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大
全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一

1.谈话激趣：（课件出示：折叠式口袋书制作方法）同学们，
在上课前，我们先来玩个游戏，看谁能按照课件上出示的图
片，将自己面前的正方形的白纸折成一本口袋书，计时2分钟，
现在开始。

2.（时间到，教师选2位同学上台展示）同学们，你们觉得哪
位同学折得好？为什么？（引出“急性子”“慢性子”，随
机板书）

3.今天，我们也要认识两位主人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
的故事呢？一起去看看吧！（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一）明确初读要求。（课件出示）

1.认真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语句，并给自然段标上序号。

2.想一想：课文中的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之间发生了什
么事？

（二）检查识字情况。

1.课件出示课后生字词。（带注音）



（1）指名读，其他学生相机纠正读得不准确的字音。（领读、
开火车读）

（2）课件出示去掉注音、打乱原来顺序的字词。（领读、开
火车读）

2.指名分自然段开火车读课文，师生评议，纠正读得不准确
的字音。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慢性子裁缝”——“慢”到什么程度？（布
料一直在柜子里搁着）“急性子顾客”——“急”到什么程
度？（每天都会去找裁缝，告诉他自己最新的想法，希望早
点穿上新衣服）

2.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顾客的布料还在柜子里搁着，裁
缝还没开始裁料）

师小结：同学们可真厉害，这么快就将课文内容梳理清楚了，
那么“慢性子”和“急性子”碰在一起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
事呢？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

三、指导书写

1.课件出示会写字。

2.指名说写好这些生字的方法和技巧。（“卷”不要多写一
横，“衬、衫”两个字的部首不要少写一点，注意“性”
和“姓”的不同）

3.学生书写，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一、复习导入



1.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指名用简洁的语言说说课文写
了一件什么事。

2.指名分自然段开火车朗读课文。

3.教师评议，导入学习。

二、指导读文，积累技巧

1.小组合作。

（1）分角色朗读，可加上动作和表情，体会两位主人翁的性
格特点。

（2）完成课后第2题中的表格，相互交流。

（3）小组派代表汇报交流结果。

2.指名学生分角色朗读，思考：你喜欢哪位人物？为什么？
（生自由发言，师随机评议；指导朗读时，“急性子”语速
快、紧凑，“慢性子”语速平缓）

3.课件出示：“因为您的布在我的柜子里搁着，我还没开始
裁料呢。”

顾客惊讶、恼怒地瞪大了眼睛！

（1）听到裁缝的话，顾客的表情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反应呢？

（2）此时这位顾客会说些什么呢？

师过渡：急性子顾客因为裁缝没能及时地用他给的布料做衣
服，感到十分生气，可当他听到“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啊”这
句话时，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变化呢？（学生自由发言）



4.假如他们俩交换一下性格，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发挥想象，互相交流。（指名说，教师随机评价并指导）

5.男女生分角色朗读全文，再次体会俩人之间的有趣故事。

三、总结提升，复述故事

1.出示表格：

时间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慢性子裁缝的表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
天又过了一天

2.学生看表格说故事，先在小组内练习，组员相互补充，再
派代表发言。

3.全班交流，教师指导、评价。

4.师总结：这篇课文十分有趣，大家更喜欢故事里的哪位主
人翁呢？如果你是个慢性子或急性子，在读完故事后有什么
样的收获呢？（做任何事之前，我们要做到考虑清楚，做决
定后不要随意更改。）

25.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急顾客要求多变

慢裁缝配合顾客要求

为了让语文课堂活起来，我在导入新课时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我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小组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获得
知识。本文是一篇故事，让学生分角色读、表演读，能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在反复地朗读中体会文中所传递的启
示。最后，结合课后习题，我引导学生将故事进行创编与改
编，让他们在阅读与表达能力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二

1、齐读课题。

读课题有讲究，看谁能按老师的要求读好？怎样读，就回答了
“谁”开天地？

怎样读，能回答盘古“干什么”？

昨天，老师让大家预习了课文，现在，请大家再次自读课文，
遇到生字词多读几遍。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知道了你们爱读书。但，爱读书不等于会读书。有位专家说，
“会读书的人能把一篇文章读成一句话。”我们试试，请同
学们拿出笔，快速默读课文，想想，这篇课文能读成哪句话？
画出来。

生默读，画出中心句。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齐读）

还有一句话这样说，“读书更高的境界是把一句话读成一个
词。”从这句话（指刚找出的中心句）里能读出哪个词？对！
就是它！创造！（师奋笔疾书，粗粗的行楷字：创造）

盘古究竟是怎样开始他的创造之路的？孩子们端好书，我们
到书里找答案。请自由读第二三自然段。指导朗读。

1、盘古倒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身体都变
成什么了？请大声地读第四自然段。



2、孩子们的回答，我终于明白，盘古把他的身体化作了宇宙
万物！（板书：化作万物）

（指着屏幕：第四自然段的系列排比句。）看，多整齐的句
式！就像列队的士兵！我把红色送给女同学，绿色送给男生，
黄色部分留给我自己。咱们合作朗读，共同分享这段美妙文
字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

老师和男女同学合作朗读第四段。感动盘古的无私和伟大，
感受排比句的音律美和气势美。

句子美，我们读得更美！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读
来好有气势！

3、这些句子，我们换一种说法，看是不是更能抒发我们心中
的情？

非常欣赏你的想象力，你的语言感动了我！

我看到了，孩子们正插上想象的翅膀，越飞越高，在神话的
世界尽情翱翔！

难怪有人说，“读书最高的境界，是把一句话（指板书：化
作万物）读成一幅画（指变换的句式）！”孩子们，你们做
到了！

神话不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还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我想，
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让我们再去读课文，去体会盘古那雄
伟高大的形象吧。

反思：本单元是向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通过本单元的
学习，让学生感悟到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盘古开天地》
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文辞优美。我用“创造”一
词，将本课串起来，使学生兴趣盎然。开始，先让学生找到



本文的中心句：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
美丽的宇宙。让学生从中找出中心词：创造，然后提出问题：
盘古怎样创造了宇宙？最后又教学生在田字格中书写“创
造”。脉络清晰自然。介于本文是个神话，学生理解起来并
没有难度。于是，我把时间用在了让学生充分地读上。尤其
是第二自然段与第四自然段，我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段，运用
多种读的形式，使孩子们充分地读，有感情地读，并潜移默
化地将排比句告诉给了学生。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三

1.理解课文是如何将风筝飞上天的过程以及美丽、热闹的天
空写具体的。

2.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背诵课文五、六节。

多媒体幻灯片(五张)

(1)各式图案的风筝、说话练习题一道。

(2)两段对比的话。

(3)风筝随风飘荡的情景(伴随优美的音乐)。

(4)辅助背诵的两段话。

1.导语：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生字新词，初步感知了课文内
容。重点学习了课文一、二节，了解到作者从体育场上人很、
风筝的样式多、放风筝前的喜悦心情这几方面来具体写的。

2.朗读一、二节。教师引读：

到体育场来放风筝的人可真不少风筝花花绿绿，各式各样我
跟哥哥说



3.出示多媒体幻灯片(1)

(1)仔细观察：除了书上描述的以外，天上还有哪些风筝?

(2)说话练习：

天上有()，有()，有()就是没有()。

1.过渡：望着天上各式各样的风筝，我和哥哥迫不及待地想
让风筝飞上天。课文(三、四节)具体描写了放飞风筝的经过。

2.出示多媒体幻灯片(2)：哥哥拿着线轴，向前跑。我拿着风
筝。哥哥收住脚，大蜻蜓飞上了天空。

3.这两段话有哪些不同?课文第三节是怎样将放风筝的经过写
具体的?

围绕这两个问题开展四人小组学习。

1)每位组员都要发表意见。

2)学习组长组织组员交流。

3)组长最后归纳总结。

4.学习组长交流学习结果，教师适时点拨。

5.朗读三、四节，读出高兴的语气。

1.过渡：成功地将风筝放飞上天，给我和哥哥带来了快乐。
欣赏风筝在天上随风飘荡的情景，更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2.出示多媒体幻灯片(3)，随着优美的音乐欣赏风筝在天空中
随风飘荡的情景。



3.多美丽的天空，又多热闹的天空。听老师读课文，老师读
得好吗?为什么?

一会儿，又飞来几只小鸟，它们围着大蜻蜓叽叽喳喳地叫。
我正看得入神，西边又飞起一只美丽的大蝴蝶。

4.学生评价教师的朗读。

教师追问：这些语句为什么不能去掉?体会作者是如何将美丽
的天空写具体的。

5.有感情朗读第五节。

6.分工读第六节，在朗读中体会并总结相似的句式：

什么，怎样，好像在干什么。

7.再次出示多媒体幻灯片(3)，用以上句式练习说话：

那美丽的花蝴蝶，( )，仿佛( )。

那灰褐色的蜈蚣，( )，好像( )。

那碧绿的大蜻蜒，( )，犹如( )。

8.有感情朗读第五、六节。

9.背诵五、六两节。

(1)出示多媒体幻灯片(4)，辅助背诵：

一会儿，又飞来几只小鸟，它们围着大蜻蜒叽叽喳喳地叫( )。
我正看得入神，西边又飞起一只美丽的大蝴蝶( )。

天空中的风筝越来越多，热闹极了。那金黄的小蜜蜂，( )，



好像( )。那鲜红色的大金鱼。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世间生活的多姿多彩，感受人间爱的暖意。

3．掌握38个生字和49个词语。

1．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感情，感受人间爱的暖意。

2．体会爱无处不在，爱包含在生活的细节中。

3．培养自读能力，使学生感受到得到爱是幸福的，献出爱是
快乐的。

把学生放在一个大的学习情境中学习，把这个单元的语文学
习变为学生语文实践的过程。每一课的学习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学习单元，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活动。教学中要加强
整体意识，注意发挥整体优势，使本组教学形成一个有机整
体。

单元学习活动名称：“献出我们的爱”

学习活动贯穿整个学习单元，分四个模块：

1．《掌声》（2课时）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学
校生活的美好与幸福，并感受到爱，就是鼓励和信任；爱，
就在我们的掌声里。

2．《一次成功的实验》、《给予树》（5课时）使孩子们感
受到得到爱是幸福的，献出爱是快乐的。其中《一次成功的
实验》在原有爱理解的基础上，让孩子们明白谦让是爱，服



从指挥也是爱；《给予树》意在使学生从课文内容的理解中
体会献出爱有时也需要我们牺牲一些东西。

3．《好汉查理》（1课时）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还有另一种
爱——当你献出爱给别人时，你也得到很多很多：成长、快
乐、幸福------。

4．“口语交际”（1课时）这次活动围绕夸夸我的同学这一
主题进行。活动目的不仅是练习孩子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还
把生活中和同学一起的日子里的得到的各种爱一一进行盘点，
明白生活在爱中是多么幸福。

阅读教学永远是语文教学激情燃烧的动感地带。新教材的`阅
读教学因为其所选文章文质兼美、内涵丰富、汉语表达纯正、
文体多样，而使她分外美丽。在教学中切入重点，贯通全文；
精当提问，开放大气；引导质疑，深入探究；感悟体验，注
重朗读。

献出我们的爱

课文中这样三句话是课文的重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掌声，
因为它使我明白，同学们并没有歧视我。大家的掌声给了我
极大的鼓励，使我鼓起勇气微笑着面对生活。”、“女孩不
假思索的说‘有了危险，应该让别人先出去。’”、“这个
圣诞节，她不但送给我们棒棒糖，还送给我们善良、仁爱、
同情和体贴，以及一个陌生女孩如愿以偿的笑脸。”应该在
教学中重点加以朗读、品读、悟读。

1、课文间的整合。第31课《给予树》一文后面有一个小练笔：
圣诞节快来临了，圣诞老人有很多小礼物要送给小朋友，有
英子、英子的同学、做实验的小女孩、金吉娅、得到洋娃娃
的小女孩、查理、杰西，你觉得圣诞老人第一个礼物会送给
谁？他会在圣诞贺卡上写上什么呢？请小朋友写一写，相互
交流。



2、与口语交际的整合。“圣诞老人还会把圣诞贺卡送给我们
班的哪些小朋友呢？请学生站起来说说理由。”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五

(一)知识与能力：学习本课生字词;有感情朗读课文;学习作
者写作方法。

(二)过程与方法：通过自读交流合作等方法，引导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学习课文写作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课文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心及
细心。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教学用课件

一)导入：同学们，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小动物，请问
你喜欢哪一种，说说为什么。作家老舍先生也很喜欢小动物，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篇文章《猫》就是他的经典之作。板书
课题，介绍作者。(出示课件)

二)欣赏课文1.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2.认读本课
生字词。3.指名分段读课文，纠正字音。

三)理顺课文脉络

1.(课件出示)：浏览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什么时候的猫，，
分别有什么特点。生汇报，教师板书：大猫(1-3自然段)，古
怪;小猫(四自然段)淘气。



2.什么是“古怪”?

四)欣赏课文

(一)学习课文1-3自然段。

1.(投影出示)：读这一部分，边读边画出描写猫性情古怪的
句子。

2.学生自读课文，勾画句子。

3.汇报交流。(体会猫的古怪特点)

(1)老实、贪玩、尽职;

(2)高兴、不高兴;

(3)胆小、勇敢(2)出示句子，抓词体会。(3)用“既......又.
.....”说一句话，进一步体会猫的古怪性格。

(4)感情朗读。

(二)学习课文第4自然段

1.读这一段，画出描写小猫淘气的句子。

2.汇报

五)交流文章写作方法想一想，课文是怎样把猫写得活灵活现
的?

1.学生交流，讨论.

2.汇报



3.师总结本文大篇幅采取拟人手法来写的。而且每部分的开
头都有总起句。

六)仿写一段话。小狗真调皮。小兔真可爱。

七)小结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将课文写得生动，这源于他对生活
的仔细观察和体会。生活中，让我们也来做一个细心的孩子
吧，因为优秀作品往往来自于生活。

八)板书

15猫

老实贪玩尽职

大猫(古怪)高兴不高兴胆小勇敢

小猫(淘气)不停玩耍摔枝折花落

部编版三下语文纸的发明教案篇六

一、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感知童话丰
富的想象力。

3、体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心对待生活。

二、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朗读，了解水罐的一次次的变化及原因，体会爱心的神
奇力量，学会关心别人，学会用爱心对待生活。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看过钻石吗？想看吗？今天呀，老师带来了
几张世界上最名贵的钻石图片，咱们一起去欣赏欣赏吧！
（出示课件）

2、解说：这钻石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它晶莹剔透，
纯洁无暇，象征着高贵、纯洁与永恒。

3、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就和钻石有关，它是俄国作家列夫。
托尔斯泰写的童话故事《七颗钻石》（出示课件）

二、新授

（一）、入情入境

1、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并学习了第一自然段，知道
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教室配乐深情朗读第一自然段）”
（并出示课件）

2、此时此刻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水）

（二）、透过神奇，体会变化，感受“爱”

1、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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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水罐发生了怎样
的神奇变化呢，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第2、3自然段，并回答
老师的问题。（出示课件）



2、学生汇报，多媒体出示相应的句子。

3、教师贴相应的水罐图：空水罐――满水罐――银的――金
的――钻石――水流――星星。

4、分组读。

5、一个普通的水罐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真神奇！那空水罐
怎么会装满水呢？快到课文中去找找答案吧！

（1）指名回答。

（2）出示句子课件。

（3）问：小姑娘为谁找水？（母亲）她为什么要为妈妈找水？
你体会到了什么？（对妈妈的爱）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孩
子？（孝顺）小姑娘找到水了吗？（没有）你从哪里可以看
出？（哪儿也找不到）此时的小姑娘已经非常累了，谁来读
读这段话？指导朗读。（“哪儿”要读出着急，“睡着了”
要轻些，不能吵醒她）

（4）我想请女同学读读。

6、当小姑娘得到水后，心情怎样？你从书上的哪句话可以看
出？

（1）指名回答。

（2）出示句子课件（小姑娘喜出望外・・・・・・跑去）

（3）“喜出望外”是什么意思？你们有喜出望外的时候吗？
说一说。谁来读读（指名读）。

（4）尽管小姑娘也想喝水，但她还是先想到谁？（母亲）从
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什么？（对母亲的爱）让我们带着惊



喜与对母亲的爱齐读这句话吧！指导朗读。

教师小结：同学们，正因为小姑娘对母亲的爱，才使空水罐
变成了满水罐呀。

7、那木水罐为什么变成银水罐呢？你又是从课文的哪里知道
的呢？

（1）指名回答。

（2）出示句子课件。（小姑娘往・・・・・・・・欢喜起来）

（3）小姑娘自己舍不得喝，却把水给了谁？（小狗）小狗是
动物呀，你体会到了什么？（对小动物的爱）

小结：小姑娘不仅爱母亲，也爱小动物。因此木水罐变成了
银的。

（4）想想，喝到水的小狗会对小姑娘说什么呢？（感谢的话）
学生自由说，文中还有一处描写小狗的，快去找找。

（5）指名回答，并出示课件。

小狗哀哀地尖叫起来。这时小狗又会对小姑娘说些什么呢？
（哀求的话）

（6）现在咱们男生和女生比比赛，看谁读得有感情。

8、银水罐又变成了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到书上去找找吧。

（1）学生回答，师出示课件。

（2）母亲把水让给了谁？（小姑娘）她为什么要让给小姑娘？
（对小姑娘的爱，也就是母爱。）



（3）生病的母亲会怎样将话呢？谁来读读？（指导朗读，适
时表扬）

（4）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一起来体会这伟大的、深深的母爱
吧！齐读。

小结：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伟大的母爱，正因为这样，银
水罐变成了金水罐。

9、那小姑娘喝道水了吗？你从课文哪里可以看出。

（1）学生回答，教师出示课件。（这时・・・・・过路人）

（2）小姑娘渴吗？你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再也忍不住、
咽了一口唾沫变红）

（3）谁来读读小姑娘焦渴的样子？指导朗读，男生读

（4）就在这样焦渴难忍的情况下，小姑娘把水递给了谁？
（过路人）她为什么要给过路人？你体会到了什么？（对陌
生人的爱）她是一个怎样的小姑娘？（有爱心）

小结：是呀，正因为小姑娘广博无私的爱心，使一个奇迹又
发生了。一个什么奇迹呢？

指名回答，（出示课件）让我们大声齐读这个奇迹吧。

教师总结：（出示课件

）在焦渴难忍的情况下，小姑娘想到的是，是（），是（），
却唯独忘了（），因为她有一颗（）。（板书：画）这广博、
无私的爱心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



1、那代表爱心的七颗钻石又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齐读最后
一个自然段。

2、出示课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熊星座，也叫北斗七星，
愿爱心像星星一样普照人间。

四、联系生活，深化主题

1、童话中的爱心故事让我们感动，让我们进入“爱心故事大
家谈”聊天室，说说你生边的爱心故事吧。评价适时表扬。

2、生活中，我们不仅要爱自己的父母、家人，也要爱周围的
每一个人，爱需要帮助的人和动物。一首《爱的奉献》送给
你们。（出示课件）

3、教师总结：是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

五、布置作业

今天的作业是：（课件出示“爱心小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