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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三年级说课稿篇一

《狼和鹿》是一个关于生态平衡的故事。课文讲的是一百多
年前，凯巴伯森林的居民为了保护鹿群，捕杀凶狼反而造成
了森林饥荒、疾病流行。它告诉人们：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破坏生态平衡将会给环境带来无法想像的灾难。

作者按“平衡——失衡——道理”的思路来构思全篇。平
衡——狼鹿共存，自然统一。一百多年前的凯巴伯森林一片
葱绿，小鸟歌唱，鹿群嬉戏，恶狼出没，欢乐与危险同在，
进攻与提防并存，组成了自然统一体。失衡－－狼被捕杀，
灾难降临。文章从两个方面展开叙写：一是人们组成狩猎队
捕杀凶狼，消灭鹿群的天敌；二是鹿群从此大量繁殖，急速
增长，造成严重饥荒和疾病流行。最后得出生态平衡至关重
要的道理。课文寓自然科学知识与生动的故事中，通过形象
的描述，具体的数据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对课文的朗读感悟，知道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破坏生态平衡将带来无法想像的灾难。

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我的主要教学思路是：以读



为主线，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去理解课文。在
一幅幅鲜明画面，一个个具体数据的对比中悟情明理。通过
讨论，读书比赛等多种形式，采用电教手段，创造一个声、
色、形有机结合地教学情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探究的过程
中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对此，我准备分二课时完成教
学目标：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第二课时：精读感悟，体情悟理。

充分运用电教媒体，在读读、议议、比比中突破重点、难点。
让孩子们在读一读、比一比、想一想中真正融入课文，明白
课文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具体说一说第二课时是如何突破重点、难点的。

一、兴趣导读，读中入境。

兴趣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在揭题之后，创设情境：一百多
年前的凯巴伯森林是怎么样的呢？让学生带着兴趣读第一小
节。接着问“你喜欢这样的森林吗？说一说你的理由。”学
生可以喜欢森林的生机勃勃，喜欢鹿的活泼美丽。学生也可
以不喜欢森林中狼的贪婪和凶残。这样的设计为孩子们提供
了一个展现个体发展、展现其问题解决能力的舞台，每一个
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思路说说自己的看法。

“凯巴伯森林当地的居民恨透了狼，他们又是如何做的
呢？”让学生自由去读一读，通过具体的数据体现人们捕杀
狼数量之多。

二、读中对比，读中悟情。

第三小节课文中出现的“自由王国”让三年级的学生动理解



有一定的难度，而理解加上引号的“自由王国”更是困难了。
教学时我准备这样去突破这一难点：“凯巴伯森林从此成了
鹿的自由王国，鹿在那儿怎样自由生活的？这一自由王国真
的是鹿的自由王国吗？”通过这二个有层次的问题让学生明
白：狼被消灭后，鹿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另一方面，正因为
鹿的大量繁殖，森林被毁，病毒传染。接着让学生把一、三
小节对比，体会狼被捕杀前后森林和森林中的鹿有何不同。
引导学生想像森林被毁，鹿群生病的样子。学生在两两对比
中引发感情，在感情的陶冶下，展开想像，启动思维，从中
感悟、体会、理解。

三、合作学习，说话明理。

第四小节是文章的难点，让学生自读这一小节，用“因
为……所以……”的句式联系文中的句子说话，领悟人称狼为
“功臣”，称鹿为“大坏蛋”的原因。进而明白文章所蕴含
的道理。学生自由地将自己的发现、想法和结论进行交流和
共享。教师在其中只是一个顾问，一个参谋，一个引导者。
最后课堂延伸，学科整合。不过，这里的处理，我没有抓住
课堂上的生成资源：学生的理解有偏差，教师的引导没有体
现出来，而只是进行了总结。

以设计森林警示牌的形式让学生自己说一说本节课的收获。
教师可适当介绍有关生态平衡的知识，再请学生谈谈生活中
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事例。课后收集这样
的事例。这样就拓宽了学生学习语文的领域，注意跨学科的
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的相互交叉中，渗透整合，开阔视
野，获得现代社会所需的语文实践能力。

第二课时的教学首先朗读课文，引导学生读中入境。然后让
学生在读中对比，读中悟情，组织指导学生合作学习，说话
明理。最后课堂延伸，学科整合。总之让学生在和谐．民主．
宽松的课堂中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课堂教学中，如果能使
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究能力，学习方法等得到最大的发展和



提高便是我莫大的欣慰！

小学语文三年级说课稿篇二

《风筝》一文是鲁迅写于1925年1月24日，后由作者编入散文
诗集《野草》。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兄弟弄这种没出
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
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
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
沉感慨。

教学目的：

1、（知识和能力）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训练阅
读能力，能说出自己的喜欢、憎恶、崇敬、向往、同情等感
受。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在阅读中，
明辨是非，追求真、善、美。

3、（过程和方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用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理解文章的主题。

4、（写作指导）学习本文在叙述中饱含深情的写法。

教学重点：训练阅读能力，提练文章主干。

教学难点：结合个人人生经验及阅读体验，体会作者的思想



感情。

本文意蕴丰富，选编此文，无非是因为此文为我们提出了如
何进行儿童教育的问题，以及人要勇于自我解剖，面对错误，
改正错误等等，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这些恰恰都具有广泛
地指导性，学习此文，可以让我们体会人间至爱真情，学习
自我解剖的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由于本文是学生进入初中后第一次接触鲁迅的文章，不了解
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且文章中疑难的问题较多，所以学起来
有难度，再加上初中生平时对冲突误解中的亲情体会不到或
不深，所以多读课文，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与气氛很重要。

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语文课程中
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由于
读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感悟的角度等方面的差异面对
同样的文章，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或感受。

现代语文教育特别需要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也特别需
要注意尊重和珍视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
那么教师也要从文本中走出，以人为本。

阅读《风筝》一文，我不由被鲁迅先生的真情所感染，文章
有丰富的意蕴，更能引发人进一步地探究兴趣。因此在教学
此文时，拟在反复阅读中体味作者的情感变化，阅读是学生
个性化行为，教师可利用阅读期待、反思、批判等环节，拓
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效率。在这一活动中，教师只是活动
的组织者，学生阅读的促进者，阅读的对话者之一。

1、在教学前，教师应多准备一些资料，以便引导学生多角度
理解课文。

2、把课后练习融于教学的过程中。



3、可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情境，以利于体悟人物的心境，
理解文章主题。

教学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初读课文，扫清阅读障碍，整体
感知课文；第二课时反复阅读，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课文，
进行探究性学习。

新课程提倡学生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尽管
《风筝》一文属早期白话文，某些字词、句子的表达方式会
生涩难懂，而文章本身思想深邃，但这一切都可以在反复地
阅读中，在用心地体悟中，在教师适时点拔中，迎刃而解，
而激发学生阅读、探究兴趣是扣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小学语文三年级说课稿篇三

本文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优美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向
我们展现了西湖秀丽的景色，可谓句句是景，字字都美。细
细读来，仿佛聆听悦耳动听的音乐，又如观赏秀美典雅的画
面，身临其境之感随之而来，了解西湖的愿望、热爱西湖的
情感油然而生。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2、初步感知运用比喻手法对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会
用“犹如”、“像”、“仿佛”、“宛如”等词口头造句。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通过朗读品味，了解西湖的美丽景
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陶冶审美
情趣。

引导孩子走入课文描写的情境，在读中感知、感悟西湖的美
景。

多媒体课件、配乐磁带



儿童是最富有情感的生命体。真实、鲜活的情境能丰富儿童
的表象，激活儿童的思维、情感、联想、想象。因此，我用
富有感染力的优美的语言，借助色彩鲜明的图画和悠扬的音
乐，把学生带入课文情境，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学生入境
的“场”，使学生展开积极的想象，从而使学生主动、积极、
创造性地理解课文，体悟情感。

教学中我以读为主，让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加深朗读和体验，
受到情感熏陶。我通过个别读、比赛读、想象读等不同的形
式，不断激发学生情感，让他们在读中理解词语，在读中积
累词语和句子，并在读中加深体验，受到美的熏陶。

师：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杭州被称为——，而
西湖就是——

这一环节是对前一堂课学习的第一段的复习，让他们较快地
入情入境。有助于让他们进入主动学习的状态。

小学语文三年级说课稿篇四

《水上飞机》这篇课文是小学语文国标本苏教版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的一篇课文，本文是一篇科普童话，作者用拟人化
的手法，形象地介绍了水上飞机的用途，向学生展示了科学
新成果。课文故事性强，情节饶有情趣，语言生动活泼，没
有高深的道理没有艰涩的术语，读来情趣盎然，引人入剩，
是加强语言训练激发科学兴趣的好教材。本课中出现的水上
飞机离学生的实际生活比较远学生认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学生喜欢朗读，教学时让他们在朗读中理解和品位味，感受
水上飞机的神奇本领及作用之大。

根据新课标对中年段的要求，以及对自己班孩子实际情况，
我拟订了如下教学目标：

1、认识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理解他们的含义。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水上飞机的主要作用，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
长大用科学为人类造福的志趣。

其中目标1、2是重点，目标3是重点也是难点。为了突破重点
难点，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我布置学生课前收集有关水上
飞机的资料图片。为上好课做好准备。

我预设用2课时完成教学目标

第一课时我预设用三个环节

在第一个环节中，我直接板书设疑：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接着进入第二个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在这个环节
中我准备充分的时间放手让学生读课文，同时完成这几个任
务：1、标好自然段2、划出带有生字的词语，3、把课文读通
顺。在检查自读效果时注意平舌音“森、速”前鼻音“援、
迅、溅”的读音“货”不可仪读成“he”注意多音字“难”在
这里读第四声。在读熟课文的基础上理清课文的思路，了解
课文讲了什么，解决上课伊始学生提的问题。借机出示学生
收集的图片资料等等，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水上飞机。使学生
初步了解水上飞机是一种能在水上起降并完成任务的特定新
型飞机。

第三个环节，让学生再读课文，找出自己喜欢的部分读给同
桌听。

最后布置作业：抄写习字册，读课文。

下面我重点说说第二课时的预设

本课时中我将在第一课时教学的基础上安排复习导入、品读



感悟、拓展延伸这三个环节以达到让学生了解水上飞机的主
要作用，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长大用科学为人类
造福的志趣的教学目标。

一、第一个环节复习导入

上课伊始我主要出示课文中带生字的词语，然后引领学生回
顾课文主要内容。

接着进入第二个环节品读感悟

《水上飞机》是一篇科普童话，教学本课我将着力培养学生
的质疑探究的能力和习惯，引导他们自问自探。我着重引导
学生解决以下问题：水上飞机的种类和作用有哪些？在这个
环节中我安排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自学课文，圈圈画画找出相
关的语句讨论交流。

课文的2-7是重点我将这样预设。

第一步、在这个环节中我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读课文，了解文
本。

第二步、讨论交流

（1）小海鸥为什么吃了一惊？联系第一自然段可以知道小海
鸥吃惊的除了水上飞机停在水上还让它奇怪的是水上飞机的
样子。

（2）引导学生抓住“吃了一惊”一词来体会小海鸥当时的心
情。练习感情朗读。注意读出“奇怪和疑问”的语气。

（3）从“迅速”这个词来体会为什么人们用水上飞机来救援。
（它和船的区别）

（4）分角色朗读，注意引导学生抓住“吃惊、笑”这些词体



会水上飞机的自豪，小海鸥的奇怪好奇。

（5）从有的……有的……还有的体会水上飞机种类多作用大。
（教师相机板书）

（6）根据它们的作用给每种水上飞机起个名字。

（7）抓住省略号引导学生想象还有什么作用的水上飞机呢？
让你长大后做个设计师你会设计怎样的水上飞机呢？激发他
们创新想象。

（7）指导读2-7自然段，注意读出小海鸥由奇怪到佩服的转
变，读出水上飞机自豪的语气。

第三步、品读第8自然段

课文的第8自然段形象地写了水上飞机执行任务时的情景，用
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水上飞机的特殊作用。我指导学生以读为
主展开教学。

（1）让学生充分读这一段话。想想知道了什么？

（2）在这段话里找出一对意思相近的词，一对意思相反的词。

（迅速-随即）（迅速-渐渐）

（3）品味（迅速-随即）体会水上飞机速度的快。读这句话。

（4）渐渐和迅速不是自我矛盾了吗？从中你看出了什么？迅
速是说水上飞机执行任务速度很快，渐渐是说海上救护机离
开水面时有一个过程，慢慢上升，飞行时比在水面滑行更快
了。

（5）指导朗读这一段。朗读全文。



第四步、布置作业

1、今天，我们听了海上救护机的介绍，了解了水上飞机，同
学们肯定对它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请展示你的聪明才智，以作文、绘画、小制作等形式设计具
有新作用的水上飞机。

课后，在班上举办一次水上飞机设计成果展示会。

第三个环节拓展延伸

小组合作办报，展示课外搜集的有关飞机的各种资料或介绍
最新科技成果。

板书：水上飞机

海上救护机[救援船只]

海上战斗机……[参加战斗]

海上运输机……[输送物资]

海上灭火机……[扑灭大火]

有的……有的……还有的……

为您服务！

小学语文三年级说课稿篇五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有仔细观察、认真分析，抓住事物
之间的联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道理。

2、理解词语：商人、至于、究竟。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反复读和理解老人前后的对话，从后面的对话证实结论的正
确，是观察与推断的结果。

理解老人为什么没看到骆驼却把骆驼的特点了解得那么清楚。

一、导入：

课件：骆驼在沙漠上走的片断。师介绍：骆驼是沙漠中主要
的交通工具，商人想要在沙漠中运货，可离不开骆驼。这节
课我们就来学习有关骆驼的一篇课文。

二、新课：

1、板书课题，读题。质疑，导入新课。

2、初读课文。(自由读)

3、按自然段读，边听边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商人此时的心情怎样?你现在就是这个商人，你会怎么做?会
遇到那些困难呢?

4、具体学习课文。

(1)当商人问老人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呢?同桌同学分角色读
(1——7自然段)

指名分角色读。

如果你是商人，听了老人的话，心里会怎样想?

指导朗读(随机指导老人的话，与商人越来越紧张、急切的语
气)



(2)老人把骆驼的样子说得这样具体，又说不知道骆驼在哪，
你这位商人会怎样想?

指导朗读商人的话，读出生气、质问的语气。

(3)老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呢?请你自己读读第10自然段。

老人说的是真的吗?他没看到骆驼，为什么对情况知道得这样
清楚呢?谁能为在座的商人解释解释。

(4)结果怎样，齐读第11自然段。

5、小结。

(1)学过了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根据学生情况点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