
本，以学定教，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发展。工具性与人文性有
机统一，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播放音乐）师：在人类悠远的历史长河里，流传着许许
多多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你知道吗？精卫（)、女娲（）、
嫦娥（）、后羿（）、八仙（）、哪吒（）、大禹（）、愚公
(）指名回答后出示答案。

师：这些故事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都是神话故事；都是成
语；都写了谁干什么。）

2、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神话中的人物——盘古，学习
他“开天地”的故事。（出示课题，齐读）

（设计理念：通过复习已经学过的神话故事，让学生感受到
神话故事的美丽，从而带着一种美好的心境来开始今天的学
习。）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师：请同学们大声地自由地朗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
通顺，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学生自读）



2、指名比赛读词语。

3、指名接读课文，纠正读音。（二三自然段重点齐读。）

4、师：同学们读了课文，对课文的题目有了哪些理解？（简
单说说）课文的哪句话是直接写“盘古开天地的”，划出句
子，读一读。

反馈“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
宇宙。”齐读

5、师：是啊，在盘古开天地之前，天地是怎样的呢？你能找
到课文中的句子说一说吗？

（设计理念：让学生找到文章的中心句，既使整个教学活动
能有机地围绕“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
了美丽的宇宙”这句话来展开，又使学生初步体会巨人盘古
的献身精神。）

三、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学生自读课文，指名读句子。

2、这混沌一片的世界是怎样的呢？指名说，句式：很久很久
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没有。

3、师：这是多么荒凉寂寞的世界。齐读课文第一段。

4、师：巨人盘古的出现，改变了这个世界。出示“人类的老
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5、盘古创造的宇宙究竟是怎样美丽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
的第四自然段。

（设计理念：围绕“混沌一片”，让学生想像当时宇宙的样



子，感受到天地分离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体会到盘古开辟
天地的重大意义。在这过程中，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得到了有机统一。）

四、学习课文第四自然段

1、（出示课文）师：请同学们大声读读课文，然后同桌交流，
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2、师：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
他发出的声音——。他的双眼——；他的四肢——；他的肌
肤——；他的血液——；他的汗毛——；他的汗水——。

同桌对读，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3、交流发现，反馈：

（1）他的，变成了的。（举例）

（2）句子前后有联系。

（3）总分段式。

（4）并列句式。……（读读，体会语调的变化。教师范读？）

师：（)的(），课文中有哪些？读读，有什么感受。播放课
件，再读课文。体会世界的`美丽。

4、师：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段中的“……”。请你想一想，
省略了什么？盘古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请
展开合理的想象，仔细思考，写下来。

5、反馈交流。（四人小组合作展示，学着课文的样子，先
说“盘古倒下后，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师：面对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你想说什么？让我们通过自
己的朗读来展示这美丽的画面。（齐读第四自然段）（点拨
排比段读出语调的高低？）

6、师：面对这样一个神奇美丽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感
谢：“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
宇宙。”（齐读）

7、师：同学们，是盘古，使混沌的世界有了光明；是盘古，
使万物生灵生存繁衍；是盘古，使我们看到了花开的灿烂、
日出的辉煌……这一切，全是因为：“人类的老祖宗盘古，
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齐读）

8、师：这句话非常朴实，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深情；这句话甚
至连感叹号都没有用，却饱含着人类对盘古的无限敬仰与赞
叹。（师读）“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
了美丽的宇宙。”（齐读）

（设计理念：通过排比句式的学习，了解了排比句的特点。
在拓展想像说话中，更激起了学生对盘古的敬仰与赞叹。）

五、拓展介绍

1、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了课文，认识了盘古。千百年来，
盘古已经逐渐积淀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在华夏热土上，盘古
文化不断繁衍，传播中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同学们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查找有关盘古的资料。老师向
大家介绍“盘古文化网”，下节课我们要进一步感受盘古的
英勇伟大，交流一下你了解到的更多的知识。

2、作业：积累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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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字6个，写字7个。理解“看望”、“问候”、“收藏”、
“喜欢”、“美好”等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

3、学习怎样简单地对人物进行描写。

教学重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奶奶对冬
冬的关爱以及冬冬对奶奶的孝敬。

教学难点：理解奶奶为什么最喜欢那只门铃。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导入。

你和奶奶之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为什么有趣?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发生在冬冬和奶奶之间有趣的事。

二、学习生字。

1、用自己学过的方法认读生字。

2、小老师教读每个生字读两次。老师适机提
醒“抹”、“撒”、“漆”的读音。

3、师生一起将生字补充为课文中的词语再齐读两次。

4、抽生读生词。

三、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生自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词语用三角形作上
标记。



2、师生一起解惑。

3、小组分角色朗读课文，检查是否每个组员都读准了字音。

4、小组汇报结果。

四、再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1、自读课文，思考：文中讲了冬冬和奶奶的一件什么事?

2、生汇报。

第二课时

一、以问题导入，学习课文。

1、奶奶最喜欢哪只铃儿?在课文中找出答案并做上标记。

2、她为什么最喜欢这一支?

生：奶奶很孤独，她想冬冬来陪她。

生：只要听到那只门铃响她就可以见到冬冬。

3、奶奶为什么这么爱冬冬?

请自读课文1、2自然段，在课文中找找答案。

生：冬冬每个星期六都会去看奶奶。

生：他会陪奶奶说话，并捎去爸爸妈妈的问候。

生：他会帮奶奶做卫生。

4、找一找从哪些地方能看出奶奶也很爱冬冬。



生：第二自然段中奶奶为冬冬烤面包。

师：同桌分角色朗读他们的对话，再仔细体会体会还有哪些
话能看出这一点。

汇报品读10、13自然段，体会冬冬与奶奶间浓浓的亲情。

二、仿写13段。

1、读读第13段，看看前一句在写奶奶的什么，后一句在写奶
奶的什么。

(动作、语言)

2、写动作用了哪些词语?“揽在”和“搂着”。

3、请学生说一说有动作和语言的句子。

4、把这些句子在语文天地中写下来。

三、说一说

我们在生活中应怎样关心孝敬我们的父母。

四、总结全文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七

【日积月累】

1.赞美祖国的成语：山清水秀、江山如画、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锦绣河山

2.描绘山水的成语：重峦叠嶂、崇山峻岭、连绵起伏、青山
碧岭、水平如镜、一泻千里、水天一色、水波不惊。



3.描写祖国河山的名句。

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
《登高》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

黄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唐)王之涣《登鹳雀
楼》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唐)王之涣《凉州
词》

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
《题西林壁》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唐)李白《望庐山
瀑布》

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宋)苏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宋)杨万里《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

【习题解答】习题3答案：这首诗从歌颂祖国壮丽的山河、丰
富的物产、多样的名族、光辉的历史和伟大的成就等方面抒
发了热爱祖国的感情。

习题4答案：我们爱你——京剧的字正腔圆，皮影的活灵活现，
书法的笔走游龙，国画的栩栩如生。

我们爱你——北京长城的蜿蜒起伏，云南石林的千姿百态，
陕西兵马俑的惟妙惟肖，山西云冈的神奇美妙。



我们爱你——古筝的情悠意长，笛子的悠扬婉转，二胡的柔
婉连绵，腰鼓的厚重回响。

我们爱你——南京板鸭的芳香扑鼻，金华火腿的皮薄肉嫩，
宝应大闸蟹的鲜美。

2郑成功

【日积月累】

3.不同方式的看：眺望、环视、仰望、俯视、瞻仰、浏览

4.中国历史上的名族英雄及其主要事迹：岳飞——精忠报国，
抗击金兵

郑和——七下西洋，扬威异域戚继光——抗击沿海倭寇林则
徐——虎门销烟

5.爱国诗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忠家。——明·于谦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宋·陆游

【习题解答】

习题3答案：褒义词：慷慨激昂、载歌载舞、喜出望外

贬义词：横行霸道、负隅顽抗、惊恐万状

造句：1.温在剑桥大学里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



2.在乡里横行霸道多年的不法分子今天终于被逮捕归案，百
姓们无不拍手叫好。

习题4答案：总结全文、突出中心的作用。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八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

阅读课文，了解“死海”名称的来历，知道人能躺在死海上
看书的原因，体会作者在死海里游泳的快乐。

知识与技能：

1.会读会写生字9个，认识3个。

2.理解词语五个在句中的意思，体会拟人手法在表达上的作
用。

3.继续学习选用适当的方法，在所给答案中确定课文重点，
并且说出理由。

4.朗读课文，详细复述“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拍照”的有关
内容。

过程与方法：

阅读课文，课外书资料补充交流。

教学重点：

确定本课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教学难点：

理解“为什么‘我’感到能在‘死海’里游泳，是一件难得
的快事”。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死海的资料

教学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师述：今天我们学习第九课，躺在波浪上看书。

2.学生质疑：人怎么能躺在波浪上看书呢?这是什么地方?

3.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其中的秘密。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检查学生课前预习。

1.自读课文，认读生字新词。

2.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从容、奇特、变幻、温润、
平衡、絮语、强劲、浮力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还有什么
不懂的问题。



三、学习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想想：“我”游览死海有哪些收获?

2.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

3.全班交流讨论：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死海”吸引游人的地方
在哪里?

5.教师小结。

四、课堂小结，书写生字。

1.教师小结。

2.指导书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激趣导入。

二、品读感悟。

1.学生自由朗读5---9自然段，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用笔画下
来多读几遍。

2.交流汇报

a“温润的水把我整个身体托浮起来，像托浮着一片树叶。”

b“细浪在我耳畔絮语，微风拂面而过，明晃晃的阳光从蓝得
透明的晴空洒下来……我儿乎想在这温润的、摇晃的‘床’
上睡一觉了!”



(1)体会a句时，抓住“托浮”说明浮力大，“像托浮着一片
树叶”作者采用既比喻又拟人的写作手法。

(2)指学生朗读、齐读。

(3)体会b句时，采用老师引读，学生边想象边朗读。

(4)再次指名朗读、师生配合朗读。

(5)假若是你，躺在这温润的死海上，你会听到……感觉
到……看到……

(6)全班齐读第6自然段。

(7)指名学生朗读第8自然段。

(8)如果你在淡水里游泳时被水呛了，你会是什么感受?

(9)全班齐读第9自然段。

三、小结及拓展

1.我有跟随作者游玩了死海，现在知道死海吸引游人的地方
在哪里?

2.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1)小组讨论。

(2)点学生说。

板书设计：

躺在波浪上看书



/轻轻涌动像彩虹

(死海)奇乐

含盐量高浮力大/

小学语文苏教版三年级篇九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课文。

2、引导学生通过批注式阅读品味本文优美的词句。

3、感受槐乡五月的美丽景色，感受槐乡孩子的勤劳能干、热
情好客和淳朴可爱，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欣赏、品读本文优美词句，感受槐乡五月的美丽景色。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感受槐乡“花美、人更美”，从而获得美的体验。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今天老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出示：槐乡。

2、指名读。读得很正确，真了不起。“槐”可是一个生字，
看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槐(左边木，右边鬼)。描
红“槐”。什么样的地方被称为槐乡呢?见过槐树吗?(出示投
影)师介绍。



3、五月，洋槐开花了。出示第一句：指名读

二、初读课文

要求：自由朗读课文，争取把字音读正确，句子读通顺，遇
到难读的词语或句子多读几遍，并标上小节号。

三、检查朗读，随文识字

都读好了?你标出了几个自然段。(4个)你想读哪个小节?

(一)预设第一自然段(这小节可长了，建议和同学合作读，怎
么分工自己思考，也是学问)

1、第一块：指名读第一块。(你有什么要表扬或提醒他的
吗?)

正音：披散多音字小辫儿儿化音

(1)读着读着，你有什么词语不太明白吗?(生说)预设：(山山
洼洼、坡坡岗岗)有谁懂?指名说。画图(点图哪里山洼、坡
岗)。让我们读好这两个词(齐读)

瑞雪初降：真的是下雪了吗?

出示“玉雕”

出示“维吾尔族姑娘”(简介齐读词语)

指导书写“肩”

这部分告诉我们什么?

(2)、不管是山头还是洼地，山坡还是山岗，到处都盛开着雪
白的槐花，想看吗?



2、第二块：盛开的槐花引来了谁呢?朗读，正音。

(1)点击出示“挎”：懂吗?除了挎篮儿，还可以挎什么
呢?(挎包)胳膊也能挎呢，师生表演：咱们手挎手，好朋友一
起走。“挎“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呢，脚动作跨组词。

(2)文中带“挎”的这句话谁来读给大家听?指名读。这部分
写的什么?

3、第三块：指名读，正音。这部分你读懂了什么?

(2)有一个词把这么多的香就包括其中了——香海，此时走在
槐乡，不管在哪儿都能闻到阵阵香味。如果一个地方有数不
清的花呢，我们就可以说——花海，图书馆的书很多——书
海，有很多树——不是树海，是林海。还有什么海?(竹海、
人海)

4、现在让你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一定能读得更准确更通顺，
谁有信心来挑战?指名读

(二)预设第二自然段

1、过渡：槐花的美，美在它的样子，美在它的香味。在洋槐
开花的季节，如果你走进槐乡，一定会被香气熏醉而不想回
家。不过，别担心，你一定不会饿肚子没饭吃的，因为槐乡
的孩子特别好客，不信，读读第二自然段。

2、出示，指名读第二小节。你有什么要对他说。正音。

3、槐乡的特产可多啦。你找到了什么?有槐花干、槐花蜜、
还有槐花饭!

你最喜欢吃什么?(槐花饭)出示句子。

4、几种吃法?两名学生分读。



5、这一句里的生字可真多!你觉得哪个比较难写，有什么好
办法帮助大家记住它们呢?

(1)咸：还有什么味儿?酸甜苦辣

(2)蒜、芝：都带着一顶小草帽呢。字谜记忆：二小二小，头
上长草。(指导书写蒜)

(3)炒、拌：都是烹调方式，“拌”是常用的，因为要用手，
所以是提手旁。你见过谁拌过什么?炒要用到火，所以它
是“火字旁”。

(4)还有想吃槐花饭的吗?指名读。

(6)让我们一起尝一尝。引读第二自然段。读了这部分你知道
了什么?板书：槐童好客

(三)预设第三自然段

2、指名读。正音。

3、我们也来做一次槐乡娃，参加到他们的活动中好不好?女
同学加入姑娘们的队伍;小小子们，你们想有这口福吗?那就
挺起腰板别掉队!老师读第一句。出示句子。

4、像甜丝丝、香喷喷这样的词课文里还有很多呢，你找到了
吗?(你还能再说几个吗)

5、在这小节中你感受到最多的是什么——(生说。)板书：快
乐

(四)再读课文

1、通过读课文，(看板书)我们在第一自然段里欣赏了槐花美、
香，在第二自然段里感受了槐乡孩子的热情好客，第三段里



了解了槐乡孩子的快乐。

(五)第四自然段

1、课文读到这儿(出示)五月的槐乡，()，你最想说——

2、出示最后一段，齐读。再读。

四、指导其他生字书写

五、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槐乡五月

槐花美香

槐童好客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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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课文。

2、引导学生通过批注式阅读品味本文优美的词句。

3、感受槐乡五月的美丽景色，感受槐乡孩子的勤劳能干、热
情好客和淳朴可爱，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欣赏、品读本文优美词句，感受槐乡五月的美丽景色。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感受槐乡“花美、人更美”，从而获得美的体验。

教学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