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教案(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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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三年级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正确认识自己所背负的压力，初步形成主动磨练自己的意
识。

2、树立自强进取的信念和信心，培养勇于承受压力的能力和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活动重难点：

让学生初步形成主动磨练自己的意识，培养勇于承受压力的
能力。

主题阐释：

现代社会迅速发展，升学压力、家长期望、自我期望等各方
面压力纷纷压到学生的心头，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压力，
并培养自强不息的意志力成为现代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的内
容。

课前准备：歌曲《蜗牛与黄鹂鸟》和《蜗牛》。制作课件。
并提前将班会主题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如何对待压力”
先做一定思考。

班会过程：



一、导入通过埃及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引入：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
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上去。另外一种动物就是蜗牛。

蜗牛到达金字塔顶，主观上是凭它永不停息的执着精神，客
观上应归功于它厚重的壳。正是这看上去又笨又拙、有些负
重的壳，让小小蜗牛得以到达金字塔顶。在登顶过程中，蜗
牛的壳和鹰的翅膀，起的是同样的作用。

可是生活中，大多数人只羡慕鹰的翅膀，很少在意蜗牛的壳。
就像我们羡慕别人能有某种天赋或特长而获得某些成就，却
整天埋怨我们身上要背负太沉重的“壳”一样。

二、提出问题：

那么我们身上背负的“壳”到底是什么呢?学生讨论回答。教
师稍作归纳。这“壳”能够搁下吗?(明确：人要生存就必然
担负着许多责任和压力。)

三、讨论：

我们要如何背着“壳”前行呢?

看动画《蜗牛与黄鹂鸟》听歌曲，并要求同学们根据动画中
的一些启示去归纳出自己的答案。

在学生发言后，用幻灯片展现三个小故事，并要求学生在故
事中得出启示：

故事一：

德国法兰克福的钳工汉斯?季默，从小便迷上了音乐，他的心
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当音乐大师，尽管买不起
昂贵的钢琴，但他能用钢板制作的模拟黑白键盘，练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时，竟把十指磨出了老茧。

后来，他用作曲挣来的稿费买了架“老爷”钢琴，有了钢琴
的他如虎添翼，并最后成为好莱坞电影音乐的主创人员。他
作曲时走火入魔，时常忘了与恋人的约会，惹得许多女
孩“骂”他是“音乐白痴”、“神经病”。

他不论走路或乘地铁，总忘不了在本子上记下即兴的乐句，
当作创作新曲的素材。有时他从梦中醒来，打着手电筒写曲
子。汉斯?季默在第67届奥斯卡颁奖大会上，以闻名于世的
《狮子王》荣获音乐奖。这天，是他的37岁生日。

启示一：要能背着“壳”前行，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

故事二：

美国伟大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赛尔玛陪丈夫驻扎在一个沙漠中的陆军基地里，丈夫经常外
出演习，她一个人留在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奇热无比，又
没有人和她聊天，周围都是不懂英语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

“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去，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
了星星。”从此，赛尔玛决定在沙漠中找到自己的星星，她
观看沙漠的日落，寻找到几万年前留下的海螺壳。

她和当地人交朋友，互送礼物，她研究沙漠中的植物、动物，
又学习有关土拨鼠的知识，她把原来认为最恶劣的环境，变
成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并出版了一本书《快乐的城
堡》，她从自己的牢房中望去，终于望到了自己的星星。

启示二：要能背着“壳”前行，其次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故事三：



一天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
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
痛苦地哀嚎着。无奈之下，农夫决定把枯井填上。

当泥沙落到驴子的背上时，驴子停止了哀叫，把背上的泥土
抖掉，站到了上面。就这样它居然一步一步的走出了枯井。

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
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
井”脱困的秘诀就是：将“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
那原本是埋葬驴子的泥沙，被他抖落到脚下，变成了走出困
境的阶梯。

启示三：要能背着“壳”前行，还要有主动在艰苦的环境中
锻炼自己的意识。

四、接下来，让我们念念励志名言

举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三分天才七分学，
笨鸟先飞早入林/钟不敲不响，人不学不灵/ 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五、学生联系实际进行小结：

学生谈感想：

甲同学：人的青春是有限的，虽然我平凡，但我会燃烧我的
青春，我要用学习的光芒点燃青春的火把。因此，我比较端
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有效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因
为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
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乙同学：我觉得学习有目标是很重要的，那才不会像无头苍



蝇一样撞来撞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对自己的事情很有目
标，玩的时候尽情的玩，学的时候我就能专心的学。每当我
取得成绩的时候，每当我能够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我就心里
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给父母丢脸。但是爸爸对我说：
笑在最后才是笑的。我知道我的成绩还不值一提，我将用的
力量的信心去取得的成绩，同学们看我的吧!

丙同学：虽然我个性活泼，看起来对什么都无所谓。但是我
其实对学习是很认真的。我的理科较好主要是因为我上课很
认真，并且喜欢自己去主动思考，所以课外没有用太多的时
间去复习。当然我想如果课外我再努力一点的话我的成绩将
会更好。

丁同学：我之所以取得现在与以往相比较好的成绩，是因为
我上课的时候专心听讲，按照老师的思路去认真的听课。下
课的时候我对有些疑难问题进行研究，不明白的就去问老师。
每天都把上过的新课复习一遍，这样对自己的学习很有好处。
如果不信可以去试试啊!

戊同学：拥有思维迟钝的我，曾在沙场中战死，也曾在众目
睽睽中得胜。一般来说我对事情的处理犹豫不决没有太多的
主见，但是唯有对学习，我始终有着执着的追求，我相信，
只有学习，只有现在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我才能有自己的一
席之地。

己同学：有人常常埋怨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鲁迅曾经
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时
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离期终考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了。同学
们，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让我们用剩下的时间，勤奋
读书，勤思好问，让我们把握手中的时间，争取在期末考试
中取得好的成绩，给父母一份满意的答卷!

庚同学：在第二次的月考中，我的成绩下降很多。这归咎于
我的学习方法不正确，重文轻理，对理科不重视。另一方面



我不够勤奋，没有真正掌握知识，对学过的内容没有复习。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决定要迎头赶上，抓紧时间，改正学习方
法。希望同学们跟我一样吸取教训，时刻警惕，不能放松!

辛同学：在期中中我的成绩比上一次有了较大的进步。主要
是因为我第一次失败的月考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从此便开始
了努力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便请教老师和同学，上课也很
专心。由此我知道了，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真的想学好就
真的可以做到。我衷心的希望我与大家一起进步，希望同学
们能够牢记老师的教导，争取的成绩。

[讲述]以上八名同学谈得都很好，其中某某同学提到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需要我们去挤。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做
一个会“挤”时间的人。古人有“凿壁借光”“映雪读书”
的事例，那些刻苦攻读的人都取得了至高的学问和成功。老
一辈革命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也能挤出时间学习。我们有这
么好的条件和环境，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来学习呢?只有吃
得苦，才能有成功。

六、班主任讲话：

同学们，雄鹰到达金字塔顶尖，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上去。
而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底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
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
牛的痕迹。我相信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
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
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
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只要你上去了，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
生命感动的日子。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
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

人生是一个背着“壳”前行的过程。不管壳有多重，希望同
学们能够像蜗牛那样，化压力为动力，凭借自己的执著和自
强，爬上自己心中的金字塔。



七、宣誓(班级励志誓词)

选择大海，就去乘风破浪，

选择蓝天，就去展翅翱翔，

选择高三，就去勇敢进取。

面对挑战，我们毫不畏惧，面对困难，我们勇往直前，面对
挫折，我们绝不低头，面对失败，我们从头再来。

敢于拼搏，用不懈争取进步;自强不息，用汗水浇灌理想;超
越自我，用奋斗放飞希望;永不言弃，用信念实现梦想。

努力!坚持!拼搏!成功!

站在高三的门口，面对高三的岁月，我们用青春的名义宣誓：

不负父母的期盼，不负老师的厚望，不做懦弱的退缩，不做
无益的彷徨，奋斗二百天，让飞翔的梦在六月张开翅膀;奋斗
二百天，让雄心与智慧在六月闪光。我们将带着顽强的微笑，
去赢得志在必得的辉煌。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20__，我们注定成功。

20__，我们注定辉煌。

同学们，加油

八、结束

播放周杰伦的《蜗牛》，带引全班同学合唱。



三年级教案篇二

1.会认“压”等4个生字，会写“垂”等12个字。

2.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不同
的语气读出雷雨前、雷雨中和雷雨后的景象。

3.感悟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物是怎样变化的，有留
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课前准备

1.教学挂图，有条件的可制作反映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景象的课件。

2.生字词卡片。

第一课时

联系生活，揭示课题

夏天的午后，常常会出现雷雨的现象，你能说说雷雨时的景
象吗?

(老师肯定学生的体验后，揭示课题，看课文是怎样写雷雨
的)

初读课文，识字学词

1.默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老师巡视，有重点
地对读书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2.认读词语卡片。(黑沉沉、乱摆、迎面扑来、彩虹、蜘蛛、
蝉、越来越响、垂、压)



3.生字组词，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找到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a.压——压下来;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b.乱——乱摆;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

c.垂——垂下来;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d.虹——彩虹;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4.同桌相互听读课文，一人读一段，在读中巩固识字，学习
新词。

朗读感悟，理清文脉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雨停了……)

3.让学生找一找，课文哪几个段落写雷雨前的景象，哪几个
段落写雷雨时的景象，哪几个段落写雷雨后的景象，分别在
书上做记号。

4.指导学生用不同的语调分别读好这三个部分，用心感悟雷
雨前后的不同景象。

5.分组朗读，老师随机指导。

第二课时

默读课文

一边读一边想象雷雨前、雷雨中和雷雨后的景象。



分段读议

1.雷雨前：指名朗读，读后说说，雷雨前，我们看到了什么
景象?

老师小结归纳：乌云——大风——闪电——雷声。

2.雷雨中：指名朗读，读后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
雷雨时的景象。

老师小结归纳：雨声和雷声从大到小

天色由暗到亮，空气清新

3.雷雨后：齐声朗读，感受雨后的美景。

填词比较词句

1.雷雨前：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____________下来。一只
蜘蛛从网上_________下来，逃走了。蝉一声也不叫。

2.雷雨后：一条彩虹__________在天空。蝉叫了。蜘蛛
又_____________在网上。

比较“压”“挂”“垂”“坐”四个字的用法，体会这四个
字用得确切之处。

巩固识字

1.出示本课生字和要求会写的字，指名、集体认读。

2.同桌交流记字方法，学生向同学介绍自己的识字方法。

课堂练习



1.指导写生字。

2.完成课后习题“读读抄抄”。

课外延伸

1.留心观察天气变化，写一篇观察日记。

2.拓展阅读《夏天》。

夏天

夏天的午后，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柳叶打着卷儿，花儿低着头，湖水也烤热了。小鱼该不会煮
熟吧!啊，别急别急!蜻蜓飞来了，飞得很低很低，在湖面上
转圈，报告着好消息：“就要下雨了，就要下雨了!”

风来了，云黑了，打闪了，雷公公跑来啦!哗，哗，哗，大雨
快活地下了起来。

下了一阵雨，风去了，云散了，闪停了，雷公公回家了。太
阳又出来了，天边挂起了一道彩虹。

柳叶、花儿滴着水珠，像刚洗完澡，多干净，多精神。湖里，
小鱼摆着尾巴游得多高兴。

湖边，有人乘凉，有人散步。石拱桥上走着一队小学生。湖
水像一面镜子，照着天，照着桥，照着那队过桥的小学生。
啊!他们多像一群小鸟飞过雨后的彩虹。

三年级教案篇三

1、了解火与人类的密切关系，知道火灾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2、知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
火自救的重要性。

3、学生利用各种方法查阅、搜集消防安全资料，培养学生搜
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培
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及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活动准备：

1、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家庭安全方面的资料。

2、制作相关的课件。

3、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珍惜生命安全第一”八个美术字。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

红彤彤，一大蓬，见风它就逞凶狂，无嘴能吃天下物，单怕
雨水不怕风。 (打一自然现象)

师生开展猜谜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谜底：火)

师导言：火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
大的便利。可是如果利用不好，它会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毁
于一旦。这节课我们就共同来了解“火与火灾”。

二生活中的防火

1.家庭用电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6)、不要用老化的电源。

2. 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3、校园防火安全

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

1) 禁止在校园内玩火、放炮。

2) 上实验课要注意老师的要求，不要随意乱动药品。

3) 定期检查防火设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
共管。共同参与到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三防火技能



1、火警电话“119”拨通后，要沉着、准确地说出灭火单位
或所在地点、名称、火势大小及燃烧物品，说明报警人地姓
名和电话号，报警后，安排专人到离火场最近的路口迎候并
引导消防车辆。

2、燃气罐着火，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捂盖灭火，并迅速
关闭阀门。

3、家用电器或线路着火，要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气体灭
火器灭火，不可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

4、救火时不要贸然开门窗，以免空气对流，加速火势蔓延。

四灭火器使用方法

1、干粉灭火器：使用时，先拔掉保险销，一只手握住喷嘴，
另一只手握紧压柄，干粉即可喷出。

2、1211灭火器：使用时，先拔掉保险销，然后握紧压柄开关，
压杆就使密封间开启，在氨气压力作用下，1211灭火剂喷出。

3、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时，先拔掉保险销，然后握紧压柄
开关，二氧化碳即可喷出。

五逃生技能

如果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做才能地迅速脱险?

1、火灾时不能钻到阁楼、床底、大橱柜内。火势不大时，要
披上浸湿的衣服向外冲;

3、若身上已着火不可乱跑，要就地打滚使火熄灭;

4、遇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7、充分利用阳台、天窗等进行自救;

8、处在高层建筑被火围困时，要赶快向室外抛沙发垫、枕头
等小物品，夜间则打手电，发出求救信号。

六儿歌：安全知识小结

发生 火 灾 不 用 慌 ，

分清 火 情 找 主 张 。

油锅 着 火 不 用 水 ，

锅盖 盖 上 火 灭 光 。

衣物 着 火 快 浇 水 ，

电器 着 火 拔 电 源 ，

同时 拨 打119，

消防 官 兵 帮 大 忙 。

七小结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三年级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朗读课文，掌握本课生字词。



2.让学生感受文章的语言美、画面美，学会抓住景物特征描
写的方法。

3.分析四季的雨的不同的特点，体会作者对雨寄托的思想情
感。

教学重难点

难点：欣赏文章的画面美，体会作者用笔之细腻，培养学生
抓住景物特征描写的能力。

学情分析

学生通过前面两篇课文的学习，对于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已
经有了一定的自主阅读能力，每个人都有见过雨，他们对文
本内容不陌生，教学本文容易引发他们的情感体验，为学习
本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基本能通过自主学习与小组合
作，梳理情节理清思路、感知文章的内容，体验作者情感。
在理解文中的重点语句，品味优美的语言，感受文章所表现
美的方面，还有一定的难度。教学中注意使用学生自学和教
师指导相结合的策略。

课时分配：1课时

教学设计

一、新课导入

雨是大海的女儿，是天使的眼泪，是大地的微笑，是文人的
宠儿。古人有很多写雨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黑云翻墨未遮
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在古代诗人笔下，已经被写
得如此之美，在当代诗人眼里，它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
来欣赏当代诗人刘湛秋先生的散文——《雨的四季》。去领



略雨的美、领略散文的美。

播放四季之雨的配乐图片。(学生说观感)

二、自主学习——听雨篇

1.自查资料，拜访作者。

刘湛秋，男，安徽芜湖人，当代诗人，翻译家，评论家，
《诗刊》前副主编，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著有诗集《生
命的欢乐》《无题抒情诗》《人•爱情•风景》，散文诗集
《遥远的吉他》，论文集《抒情诗的旋律》等。

2.师生共同诵读文本。感受作者的优美文采。

3.请简要概括文中描绘四季的雨的不同特点。

春雨的特点：美丽、娇媚;夏雨的特点：热烈而粗犷;秋雨的
特点：端庄而沉思;冬雨的特点：自然而平静。

三、合作交流——品雨篇

勾画出你最喜欢的句子，仿照下面的句
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句运用
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官、写作手法或修辞、特点)
加以赏析描述，教师点评。

示例1：“也许，到冬天来临，人们会讨厌雨吧!但这时候，
雨已经化了妆，它经常变成美丽的雪花，飘然莅临人间。”
这句采用了拟人的手法，“化了妆”，写出了春雨的美丽与
妩媚;“飘然莅临人间”写出了春雨降临的动态美，表达出了
作者对冬雨的喜爱之情。

示例2：“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比少女的眼泪还娇媚。半
空中似乎总挂着透明的水雾的丝帘，牵动着阳光的彩棱



镜。”“小草似乎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发出一种春天才
能听到的沙沙声。”运用比拟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
出雨后春景;“雨，我的爱恋的雨啊，你一年四季常在我的眼
前流动，你给我的生命带来活跃，你给我的感情带来滋润，
你给我的思想带来流动。”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手法形
象地给我们展示了对雨的热爱。

示例3：“每一棵树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树枝的手臂
也顿时柔软了，而那萌发的叶子，简直就像起伏着一层绿茵
茵的波浪。”运用拟人、比喻的手法，把整棵树，以及她的
每一个部分拟人化，形象化，使之整体富有人的形态，“明
亮的眼睛”“手臂顿时柔软”“萌发的叶子像绿茵茵的波
浪”更加生动、形象，也给了读者不一样的感受。

四、讨论探究——悟雨篇

首尾呼应。结尾的“啊，总是美丽而使人爱恋的雨啊!”再次
强调了雨的“美”和自己对雨的喜爱，表达出对雨的渴望和
爱恋之情。作者通过形象化的描写，写出了雨的亲切可爱，
这实际上寄托了作者对雨的赞美与喜爱，表现了作者对生命
与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文章为什么叫“雨的四季”而不叫“四季的雨”?

“四季的雨”单纯强调一个“雨”字显得呆板、生硬，
而“雨的四季”充满灵动，赋予了“雨”一定的人格化，充
满情趣和意境。

3.你觉得作者为什么会把《雨的四季》写得美轮美奂，打动
人心?

调动感官显色彩

巧用修辞绘神韵



按照顺序层次清

融情入景巧抒情

五、放飞心灵，仿写篇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以上种种事物特征描写得淋漓尽致。下
面让我们学习这种方法也来写一种你熟悉的景物，一段也好，
一句也好，展开联想与想象，描写一幅你所想象的夏雨过后
图。

示例：夏雨无常，时而阴云连连，温柔委婉，造就梅雨时节;
时而疾风急进，粗犷强悍，夹杂着电闪雷鸣。

结束语：

多美的文字啊!在作者笔下没有生命的树生机盎然，没有情感
的花意态娇羞，没有声音的成长沙沙作响，没有味道的空气
四溢芳香。这种美源于自然，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秀美的文
字向我们讲述着雨的四季。它们被作者饱含温情乃至热情的
情感人格化了，一支神来之笔点染了四季，一支生花之笔写
活了万物。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生活，同样也会发现“美”
就在我们身边!

三年级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掌握下列字词的音、形、义：

半明半昧静寂霎眼星群密布

2、学习并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3、欣赏文中描写的观看繁星的情景，领悟作者表达的感受。

4、热爱生活，学会欣赏身边的美。

教学重点、难点：

1、由景物引发的联想、感受。

2、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恰当的表达感情。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师：

(1)布置学生预习课文。

(2)向学生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学生正确把握课文内容。

a、作者简介。

b、写作背景。

学生：

(1)阅读课文及教师提供的材料。

(2)普通话诵读课文，查工具书读准字音。

(3)熟读课文第三段。

教学过程：

一、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二、导入新课：



巴金热爱大自然，对夜空繁星的情景进行了观察感受，文中
是如何写观察到的情景及感受的，让我们来仔细研读课文。

三、研读课文：

1、根据文后“探究练习一”第一句，理清课文结构。

(学生先个人思考，然后讨论发言)

参考意见：

第一部分(第1段)：描写“我”最爱看繁星，回忆从前在家乡
夜晚望星天的情景和感受。

第二部分(第2段)：回忆“我”三年前在南京读书时看望繁星
的情景和感受。

第三部分(第3～4段)：描写“我”在海上观看繁星的情景和
感受。(如学生将第3，4段内容分开为“在海上的每一天观看
的情景与感受”，“有一夜看到的情景与感受”，也应加以
肯定、认可)。

2、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繁星进行了观察，产生
了不同的感受，文中哪些地方表达了这些感受?(学生先用铅
笔在文中划出有关语句，然后与前后左右同学探讨交流，准
备在全班发言)

参考意见：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

“好象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说话一样。”

“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



话。”

“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那四颗明亮的星星是头，下面几颗……看，那个巨人还在
跑呢!”

参考意见：

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生动、形象的表达感
情。

作者把星天比作母亲，是为了突出他看繁星时温馨甜美的感
受;把星天比作朋友，是为了突出作者看繁星时亲密和谐的感
受，它们表达了作者对星空、繁星(即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童心、童趣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