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实用8
篇)

范文范本在提高写作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我们
的表达更加准确、流畅。以下是几份精心编辑的个人简历样
板，供大家参考。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一

1.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后要求
背诵的两段文字。

2.正确认读本课十个生字，读准多音字“背”的读音，会写
田字格里的十个生字，积累好词佳句。

3.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外阅读带给同学们的美好记忆，引
导学生喜欢课外阅读，感受读书的乐趣，并乐于把自己的体
会与别人交流或写下来。

第一课时

一、激趣创镜

同学们，谁能用简单的语言形容一下我们的学习环境?你们想
过吗，你们的爷爷奶奶小时候上学的学习条件又如何呢?请同
学们打开语文书第137页，我们一起走进《晨读》。

创境质疑，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兴趣浓厚地投入到新
课的学习中。

二、初读课文随文识字

1、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选择自己喜欢的



方式解决，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学生交流识字方法。

3、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课文。要求：声音洪亮、正
确流利、有感情。

4、小组汇报朗读。

5、师生评价朗读，适时给予鼓励。

让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同时培养了其自主识字的能力、合作意识及良好的识字习惯。

以小组形式认读课文，再以小组形式汇报，激发学生竞争意
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课时

一、品读课文感悟理解

1、复习

(1)认读生字词语。

(2)创设语境，出示有生字的句子让学生再认。

2、再读课文，小组交流、讨论：

对比当时和现在的学习条件，感受文中“我们”认真、积极
的学习态度，在文中勾画出相关语句，深情地读一读，并谈
谈自己的感受。

小组汇报交流成果，教师适时点拨、总结。



提出的开放性问题，把学习的主动权充分交给了学生，既有
利于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又有利于学生自己在读中品味和体
验，留给了学生读书、感悟的余地。

二、指导背诵

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背诵课后要求背诵
的两段文字。

第三课时

指导生字书写

1、分析记忆字形。教师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开动脑筋记忆(如：
新旧字比较记忆)，同时要从汉字的构字特点方面予以指
导(结构、偏旁等)。

2、书写指导。指导学生按笔顺规则写字，并注意汉字间架结
构，把字写美观。

教给了学生识字的方法，培养了自主识字的能力。

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在写中再去创造美。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识记本课8个生字，3个多音字。理解“死而复
生”“起死回生”“切脉”“凝神”“厥症”等词语的意思。

2、朗读课文，通过学习尝试复述扁鹊为太子医治的内容。

3、过学习，体会扁鹊是我国古代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医学



家。

教学过程：

一、开门见山，出示课题(师板书：起死回生)

1、这个词谁来读?(点名读)

2、谁能说说起死回生是什么意思?

生：将快要死的人救活，形容医术高明。

生：就是死而复生的意思(你是用近义词的方法来理解词
语。)

3、这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13
课。谁能读好课题?

(注：若学生未说到“死而复生”，就让学生读读课文，试着
从文中找出“起死回生”的近义词。)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那文中究竟写了件什么事呢?轻声读读课文，读完后，请
试着选择黑板上的词语根据课文内容说一两句话。

生：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生：扁鹊使太子死而复生。

生：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使太子死而复生。(注;指导学生
正确使用“起死回生”和“死而复生”，初步进行近义词的
辨析。)

2、你们瞧，这就是扁鹊。(出示扁鹊的图片)谁来为大家介绍



一下?

生：扁鹊，原名秦越人。是战国时候有名的医学家。因为医
术高明，医德高尚，就像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后人就称
他“扁鹊”。

三、研读课文，加深理解

学习课文1—9小节(出示课文第一小节)

1、扁鹊医术高明，经常周游列国，四处行医。一天，他来到
虢国都城，听见街上的行人议论纷纷。原来(虢国太子不知什
么原因，一向好好的，突然间就死了。)谁能读好这句话?(指
导读出惊奇、疑惑不解的语气。)

2、指导朗读扁鹊与侍卫官的对话。

(1)、扁鹊对于这件事也感到疑惑不解。(板书：纳闷，指导
读准带有多音字的词语。)

a交流找到的句子。

b指导学生读出着急的语气。

c师生分角色读，生读扁鹊说的话，师读侍卫官说的话。

(3)、扁鹊听了松了一口气，那是因为通过这三个问题他了解
到哪些情况?

生：他知道太子是早晨鸡叫的时候死的。

生：他知道太子还未入棺。

生：他知道太子死前感到胸口闷。



(根据学生回答进行板书：早晨鸡叫的时候、胸口闷、未入
棺)。(a点名回答b连起来说)

(3)、是啊，通过这番询问(师板书“问”)，扁鹊知道了太子
死时的症状是(胸口闷)、死亡时间是(早上鸡叫的时候)还了
解到太子还没有(入棺)。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扁鹊觉得(太
子可能没有死，太子也许得的是厥症，太子还有救„„)怪不得，
他松了一口气说(烦你通报一声，就说我是秦越人，能使太子
死而复生。)

(4)、根据与侍卫官的对话，扁鹊觉得太子可能没有死，但也
有可能太子真的死了，可他为什么却说：“我能使太子死而
复生呢?”

生1：他这样说，侍卫官才能让他进宫为太子医治。

师：有这样的可能。

生：根据多年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

生2：他是一位医生，只要病人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也要去为
病人医治。

师：是啊，医者父母心，扁鹊深知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
只要病人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要
为病人医治!

(出示：扁鹊送了一口气说：“烦你通报一声，就说我是秦越
人，能使太子死而复生。”

师：谁能读好这句话?(指导读出坚定、自信的语气)

学习课文10---14小节



师：那扁鹊进宫后又是怎样使太子死而复生的呢?轻声读读课
文第11、12小节。

1、学习11、12小节，了解扁鹊如何为太子医治，并尝试复述
扁鹊为太子治病的内容。

(1)一读：要求读准生字的音。

师：轻声读读这两段话，要求借助拼音读准生字的音，注意
带点字的读音。

(2)初步了解中医诊断的方法。

师：切脉，也称把脉，谁能做一个把脉的动作?它是医生诊断
疾病时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切诊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扁鹊
在为太子诊断时就使用了切脉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贴着
太子的胸口凝神听了一会儿，(a理解“凝神”的意思b扁鹊把
耳朵贴在太子的胸口凝神听什么?)这种通过听病人的声息来
了解病情的方法叫做“闻诊”。通过诊断，扁鹊断定太子得
的是(厥症)c理解“厥症”

(3)二读：通过边做动作边读句子的形式了解我国中医的诊断
过程。

师：了解了扁鹊诊断的方法，我们一起边做动作边读描写扁
鹊为太子治病的句子。

(4)初步了解针灸。

师：刚才老师发现个别同学在扎针时嘻嘻哈哈觉得很有趣。
你们知道吗?这种通过扎针医治病人的方法叫做针灸。要知道，
不同的病所扎的穴位也不同，一旦有所闪失，病人也许性命
不保。我们一起再来边读句子边做动作，比比谁最像小中医。



a自由轻声说

b同桌互说

c师点名说

2、进一步体会扁鹊医术的高明。

(1)引读太子在扁鹊的医治下变得怎么样的句子。

出示：不多一会儿，太子的鼻翼开始扇动，眼皮也慢慢睁开
了。太子喝了药，没多久，就恢复了健康。

(2)“不多一会儿”、“没多久”这些词，说明了什么?

生：扁鹊医术十分了不起，在短短的时间内治好了太子。

师：扁鹊医术的确高明，他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啊!怪不
得国王竖起大拇指称赞扁鹊(先生真是神医啊，有起死回生的
本领。)

a点名读

b齐读

学习14小节，体会扁鹊的谦虚

1、读扁鹊说的话，指导读出谦虚的语气。

2、理解“世上哪有死而复生的道理?”这句话的意思。

四、总结全文

师：扁鹊是我国古代了不起的医学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他



就用望、闻、问、切的中医治疗法使虢国的太子死而复生。
要知道，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具有与中华文化相等的悠
久历史，经过千年承传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瑰丽宝藏。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1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拟人童话的特点，体会童话揭示的道
理。

3、通过朗读，感受童话故事对高尚友情的赞美，受到美好情
感的熏陶。

重点难点：

1、认识1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拟人童话的特点，体会童话揭示的道
理。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一、设境导入，提示课题

课件出示：鸟儿的日记。

1、2006年10月28日晴



给好朋友大树唱歌并告别。

2、2007年2月28日阴

给好朋友大树唱歌并告别。

师导语激趣：同学们，看!这是鸟儿写的日记，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呢?出示课题：去年的树

二、初读课文，多元对话

1、请大家尽情地读读课文，与课文交流、对话。

2、交流初读心得：

读到现在你有什么想说的了?你的收获，你的疑问，你的感受
等等，都可以说。

(1)读懂估计。

鸟儿和树是好朋友。——读段

鸟儿从南方飞来后，发现去年枝繁叶茂的树不见了，于是，
鸟儿追寻着树的踪迹，一步步寻访，当它终于找到被做成火
柴的树时，火柴也即将燃尽。

树——树根——火柴——灯火(划一划，你有能把书读薄的本
领，真了不起)

小鸟不忘记对树的许诺，对着灯火，唱起了去年唱过的歌给
灯火听。——读最后一段

这一只候鸟。——读有关句子(你很会捕捉课文信息，真不简
单)



(2)问题估计。

课文为什么取名为《去年的树》而不是《今年的树》或《小
鸟和树》

对策：比较《去年的树》与《今年的树》提问：今年还有树
吗?

比较《去年的树》与《小鸟与树》(板书后存疑)

为什么鸟儿还会对着灯火看了这么长，还唱起了去年唱过的
歌?(板书后存疑)

为什么要看了两次?

3、根据下面的提示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出示文稿)

鸟儿和树是好朋友。她天天唱歌给树听。鸟儿将要飞回南方
时，答应。可是第二年春天，鸟儿从南方飞会来飞回来，却
发现。她四处寻访，问了、和，知道。于是，鸟儿。

4、教师小结。

同学们问题很多，感受也很多，你们真了不起。初读课文，
就有那么多的收获。让我们继续与课文交流，也许你刚才的
疑问能自然地得到解决，你的感受会越来越多。

三、精读课文。潜心对话

师：这篇童话很有特色，它是通过“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
的。全文中一共写了几次对话呢?分别是哪几次?(课件出示)

大树

树根



小鸟门先生

小女孩

1、(文稿出示第一次对话)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鸟儿必须
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临走之前，一对好朋友依
依相别，树对鸟儿说-——(示意学生读)“再见了，小鸟!明
年春天请你回来，还唱歌给我听。”鸟儿说——(示意学生
读)“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
吧!”

(1)与同桌分角色练习读一读。

(2)指名一组同桌读。听他们读，你感受到这对好朋友在分别
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舍不得、难过，难舍难分)

(3)请你邀请一位好朋友一起读读他们的对话，把这种感受读
出来。

(4)全班男女共读。

2、(文稿出示：鸟儿与树根、大门、小女孩的三次对话)

(1)请自由读下面的三次对话，可以一个人读、也可以和同桌
分角色读，体会不同角色的心情，用恰当的语气来读。学生
练习。

(3)指名分角色朗读三次对话

3、(文稿出示：两个“看”的句子)师：鸟儿在寻找朋友的一
次次询问中，得知树被“砍倒”，被“切成细条条”“做成
火柴”“卖掉了”“火柴已经用光”只剩下用火柴点燃的火
还在亮着时。

(1)(出示文稿：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透过



这个“看”字。你能体会到什么?指名学生交流。师小结：鸟
儿费劲周折，终于找到自己的朋友-------尽管那只是用自己
的好朋友的身体做的火柴点燃的灯火。鸟儿怎能不伤心，她
睁大了眼睛，仿佛在说：“朋友，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来给
你唱歌了!”

(2)(出示文稿)：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唱
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小鸟“又看”了灯火一会儿，从第二个“看”字，你体会到
了什么?”“学生交流体会，鸟儿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她履行
了自己的诺言。唱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透
过那深情的“看”字，我们仿佛听见鸟儿在说-------------
”"学生交流体会，教师小结：正如同学们感受的那样，这两
个人“看”字虽然平淡、普通，却包含了鸟儿对树的无比深
情与留恋。(连读两个句子)

(3)有感情朗读句子。“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唱完了歌，鸟儿又
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四、体会道理，拓展延伸

师：鸟儿飞走了，带着伤感飞走了，但她给灯火留下了歌声，
留下了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友情、守信)。

课文学完了，作为读者，你肯定还有很多话想说，你想对谁
说呢?(文稿出示：)

我想对小鸟说：“。”我想对大门说“。”

我想对火柴说：“。”我想对伐木人说：“。”

1、选一个，写下来。



2、几分钟后，全班交流。

五、回归课题，升华理解

去年的树，今年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无限留恋地读——(读
题)。

去年的树，为什么会不复存在?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思考，让
我们意味深长地读——(读题)。

六、余念

鸟儿明年还会来吗?

小学三年级语文《晨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两个精彩段落。

2、正确认读本课十个生字，会写十个。

过程与方法

1、学生反复诵读，展开想象来理解课文，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及情感进行体验、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通过对比，珍爱自己优越的学习条件，更加倍的努力
学习。

课前准备：生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创境

同学们，我们每天早晨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
你们感觉到幸福吗?你们想过吗?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朋友又
是怎样学习的那，学习的条件又如何呢?请同学们打开书第26
《晨读》。

二、初读课文

1、师：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拼
音朋友，可以查字典，也可以请教老师或同组同学，把课文
读正确、流利。

2、学生互助识字，交流识字方法。



3、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课文。要求：声音洪亮、正
确流利、同学爱听。

4、检查朗读。

5、出示含有生字的其他句子让学生再认。

三、理解课文

1、师：刚才大家生字掌握得真好!下面，自己再自由地读一
读课文，边读边想：

(1)当时学习条件怎样?

(2)学生的学习态怎样?

4、随机指导朗读

5、文中的哪些情景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四、拓展延伸

激发学生多读书的愿望及乐趣?推荐一些书《寄小读者》《背
影》《万卡》《爱的教育》

五、指导书写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五

教学目标：

1.能独立认识本课“宅、墅、增、沃、瘠”5个生字;能联系
课文内容理解并积累“华丽、秀丽、肥沃、贫瘠、肃然起
敬”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孔雀树和旅行家树树名的
由来。

3.尝试有感情地朗读文中重点句段，体会作者对旅行家树的
敬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

了解孔雀树和旅行家树树名的由来，体会作者对旅行家树的
敬爱之情。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课文《旅行家树》。

2.板书课题，并指导书写“旅”字。

3.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

1.请大家自由地读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了
解旅行家树。关于旅行家树，你有了哪些了解?用自己的话说
一说。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适时归纳板书，并学习部分生字，补
充这种树的学名——旅人蕉和扇芭蕉。



三、深入学文。

(一)了解孔雀树名字的由来，感受作者对这种树的喜爱之情。

1.轻声读读课文的第1、2节，边读边思考作者为什么会称它
孔雀树。

2.读句子，交流自己的想法。

[出示]它，没有枝丫，修长的树干上伸出长长的阔叶;它，叶
子只向两侧伸展，就像开屏的孔雀，又像展开的扇面。

(1)指名读。

(2)引读。

(3)[出示旅行家树的图片]提示孩子可以边做动作边读。

(4)尝试集体背诵。

[出示]它站在美丽的住宅区，也站在华丽的别墅门前，那么
青翠，那么优雅，给建筑物增添了几分秀丽和清幽。

(5)指导朗读，体会“华丽、秀丽”等词语运用的准确性。

(6)[出示]美丽、华丽、青翠、优雅、秀丽、清幽

选择词语说一说旅行家树给建筑物带来的这份美丽。

(7)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感觉到作者对旅行家树——

[板书]喜爱

(8)朗读体会作者的喜爱之情。



(二)了解“旅行家树”名字的由来，体会作者对旅行家树的
敬爱之情。

1.后来，在一次沙漠旅行时，我发现它竟然也生长在茫茫沙
海里。并且它有个别致的名字叫旅行家树。为什么叫它旅行
家树呢?读读朋友的解释，找找句子，说说理由。

[出示]这种树，原来生长在沙漠里，后来才被人移植到闹市。
在茫茫沙漠上，当人们甘渴难忍的时候，它突然出现在面前。
你可以在它浓浓的树阴下纳凉，也可以在它身上划开一道口
子，用它清香可口的汁液解渴。它是沙漠旅行者的朋友，所
以叫旅行家树。

2.学生交流，指导朗读。

3.补充资料，感受旅行家树给予旅行者的帮助。

4.仅仅是因为它能帮助旅行者才称它为旅行家树的吗，还有
什么原因呢?

5.学习第8节

(1)读懂读好句子。

[出示]它既能生长在肥沃的土壤里，在湖光山影、花红柳绿
的风景区婀娜多姿;也能挺立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满目黄沙、
寸草不生的荒漠里生机勃勃。)。

(2)理解“肥沃、贫瘠”。指导书写“瘠”。

(3)指导背诵。

6.理解“肃然起敬”的意思，朗读体会作者的敬爱之情。[板
书]肃然起敬



四、语言实践。

[出示]我爱旅行家树，它。

五、总结全文。

第二课时

一、写话练习。

用上“我爱旅行家树，它。”这样的句式，选用课文中的有
关语句练习写话，把自己对它的赞美与热爱写下来。

二、交流反馈。

三、指导讲评。

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18旅行家树

喜爱肃然起敬爱

(孔雀树)

像……像……既能……也能……

增添朋友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六

“如果这辈子没有见过雪，是不是人生的遗憾？”吃午饭的
苏薇突然抬头，认真地问。坐在餐桌对面的乔木愣了半



拍，“啊？”

“乔木，你见过雪吗？”“小时候见过。”说完，一秒钟不
到，他又道，“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我妈打电话说她下下周要去哈尔滨，那个有
雪的城市，是她的梦……她当年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一个哈
尔滨的学校，可惜没考上，才留在海南。后来，认识了我爸，
结婚，生子，离婚……她说她从来都没真正为自己做过选
择……乔木，”她神情恍惚，“你说，她……”“她爱你，
也爱苏叔叔，这毋庸置疑。”乔木接话。苏薇抬起头，眼里
早已满是泪水。

苏薇的妈妈是个建筑师，就像是阵捉摸不定的风，来去匆匆。
这个身上总有不安因子的女人，苏薇从来都知道，小城锁不
住她。因为爸爸说过，妈妈总有一天，会冲天而出。他懂她，
却不能包容她。所以他注定放手，而她，注定要流浪。

第二天，她告诉乔木她要独自去哈尔滨。“……你这样贸然
离开……你爸爸妈妈会担心的。”乔木道。“我一定要去，
求你别把我要去哈尔滨的事告诉我爸妈。”苏薇提高了声音。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到了哈尔滨，刚出火车站，她就收到乔木的短信。她换了哈
尔滨的号码，只有乔木才知道。“叔叔阿姨都快急死了，你
到底要怎样？”她盯着屏幕，哭出了声。她可以想象他们发
现她失踪后慌张的样子，可是她必须要她亲口承诺，“宝贝
女儿，我以后绝不离开你。”“帮我保密，拜托。”她回道。

她走过这里的很多地方，更没有忘记去妈妈当年向往过的学
校。她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让妈妈这么向往。

“哎，你咋哭起来了？”苏薇听见浓重的东北腔。她回头，
旁边一位大婶正看着她。“我……”话刚出口，眼泪便汹涌



地落下来，“我……只是……有点想家……”接着，她又努
力挤出一丝笑。

现实远不如小说那样的跌宕起伏。最后，是爸爸妈妈根据乔
木提供的信息，亲自来哈尔滨接她回家的。

回程的路上，苏薇一直在想，哈尔滨或许并不是她曾经以为
的那么完美。但这里并不是因为完美，才让妈妈魂牵梦萦。
有的人，永远都在追求心里牵挂的`那块冰、那片雪、那份捉
摸不定。夏虫不语冰，可一旦它见过，一旦知道，他们就会
去追，就不会停。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七

冬天，天开始下雪，没有色彩，只有白色，万物开始沉睡，
寂静无声。夜晚，雪开始飘落。

踏着铺满雪的街道，一深一浅的脚印，前面只有无尽的白雪，
后面的脚印也在雪花中不见。空旷的街道，寂静的城市。一
人独自徘徊在寒冷冬天的那个雪夜。冬夜，昏暗的灯光映照
出这个城市的孤独和冷清，秀丽的霓虹灯在雪夜里显的单调，
没有平常的艳丽，没有平常的热闹，它无力的站在都市的角
落里来证明这个寒冷雪夜下的都市没有感情，没有友情，只
有夜的寒冷和冷清。

树开始结冰，装饰上白雪，使原本枯萎的树，更显的颓废，
雪依旧纷飞在这座都市里，一次次的覆盖在这个冰冷的大地
上，一点点的加厚，一点点的加深，这座城市就这样一点点
的被吞噬，都市的一切都在挣扎，直到成为一座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的城市。

窗外的雪依旧飘落着，手里的电话无力的垂倒在床边，发出
一阵阵的忙音，电话的故事还在延续着往事的记忆，没有原
因，没有解释，只是盲目的跟随着记忆来诠释冬天里的电话



情缘，冬天的故事不断的成为往事，而新的故事则不断的被
演绎，都市里冬天的故事开始冻结，等雪融化后，那依稀的
故事又开始被演绎。就这样不断的重复，停止，开始。直到
冬天的消释。

雪后的人在寒冷中应对着一片白茫茫的都市，似乎永久只有
迷茫，都市已经失去了故事，没有人能在都市的雪后寻找到
爱，雪后的都市没有友情，没有感情。只有无尽的思愁。

小学三年级晨读美文摘抄篇八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两个精彩段落。

2、正确认读本课十个生字，会写十个。

1、学生反复诵读，展开想象来理解课文，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及情感进行体验、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通过对比，珍爱自己优越的学习条件，更加倍的努力
学习。

课前准备：生字词卡片。

一、激趣创境

同学们，我们每天早晨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
你们感觉到幸福吗?你们想过吗?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朋友又
是怎样学习的那，学习的条件又如何呢?请同学们打开书第26
《晨读》。

二、初读课文



1、师：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拼
音朋友，可以查字典，也可以请教老师或同组同学，把课文
读正确、流利。

2、学生互助识字，交流识字方法。

3、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课文。要求：声音洪亮、正
确流利、同学爱听。

4、检查朗读。

5、出示含有生字的其他句子让学生再认。

三、理解课文

1、师：刚才大家生字掌握得真好!下面，自己再自由地读一
读课文，边读边想：

(1)当时学习条件怎样?

(2)学生的学习态怎样?

4、随机指导朗读

5、文中的哪些情景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四、拓展延伸

激发学生多读书的愿望及乐趣?推荐一些书《寄小读者》《背
影》《万卡》《爱的教育》

五、指导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