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理解相关的词语，能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运用它们。

3、理解诗歌内容，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4、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从小事做起，坚
持不懈，勇于奉献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及突破策略：

本课的重点是朗读，要注意指导学生掌握朗读的节奏，读出
诗歌的韵律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范读，
指导学生读出长句中的停顿，注意不同标点符号时语气的表
达。通过范读、探究、找关键词句的方法突破。激发学生对
诗歌朗读的热爱和兴趣。

课前准备

1、老师准备

生字词卡片、了解家乡的河流辽河、军河队沈阳的建设带来
了哪些好处。



2、学生准备

查找小河的来历形成及对人类有哪些好处相关资料。收集辽
宁沈阳都有哪些河流，他们对家乡沈阳的建设起到了什么作
用。

教学设计：

课前交流：课前老师让收集有关河流的资料，你们收集了么？
（生汇报）

（课件播放小河经过高山、平原、田野……流淌的动画）

（一）导入

（二）通读识字

1、自由读课文，把自己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词做记号，然
后在组内解决。

2、学生互动，拿出汉字卡片互相考一考。

3、老师检查学生识字、识词情况，课件出示词语，学生认读。

坎坷干涩乳汁哺育崇高浇灌寂寞嘴唇播种分享

4 w w 、课件出示汉字，生认读。一类字让学生自己能说出识
记生字的方法及相关的词语。

5、指导生字。指导书写学生认为男鞋、易错的字。如“哺
灌”。评比欣赏。

（三）理解课文

1、指名学生大声读课文，划出全文共有几个小节。



2、你喜欢哪个小节就把哪个小节多读几遍。

3、（课件出示画面）师：我是一条小河，一条奔跑的小河。
听，哗啦哗啦，那时我流过城市山村，正在把动人的故事诉
说，小河的歌里都唱了哪些故事？（唱自己是明亮的小河、
快乐的小河、绿色的小河）

（1）第一节：你们知道了什么？（指名同学回答，回答到哪
就指导哪句话的朗读。）

猜一猜，它可能都走过哪？（生介绍自己了解有关小河形成
及最后流到大海的资料。可以读查到的资料：还可以画出来。
形式不限，鼓励学生到黑板上画下来。）

他走的路确实够远的了。练读这句话，读出路远的感觉。

指名同学读，然后评价。

（2）还知道了什么？

你们从哪知道的？用书上话来回答。（生补充黑板画）

有和他同样感受的人请把手举起来，诗是要读的，那位同学
能用读来告诉大家小河有唱不完的歌和遇见了很多很多小伙
伴。指名朗读前三句。评价。

（4)你能不能也用这样的句式做一首小诗。(略）

（5）下面的一句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

指名同学读。（读出路途坎坷、不知疲惫、不怕严寒酷暑的
感受）

（6）配乐，师范读后学生评价。



老师在读的时候眼前就仿佛看到了小河在山谷中不停的奔跑，
身边还有小鸟、小花等等很多小伙伴。只要眼中有物；心中
有物，就能读好。

（7）课件动画配乐。齐读。

4、第二节你还读明白了什么？指几名同学汇报。

（1）你知道寂寞是什么意思么？你有过寂寞的时候么？给同
学们说一说。

（2）那小河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寂寞呢？（答案不）

（3）谁来读读这两句话？读出寂寞的感觉。

（4）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小河从寂寞又变成快乐的呢？用笔把
相关的句子画下来，读一读。

（5）想一想你读的时候还看到了什么？和同组同学交流交流。
同学交流后回答。（干旱地区大地干裂，田里颗粒无收，人
们没有水喝，就像唐僧他们路过的火焰山一带一样等。）

（6）失去生机的黄土沙石；口渴得要命的小动物见到了小河
一定乐坏了。小河帮助了别人一定也乐坏了。咱们也像小河
一样，把快乐送给小伙伴吧！在小组里读一读，把快乐送给
他们。

（7）指名同学读。赛读。表演读。

（8）比较第一、二节句式，看看你发现了什么？（引导学生
发现每一节第一句的句式相同，以及每一节下面的句子是围
绕第一句来写的，了解总起句的作用。）

5、学习第三、四小节



思考：刚才学习诗歌时都用了什么方法？（读、画、联系上
下文等）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学习这两个小节。

（1）自己画出这两个小节的总起句。小组内交流还知道了什
么。

（2）生汇报，其他同学适时给予补充。从而知道小河有追求、
有责任感，为人们带来快乐。

（3）（课件出示小河流动的动画，经过地方的美景。）同学
们边欣赏美丽的画面，教师边过渡：有人说它是江河湖海的
儿子；也有人说它是水里鱼儿的家。他经过的土地绿树成荫，
一片生机；他经过的田野，大地葱绿，瓜果飘香。好像他不
知忧愁，总是用自己的身躯拍打石子发出悦耳的轻唱，好像
他不知疲倦，无论严寒盛夏，永远向前。因此诗歌的最后一
小节说它是一条奔跑的小河。

齐读最后一小结，说说你们是怎么样理解“奔跑”的？

是啊！正是由于他奔跑，才最后投入大海母亲的怀抱。不愧
是一条弃而不舍的小河；也正是由于他奔跑，才有这大地的
生机；真是一条播种希望的小河。让我们再读课文，去聆听，
去体会。

课件动画配乐。生自由加动作朗读课文。

（四）课件播放：辽河介绍

听了同学们的朗读，我真的为小河的乐观、坚韧、执著所感
动了。老师把我们家乡的母亲和辽河带来了，你们听——播
放课件。

（五）总结



看了辽河的介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啊！辽河让我们的家乡更美了；老师希望同学们也能像小
河那样，乐观面对困难、不断努力，将来有一天把我们的家
乡、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1、学会本课生字“鹂”“鹭”，能正确理解“窗含”、“千
秋雪”、“门泊”、“万里船”。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背诵《绝句》。

3、借助贴图，难词质疑，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诗人对春天
的喜爱的感情，培养审美情趣。

4、通过本课学习，激起学生课外阅读古诗的兴趣，并提高鉴
赏能力，同时引发学生萌动诗情，动手尝试写一写关于春天
的诗。

准确理解诗意，有感情地通读诗句，感受诗歌表达的愉悦之
情。

1、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窗含”、“千秋雪”及相关诗句的意
思。

2、品读出诗歌的节奏和重音，引导学生体会语感。

一、谈话激趣，揭题解题。

1、谈话导入：现在什么季节?春天是什么样的?

2、是呀，春天万物复苏、繁华似锦，到处都充满了生机!今
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首关于春天的诗，这就是——(揭题齐



读)

3、引导学生解题，介绍绝句与杜甫的资料。

4、教师简介写作背景。

二、初读诗句，读准字音、学会生字。

过渡：同学们，听了老师的。介绍，你们想读一读杜甫的这
首即兴之作吗?

1、学生按要求自学。(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学会生
字)

2、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鹂”“鹭”。指名读，说说写时要注意什么。
学生描红。

(2)指名读诗正音。

三、精读诗句，理解诗意、体会诗情。

(一)借助贴图，理解诗意。

1、学生默读，用笔画出诗中写到的景物。

2、汇报交流，教师出示景物图。

3、指名学生贴图，说说理由，以引导学生理解诗句含意。

4、出示整图，引导学生理解诗意、体会诗情。

(二)引导质疑，突破难点。



1、引导质疑：读到这儿，古诗中还有那些地方，你们弄不懂
的?

2、交流释疑。

重点引导学生理解“窗含”、“千秋雪”、“万里船”。

“万里船”：为什么说是万里?

3、理解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指名说。

4、教师小结：诗人正是透过窗户看到了近处的——，远处
的——(相机板书：近景、远景)

(三)诵读诗句，体会语感。

1、既然是古诗，就要读出古诗的韵味。谁能说说怎样才能读
出韵味?

2、同桌诵读诗句，体会语感，尝试用斜线画出诗句中的停顿。

3、指名同桌汇报：一生读，一生板演。其他学生点评。

4、男女生按标记赛读、背诵。

5、配乐齐背古诗。

四、拓展练习，尝试作诗。

1、引导学生背诵其他春天的古诗，并试着说说古诗写了春天
的`什么景物。

2、引导诗歌写法：这些春天的诗告诉我们只要善于抓住最能
突出春天特色的景物，比如春雨、春潮、春柳，就能写出春
天的蓬勃生机。



3、出示有关春景图二幅。

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春天，你们看——(贴图)

这是——这是——这些都是春姑娘的使者，看看图，想想还
有哪些景物也是春姑娘的使者呢?让我们拿起笔来当名小诗人，
写一写我们身边的春天，好吗?可以写儿歌这类现代诗，也可
以模仿绝句写一写古体诗，题目自定。

4、学生自己创作诗歌。(可播放一段古典音乐)

五、布置作业，让学生自选两项。

1、背诵并默写《绝句》。

2、收集杜甫的其他作品，准备在早晨会的古诗园地向全班同
学介绍。

3、收集其他诗人描写春天的诗作，准备参加“春之声”赛诗
会。

4、把你已经创作好的春天的诗，向本班“春之声”诗刊投稿。

板书设计：

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一、回顾热闹，设疑导入

1、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可贵的沉默》，这节课我们继
续学习。

2、复习“热闹”词，回顾“热闹”。

师：我们先来读一组词语。(异口同声、左顾右盼、神气十足、
祝贺、迅速)同学们，这组词语都是形容文中的一个场景，那
是„„(请同学们回顾教室里热闹的场景，同时出示图片1)

师：是啊，孩子们感受着父母的爱是那么快乐，那么兴奋。
教室里——热闹极了。

3、复习“沉默”词，设疑引入。

我们再看第二组词语，请一位同学读一读。(霎时、寂然无声、
犯错、缓和、赦免)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组词语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热闹，这一组词语又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感受呢?(沉默，出示图片2)

二、寻找对父母的爱

(一)入情入境，理解沉默的“可贵”。

1、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自由朗读课文10—12自然段，找找哪
些句子体现了“沉默”。

2、(出示安静句)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朗读，理解做铺垫)。
是啊，从热闹到沉默，转变非常突然，哪个词能体现出
来?(霎时)



“霎时”表示时间很短。你能给它换一个词吗?(突然、一下
子、一瞬间)

3、是的，霎时，教室里安静了下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学生自由说：老师问同学们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同学
们不知道，所以沉默了。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更没有向他们
表示祝福。)

原来，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更没有向他们表示祝
福，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教室里霎时安静了下来，沉默了。

你找到了哪些词语?(安静 依然安静、沉静、寂然无声)

5、什么叫“寂然无声”?(一点声音也没有。)

你能用这一自然段中的有关语句，说说“寂然无声”的意思
呢?(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说话)

生：连呼吸都听得到„„连针掉地上都听得到„„(如果学生说不
出来，加以引导)

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让我们在这样寂然无声的情景中，
试着读出这份安静和沉默吧!谁来读?(点名读，齐读)

5、就这样我和孩子们一起沉默着，沉默着„„(沉默一下)沉默
了足足一分钟!

6、在这安静而漫长的一分钟里，文中没有大量的动作描写，
更没有孩子们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同学们请看，这些孩子们
都在干什么呢?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神态，他们可能还会想
些什么?(出示图片2，可请孩子们发言说说想法) (可能想：
我为什么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要是早点知道该多好啊。
回家后一定要问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爸爸妈妈那么关心



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向他们祝贺，真不
应该，真对不起他们)

同学们拿出作业纸，把你想到的写下来吧!(交流练笔)

7、在沉默中，孩子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们满脸都是好像犯
了错误的神色。可是老师却恰恰认为孩子们很可爱。

为什么犯了错误还说他们可爱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8、你能用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时候孩子们的心情吗?(难过、内
疚、羞愧、后悔、自责„„)

生：关心父母，给父母过生日，关爱父母(老师总结：回报父
母的爱)

(二)再度“热闹”，懂得回报爱。

可见这一分钟的沉默使孩子们懂得了要回报爱，老师又
问：“怎么才能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孩子们刚才在沉默
中的沉重愧疚之心一下子如释重负，轻松了下来。

请同学们默读14自然段，找一找哪些语句可以看出孩子们的
心情轻松了下来了。(“像获得赦免一样，那一双双躲闪的目
光又从四面八方慢慢地回来了。”)

谁能说说 “赦免”是什么意思。(依法定程序减轻或免除对
罪犯的刑罚) 是啊，赦免了还要追究以前的责任吗?不追究，
所以，心情就轻松多了。教室里又热闹起来了，不过这时的
热闹和沉默前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的热闹是来自父
母为自己庆祝生日，这时的热闹时因为孩子已经懂得了用自
己的行动来回报父母的爱。)

三、延伸点题，升华情感。



(1)、师：课堂中一分钟的沉默，却让孩子们收货了无比珍贵
的东西，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分钟的沉默是可贵的
吗?(小组讨论交流)

这一分钟的沉默让老师感到无比欣慰，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可贵的沉默。

(2)、师：我相信，你们也从这份沉默里学会了很多(暂时设
计播放音乐)。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读一读课题：可贵的沉默。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认识：携、蔡等生字。

2、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等方式，理解课文内容及重点句子。

3、学习蔡伦观察发现和探索精神，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等方式，理解课文内容及重点句
子。

【难点】学习蔡伦观察发现和探索精神，培养学生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三、教学方法

朗读法、问答法、小组讨论法。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平时喜欢看书积累知识吗?老师有几个小问题要
考一考大家，看看谁平时积累的知识最丰富。谁发明了电灯。
(爱迪生);孔明灯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发明的;地动仪是中
国古代的(张衡)发明的。

(二)初读感知

1、初读课文，学习词语

创造、阅读、携带、蚕茧、蔡伦、均匀、传承。

2、再读课文，理清文章的行文脉络。

明确：

第一部分(1)：造纸术是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

第二部分(2-4)：纸发明的过程。

第三部分(5)：造纸术影响了全世界。

文章主要内容明确：

3、蔡伦为什么要改进这个造纸的方法呢?

明确：蔡伦之前书是用竹片、木片做的，很笨重，后来字写
在帛上，虽然解决了重量问题，但是由于价格昂贵，无法普
及。西汉时期用麻造纸，但是粗糙难写。

(三)深入研读

1、蔡伦用什么方法改进造纸呢?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明确：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
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轻便好用的纸



张。

我从中体会到了蔡伦的造纸术原料容易得到，价格便宜，很
容易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很敬佩他，赞叹又自豪。

2、文章第1、4自然段在行文结构上有什么关系?

明确：一个总起，一个总括，是前后呼应的关系。

3、为什么说“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伟大贡献之
一?”

明确：因为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
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全世界。所以是说是中国对世界
文明伟大贡献之一。

4、小组讨论环节：

(1)从文本中可以体会出蔡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明确：蔡伦是纸的发明者。由于他发明了纸，从而引起中国
以及世界在传播的媒介技术方面，发生历第一次革命性的重
大变革。蔡伦以其发明，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特别是改变世
界文化面貌的中国第一位伟大发明家。

(2)说说为什么只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承下来了?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
展，影响了全世界。蔡伦的造纸术原料容易得到，价格便宜，
书写流利，很容易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被传承下来。

(四)巩固提高

观看视频《四大发明》谈感受，学生自由发言。



(五)小结作业

小结：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我们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造纸
术是中国古达四大发明之一，我们要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

作业：搜集各种新型的纸张，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几种介绍给
大家，并写几句节约用纸的广告宣传词。

五、板书设计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1、学会本课8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叮嘱、哈哈大笑、审视、
严肃、半晌、和颜悦色、熟悉、相似、受用等词语。练习用
不像而像、不要要造句。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两段。

3、能读懂课文主要内容，知道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
不同。

4、继续练习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思想教育：知道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不同。

1、联系上下文，体会老师通过画杨桃这件事所讲的道理。

2、理解老师说的一段话中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体会把一段话
写清楚的方法。

教学课件

二课时

(一)题质疑导入：



1、齐读课题。

2、让学生围绕课题质疑。

例：(1)谁画杨桃?

(2)怎样画杨桃?

(3)画杨桃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4)作者为什么要写画杨桃这件事?

(一)学生按要求自学生字、词。

(三)检查自学。

(四)理解词义。

1、理解词义。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五)自读课文，初步了解内容。

1、指名读课文，初步了解内容，知道本文写的是我在图画课
上将杨桃画成了五角星，引得同学们大笑。老师仔细观察后，
肯定了我画的内容是对的，并讲明了道理。

2、让学生自读课文，标画出文中不理解的词句，提出质疑。

(六)作业。

1、写词语。

2、熟读课文。



(一)读题导入。

1、齐读课题。

2、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用一句话把题目的意思说完整。

例：

(1)我在图画课上画杨桃。

(2)我在图画课上画杨桃，把它画成了五角形。

(3)我把杨桃画成了五角形，得到老师的肯定。

3、提问引入：

我把杨桃画成了五角形，惹得同学们大笑，老师没有批评，
反而肯定了我画的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仔细阅读课
文，弄清其中的奥妙。

(二)抓住重点，理解内容。

1、指名让三位同学分三部分朗读课文。

(1)第1自然段为第一部分。

(2)第2至倒数第2自然段为第二部分。

(3)最后一自然段为第三部分。

2、投影出示句子：

这位老师的话同我父亲讲的是那么相似，他们的教诲使我一
生受用。



(1)什么是教诲?什么叫受用?

(2)老师讲的是什么话?父亲讲的又是什么话?

(3)指名回答后，引导提问：为什么老师和父亲教诲使我一生
受用呢?

3、指名读第1自然段。

(1)出示句子：

你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不要想当然
画走了样。

(2)这是谁在什么时候对我说的话?

(这句话是父亲在我读小学四年级初学画画时，经常叮嘱我的
话。)

(3)经常叮嘱是什么意思?

(叮嘱是再三嘱咐的意思。经常叮嘱说明父亲不止一次地这样
教导我。)

(4)指名读句子。

(5)想当然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画走了样?

(想当然是凭主观想象，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画走了样是指
画出来的图形和原来的实物不一样。)

(6)父亲为什么告诉我不要想当然?

(父亲告诉我，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否
则就会把东西画走了样，失去了原物的本来面目。)



(7)让学生说说自己理解父亲这番话的意思。

(1)让学生依照课文内容回答。

(图画课上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那样，而像是个
五个角的什么东西。我认认真真地看，老老实实地画，自己
觉得画得很准确。)

(2)出示句子：

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那样，而像是五个角的什
么东西。

(因为我的座位在前排靠边的地方，讲桌上那两个杨桃的一端
正对着我。所以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样子。)

(4)作者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平时看到的杨桃的样子画?

让学生联系上文父亲的叮嘱，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从小父亲就教育我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
么样，不要想当然画走了样。所以我认认真真地看，老老实
实地画。)

(5)看了我的画，同学们有什么反映?老师又是怎么做?怎么说
的?

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先到我的座位坐下来审视了一下讲桌
上的杨桃，然后让几个同学轮流坐到我的座位上观察，最后
和颜悦色地讲明道理。

(6)老师是怎么说的?指读这段话。

(7)让学生想一想这段话共有几句?



(8)让五位同学分别读句子，说句意。

(9)让学生默读这段话用‖号给这段话分层。

(10)讨论：这段话可以分为几层?(分两层)

第一层(1～2句)：用具体事例说明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
子也就不一样。

第二层(3～4句)：教育学生不要讥笑别人，要看人家是从什
么角度看的，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画成
什么样。

(11)这两层之间是什么关系?(因果关系)

(12)老师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不要随便讥笑或否定别人，要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
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5、老师在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表情有什么变化?

让学生从文中找出描写老师神态的词语。

审视严肃和颜悦色

什么是审视?老师审视之后表情为什么变得严肃了?

(审视是仔细周密地查看，说明老师看得很认真。看后他发现
我明明画得很准确，但别人却说不像。这种现象引起了他的
深思，所以他的神情变得严肃了。经过半晌认真思考，老师
和颜悦色地对学生进行了教育。)

(三)回顾全文，联系实际。



谈话引导：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使作者一生受用，你读了这篇
文章后受到哪些教育?让学生联系实际谈收获。

(四)总结全文。

(五)布置作业。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1、使学生会计算三位数加、减三位数

2、使学生能够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进一步领会加、减法
估算的基本方法，增强估算意识。

3、使学生理解验算的意义，会对加法和减法进行验算，初步
养成检验和验算的习惯。

两位数加两位数

万以内进位加法

1、经历万以内进位加法的认识过程，理解万以内笔算加法的
计算法则

2、能应用法则准确地计算两位数进位的加法题

万以内进位加法的计算法则

一、复习导入，引入新知

1、口算：50+70300+500900—50044+22

30+5035+5587+49（遇到困难）

2、87+49不能用口算一下子就算出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



下万以内进位加法。

二、新课展开

2、列式计算。用举手的方式，认为不行的举手？为什么不行？
说明理由。

3、同桌交流算法5+7=1240+40=8012+80=92

45+7=5252+40=92

47+5=5252+40=92

4、同学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真能干！那有没有同学直接
用45+47算的，说一说你是怎样思考的？（请生上台演示）

5、列竖式计算

6、多媒体出示例1图片，独立完成计算，（两个学生板演，
其余同学在书上完成）

7、列竖式计算（重点讲解）

三、巩固练习、拓展提高

1、独立完成做一做1、2

2、请生回答，集体讲解订正

四、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位数加位数的运算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五、作业



完成练习四

3位数加三位数连续进位加

2、通过观察、计算等方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合估
算的方法

3、提高学生计算的正确性和计算速度

3位数加3位数连续进位加

3位数加3位数连续进位加的口算和笔算算法

一、复习导入

昨天我们学习了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运算法则，同学们还
记得怎样算吗？现在老师要考你们一下。

1、完成下列各题76+3724+8998+66980+660985+665

二、探究新知

1、多媒体出示主题图，估算爬行类和两栖类一共有多少种？

2、小组讨论估算值，说明理由。

3、请生列式做精确计算，看看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物和两栖
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4、指明学生板演，集体讲评（教师强调：哪一位上的数相加
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1，在计算到前一位的时候不能忘记加
进位1、）

三、巩固练习、拓展提高



1、完成教科书上做一做，集体讲评订正。

2、多媒体出示教科书练习五第10题，开动脑筋，独立完成。

四、小结

通过两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但掌握了连续进位加法，而且懂
得了中国爬行类和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的种数，其实我国
还有许多珍稀野生动物，打开课本15页，说一说在表中发现
了什么数量关系？自己找出表中的数量关系，形成问题，并
列式解决问题。

五、作业

课本练习五1~9题

万以内数的连续退位减法

1、经历万以内数的连续退位减法的认识过程，学会三位数与
三位数的退位减法

2、通过观察、估算等方法，能正确的笔算多位数减法。

3、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万以内数的连续退位减法

万以内数的连续退位减法的笔算算法

一、复习导入

1、口算（指生回答）

80—7=56—3=76—12=98—35=



2、竖式计算（指生板演）

654—12=123—100=876—123=587—198=

师小结：587—198=竖式计算应该注意点什么？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学习。

二、新授

（一）例1

1、多媒体出示教学例题1：放假同学们都喜欢去旅游，在我
国云南有三个美丽的地方，

2、小组讨论估算大理到丽江有多远？说明方法

3、用线段图的方法来理清问题，图中昆明到丽江的路程拉成
一条直线，可以使问题中的数量关系更加明了。

4、列竖式计算，指生到黑板演示

（二）例2

1、现在我们把517改成507，想一想，计算上有什么不同？自
由发言。

2、同桌交流计算方法，然后选出代表，指生到黑板前讲，把
你们认为最容易的方法说给大家听，边讲边板书。然后请其
他学生讲评。

师小结：改了数字之后还是要按照减法运算法则来计算

（三）例3

1、怎样计算500—185（自由发表意见，方法越多越好）



2、用竖式计算，指生板书

三、巩固练习，拓展提高

完成第23页的做一做

四、小结

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五、作业

完成作业练习六

新课标三年级语文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叮嘱、哈哈大笑、审视、
严肃、半晌、和颜悦色、熟悉、相似、受用等词语。练习用
不像而像、不要要造句。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两段。

3、能读懂课文主要内容，知道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
不同。

4、继续练习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思想教育：知道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不同。

教学重点、难点：

1、联系上下文，体会老师通过画杨桃这件事所讲的道理。



2、理解老师说的一段话中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体会把一段话
写清楚的方法。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题质疑导入：

1、齐读课题。

2、让学生围绕课题质疑。

例：(1)谁画杨桃?

(2)怎样画杨桃?

(3)画杨桃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4)作者为什么要写画杨桃这件事?

(一)学生按要求自学生字、词。

(三)检查自学。

(四)理解词义。



1、理解词义。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五)自读课文，初步了解内容。

1、指名读课文，初步了解内容，知道本文写的是我在图画课
上将杨桃画成了五角星，引得同学们大笑。老师仔细观察后，
肯定了我画的内容是对的，并讲明了道理。

2、让学生自读课文，标画出文中不理解的词句，提出质疑。

(六)作业。

1、写词语。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读题导入。

1、齐读课题。

2、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用一句话把题目的意思说完整。

例：

(1)我在图画课上画杨桃。

(2)我在图画课上画杨桃，把它画成了五角形。

(3)我把杨桃画成了五角形，得到老师的肯定。

3、提问引入：



我把杨桃画成了五角形，惹得同学们大笑，老师没有批评，
反而肯定了我画的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仔细阅读课
文，弄清其中的奥妙。

(二)抓住重点，理解内容。

1、指名让三位同学分三部分朗读课文。

(1)第1自然段为第一部分。

(2)第2至倒数第2自然段为第二部分。

(3)最后一自然段为第三部分。

2、投影出示句子：

这位老师的话同我父亲讲的是那么相似，他们的教诲使我一
生受用。

(1)什么是教诲?什么叫受用?

(2)老师讲的是什么话?父亲讲的又是什么话?

(3)指名回答后，引导提问：为什么老师和父亲教诲使我一生
受用呢?

3、指名读第1自然段。

(1)出示句子：

你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不要想当然
画走了样。

(2)这是谁在什么时候对我说的话?



(这句话是父亲在我读小学四年级初学画画时，经常叮嘱我的
话。)

(3)经常叮嘱是什么意思?

(叮嘱是再三嘱咐的意思。经常叮嘱说明父亲不止一次地这样
教导我。)

(4)指名读句子。

(5)想当然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画走了样?

(想当然是凭主观想象，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画走了样是指
画出来的图形和原来的实物不一样。)

(6)父亲为什么告诉我不要想当然?

(父亲告诉我，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否
则就会把东西画走了样，失去了原物的本来面目。)

(7)让学生说说自己理解父亲这番话的意思。

(1)让学生依照课文内容回答。

(图画课上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那样，而像是个
五个角的什么东西。我认认真真地看，老老实实地画，自己
觉得画得很准确。)

(2)出示句子：

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那样，而像是五个角的什
么东西。

(因为我的座位在前排靠边的地方，讲桌上那两个杨桃的一端
正对着我。所以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样子。)



(4)作者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平时看到的杨桃的样子画?

让学生联系上文父亲的叮嘱，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从小父亲就教育我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
么样，不要想当然画走了样。所以我认认真真地看，老老实
实地画。)

(5)看了我的画，同学们有什么反映?老师又是怎么做?怎么说
的?

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先到我的座位坐下来审视了一下讲桌
上的杨桃，然后让几个同学轮流坐到我的座位上观察，最后
和颜悦色地讲明道理。

(6)老师是怎么说的?指读这段话。

(7)让学生想一想这段话共有几句?

(8)让五位同学分别读句子，说句意。

(9)让学生默读这段话用‖号给这段话分层。

(10)讨论：这段话可以分为几层?(分两层)

第一层(1～2句)：用具体事例说明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
子也就不一样。

第二层(3～4句)：教育学生不要讥笑别人，要看人家是从什
么角度看的，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画成
什么样。

(11)这两层之间是什么关系?(因果关系)

(12)老师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不要随便讥笑或否定别人，要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
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5、老师在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表情有什么变化?

让学生从文中找出描写老师神态的词语。

审视严肃和颜悦色

什么是审视?老师审视之后表情为什么变得严肃了?

(审视是仔细周密地查看，说明老师看得很认真。看后他发现
我明明画得很准确，但别人却说不像。这种现象引起了他的
深思，所以他的神情变得严肃了。经过半晌认真思考，老师
和颜悦色地对学生进行了教育。)

(三)回顾全文，联系实际。

谈话引导：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使作者一生受用，你读了这篇
文章后受到哪些教育?让学生联系实际谈收获。

(四)总结全文。

(五)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