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 小学三年级语
文教案电子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篇一

《海浪》：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诗歌内容，了解诗歌意
境。

2、用配乐朗读的方式感受我们对大海的热爱”改变

3、感受爸爸、妈妈和“我”对大海的爱，以及大海对“我”
的意志品格的影响。重点朗读诗歌，感受我们对大海的热爱。

难点“我让奔腾的浪花钻进我黝黑的身体”这句话的理解。

教具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交代目标

1、词语读准确。

2、简单回忆课文讲了什么内容?



二、理解课文，落实目标。

1、诗歌中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怎样做的。

2、学生汇报。

3、读好一、二句。理解“曝光”的意思。现在都是数码相机，
简单的讲一下胶卷相机的原理，学生就明白这个词语的意思。

小结：刚才，是老师为大家讲解了“曝光”的意思，平时有
不懂的地方可以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是理解词语的好的方法，
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习惯。

4、爸爸为什么要把海浪装进录音机里呢?(把美留住，可以随
时听到——)

5、妈妈为什么要把海浪留在软片里呢?(看也看不够)

6、想象一下，她都会留下什么样的镜头?(波涛汹涌、波光粼
粼等)

7、读好这两个句子。

8、我们还可以把海浪装进什么里呢?

用谁，把海浪()在他的()里，说句子。

如：姐姐把海浪请到她的画板上。

爷爷把海浪录到他的录象机里。

9、学生汇报。

10、昨天留了查字典的任务，你能说说“奔腾是什么意思?



小结：查字典也是很好的理解词语的方法。

11、想象一下：奔腾的浪花是什么样?(不断涌起的，向前不
断推进)

12、哎呀，浪花怎么会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13、什么样的目光称为“坚毅”?你在哪看到过这样的目
光。(当需要决策的`时候，坚强的目光等)

14、你们用联系生活中的内容，理解了坚毅的意思。这样坚
毅的目光是怎么来的?

小结：我们又通过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把这个词语的意思理
解得更加透彻。

15、什么叫“无穷无尽”?还可以用“无穷无尽”形容什么?

16、“无”——“无”—的词语都是表示没有的意思，你还
能说几个这样的词语吗?

小结：在海浪的洗涤之下，小诗人得到了锻炼，他有了强健
的体魄，塑造坚韧了品格。

17、整体感情读3——5诗节。

18、总结理解词语的方法。

三、活动练习，巩固目标。

1、配乐品读。

2、完成课后题。

3、总结写作顺序，背诵。



四、全课总结。

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篇二

设计理念

叶老先生说过“学生犹如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
机能，只要给它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
谷、好树、美花。”课文《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写的就是叶
老先生，整个文本虽然重在叙事，但是有一些句子寓意是很
深刻的，而且这些句子恰恰就是引领学生走进“叶老先生”
为文为人的世界中去的文眼。为了理解这些含义深刻的句子，
首先得引导学生理解叙事部分的内容，因为有了感情的沉淀，
形成自己阅读文本的体验后，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描写爬山
虎句子中的深刻含义，这样才能缓缓地走进“叶老先生”的
为文为人的世界。

鉴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课时我就把教学的重点锁在第一部
分(叶老为肖复兴修改作文)的学习上，以“拿到叶老为我修
改的作文，我看到了什么?又有什么感受?” 为话题来组织教
学。让学生独立阅读课文，自己发现怎样修改作文，然后同
桌讨论，继而全班交流。处理重点段4、5自然段时侧重点不
同。第4自然段以词语“密密麻麻”为突破口，以叶老的修改
原件为教学辅助;第5自然段以叶老的简介和学生的想象说话
为教学辅助。因为学生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并非什么都要教
才会，让他们投身自主的学习中，孩子们智慧的火花就会碰
撞迸发。

创意解说

我认为这节课的创意有两个：

一是把学习课文内容与学习语言表达融合在一起。这篇文章
的特色就是肖复兴在叙事的同时，展示了叶老修改文章的一



个个细节。教学时我紧紧把握了文章这一特点，并巧妙地把
学习文本、理解文本和理解语言表达交融在一起：不仅让学
生感悟到叶老的人品(认真、平和、温暖)，也让学生感悟到
写文章的方法(用词准确、句子规范、具体感动)。让大家看
到，在语文教学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教课文内容，也能够
引导学生体会写文章的表达方式。

二是始终把体会语言和理解人物融合在一起。叶老在学生心
中有一定的印象，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前面课文《爬山虎的脚》
的学习，但是对叶老本人他们知之不多。在教学过程中我注
意到引导学生走近叶老。主要抓住了“认真”、“平和”，
让学生感受到“如春风拂面”，这些感受和叶老批改文章结
合在一起，非常自然。另外，在引导学生朗读的时候，适时
地把叶老的年龄、职位说出来，能够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
“平和” 的叶圣陶。这样对人物的理解就不是僵化的、概念
的，而是真实可感的。

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篇三

【教学要求】

1、认识生字3个。

2、体会“好像”、“似乎”两个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

3、理解句子的含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5、体会男孩爱护公物的好品质。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课文。

阳光明媚的春天来了，小朋友开心极了，可以去春游了。大
家带上自己做的风筝，去郊外放风筝。想不想跟他们一块儿
去?好，我们随同其中一个男孩一起去放风筝。

听课文录音，看图画演示。

这是怎样一个孩子?考考你的记忆，能不能用你刚才听到的有
关语句来描述?学生回答。老师把同学们的发言综合起来，请
听仔细：

放风筝的男孩出现了，看样子有七八岁。一张可爱的面孔，
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像两颗水灵灵的葡萄。身上雪白的衬衫，
就像天空中悠悠的白云。

能不能把刚才这段话听写下来?准备——听写完成课后练习。
校对朗读，同时出现男孩画面。

二、下面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放风筝。

1、把课文快速读几遍，读熟。有自己不能理解的地方做上记
号，提出来。

2、指名分节朗读。

3、学生质疑。

4、特别理解：“风筝又飞起来了，在天空中飘飘扬扬，天空
变得越发美了。”

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其中“越发”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
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来理解。(边理解边指导朗读)



理解同时，结合课后练习，比一比，用上“好像”、“似
乎”使两组句子有什么不同?

(边理解边品句，加强朗读指导)

5、解决学生质疑中的问题。

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为什么这么读?(第一部分风筝
飞上天，孩子很兴奋，语调要稍高些，突出孩子的高兴，我
们也随着他很高兴。第二部分，孩子捡风筝时，踩坏了花苗
又跑了，作者以为他是破坏绿化的不负责任的孩子，于是读
的时候语调下沉，略带批评的语气，读出生气了，不高兴了。
第三部分孩子用自家的花苗补上了被踩坏的花苗，说明他是
一个知错能改的孩子，读时应该带有表扬夸赞的语气，尤其
最后，风筝又飞了起来，看着这么好的孩子，谁不喜欢不高
兴呢?读时语调应更高，读得欢快些。)

6、学生示范，练读，指名读。

跟着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纯洁的孩子去放风筝，心里舒畅吗?高
兴吗?要把我们的喜悦欢乐和更多的人分享，我们也会变得更
快乐。回家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说给爸爸妈妈或者弟弟妹妹听，
好吗?所以我们得学会复述课文的本领。

7、出示课文复述提纲，请大家根据提纲，抓住每部分的要点，
先好好地读读课文，再用自己的话或书中优美的语句，不看
书，把故事说给大家听。小组准备。

指名分节复述课文。指名复述课文。边复述边看媒体演示。

大家学习的本领真强，学习效率也很高，最后让我们连起来
把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一遍。齐读课文。

三、全文总结。



学了课文，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孩子?可以从外貌上来介
绍，也在加上他的品质特点来介绍，可以用书中的句子，也
可以自己说。

一般写人时，我们都抓住人物特点来介绍的。这是写人文章
的一般规律。

四、说话。

学习课文的描写，请仔细观察一个同学，向大家作介绍。注
意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让大家猜猜他是谁。

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篇四

教学要求：

1.认识“洼、印”等6个生字。会写“铺、泥、晶”等13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初步体会隐喻的写作方法在文中的表达效果。

4.学习作者善于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教学重难点：学习作者善于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我们每天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你有没有发现路途上美



丽的风景?本文作者就发现了上学路上的美丽风景，让我们随
作者一起去学会发现美、描述美、赞赏美!

2.板书课题，并齐读课题。

3.作者简介：张秋生，诗人、儿童文学家，1939年8月生于上
海，天津市静海县人，长期从事少儿报刊编辑工作，曾任
《少年报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
会理事、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创作
集童话、诗歌、散文于一体的文学作品，作品抒情、幽默，
篇幅短小，富有儿童情趣和内涵，颇受小读者喜爱。本课就
选自张秋生的童话集《小巴掌童话》。

4.法国梧桐：大量传入我国约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主要
由法国人种植于上海的租界内，故称为“法国梧桐”，简
称“法桐”或“法梧”。叶子有5个叶尖，少有3个或7个，叶
子长宽差不多。正式的名称叫“三球悬铃木”，属落叶乔木，
是世界的优良庭荫树和行道树，有“行道树”之称。

二、自读课文，完成以下要求。

1.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认读生字，指正字音。

3.边读边思考：金色巴掌指的是什么?

三、自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自读课文，把你喜欢的句子用横线标出来。

2.课文分几部分，每部分主要写了什么?

3.通过上下文你理解了哪些词语?



四、交流课文内容。

1.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2.提出自己的疑问(简单问题当堂解决，解决不了留待进一步
读书解决。)

五、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认读、组词。

2.记忆生字，提醒学生与熟字区分比较。

3.书写点拨。

4.写生字和词语，当堂展评。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听写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语段。

二、自读课文，感知内容。

1.从哪里可以看出门前水泥道的美?在文中找出相关的句子。

2.小组内合作交流。

3.采用指名读、比赛读等方式激励学生朗读。

4.比喻就是打比方，就是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借助两
个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把一物当作另一物来写。如，本文中



“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每一片法国梧桐树
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
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使人一目了然，
形象生动。

5.你能说一个打比方的句子吗?

6.短文描写的是什么季节?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样的美景?

三、交流感悟，丰富想象。

2.小组内讨论交流。

3.指名说一说。

四、总结感受。

1.这篇课文描写了上学路上水泥道的美。秋天一夜风雨过后
天放晴了，“我”在上学路上，发现水泥道上布满了落叶，
通过比喻的手法详细描写了水泥道的美，最后动情地赞赏了
水泥道的美。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上学路上水泥道的美。

五、拓展练习。

1.根据短文内容填空。

(1)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

(2)梧桐树的落叶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

(3)棕红色的小雨靴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

(4)我还知道：____________像____________。



2.照样子写词语。

(湿漉漉)的水泥道(亮晶晶)的水洼

(绿油油)的麦苗(青灵灵)的树叶

小学教案电子版表格篇五

知识与技能：

1、会写本课8个生字，会读文中11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深刻体会同学之间的关爱之情。

过程与方法：

1、学生反复诵读，借助插图，展开想象来理解课文的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及情感进行分析。

3、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扩大学生阅读量。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帮助学生建立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
团结有爱的情感。

课前准备：课件、奖励评价志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播放学生的照片集

2、学生谈观后的感受

3、拿出自己准备的家庭照，互相交流、分享。

4、过渡

师：谁关注过爸爸妈妈?(学生回答)

师：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在妈妈睡着了的时候，仔细地看着
妈妈，你们想不想听听他讲讲?

二、学文

(一)揭示课题理解课题。

1、出示课题：妈妈睡了

2、指导读题目，读出情感。

(二)配乐范读

(三)交流感受

让学生谈谈听了课文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四)学习生字。

1、自读课文，老师提示要注意认读生字，多和生字打招呼，
直读到自己满意为止。

2、同桌互读。

3、指名接段读文。



4、学生评价刚才那几个同学读书的情况。

(1)评价优点

(2)提点意见

5、出示带生字的重点句子。

(1)读句中的生字。

(2)读句子

(3)去掉生字的读音再读。

(4)去掉生字所依存的语境，只剩下生字，再读。

(五)有感情地读课文。

师：仔细想，睡梦中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1、自读

2、班内交流。教师适当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睡梦中的妈妈
真美丽”、“睡梦中的妈妈好慈祥”、“睡梦中的妈妈好
累”

第二课时

一、升华文中的情感和思想

1、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2、展示并朗读班内一位学生母亲写给女儿的信。

3、再读课文。



二、写字

1、出示生字认读。

2、在具体环境中认读：课件出示带有生字的超市标签、公益
广告……

3、出示要写的生字

以各种形式和生字“打招呼”

4、让学生挑出最难写的字进行指导。

(1)老师范写

(2)学生描红

(3)讨论怎么记住这个字?

5、让学生找其他生字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如左右结构的字在
田字格中的占格位置等

6、学生练写其他的生字。

三、学后总结

老师让学生总结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四、课后延展

1、推荐短文

2、在小本本上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