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 三年
级课外阅读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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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篇一

指导目标：

1、通过导读，让孩子对故事的内容有一定了解，享受读书的
快乐。

2、激发学生对新书《窗边的小豆豆》的阅读兴趣，产生阅读
期待。

指导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阅读兴趣

导入：孩子们，你想象过这样一所学校吗，两棵小树长成的
活的门，几辆电车就是自己的教室，更奇特的是想上什么课
就上什么课，下午还可以去公园散步，运动会上的项目都是
学生们自己设定的，暑假里老师还会带学生去海边洗温泉！
是啊，看着同学们瞪大的眼睛，一定非常惊讶和羡慕吧！下
面就让我们到这所特别的学校“巴学园”里去和那个叫小豆
豆的女孩儿做个朋友吧！（出示书的封面）！

二、出示书名，了解作者

1、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书名。



2、读了书名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或想问的吗？在日本，窗
边族，指的是那些被人们冷落了的孩子。他们不是有生理缺
陷，就是有心理上的或者性格上的缺陷。

作者：黑柳彻子日本著名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她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1981
年出版后，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球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截至20xx年，日文版累计销量达938万册，成为日本历史上销
量最大的一本书。该书已被译成了33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
地，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两个整版的
书评文章，这一“殊荣”，不仅在她之前没有人获得过，在
此之后也再无第二个人。 该书的英文版仅日本国内销量就
达70多万册，至今无人超越。1984年，联合国的官员在读完
英文版的《窗边的小豆豆》后，认为“再也没有比她更了解
孩子的了”，因而任命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历史上第
一位亲善大使。

三、看封面，认识主人公

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这本书的主人公吧，这就是这本
书的主人公豆豆（出示封面主人公的图）

2、有同学看过这本书吗?那么请你说说小豆豆在你心中是个
怎么样的女孩子呢？或者：看图片，你觉得小豆豆是个怎么
样的小姑娘？（指名回答）

4、她就是作者黑柳彻子。（对照图）了解了这些有什么想法？

6、读了这句话有话要说吗？

四、分享经典情节，激发读书热情

1、小林老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17页《校
长先生》这个故事。



3、那么小豆豆的心里对这位校长又是怎样的感觉呢？

4、师：天真无邪的`豆豆曾经因为自己的举动而遭受到其他
老师和小朋友的另眼相待，可是在小林校长这里，她感到碰
上了真正可亲的人。真为小豆豆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感到高兴。

五、看目录，了解大概内容。

1、刚才我们看了这本书的封面和扉页，（拿书）知道了一些
知识，孩子们，你们以后如果有了一本新书，也要好好看看
封面哦，这样你积累的知识就会越来越丰富了！下面我们再
来看看这本书的目录。（一起翻阅书的回目录）：

3、指名学生汇报，教师总结：目录给我们提示了好多信息，
比如：故事的大概内容啊，故事还涉及到哪些人物啊等等，
所以我们以后读书不要忽略了目录哦。

4、好，下面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翻到你最想看的那个故事，
好好的过把瘾。

5、学生读书，出示提示：我看了《__________》这个故事，
觉得_____________，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按照
大屏幕上的提示，先和同桌小声交流一下，再汇报给大家听。

五、设置悬念，激起读书兴趣

1、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了。

2、有看过这本书的孩子还想再看一遍的吗？能不能说说理由？

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篇二

指导目的：



1、让学生在好书推介活动中认识更多有益的课外书籍，从而
进一步提高课外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2、指导学生归纳阅读方法，并实际运用到课外阅读中。

3、向学生推荐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文章，通过对这些课
外阅读，学生从中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达到教学延展的
目的。

指导重点：指导学生归纳阅读方法，并实际运用到课外阅读
中

课前准备：

1、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

2、要求每位同学都带一本自己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并准备向
别人推荐自己的好书的发言稿，记熟。

指导过程：

一、 推荐文章 引入指导

1、引入语：我们曾收集过不少的名人名言，高尔基说过“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说过“没有了书籍就像生
活没有了阳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的确是好东西！既然
是好东西就应该向大家推荐，和大家分享！

2、请1~2位同学把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推荐给大家。

3、同位互相推荐好文章。

二、引导学生总结读书方法

1、教师向学生推荐一组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让学生想



想为什么老师会推荐一组这样的文章。

4、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讨论我们有哪些好的读书方法。

5、生汇报讨论所得。[随机板贴]

6、小结。[板贴：课外活用]

三、运用读书方法进行课外阅读

1、学生运用读书方法阅读教师推荐的一组有关中华传统文化
的文章。

2、学生汇报读书所得。

3、小结：真高兴！同学们能运用学到的读书方法进行课外阅
读，更多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最后让我们共勉一
句：课内得法，课外活用。好文章向大家推荐。

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篇三

指导目的 ：

1、指导学生通过了解名人读书的方法心得，化为己用，促进
学生读书的积极性。

2、选择学习名人读书方法，提高自己阅读水平。

课前准备： 搜集一些名人读书的心得和方法。

指导过程：

1、 介绍名人，激发兴趣

出示《李平心五勤读书法》



（1）、学生读短文。

（2）、交流读文体会：

阅读要有恒心、要勤奋、要坚持不懈。

2、 介绍方法

（1）.教师介绍鲁迅读书的秘决：

不动笔墨不读书，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

（2.）学生介绍课前搜集到的名人的读书方法。

（3）.教师补充一些阅读秘诀如：“五勤”读书法；

“十目一行”读书法

阅读四法：一.扩大阅读面

二.勤于思考

三.勤于记录

四.善于运用

3、组织交流汇报

（1）.学生交流名人读书方法。

（2）.讨论理解名人学习方法。熟记一到两种读书方法

4、 尝试练习



（1）.教师教给方法。

（2）学生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进行阅读教师提供的阅读材料。

（3）.交流阅读资料，发问题进行捡测。

(4).汇报总结

5、 布置作业

巩固方法 用所掌握的阅读方法进行阅读并作卡片摘录。 落实
“五勤读书法”开展读书活动。

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篇四

指导目标：

1、让学生了解快速阅读法的重要作用。

2、通过指导使学生对快速阅读法的技巧能够掌握并在实践中
运用。

课堂学习材料准备：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穷人
与富人》

指导过程：

一、方法导读：

1、出示快速阅读法的技巧：

·不要反复浏览。凡是科技读物，一般只须顺着读一遍即可。
如有必要，也要等整篇读完之后，再回过头重复某项内容。
避免眼睛不断地来回转动。 ·要默读，不要朗读。发声的阅
读是快速法的大敌。 ·阅读时，视线应与读物成垂直线，并



充分发挥视线的“余光”作用，多看到一些内容。

·要聚精会神地阅读。快速阅读必须有“强化”的注意力。
·提倡有理解地阅读。阅读时，抓住实质性的关键词。读物
的内容实质，正是阅读时应弄通的重点。理解，就是探索出
读物的思想意义。 ·在阅读中，运用要领记忆的基本方法，
有目的地去记。不必去记无关紧要的词句，却要记住作者意
图及内容实质。

2、学生看后教师讲解，学生识记

二、学生演练：

1、学生自己试练：找篇课文试试这个技巧。

2、发放材料《青蛙王子》

（1）说明要求：运用快速阅读法，比比谁用最短的时间把文
章阅读完。阅读完后要求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2）学生进行阅读

b、小公主为了捞回金球，答应了青蛙什么条件？ c、国王是教
育他的小公主做人应该怎样？ 3、进行阅读交流。

4、再次进行竞赛，发放材料《穷人和富人》 问题：

三、学生反思：

1、经过两次训练，自己有什么收获？请你讲出来让大家听听。
2、把这次学习的收获写下来。

四、课外实践：

给自己制定每天一定的阅读量，按照快速阅读的方法进行训



练。

安徒生童话阅读教案三年级篇五

指导目标：

1、在活动中，对学生进行读书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爱读书
的习惯，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2、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初步的搜集信息处理信息
的能力。

指导重点：

培养学生初步的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课前准备：

1、准备《十万个为什么》、《名人故事》两本书。

2、准备《李四光》一文，学生人手一份。

3、搜集学生学生想要查阅的问题、信息。

指导过程：

一、激情导入，自主发现：

1、谈话导入：

学生交流

师：还记得关于书籍的一些名人名言吗？高尔基说过“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我们老祖
先留下的一句话。是的，读书是一种享受，经常读书会使我



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而且读书还能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自主查找。

3、小组汇报。

4、师：看来读的书多了你们也能当老师啊，谁来告诉老师你
们是怎样找到答案的？

交流。

5、师相机把学生的方法写在黑板上：浏览目录---寻找页码-
--读文章的正文

小结：孩子们，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知识犹如大海，我
们学是学不过来的，幸好我们有一位不会说话的良师益友---
那就是书。学会查阅书籍，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已经成了我们
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学习。

二、巩固练习，深入探究

1、过渡语：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最简单实用的读书
方法--查阅，下面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谁来根据《十万个为
什么》这本书的目录给大家出题。

2、学生自由出题，小组竞赛。

3、情境创设：刚才我们是直接指定了一本书查找，可有时我
们想要找的信息不知道在哪本书里面，比如：我想让同学们
到图书馆独立查找有关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资料，你觉得应该
怎么做？可以和小组内的同学一起讨论讨论。

4、小组讨论交流。



5、全班交流小结：到科学家的故事里寻找。

6、师相机板书：确定图书门类

7、巩固练习：师出示题目由学生自主选择练习：

（1）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到北京旅游的资料。

（3）大诗人李白的相关资料。

（4）春节的传统习俗。

8、小组自由选择练习，汇报。

师小结：同学们真是太聪明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要想找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得掌握一定的方法。齐读板书。

三、引向深入，学会选择。

2、学生自由讨论。

3、小组汇报交流。师小结梳理。

4、看来同学想知道还真不少，不过你们想了解的这些情况老
师都已经带来了，就在你们桌子上，赶快去读吧，答案就在
其中。注意：遇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段落就用笔标上一个三角
号。

5、学生自由阅读，师巡视了解。

6、读完了，谁来说说自己标出的段落。（生答）可是在上课
的时候由于时间关系，老师是不会让你把这些段落读完的，
所以你还再去读自己画出的段落，用横线标出你最感兴趣的



句子来。

生再读画，师巡视了解。

7、现在谁再来读读自己画出的句子？（生读）师：你看，这
么长的一篇文章现在就剩下这么几句话了，这也就是你们最
想了解的东西。在同学们发言的时候你可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