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案设计意图及
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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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篇一

各位评委老师：

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是初中语文《七颗钻石》。

这篇精读课文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童话。描述
了地球上发生了大旱灾，许多人和动物都焦渴而死，一个小
姑娘抱着水罐出门为生病的母亲找水，爱心使水罐一次又一
次地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最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
又新鲜的水流，从水罐里跳出的七颗钻石升到了天上，变成
了七颗星星。这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寄寓着作者的道德期盼
和某种社会理想：无私广博的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爱
心能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未来;爱心是永恒的，它像星星一样晶
莹闪烁，普照人间。课文首先写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球上
的一次大旱灾，使所有的河流和水井都干涸了，使许多人和
动物都焦渴而死，突出了水在当时的重要性;然后写小姑娘出
门为生病的母亲找水，随着一次次让水，水罐也一次次地发
生着神奇的变化，最后地球上终于有了一股清澈又新鲜的水
流。从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是本课的重
点，同时应引导学生感知童话丰富的想象力。选编这篇课文
的意图在于，读关于爱心的神奇故事，体会爱心对别人乃至
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从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

3、体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心对待生活。

课文情节比较简单，但内涵比较深。

我是用第一自然段的内容来导入的，这样的导入很直接，让
学生一下子就能进入到课文内容中来，节省时间为后面课文
主体部分的教学准备。

对课文主体部分的教学我是借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为线索来进
行。水罐的神奇和一次次变化主要体现为：

空水罐——装满水——银水罐——金水罐——七颗钻石——
大熊星座

从“空水罐”到“水罐装满水”：小姑娘为生病的母亲找水，
累得倒在地上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水罐里装满了清澈新鲜的
水——小姑娘对母亲的爱使水罐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水罐掉在地上端端正正，水依然是满的：小姑娘发现水罐里
装满了水，虽然又累又渴，但没有舍得喝，急着赶回家去给
妈妈喝，被脚底下的小狗绊倒，水罐掉在地上端端正正，水
依然是满的。这部分我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喜出望外”等词
句，体会小姑娘的心情，感受小姑娘对母亲的爱。正是小姑
娘对母亲的爱，使水罐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

水罐变成银的和变成金的我是放在一起来进行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课文比较长，如果也象教学第二自然段水罐第一次
变化那样详细的话时间来不及;二是考虑到学生在学习了第二
自然段以后，已经知道从什么角度来体会这个变化的原因，
因此也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其三，是为了突出水罐的第一次变
化和最后一次变化，也就是为了突出重点，所以这部分，即
三、四自然段就通过让学生通过自己朗读来体会，体会小姑



娘不但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还用真挚的爱心对待动物和水罐
的神奇并不在于小姑娘本身，而在于爱心，只要有人献出爱
心，水罐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从水罐里跳出了七颗很大的钻石，接着从里面涌出了一股巨
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小姑娘强忍住焦渴，把水罐递给了
过路人。这部分抓住“再也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等关
键词句，引导学生了解小姑娘当时多么想喝水，从而体会她
把水让给过路人是多么美好的行为。在教学时我重点引导学
生理解水罐的最后一次变化。首先，最后一次变化应是在前
几次变化的基础上的，如果前面任何一次选择有违“爱心”，
水罐里都不可能跳出七颗钻石，涌出清澈又新鲜的水流。为
帮助理解这次变化的重要性，我结合第一自然段来想象爱心
带来的神奇变化：地球上发生了大旱灾，大地一片焦渴的景
象，而现在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
人们的心情将会如何?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体会这篇童话的内涵。

为让学生更好地把握“爱心”这一主题，在课文教学结束了
以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七颗钻石要变成星星呢?因为
钻石晶莹剔透，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它可以用来表示对美好
事物的赞美。在本课中，星星和钻石一样，象征着美好的心
灵，象征着爱心。星星永远挂在夜空里，象征着爱心永恒;它
光照人间，还表示爱心普照人间。童话故事美丽的结尾寄予
了作者美好的愿望。然后出示了“愿爱心像大熊星座一样普
照人间”的句子，这样就让孩子更好的把握和理解“爱心”
的主题。然后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结合自己了解到的关
于“爱心”的故事来谈谈爱心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受到熏
陶和感染。

在说完后我播放了一个以《爱的奉献》为背景音乐的短片，
让学生在了解了爱心的神奇力量后感受发生在不久前我们身
边的爱心故事，感受爱的伟大力量，让学生带着深深的感触
走出教室、走进生活。



然后再一次出示“愿我们的爱心像星星一样普照人间。”此
时，已经不仅仅是大熊星座了，让学生知道所有的星星都爱
的使者，所有的人都应该是爱的化身，知道“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最后布置爱心作业，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始终拥有一颗感恩的
心，在接受别人帮助的同时感谢别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收
获快乐和感动。

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交加的人感到人间的
温暖。

爱心是一泓出现在沙漠的泉水，使长途跋涉的人品味到滋润
甘甜。

爱心是一座连接你我的桥梁，使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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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播放老师家乡霍山的录象

看完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繁体的“爱”字。其中
的“心”用颜色粉笔标出。

师：你认识这个字吗？

生：“爱”字。

师：真了不起。为什么里面有个心呢？



生：爱是用心来爱的。

生：老师用心在爱着家乡。

师：何止爱家乡呢，这个爱字包含着很深的含义。

上课铃响。

师：同学们，语文课快乐。

生愣住了，过了一会儿集体说：老师，语文课快乐。

师：同学们，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童话世界，齐读课题。

生齐读。

师：读得再深情一些。

生再读课题。

师：上一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老师想请大家默写几
个生字。

听写：旱灾干枯丛林小狗

听写旱灾时提示：“灾”字要注意笔顺

听写干枯时提问：哪个词的意思和干枯差不多？

生：干涸。

师：有什么不同呢？

生：干涸是河水干了，干枯师植物干了。



听写过程中强调写字姿势。

生：认真、漂亮。

师：下面请大家认真地默读课文。

出示：认真地默读课文：

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画一画：水罐发生了几次变化？

生默读课文。

师：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故事？

生：很久以前，发生了大旱灾，小姑娘找水，没找到水，后
来找到水，水罐发生了变化的故事。

师：谁能说得简练一些。

生：小姑娘为她妈妈找水喝的事。

师：他精练了，那么水罐发生了几次变化呢？

生：空水罐、水罐、银罐、金罐、钻石。

师：板书：空钻石

水金

银

师：上一节课，我们留了哪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呢？



生：水罐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变化？

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节课就让我们研究这个问
题。

在课题旁画一个问号。

师：读第二自然段，谁来展示，其他人认真听，听完后回答，
哪句话让你非常感动？

指名读。

师：你很了不起，读得正确、流利。哪些句子让你感动呢？

生：一天夜里，一个小姑娘拿着水罐走出家门，为她生病的
母亲去找水。

生：小姑娘喜出望外，真想喝个够，但一想起病中的妈妈，
就赶紧抱着水罐往家跑去。这句体现了小姑娘很孝顺妈妈。

生：那儿在闹旱灾。

师：你在联系上下文读书，很聪明。

师：下面我们来目睹一下干涸的场面。

一边播放录象，教师一边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作为解说词。

师：此时此刻，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生：水。

师：没有水等待人的就只有——

生：死亡。



师：是啊，小姑娘是多么希望能找到水啊，自由读这两话。

出示：第二自然段。

生：哪儿也找不到水，说明她找过很多地方。

生：走得累了，睡着了。

师：用心读书的孩子就会有特别的发现，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小女孩找水的情景。

生：我看到了一个十分孝顺母亲的孩子。

生：我看到了一个找不到水也要找下去的孩子。

师：是啊，不光孝顺，她还是个坚持、有毅力的孩子，读一
读这句话。

出示：比较句子

小姑娘找不到水，倒在草地上睡着了。

小姑娘哪儿也找不到水，累得倒在草地上睡着了。

师：想一想，你更喜欢哪一句话？

学生体会。

师：用课文中的词说一说小姑娘发现水时的心情。

生：喜出望外。

师：没有想到会有水，超出自己的想象，就叫喜出望外。

指名读。



师：读时要突出这几个词“喜出望外”、“真想”、“赶
紧”，这次我们给一个发言少的同学一个机会。

指名读。

师：你平时不够大胆，但今天的朗读却让老师和同学们喜出
望外。老师也想读一读。

师范读。

师：老师读得怎么样？（学生鼓掌）

师：为什么这么好呢？

生：老师读得有感情。

生：老师读得有投入感。（场下笑）

生：老师读出了带有黄颜色的词。（一片大笑）

师：是关键词。

生齐读。

师：谁来告诉老师，什么原因使空空的水罐装满了水呢？

生：是小女孩的爱。

师：对谁的爱？

生：是对妈妈的爱。

师：对，师对母亲的爱。

板书：母亲



师：后来她又把水给了谁？水罐发生了什么变化？自由读3-5
小节，过一会儿我们交流一下。

生：她把水分别给了小狗和过路人。

生：还有母亲。

师：谁能用课文中的句子说说把水给小狗时的情景呢？

生：小姑娘把水倒一点在手掌里，小狗把它都舔净了，变得
欢喜起来。

师：这是什么样的小狗？

生：欢喜的小狗。

师：为什么欢喜呢？

生：喝饱水就不口干了。

师：是啊，喝了水多高兴啊，一起读，体会小狗的高兴。

齐读。

师：小姑娘不仅爱母亲，她还爱什么？

生：爱小动物。

板书：小动物

师：是啊，这时水罐变成了银的。

师：小姑娘把水罐带回家，妈妈怎么说的？自己读读。

生：母亲对小姑娘很好。



生：妈妈很爱小姑娘。

生：妈妈不顾自己的生命，也要把水让给小姑娘喝。

师：妈妈宁愿自己死去，也要把水留给孩子，这时银罐变成
金罐，妈妈多爱自己的孩子啊，读读这句话。

指名读。

师：老师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母亲。

师：小姑娘一心把水让给别人，她难道就不渴吗？

生：很渴。

师：能用文中的句子来告诉大家吗？说说你的体会。

生：小姑娘再也忍不住了。

师：把感受带到朗读中。

指名读。

师：老师看到一个很口渴的孩子。我们一起读读看。

齐读第五自然段。

师：就在小女孩忍不住的情况下，她又作出了什么举动？

生：她把水让给了过路人。

师：读读课文中的句子。

生：小姑娘咽了一口唾沫，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



师：小姑娘还是把水罐递给了过路人，一起读。

老师引读。

师：你体会出了什么？读懂了什么？

生：一定要帮助别人。

师：看出小姑娘的什么？

生：爱心。

生：乐于助人。

师：小姑娘的心灵就像什么？

生：金子般美好，钻石般闪亮。

师：喜欢这个小姑娘吗？佩服她吗？

生：喜欢，佩服。

师：看着这股清澈的水流，你最想说什么？

生：是这股水流带来了快乐。

生：是水流救活了生命。

生：人们终于不用口渴了。

生：这股水一定要分给所有的人。

师：这股水流滋润了大地，拯救了万物，是小姑娘的爱心使
水罐发生了这些变化，带着感动读最后一段。



师：把你最想说的话写在练习本上。

出示：写一写：

读完这个充满爱心的故事，我最想说---------------------
-

师：写完后再读一读，同桌可以交换，看看不同的感受。

生：读完这个充满爱心的故事，我最想说：我要向小姑娘学
习，别人有困难时要帮助别人，要有美好、善良的心灵。

生：读完这个充满爱心的故事，我最想说：只要有爱心，世
界就会更美好。

生：读完这个充满爱心的故事，我最想对小姑娘说：是你用
你的爱使水罐发生了变化，用爱报答了所有的人。

生：读完这个充满爱心的故事，我最想说：小姑娘热心地帮
助他人，既使别人得益，也使自己受益。

师：这个大大的问号你弄明白了吗？让我们再次深情地齐读
课题。

师：齐读课文最后一节，可以做些动作。

师：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给我们带来的《七课钻石》，同学们
每个人都有星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写
写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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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认识“乞、霄”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情感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了解诗中蕴含着的民间传说，并愿意讲给别人听。

学习重点、难点：

1、理解诗句的意思。

2、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

课前准备：

1、教学课件、古典音乐。

2、搜集诗人林杰的资料。

3、了解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

1、教师讲述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2、刚才老师讲的故事与我国一个传统节日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乞巧)

3、板书：乞巧，学生齐读课题。

二、自读自悟，整体感知。

1、认记“乞”字。



对于“乞”字，你想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区分“乞”
与“气”)再读课题。

2、理解“乞巧”

你知道“乞巧”是什么意思吗?快打开书看看注释吧。

3、除了题目，你还能在哪儿找到“乞巧”这个词呢?(在诗句
的第三行)第二个“乞巧”与题目的“乞巧”意思一样吗?我
们先打上问号，等一下再来理解。

4、认识诗人

有谁知道诗人林杰是怎样一位诗人呢?介绍一些大家想知道的
内容。教师针对学生的介绍，相机补充。

5、初读古诗

(1)学生自由朗读古诗。

(2)朗读要求：读的时候要读准字音，学习古诗中的生字，并
把古诗读通顺。

6、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朗读，学生评价。

正音：(宵————霄)(“宵”是宝盖头，“霄”是雨字
头)(宵————晚上，霄————天空)

7、书写“霄”

教师示范书写，学生看后练习。

8、再读古诗



再读古诗，边读边思考：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读不懂的地方
请作好标记。读后同桌之间互相交流。

三、品读鉴赏，积累内化。

(一)学习第一、二行诗

1、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是从哪个词知道的?(碧霄)(板书：
看碧霄)

师：你能想象出“碧霄”的样子吗?(学生说)

出示课件：夜空图。学生欣赏并朗读诗句。

师：七夕这天看到这样的“碧霄”你想到了什么呢?(引导学
生回答：牛郎织女在这天晚上渡河桥相聚。)(板书：渡河桥)

2、牛郎和织女见面了以后，你仿佛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呀?

师：多么幸福的场面啊!(板书：幸福)

3、师：我觉得他们一年才相聚一次实在是太少了，如果你是
王母，你会怎样做呢?(指名回答)

当时的人们也想让他们幸福地过日子，所以，在七夕的晚上，
人们看着天空就会想起(读诗句：“牵牛织女渡河桥”)

(二)学习第三、四行诗

1、生自由读三、四行诗。

2、汇报

师：人们是怎样向织女学习的呢?在第三行诗中有个词告诉了
我们。(乞巧)



师：这“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结合课后资料袋回答)原来
这就是乞取智巧的意思，那^少。女们是怎样乞巧的呀?(穿红
丝)来，读读诗句吧。(生读第四行诗)

a、读了诗句，你有什么想问的呢?根据学生的提问引导学生理解
“尽”以及人们对“巧手”的追求。

b、同学们，每家的^少。女们都在望着月亮乞巧，她们有的
在……有的在……有的在……(引导学生说出可能出现的地
方)

c、有这么多地方呀，那当时的场面就……(热闹了)，这两句
诗该用什么语气读好呢?(指名读、齐读)

教师小结：就因为这样，渐渐地便有了这样一个节
日————乞巧节。

四、体验升华，熟读成诵

1、诗人林杰写下《乞巧》，来表达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
福的美好心愿，大家能读好古诗吗?(指名读、齐读、合作读)

2、有的同学在这么多次的读书中，已经能把古诗背诵了，能
一起背吗?(学生齐背)

五、拓展

1、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一首和中国传统节日————乞巧节
有关的古诗。其实，古时候很多文人墨客在七夕这天，都留
下了许多诗篇，老师也搜集了和七夕有关的古诗，请你自由
读读吧。(古诗《秋夕》)

2、可以读给大家听听吗?(指名读，读后区分两首诗的异同，
老师对诗作介绍)



3、积累

学习古诗，光会读会背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把学习的古诗积
累下来，希望同学们课后把古诗抄在积累本上。

六、总结

通过古诗的学习，我们充分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其
实，不光在课内，在课外我们也可以去朗读更多的古诗，了
解更多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篇四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小姑娘把杂志当作朋友，对朋友的错误
“及时帮助他改正”的真诚态度。

2、学习课文的生字新词。

3、根据段意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4、摘录描写人物神态的句子。

2教时

一、审题。

1、板书课题。

2、小读者是谁?课文写了这位小读者的意见什么事?

二、初读课文。

1、运用已学的方法认读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三、学习课文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1、在这两段中“我”的心情有什么变化?

2、什么是“良师益友”?这段话中“他们”是指谁?“我们”
又指谁?

四、学习课文第二段。

1、从哪些地方可看出小姑娘是“我”的良师益友?

2、小姑娘为什么敢于向编辑提意见?

3、感情朗读第二段。

4、归纳第二段段意。

五、归纳主要内容。

1、回忆归纳主要内容的方法。

课题扩展法; 抓重点段的方法; 段意归并法。

2、确定归纳方法，并说明理由。

3、归纳主要内容。

六、摘录描写人物神态的句子。

提意见

小读者 编辑

良师益友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写小星和同学们到植物园参观，农艺师
李叔叔向同学们介绍了几种奇异的植物的事。通过本课的学
习，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见识。

【设计理念】

小组合作，自主探究，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教学目标】

1、认识“嚼、醉、蚌”等生字，会写“园、导”等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明白不同的植物奇异的地方各在哪
里。

【重点难点】

1、识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这几种植物奇异的地方是什么。

【教具准备】

课件、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引出新课

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学们知道的奇异的东西有哪些
呢?(学生自由说说)。今天，我们请农艺师李叔叔当向导，去
植物园参观一下，看看那里有什么有趣的、奇异的东西。

二、提出学习要求

1、自由组合学习小组。

2、初步认识本课生字。

3、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音，读通顺。

2、播放课文朗读录音，学生边听边从文中画出“会认字”
和“会写字”。

3、同桌互读课文，结合课文插图，想想课文主要介绍了哪几
种植物。

4、小组合作，自主识字。

5、教师检查生字词学习情况(卡片认读)。

6、指导写好生字。

(1)观察田字格上的范字，你认为哪些字比较难写?难在什么
地方?怎样才能写好?



(2)学生写字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3)小组交流，互相评价。

四、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全文，找出你最喜欢的段落，多读
几遍。

2、参观完植物园后，能不能说说你的感想?

3、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小组合作解
疑。

五、课后交流，拓展延伸

课后搜集有关奇异的植物的图片、资料。

第二课时

一、小组合作，交流评价

把你搜集到的奇异的植物的图片、资料在小组内展示，互相
交流，选出的向全班展示。

二、自主学习，读中感悟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想想课文介绍了哪几种奇异的植物。

2、从文中找出这几种植物，理解“奇异”的意思。

3、小组学习，思考：这几种植物奇异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在
文中画出来。

(1)让学生在小组内自由练说，选出说得的学生向全班同学介



绍。

(2)师小结。

4、引导学生理解：同学们见到这些植物时是怎么想的，又是
怎样做的?体会这些植物的“奇异”。

5、学生再自由读课文，思考：同学们按照什么路线去参观的。

6、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句子在文中的作用。

7、课堂拓展。

课文是按同学们参观植物园时行走路线的顺序来写的。在习
作中，同学们应注意按一定的顺序来描写事物。

三、指导朗读，积累词汇

1、过渡：同学们见到不同的植物时感受是不一样的，课文分
别用了什么词来描写的，请在文中找一找。

2、引导学生理解这些词的意思，并指导学生读出不同的语气。
如理解“奇怪”“惊叫”“好奇”等词的意思以及语气的变
化。

3、自由说说你喜欢哪些词语，并记住了哪些词语。

4、学生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总结全文，拓展练习

1、参观完奇异的植物园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在小组交流。

2、自然界还有很多奥秘等着我们去了解，去探索。还有些什
么呢?同学们可以课后找找课外读物，认真读一读，相信你会



有更多的收获。

3、你还知道哪些奇异的植物?说给大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