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 三年级
语文教学设计(精选8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一

教学内容：

大象保姆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和写作方法。

教学难点：

同上

教 法：

以读代讲法、引导点拔法、指导朗读法

学 法：

朗读理解法、合作探究法、自学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通过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中



的一些词语。

能力目标：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情感目标：

3、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大象是怎样保护了主人的娃娃的。

教具准备

小黑板出示生词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导入

(一)启发谈话：同学们大家都知道大象很有力气吧，让我们
来了解一下它并学习一篇描述大象救护小娃娃的故事。

(二)自学课文，了解内容。

1、自由读课文，能够读准字音，借助工具书查找和理解课文
中词语的意思。

2、相互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画出课文中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二、感悟理解

1、 1、再读课文，看看课文有几个自然段，想想每个自然段
讲的什么内容。



2、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交流讨论。

3、说说自己受感动的原因。

引导理解：

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l课文的故事性很强，情节描写也非常
生动，要让学生通过多读课文把故事的情节弄明白， 而感情
到大象的勇敢和对主人忠诚温顺的性格。可让学生把课文中
使自己最受感动和自己认为描写最生动的地方说一说。

1、 说说大象是怎样救助 娃娃的?

2、 1、主人把娃娃交给大象，鬣狗来犯，大象和鬣狗进行搏
斗。

3、 2、大象继续和鬣狗搏斗，最终把它们打败赶走。

4、 3、大象成功地保护了主人的娃娃，卡林夫妻对它十分疼
爱和感激。

4、学生应该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相互解答。
以读代讲让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自读题解课文内容。

过程中渗透实现以下目标： 1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能力，并
在评价中提高自己的朗读能力。

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写作能力。

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

三、总结全文，归纳板书

1、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觉得大象具有什么品质?你有什么想
法。



2、本文为我们描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头勇
敢、忠诚的大象，让我们感到的确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我
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动物朋友呢?(请一两
个同学说一说)要和动物友好相处，关心爱护它们，把它们作
为我们的朋友对待。

四、布置作业：

1、积累“词语花篮”。

2、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3、小练笔：读了这个故事，你认为人应该怎样对待动物?把
你的想法写下来，和同学交流。

板书设计：

大象保姆

猛撞大树踩狗抛尸

奋勇搏斗身负重伤

舍身相救感激不尽

勇敢、忠诚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二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台风的语言。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6个字只识不写。理解



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学习课文，感受台风的狂暴、气势汹汹、疯狂、骄傲自大。

教学重点、难点：学习课文，感受台风的狂暴、气势汹汹、
疯狂、骄傲自大。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板书：跟踪，指名正音。这个词什么意思?你在电视或电
影中看过“跟踪”的情形吗?

想怎么读这个词?为什么要这样读?

2、知道我们今天要读谁跟踪谁的故事吗?板书：台风卫星

3、质疑：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问的?(台风是什么样子的?
怎样跟踪?为什么要跟踪?)同学们真爱动脑筋，学完了课文这
些问题我们都能找到答案。

1、自由朗读课文。要求：a.读准生字新词。b.把课文读正确，
不添字，不漏字。c.将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2、检查初读。

(1)出示词语，指名读。

盯住、监视、跟踪、嘲笑、自豪



舒展、大声嚷、狂怒、怒吼、狂暴、暴跳如雷、疯狂、泄气、
懒洋洋

堤坝、撑牢、谈笑风生、不慌张

a、指名读。这些生字中有那些字的读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b、这些词语的排列有规律吗?

(一)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认识一下今天的一个主人公——
台风。

这个台风可不一般，它会说话呢，请找一找台风说话的句子，
并试着有感情地读一读。

(二)读一读描写台风语言、行为的句子，感悟台风的特点。

1、出示句子：他刚刚舒展开巨大的身子，猛然望见天空中有
颗小星星不停地朝他眨着眼睛，便大声嚷道：“你是谁?竟敢
盯着我!”

(1)台风为什么要“大声嚷道”?抓住“大声嚷道”来读好句
子。

(2)相机板书台风的特点。

2、出示句子：“小东西!”台风狂怒地嚷道，“你可知道我
的厉害?鱼儿见我钻入深水，船儿见我避进港湾，树儿见我把
腰弯。嘿嘿……”

(1)提醒学生注意“狂怒地嚷道”这个提示语的位置。相机板
书台风的特点。

(2)老师这里有段视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台风的威力。



(3)有感情地读句子。

3、出示句子：“哼，我要把你甩掉!”台风呼呼呼地朝大海
的深处奔去。

相机板书台风的特点。

4、课文除了描写台风的语言，还描写了台风的神态、动作，
找出来，有感情地读一读。

出示句子：

台风狂暴地跳起来，对准气象卫星猛扑过去。

台风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呼呼地向着城市扑去。

台风泄气了，只好懒洋洋地朝海洋的另一个方向奔。

5、配合音效来帮助学生读好描写台风行为的句子。

6、另一个主人公又有什么表现?下节课学习。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分角色朗读。

2、了解第三代气象卫星的主要作用，激发学生从小学科学，
长大用科学为人类、为社会造福的志趣。



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台风和卫星的对话、神态及动作了解第三代气象卫星的
特点和作用。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台风为什么会“大声嚷”、“狂暴地跳起来”、“暴跳如
雷”?这都跟卫星的“跟踪”有关。

(一)默读课文，画出描写气象卫星跟踪台风的句子，再读一
读。

(二)同桌讨论交流，来概括卫气象卫星的特点。

(三)检查交流：找出句子，指名读。

1、出示句子：“哈，”小星星笑了笑说，“我是第三代气象
卫星，人们叫我时刻跟踪你，监视你，直到你消失为止。”

(1)抓住“时刻”，品读句子。

(2)“时刻”说明了什么?

2、出示句子：“可我偏偏爱跟着你走……”

(1)这个“你”是谁?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回顾板书)

(2)这么厉害的台风，卫星却偏偏爱跟着他，这句话还可以怎
么说呢?

(3)生读。



(4)过渡：台风会善罢甘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我们一起
读。

3、出示句子：他感到有点累，正想歇歇脚，无意中发现气象
卫星仍然紧紧地跟踪着自己。

(1)老师也是找到的这一部分，我也想读给大家听听。

师读漏掉“无意中”、“紧紧地”，行吗?

(2)体会台风满以为把卫星甩掉了，但卫星却不放松地紧跟它。

4、读好对话。

出示对话：

“哼，我要把你甩掉!”

“想甩掉我?没门儿!”气象卫星用嘲笑的口气对他说。

5、过渡：最后台风甩掉卫星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出示句子：：“哈!这里的人们早就知道你快要来了。”气象
卫星自豪地说，“每隔二十五分钟，我就向他们报告一次你
的行踪。”

(1)抓“自豪”。气象卫星为什么会“自豪”?

(2)人们早就知道台风会来了，可是他们仍然能-----用一个
词来形容?(谈笑风生)

(3)理解“谈笑风生”并用这个词造句。

(4)指导朗读“台风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呼呼地向着
城市扑去，可是他很快发现，堤坝筑高了，树木撑牢了，人



们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惊慌。”

6、出示句子：气象卫星迅速地转过身，有紧紧地跟踪者，监
视着……

从中可以看出什么?

完成课后第五题：你还想知道哪些人造卫星?选择一个做点研
究，再把结果跟同学们交流交流。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三

《昆虫记》是一部描述昆虫生育、劳作、狩猎、婚嫁与死亡
的昆虫学巨著，体现出作者对小昆虫和大世界独特的观察眼
光。《昆虫记》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蝉是怎样
脱壳的，又是怎样歌唱的；屎壳郎是如何聪明地滚动粪球前
进的；蟋蟀是如何建造自己美丽住宅的……被达尔文誉
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的法布尔用毕生的精力研究昆虫，
他的《昆虫记》堪称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学生学习了《装满昆虫的口袋》，对法布尔和他笔下的昆虫
有了初步的认识，法布尔的口袋里装满了昆虫，他的口袋里
还会装些什么呢？在这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让学生体会法布尔
那细腻的笔触和无与伦比的观察力，推荐适合三四年级学生
阅读的《昆虫记》版本，这样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
并可以引导学生观察与发现人和大自然的万物和谐相处的重
要性，培养他们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情感。

1、激发学生对《昆虫记》的阅读兴趣，指导大家用浏览读书
的方法读书的题目、封面、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推荐作品
《昆虫记》。

2、指导学生欣赏《昆虫记》精彩片段。体会语言文字的特点，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体会法布尔的文笔及其



观察力，感受他对大自然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情，激发学
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3、了解法布尔倾其一生研究昆虫、撰写《昆虫记》所作出的
努力和牺牲，领悟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法布尔精神”。

（一）课前热身

调查：闲暇时你们都喜欢做什么？

（二）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1、老师相信你们一定喜欢猜谜语，老师这有一组谜语，请你
们来猜一猜。（出示谜语）

头上两根毛，身穿彩花炮，飞舞花丛中，快乐又逍遥。——
蝴蝶

聪明白姑娘，动手盖闺房，造的真灵巧，四面没门窗。——
蚕

谈鸟不是鸟，躲在树上叫，自称啥都懂，其实全不晓。——
知了

一飞嗡嗡嗡，做事有分工，手提小花篮，整天忙不完。——
蜜蜂

（生自由说，师评价：知识面真丰富；你真是一个善于观察
的孩子；你读的书真多；你真善于积累。）

师：同学们知道的昆虫知识可真多。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四

1、课前同学们收集了有关贝尔的资料，现在请大家交流一下。



先在小组内交流，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在班上交流。

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1、请同学们自由阅读课文，认会生字，读通课文。

2、检查自读效果。

3、再读课文，思考：课文讲述的主要内容时什么？是通过哪
些段落讲述的？请在文中标记出来。

1、“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
题，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第二——七自然段，抓住重点词
句，边读边思考，边读边想象，同时把自己的体会旁记下来。

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充分读书、体会。

2、同桌交流阅读收获，也可以在小组内交流体会。

3、指名学生谈体会，注意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畅所欲言，
重点引领学生体会贝尔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严
谨认真的实践精神。

4、小结：你佩服贝尔吗？佩服他的什么？从中你受到了怎样
的启发？

5、感情朗读全文，进一步感受文章精髓。

1、师深情引述：贝尔研究和发明电话的过程告诉我们搞实验
研究、走科学探索之路是艰苦的，但更是伟大的。正是因为
有了他们的尖刻创造、伟大发明，才推动着世界走到了美好
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时时处处无一不在享受着他们的发明
创造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幸福。就说电话把，它带给我们怎
样的便利，同学们一定深有体会。请大家联系我们的生活实
际，也可以联系自己的课外所知，告诉120多年前的贝尔先生，



我们有多感激他。

2、学生畅所欲言。

五、学习生字，积累词语

六、布置作业，延伸课外

课外阅读其他科学家搞发明创造的故事，写写自己的体会。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五

1.认识“坝、汉、艳”等10个生字，会写“晨、绒”等13个
字。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概括文章主要
内容的方法，通过边读边展开想象，感受大青树下的小学的
独特美。

3.学习并尝试运用拟人化的表达，体会作者对大青树下的小
学的喜爱之情。4.关注并积累有新鲜感的词句。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坝、汉、艳”等10个生字，会写“晨、绒”等13个
字。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学习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
初步感受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快乐学习生活。

3.关注有新鲜感的词句。

教学重难点

教师：多媒体课件

学生：课前标注出新鲜感的词句。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六

请读读下面的诗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

你知道以上诗句各出自哪首诗？你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是谁吗？
他们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些诗句是什么意思？选择其中你不
太明白的两句诗进行研究，把你的研究成果写出来。相信通
过研究，你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增长不少知识。

．认真阅读古诗句，通过搜集资料，仔细研究，了解其出处、
作者、意思等。

．抓住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或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决心研究，
学会用研究报告的形式写出来，语言要清晰，表达要准确。

学会写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用查阅资料的方法，研究古
诗句，深刻理解其含义。

．《中华经典诵读》、《唐诗三百首》；

．研究结果汇报表一份。

习作指导课



（一）例文指导，学习写作。

小结小作者的写法：

（1）先写诗的出处

（作者、朝代、诗题、全诗）

（2）再写两句诗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最后点明两句诗对人们的启发或激励作用

（4）假如小作者收集资料充分，还可以写什么？

（诗的写作背景、有关趣闻等）

（二）小组学习，研究古诗

请读读下面的诗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

．小组同学共同合作，找出你不太明白的诗句进行研究。

研究指导：诗的出处、作者、意思等，都可作为研究的内容。

研究方法：可查阅资料，提供《中华经典诵读》、《唐诗三



百首》。

．小组同学相互探究，进行热烈的讨论。

．整理研究结果，填写研究结果汇报表。

（内容包括诗人的简介，诗作的背景，对诗的理解或赋予诗
句新的意义。）

（三）集体交流，汇报结果

汇报：通过这次研究，我又知道了些什么？

讨论：各小组推选一名代表参加班级讨论。

教师可补充介绍诗作的背景，从而更有利于理解诗句的含义。

（四）撰写研究报告

．把你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研究报告。

要求：语言要清晰，表达要准确。

．学生各自习作，教师巡视指导。

【设计评点】本次习作内容是学写简单的研究报告，这是语
文课程标准中语文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教学目的主要有两
个：一是让学生了解自学诗句的一般方法；二是了解研究报
告可以写什么。在自主、合作中学生进行了探究性的实践，
学生学得有法，学得有“心”。

习作讲评课

（一）复习



什么是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怎样写？

（二）学生继续修改作文，教师巡视指导。

（在巡视过程中，选出需要点评的作文草稿）

三)评点学生习作，提示要点。

实物投影出示学生的作文草稿进行评点。

（2）交流，师小结。

（3）针对以上不足之处，集体修改这篇作文。

根据学生作文草稿的情况，提出以下修改要求：

（1）与文章内容无关的应略去，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有关的文
人故事，让人读来倍感生动有意思。

（2）把研究报告写具体。

四)学生根据以上修改要求进行修改，教师辅导。

学生自己修改。

小组互相修改。

读一读修改好的文章。

五)学生誊写作文，教师巡视。

【设计评点】紧紧围绕研究报告的层次清晰，语言准确，内
容真实的习作要求，对学生的习作草稿进行有针对性的评点，
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呈现一些文人逸事，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博大精深的人文历史。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分角色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炮手顾全大局，牺牲
小我的精神。

3、通过人物神态的变化了解人物的心情。通过各种形式的读
让学生理解“苍白”、“煞白”、“惨白”这三个词语的异
同。

教学重难点：重点：“炮手知道那是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
要瞄准房子开炮？”，让学生了解炮手的服从命令和热爱祖
国的品质。

难点：学生通过人物神态的变化体会炮手当时复杂的内心世
界。

课前准备： 教师：cai课件

学生：搜集德法战争故事的有关图片等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炮手》,通过学习你们知道《炮手》
这一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课文主要讲了一百多年
前，德国军队侵入巴黎郊外，当将军发令向德军的驻地发炮
时，炮手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而这座房子是他家仅有的
财产。）



质疑：明知是自己的房子，他为什么还要开炮？

孩子们都讲得很好，相信这节课我们会对这位炮手有更进一
步的认识！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近这位炮手。（板书课题，齐
读课题.）

二、品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一）体会人物神态变化。

1、默读课文，找出炮兵神态变化最突出的词语。（苍白、煞
白、惨白）

惨白三个词语的句子。（生汇报）

3、讨论：炮手在什么情况下神态发生了变化，他当时可能想
到了什么？心情怎么样？

4、全班反馈，集中讨论解决提出的问题。

a:师：炮兵在什么情况下脸色苍白？能结合插图，说说你们
的理解吗？

师：将军嘹望小村令士兵想到了什么？

生：那是 “我”的家，我仅有的家产就在那里。

生：紧张。/担心。/着急。

师：试着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兵在什么情况下脸色煞白？

师：此时此刻，听到将军的这句话，对负责开炮的士兵来说，
意味着什么？



生：那是“我”的家，那冒着烟的就是“我”的家。

生：“我”的家被敌人占领了。

师：如果你们现在就是炮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心情怎样？

生：我会想：我的家啊，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才盖起来的房子，
现在被德国人占领了，可恶的德国人！

师：真是咬牙切齿！可恨哪！

生：我的家被敌人占领了，怎么办哪？

师：着急呀！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师：是呀！你都钻到炮手的心里去了。现在请你结合炮手此
时的心情读一读。

师：从你的朗读中，老师听出了炮手的紧张心情。

5、教师点拨，深入理解。

6、有感情地朗读这三句话。（朗读指导：炮手前后三次脸色
变化的对比,体现了他的心情,一次比一次更紧张。反映出了
他开炮时什么样的心情?能读出炮手感情变化的层次，读出他
当时的心情吗？  生读——集体评议——再齐读）

7、师：我们理解了这三个词语。课文中还有描写炮手神态的
语句吗？

（二）对比分析人物。

1、什么时候会流大粒的汗珠？天气热，疼痛，或心情极度紧
张和矛盾。



2、引出对比写作手法。

3、读一读：找出这两处多读几遍，再联系前后内容，想一想。

课件出示：

a:“这时，裹着大衣的军官们在凛冽的寒风中打颤，可炮手的
前额上却滚下了大粒的汗珠。”理解“凛冽：刺骨寒冷；打
颤：发抖”。裹着的大衣军官们在打颤，而炮手的前额上却
滚下了大粒的汗珠。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引导学生体会为家的失去而紧张、痛苦、绝望，为家人的
安危而担忧。为是否炸毁家而矛盾。）这时炮手有可能在想
什么？（引导学生换位思考，走进炮手的内心）

炮手的内心被巨大的痛苦折磨着，他是怎样做的呢？（他服
从了命令，仔细瞄准目标，开了一炮。）理解：服从。从服
从说明炮手是个怎样的军人？（军令如山倒，服从命令是一
个军人的天职。称职、优秀）

为什么炮手要仔细瞄准，去掉仔细这个词语行吗？

是的，这里凝聚着多少情感的泪水，多么值得骄傲的泪花。
你感受到了吗？

4、读一读：有感情地读这两组句子，认真体会炮手的内心活
动。

炮手知道那是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要开炮把它击毁？

生：炮手，你真伟大！

生：比埃尔，你是好样的，消灭了敌人，我也要向你学习。

生：炮手，我相信，你们国家的人民会记住你的，你是你们



国家的英雄。

生：炮手，你真棒！为了自己的国家，击毁了自己的房子，
你真了不起！

师：同学们你们也很了不起，用这些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
对炮手的崇敬之情，正像同学所说的，他是一个多么热爱祖
国的士兵啊！

（三）再读课文，解疑答难。

1、默读课文。

想一想：我还明白了什么，知道了什么。

2、生汇报交流。

3、师总结全文：本篇课文生动的神态变化和炮手和将军之间
的简短对话，虽然课文非常简短，但是却把炮手的精神展现
的淋漓尽致。让我们学习炮手这种时时刻刻把祖国放在第一
位，为国家利益“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

4、分角色朗读（同桌合作、师生互动）。

三、课外延伸，感情升华。

1.师：正是因为有炮手和很多象炮手一样的具有奉献精神的
爱国人士，这场战争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在我们国家，我们
身边也有许多象这样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512的大地震我相信我们同学都不会忘记。在人民生命财产受
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解放军叔叔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震
救灾的一线，他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克服了
一个又一个困难，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把成千上万群众
的生命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地震中不断涌现一个个英雄，



他们的事迹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也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观看图片）

2. 是的。战争带来的总是不幸和灾难，所以我们拥护和平、
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希望世界永远和平。希望奉献精神能
永留人间。

四、作业设计。

1、士兵亲手击毁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战争结束后，他回到
自己的家乡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回家想一想，下节课我
们再交流。

板书设计：    苍白

炮手               煞白    舍家卫
国  （奉献）

惨白

三年级语文教案教学计划篇八

1、会认“怒、暮、雅”等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结合语境理解词语，并
用欣赏的心情朗读和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读懂课文内容，
体会课文用不同的说法表现鲜花开放的特点。

3、激发观察的兴趣，初步养成留心观察和思考的习惯。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理解不同的表达句式，对一些句
子尝试换一种说法。

1、语言叙述：同学们，说起美丽的鲜花，那是我们都喜爱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花的世界，去领略一下花的美丽与神
奇吧！（课件播放：各种各样的花，伴着轻音乐）

2、你能用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来描绘你刚才看到的景象吗？
（学生自由谈感想，感受花的美）

3、老师也想用一句话表达一下我的感受：鲜花朵朵，争奇斗
艳，芬芳迷人。（出示）愿意读读这句话吗？指导有感情地
朗读句子。

4、这么多的花争着开放来比美，真是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呀！
那么，你们知道吗，这么美的花儿身上还蕴藏着许多奥秘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一篇有关于花的文章。

5、读了课题以后，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那就让我们到课文中去找找答案吧。

1、自由轻声读课文，要求：

（1）读通课文，课文中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2）边读边圈出课文中的生字，把它们读准确。

（3）你认为课文哪部分让你很感兴趣？多读几遍。）

2、有喜欢的句子吗？读给大家听听吧。（学生边读，边正音。
）

3、刚才有些同学提出了问题，通过读课文有哪些同学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4、只要看看什么花刚刚开放，就知道大致是几点钟，这太不
可思议了。



1、美丽的“花钟”上到底是有哪些花呢？这些花又是什么时
候开放的呢？自由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边读边划出来。

2、交流：

1）课文中写了哪些花？指名说。课文为我们展示了这么多的
花，课件出示带图片的花：牵牛花、蔷薇、睡莲、午时花、
万寿菊、烟草花、月光花、夜来香、昙花。

叫一叫他们的名字吧。许多花一齐显示，这么多的花真是争
奇斗艳，芬芳迷人啦！连读。

2）那这些花分别在什么时间开放？指名说。

师连起来说什么时候什么花开了。问：听老师刚才说些什么
了？出示：

凌晨四点，牵牛花开了；

五点左右，蔷薇开了；

七点，睡莲开了；

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了；

下午三点，万寿菊开了；

傍晚六点，烟草花开了；

月光花在七点左右开花；

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左右开花；

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开放……



自己读一读，你觉得怎样？（单调、干巴、乏味无趣）

3、课文是不是这样写的？文中是怎样写的？

咱们再静静地、细细地读读课文第一段，去寻找发现课文怎
么写花儿开放，想想写得好在哪儿。可以划一划。

4、反馈：课文是怎么写花儿开放的？大屏幕出现花名及相关
词。

5、生反复读，想想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写花儿开放的？根据
发言小结整理：每一种花开放，课文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出
示：（填空）同样写花开放，可以根据花的（名字）、（颜
色）、（形状）和花开放的（时间）等方面来描写。比如你
看到太阳花十二点完全开放了，又看到它形状圆圆的，五颜
六色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写：（中午十二点，太阳花在明媚
的阳光下绽开笑脸。）作者把花朵陆续开放写得丰富而有变
化，让咱们仿佛看见花朵千姿百态。

6、引导练笔：发现没有，还有两种花，课文没有写出它们开
放的样子，（午时花、夜来香），咱们能不能写写它们的开
放，选择一种花写出它是怎么开放的。

交流评价：我们把这两种花的开放写美了，而且也学会了不
同的方法表达。

7、引导朗读：鲜花用自己的开放这种特殊的、美好的方式告
诉你、我、我们大家时间。现在，让我们用美妙的朗读、用
开放这种美好的方式告诉大家时间。（出示段落）

8、在读的时候你还发现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总分写法、
按时间顺序有条理写）

9、积累、背诵（出示提纲）这么美的句子，我们把它记在脑



子里好吗？

1、有一位植物学家发现了花中的秘密后，就修建了一座美丽
的花钟。我们就带着他的创意，共同修建一座花钟吧。师生
合作，一起完成花钟。

2、花钟是根据不同的花在不同的时间开放的现象修建的，细
心的小朋友已经发现，有不少时刻是空着的，那该用什么花
来表示呢？这就需要你们到书中、到大自然中去寻找！

1、课后观察、搜集有关花的知识。学习用不同的表达方法介绍
“四季的花”或“花日历”。可以自制“花日历”或花钟，
贴到“展示台”上。

2、大自然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钟”？把了解到的知识与同学
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