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汇
总9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运用“抓关键词法”，学习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2、引导学生根据课文情境，练习说话，体会男孩送报的艰辛
与诚实。

3、运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学习作者用词的准确性。

4、通过第六自然段的朗读指导，使学生懂得只有诚实的劳动，
才会有真情的回报的道理。

教学重点：

通过学文使学生懂得：付出了诚实的劳动，必定会得到真情
的回报。

教学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收集关于圣诞节的资料；教学插图。

教学过程：

一、 激趣导入：（对对子）

天对地，室对… 假义对（真情） 付出对 （回报）

二、整体感知课文

在学生将课文读通读顺的基础上，检查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
况，并运用以下几个词语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加点的字是
教材要求认识的）

肺病 挣钱 沉甸甸 前夕 崭新

（课文讲述了爸爸在得了肺病后，“我”为帮家里挣钱，每
天挎着沉甸甸的大口袋为订户们送报。因为“我”诚实劳动，
在圣诞节前夕，订户们送“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的故事。）

三、体验真情，学习语言，指导朗读

1、默读课文，思考

订户们为什么要送“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一是因为“我”家境贫寒，急需一辆自行车；二是“我”
诚实努力的劳动得到了订户的认可。）

“我”是怎样诚实劳动的呢？这是课文的一个空白的，我设
计了这样一个练习

下雨天，我挎着沉甸甸的大口袋，

下雪天，我挎着沉甸甸的大口袋，



生病时，我依旧挎着沉甸甸的大口袋，

2、在学生感受”我”的诚实劳动后，再指导学生学习

第六自然段，抓住 “凑”字，感受大家对“我”的真情回报。

“这是给你的圣诞礼物，”基尔恩先生把我拉到车前
说，“我们大家凑钱买的。信封里是圣诞卡，还有一个星期
的报费。”我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位太太叫大伙
静一点，然后对我说：“你是我们遇到过的的送报人。”

3、指导朗读这一段。

四、小结

指导学生朗读、背诵课文结尾的一句话：诚实的劳动换来的
是难忘的关怀与爱意。使学生对全文的感悟得到深化、升华。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二

1、认识“缸、隙”等九个生字。

2、理解“末端、钳子、掀开”词语的意思。

1、能够运用已学的方法说出第三自然段的大意。

2、发现作者通过细致观察，分部位描写，运用想象把小虾
的“有趣”写得细致生动的秘诀。尝试运用学到的方法写一
写生活中的小动物或者小昆虫。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了解小虾的生活习性，体会作者对小
虾的喜爱之情。

一、初识小虾，检查预习



1、今天，咱们也来认识一种小动物——板书课题。

2、课文都预习过了吧？检查生字词出示：末端那副钳子（出
示小虾图片，请学生来指一指部位）掀开搏斗（做一做掀开
的动作）

3、出示图片，认出哪个是千年虾，哪个是才长大的小虾？

4、这群小虾就生活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那口空着的缸里。

（1）出示：句子；

（2）指导朗读。

二、走近小虾，初读感知

1、初读提示：大声自由地读读课文，想想，这到底是一群怎
样的小虾？

2、生自由朗读。

3、交流感受，自由抒发。

三、细读小虾，聚焦有趣出示第三自然段，请同学们自由读
一读这段话，哪里让你觉得小虾特别有趣的，就用波浪线划
出来，并想想为什么。

预设（一）姿态各异

1、出示：它们有的独自荡来荡去，有的互相追逐，有的紧贴
住缸壁。

2、这里的小虾为什么特别有趣？

3、你想当哪只小虾，和同桌说说。



预设（二）体会“生气”

1、体会“一张一张、一翘一翘、一突一突”的有趣。

2、朗读点拨：边做动作边读，感受小虾的有趣。

3、体会作者用“分部位、细观察、会想象”的方法。

预设（三）读好“搏斗”，感受激烈。

四、关键语句，概括大意

1、出示第三自然段，哪句话提示了段落的主要意思呢？

2、出示《花钟》的第一自然段，找到关键语句。

3、读一读，划出片段中概括大意的关键语句。

4、从其他语句中感受小虾的有趣。

五、联系生活，练笔写话

1、小结板书，提炼写法。

2、你在生活也曾这样细致地观察过小动物或者小昆虫吗？你
觉得他什么时候最有趣呢？

3、自由表达，尝试练笔。

4、引导学生借助星级评价表，完成自我评价和评价同桌或者
他人作品。

六、小结课堂，布置作业（摘抄生动细致的语句）。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三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
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
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扇走了夏天
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
哇飘哇，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
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
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
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
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

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
了。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
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
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脚下。它们都在准
备过冬了。

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
首欢乐的歌。

《秋天的雨》语文教案

教学要求：

1.认识“钥、匙”等11个生字。会写“盒、丰”等13个字。
能读写“清凉、留意、扇子”等16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背诵自己喜爱的部分。

3.喜欢秋天，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对秋雨的喜爱。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教学难点：

1.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2.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特点。

课前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让学生在父母的带领下到户外去感受秋天，还可查阅
资料从文字图片上去感受秋天。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欣赏秋色，育情导学。

1.教师引述：这儿有几幅画面，想让同学们欣赏一下，并说
说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好吗?

2.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教师一一出示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



展示课件。

3.唤起情感：你觉得这样的景色美吗?你喜欢秋天吗?为什么?

4.学生交流看法和感受。

5.想象导学：

a.请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说说是谁把美好的秋色带到我
们的眼前?

二、听读课文，感知内容。

1.播放朗读录音或配乐范读课文。要求：边听边想象画面。

2.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引导学生初步体悟本文语言文字的
美。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读通句子，
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多读几遍。

4.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读给同桌听听。

5.快速阅读课文，看看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秋天的雨的?

三、品读课文，想象动情。

1.品读第一自然段。

(1)营造气氛，引导学生反复品读，谈谈自己对本段的看法。

(2)在品读时，注意读好“清凉和温柔”、“轻轻地”、“留
意”，其中“留意”一词需引导学生理解。

(3)想象画面：秋天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你最想看到的是什



么?

2.品读第二自然段。

(1)引导学生朗读：秋天的大门打开后，作者首先看到的是什
么?

(2)指名学生朗读后并回答。

(3)采取赛读的方式让学生欣赏性地朗读课文，喜欢哪一句就
读哪一句，并把那一句所描写的景物简单地画一画。

(4)品析文字：你觉得这一段中哪一句说得格外有趣?

四、变读为述，积累语言。

1.师引：假如是在诗歌朗诵会上，你打算用怎样的方式把这
两段内容朗诵给大家听?

2.让学生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朗诵练
习。

3.指名学生上台进行表演性朗诵并点评。

五、识字写字。

1.学习生字，交流学法。

注：注意区别“飘、漂、票”

3.练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听写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秋天的雨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有着一盒五彩缤纷的颜
料，她把秋天的田野染得格外美丽，引读第二自然段。

3.引导学生背诵第二自然段。

二、交流感悟，丰富想象。

1.品悟、想象第3自然段内容。

a.教师引导：谁能说说你从第3自然段里，看到了秋天的雨里
还藏着什么?

b.学生交流后，再围绕“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让学生想象：
秋天的雨里还藏着哪些香味。

e.让学生带着这种美好的情感再读第3自然段，可让学生评赏
谁读得好，以评促读。

2.品悟、想象第4自然段。

d.语言训练：出示说话卡片：“它告诉大家，____________。
小喜鹊____________，小松鼠____________，小青
蛙____________，松柏____________，杨柳树
叶____________，大家都在准备过冬了。”先让学生说说其
它动植物是怎样过冬的，然后讨论交流这些话如果放在文中，
放在哪里最合适。

三、总结拓展。

1.出示课文第1—4自然段的开头句，让学生背诵课文，学生
愿意背哪部分就背哪部分。



秋天的雨，是一
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有一
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藏
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吹
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活动：美丽而又丰收的秋天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身边，学了这篇课文后，此时同学们最想做的又是什
么事?(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余组织指导学生开
展观察活动，为语文园地的教学活动作铺垫。

板书设计：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是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带来冬天的消息丰收欢乐

《秋天的雨》教学反思

《秋天的雨》是一篇语言特别有韵味的写景美文。我在教学
之前便给它定位为重点让学生欣赏文章的语言的韵味，感受
秋天绚丽多彩的色彩美、美妙的声音，让学生以各种形式的
读来感受和想象。



教学中我首先以秋天的季节特点导入，然后配乐范读课文。
让学生听朗读，说说自己的感受。通过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通过词语分组让学生感受新词的层次，在这里我没有在田字
格里给学生范写，这是一个关键的失误，三年级的学生还不
具备独自认读、写字的能力，这一点以后我会多加注意。

重点讲第二自然段：看到了什么?让学生在读中抓住两个重点
句子：“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呀扇呀，扇走了夏
天的炎热。”;“红红的枫叶像像一枚枚邮票，飘呀飘呀，邮
来了秋天的凉爽。”读中让学生观察这两个句子并同桌讨论，
再说说自己发现了什么?然后拓展训练“_______像______”
的句式。在让学生欣赏优美句子的同时，让学生发挥想象，
能说能写。学习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感受秋天的色彩美。
说说秋天有那些颜色?理解“五彩缤纷”的意思。在重点字词
上，抓住“邮”这个字，用换词的方法，例如换成“带”可
不可以，让学生体会“邮”字的好处，并进行交流。

上完这节课，我感受很多，思考很多。有收获也有遗憾，教
学中，首先是师生都走进了文本，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同时
能较好地落实知识点并拓展，收到较好的效果。但也有遗憾，
安排计划只能是预设的，而课堂是多变的。当学生不能按照
我的预设回答问题时，我有一些手忙脚乱，安排欠妥，在某
些环节放开了没能即时收回来，造成时间不够，没有时
间“回读”感受也说明我的教学不娴熟，没有做到“教育机
智”。而且这篇课文应以读为主，但在指导学生朗读上功夫
不够，没有让人感觉到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有层次的进步的朗
读，应该让学生也尝试配乐朗读。

在安排课时上第一课时应该重点强调字词基础，把生字和生
词砸实，比如组词，多音字，偏旁等，让学生在预习的同时
自己来交流反馈。并且把练习册的练习当堂订正反馈。而我
在教学中省略了这些步骤，有失妥当。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
我还应该多多注重细节，灵活应变，争取进步。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四

学习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设计、参加、
雄伟、全部、横跨、创举、减轻、冲击力、重量、节省、坚
固、美观、石栏、栏板、精美、图案、前爪、回首、遥望、
双龙戏珠、才干、宝贵、遗产”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喜欢的部分。

3、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增强民族自豪感。

4、在积累语言的同时，学习怎样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

教材简说：

这篇说明性的课文，向我们介绍了赵州桥的雄伟、坚固和美
观。课文语言准确，简练，又不乏生动。短短的几百字，不
但写明了赵州桥的位置，设计者，建造年代，更重要的是，
把赵州桥的外形特点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然后讲这样设
计的好处：减轻冲击力，节省石料；并对其设计的美观加以
描绘，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
干。

这篇课文，从建筑艺术这个侧面，介绍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
化。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
情绪。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赵州桥的建造特点，体会作者
的表达方法；教学难点是帮助学生理解赵州桥设计上的特点
及其好处。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五

1、认读词语。

2、回顾主要内容，说说你心目中的赵州桥

雄伟、坚固

1、学生读第2自然段。

2、学生找这一段的中心句：赵州桥非常雄伟。

3、为什么说它雄伟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赵州桥非常雄
伟"的

4、学生汇报交流：长度，宽度，建筑材料，形状特点

5、引导学生体会大小桥洞的作用和这种设计的优点。

6、播放"赵州桥"图象资料，感受它设计上的巧妙，理解"创
举"。

7、看了这些资料，你想说什么你能用一两句话赞美一下吗

8、体会作者围绕一句话把内容写具体的方法。

9、再读第2自然段，

美观

1、学生轮读课文第3自然段，谈谈自己读懂了什么

2、"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3、赵州桥到底怎样美观呢引导学生想象龙的其他形态。用"



有的……有的……还有的……"说话。

4、齐读，再次感悟作者围绕一句话把内容写具体的方法。

1、齐读最后一段。

谈谈学习感受。

小练笔：

下课了，操场上真是热闹啊！……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六

1．会认“坝、汉”等10个生字，会写“晨、汉、球”等13个
生字。正确读写“坪坝、穿戴、打扮”等词语。

2．能和同学交流课文中有新鲜感的句子，说一说这所学校的
特别之处。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
之情。

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之情。

1．布置学生搜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和风情的图片、文字
资料。

2．教师准备具有民族特色的音频、图片资料、挂图、生字卡
片。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展示自己找到的有关图片，介绍自己了解的少数民族的情
况。

学生展示介绍，教师提示学生着重介绍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
生活习俗。

2．教师利用课后资料袋中的图片，补充介绍课文中涉及的傣
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

二、揭示课题，范读课文。

2．板书课题：大青树下的小学。

3．教师配乐范读。

三、试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1．这所民族小学美不美？大家肯定想亲自去走一趟，转一圈。
请你自己试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根据注音拼读一下，
读不通顺的地方反复多读几遍。

2．学生试读。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教师相机出示每小节中带生字的新词，正音、巩固。学生感
到陌生的词语也提示一下。

四、分组朗读，小组间比赛。

1．分小组朗读，每组读一自然段，各组练习。

2．各组练习后进行比赛。



五、巩固字、词，指导写词。

1．指名读生字，新词。

2．指导书写课后田字格中的字。

a．着重分析指导“晨、绒、服、装、读、影”。并且在黑板
上田字格中示范。

“晨”是上下结构，注意“辰”要拖着“日”，相互要结合
紧凑。

“绒”是左右结构，由“纟”和“戎”组成，右边的“戎”
共六笔，不要漏写。

“服”的“月”字旁要瘦一些。

“装”是上下结构，书写要紧凑。

“读”是左右结构，右边是“卖”，不是“买”。

“影”是左右结构，右边三撇，写得匀称。

b．学生写字。

3．抄写词语表中列出的本课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指名朗读生字、新词，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导入：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小学的
美。这一课我们要朗读感悟，我们会进一步地通过朗读感悟



民族小学的美。

二、分段读议，加深感悟。

1．第一自然段。

a．请各自轻声读第一段，想一想读完部分课文，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

b．学生读后交流。

可引导学生从上学路上的景色、不同民族学生的服饰、到校
后的活动等方面想象、讲述。

c．大家一边在头脑中展开想象一边朗读就能读得更入情入境，
谁来读一读？教师评点后再指名练习。

d．配乐朗读这一段。

2．第二、三自然段。

b．学生各自读课文，然后交流。

引导学生转换角色，入境体悟窗外的安静，体会是周围的花
草鸟虫猴子都被教室里优美的读书声吸引，静静地欣赏，不
忍打搅。反复朗读这几句话。

d．下课了，小朋友做些什么？操场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想
象描述。朗读有关句子。

4．第四自然段。

a．这所民族小学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交流感受。



b．我们参观了这所民族小学，了解了他们上学、上课学习、
下课活动的情景，多么美丽的民族小学，多么可爱的学生！
参观结束了，让我们说上几句道别的话。

c．齐读这一自然段。

三、感情朗读，比赛背诵。

1．课文写得很美，你喜欢哪一部分？请你有感情地朗读一下。

2．把你喜欢的部分背下来，看谁先背出来。

四、抄写句子，加强积累。

把描写窗外安静的句子抄在作业本上。

五、综合性学习。

你们的课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让我们把每天的课余生活记
录下来。可以用日记的方式来记，也可以用列表格的方式来
记，以后我们再来交流。

板书设计：

大青树下的小学

穿戴不同语言不同

共同学习共同游戏

热爱团结

教学反思：

在这一节语文课的教学中，我感悟到指导朗读，除了可以创



设一种情境，再现教材的有关形象，引导学生理解教材所描
写的事物，激发学生和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能读出文章的
意境外，还可以巧用学生的体验，进行移情朗读，使学生受
到情感熏陶，享受审美的乐趣，从而培养语文素养。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七

原文：

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自己的姐姐。当时孙中山的家里很穷，
他的姐姐一点儿也不怕吃苦，洗衣、烧饭、插秧、挑柴，样
样活儿都干。空闲时，姐姐就陪孙中山一起玩。孙中山最爱
听姐姐唱歌，姐姐也经常唱给他听。

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看见妈妈正在用一根长长的布条，
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姐姐痛苦极了，眼泪直往下流。

孙中山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便对妈妈说：“你为啥要姐姐受
这份罪呢?姐姐缠了脚，还能下田干活吗?”

妈妈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也知道缠小脚不好，可这是祖
宗传下来的呀!女孩子不缠小脚会被人家笑话的。”

“既然知道缠小脚不好，就不该去做。别人笑话怕什么!”

“你年纪小，还不懂得这些事。”妈妈含着眼泪把孙中山推
出了房门……

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没有
听到姐姐的歌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

后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他首先废除
的就是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字：穷、陪、唱、疼、罪、缠、懂、废

词：喜欢、插秧、唱歌、布条、缠足、痛苦、祖宗、刺痛

重点句子：

1、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自己的姐姐。当时孙中山的家里很穷，
他的姐姐一点儿也不怕吃苦，洗衣、烧饭、插秧、挑柴，样
样活儿都干。空闲时，姐姐就陪孙中山一起玩。孙中山最爱
听姐姐唱歌，姐姐也经常唱给他听。

2、妈妈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也知道缠小脚不好，可这是
祖宗传下来的呀!女孩子不缠小脚会被人家笑话的。”“既然
知道缠小脚不好，就不该去做。别人笑话怕什么!”

3、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没
有听到姐姐的歌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后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他首先废除的就是
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主要内容：

《孙中山破陋习》讲了孙中山知道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曾对中
国妇女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体会孙中山对封建陋习的憎
恨以及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小学三年级语文期末知识点

1、对子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秋月白，晚霞红，水绕对云横。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2、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子不学，非所宜。幼不
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
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3、蔬菜水果的儿歌

正月菠菜才吐绿，二月栽下羊角葱;

三月韭菜长得旺，四月竹笋雨后生;

五月黄瓜大街卖，六月葫芦弯似弓;

七月茄子头朝下，八月辣椒个个红;

九月柿子红似火，十月箩卜上秤称;

冬月白菜家家有，腊月蒜苗正泛青。

4、会填

匆匆地离开

悄悄地说话

轻轻地抚摸

甜甜地笑了

快活地歌唱

拼命地工作



好奇地盯着

认真地写字

5、八字成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三年级小学生如何学好语文

1.要记住重点。

老师一般在上课的时候，都将考试的重点讲三遍，所以在上
课的时候，认真的听课，将老师所要说的重点用笔画出来，
并且记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课后期间自己再做一次小温习，
这样加深记忆力。

2.要勤做笔记。

自己要准备一个小笔记本，将老师讲的重点都抄出来，以后
做作业或者是复习考试的时候都拿出来多读，多看几次，这
样就可以记住最基础的知识点，也不会在考试的时候出现错
误，养成习惯，可以提高语文的成绩。

3.学会多朗诵。



小学的语文靠的就是多读多背诵，读的多了，不但可以提高
自己的朗诵的能力，还可以多认识一些陌生的字，还有发音
标准，关键的词语、成语都可以记住，有助于提高作文水平，
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记忆力。

4.善于提出问题。

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多问一些语文水平好的同学，或者是
老师，然后自己通过他们给予自己的答案再多加思索，看看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解决这些语文的问题，多学习，
多交流。

5.要打好基础。

小学语文主要就是拼音和一些词语，只要学会了这些学起来
就容易多了，拼音一定要记住哪些是声母和韵母，每个音调
是怎么使用，怎么去拼出来，在课本遇到的新的拼音就要用
笔画出来多写多读几遍。

6.要多查字典。

只要你们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都要学会查字典，字典是
你学习的第二任老师，遇到不懂的多查字典，字典不但可以
让自己多认识生字，还可以在查字典的时候，记住词汇的部
首还有拼音，加深记忆。

7.要对语文感兴趣。

这点对于学习语文有很大的作用，开始接触的时候小孩子或
许觉得有点困难，慢慢的就产生厌恶，最后发展成了抵触，
有了这样的心理对学好语文就产生了困难，所以家长和老师
一定要齐心协力的帮助孩子，不要轻易的放弃。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八

1、通过对比，识记容易写错的生字。培养学生归纳、整理易
错字的习惯。

2、熟读并试着背诵《数九歌》，了解冬至过后的数九节气。
体会人们向往、热爱春天的

情感，感受生活的美好。

通过对比，识记容易写错的生字。培养学生归纳、整理易错
字的习惯。

一、谈话引入新课。

1、师：你们平时经常写错字吗？遇到容易写错的字你们是怎
么处理的？是一直让它错下

去？

2、全班交流。

3、师：今天我们将学习解决易错字的方法。

二、展示台

1、看看其他同学是怎样处理易错字的，一起来看看吧。

棉被———泼水纸巾———低头

带领———展现战士———土地

散步———南瓜今天———口令

带领———穿戴果园———圆心



以后———已经汽水———气体

再见———正在心情———晴天

2、读一读，把平时你也容易写错的字圈起来。

3、你也学学书上的办法将这里边到再在你还容易写错的字也
单独记下来，时刻提醒自己。

4、给你们5分钟，将你们平时容易写错的字在笔记本上用相
同的方法记下来。

5、同学们展示自己收集的易错字，提醒其他同学。

三、日积月累

1、出示数九歌。

2、学生自由读一读，借助拼音把数九歌读通读熟悉。

3、再读数九歌：自由读、同桌读、分男女读、全班齐读。

4、简要理解数九歌的意思。

5、试着背一背。

四、老师总结，布置作业。

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九

词序颠倒。词序颠倒是指句子中所遣用的词没有按一定语法
顺序进行造句，而是词的顺序颠倒了。

例1：“我们必须发扬和坚持刻苦学习的精神。”——应
将“发扬和坚持”改为“坚持和发扬”。



例2：“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大操场走
去。

”——应将“迈着整齐的步伐”与“排着整齐的队伍”的次
序对换。

指代不明。指代不明是指句子中的事物或人称交代不明确，
造成句子意思混乱。

代词分为人称代词[我、你、他(她、它)、我们……]，指示
代词[这、那、这里、那儿……]和疑问代词[谁、哪里]三种，
指代不明的病句指的是代词使用错误。这类病句主要有二类。
一类是一个代词同时代替几个人或物，造成指代混乱。二类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误用。

例1：刘明和陈庆是好朋友，他经常约他去打球。——应
将“他经常约他去打球”改为“刘明经常约陈庆去打球”。

例2：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应将“出现在那
里”改为“出现在哪里”。

不合事理。不合事理是指句子意思不合常理，违反常规。

例1：他异口同声地说：“这里的风景真美。——应去掉“异
口同声地”。

例2：这明月高悬、繁星满天的夜空真美。——应去掉“明月
高悬”或“繁星满天”。

修改病句的方法：

接着根据病句类型的特点，找出病因，然后改正;修改后看看
是否保留原句的基本意思，标点符号运用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