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模板8篇)
初一教案是教师授课的重要工具，可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
针对性。下面是一份精选的五年级语文教案集锦，欢迎大家
参考借鉴。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一

本文篇幅较长，难度的句子和词语较多，文章中有几个生字
是平常不常见的，很容易读错，部分词语的意思比较抽象，
给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增加了难度;列宁的循循善诱学生也不
易领会。因此，本课的教学着力体现“以读为本，读中感悟
积累”的教学理念，通过学生的朗读，读懂词句的含义，读
出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二

1.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懂得做错了事就要改正，做个诚实
的孩子。

2.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联系上下文，读懂课文中的重点句
子，理解课文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联系上下文读懂重点句子，理解课文内容。

（多媒体：三只灰雀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

1、看图说话：

1、书空课题，注意笔顺：“灰雀”；

2、交流灰雀：课文是怎样描写这只灰雀的？（画出相应句子）



3、背诵：这幅生动的画面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么美的句
子，我们再加加油，把它印在脑子里，怎么样？同学们都很
棒，其实背诵也是一种理解语言、积累语言的过程。

4、看到这么可爱的小精灵，你有什么想法吗？

列宁喜欢灰雀：

1、看得出大家非常喜欢灰雀，你知道还有谁也喜欢他吗？从
哪看出来的？

准备内容：

第一自然段：借助比较句子理解重点词语“每次……
都”“经常”的作用。

第二自然段：指导朗读“找遍了”体会列宁急切的心情。

第3-10自然段：

从对话中体会列宁对灰雀的关心、惋惜，达到体会助读的目
的。

2、引导概括。

师：列宁的着急、担心、惋惜、关心集中表达了列宁对灰雀
的一种情感。用一个词来概括，是——喜爱！

师：可是，列宁喜爱的灰雀究竟哪儿去了，聪明的孩子们，
你们能告诉列宁吗（男孩捉回家去了！）

孩子为什么捉走灰雀？（他喜欢灰雀。）

师：列宁爱灰雀，孩子也爱灰雀，他们的爱有什么不同你更
赞同谁的请大家讨论讨论！



师：我明白大家的意思了。列宁爱鸟，给它自由；孩子爱鸟，
把它捉回去，让它失去了自由。列宁是真正的爱鸟。

师板书：

男孩喜欢灰雀

1.导读激情，深入体会。

师：列宁爱鸟的真情对孩子起了什么作用让我们一起来边读
边体会。

（多媒体字幕：3－10自然段内容。）

（师导读，生接读。）

师：鸟儿不见了，列宁着急地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
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

师：注意体会列宁着急的心情。再来一次。

师：男孩吞吞吐吐地说——“没……我没看见。”

师：可怜的小生命究竟怎样了，列宁担忧地说——“那一定
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冷。”

师：列宁爱鸟的情触动了孩子的心——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
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师：面对孩子的沉默，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
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师：列宁爱鸟的情打动了孩子的心，他看看列宁，再也忍不
住了。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活
着。”



师：真像孩子说的那样吗列宁又关心地问——“会飞回来”

师：列宁爱鸟的情深深打动了孩子的心，他坚定地
说——“一定会飞回来！”

师：是谁让孩子懂得了真爱？（列宁）

师：在列宁真爱的感染下，孩子决定怎么做？（放鸟归园）

2.分角色朗读。

(1)全班分成两个大组。一组读列宁说的话，一组读男孩说的
话，师读叙述语。(2)去掉叙述语，直接朗读“对话”。

（3）师：这一老一小的话多有意思，你们也和孩子一样懂得
了真正的爱鸟吗？谁体会得好，想读好这段对话？学生起来
邀请伙伴同读。

（4）同桌对读，再分大组对读。

列宁爱孩子

（多媒体动画：列宁和男孩在看三只灰雀欢蹦乱跳地唱歌。）

列宁为什么问孩子，而问灰雀？

师：你多了解列宁的心啊！是啊，列宁尊重孩子，理解孩子，
他可不愿伤害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的心，这就是对孩子的——
爱！

列宁爱孩子，幽默的话里含着多么深的爱，读——

师：你们一定也和列宁一样，为鸟儿重归大自然，为孩子改
正错误放鸟归园而高兴吧！拿起书来，高高兴兴地读读课文
最后三个自然段。



学完课文，你想对这幅板书图说句什么话吗？学生自由交流
感想。

设计完这一堂课，自认为结合了众家之精华，自我感觉非常
良好。而从课堂上下来才知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本节
课有三个不足：

1、课堂常规不到位。

开学初，对课前准备、课堂坐姿、端书写字姿势都有明确规
定，在前一周也有很大程度的改进。但有时上课也因为顾及
课堂内容的完整而忽略了这些环节的整顿。

本节课，当面向其他教师呈现时，有同学临时找笔、搞小动
作等，便有一种家丑外扬的感觉。所以，这是目前最迫切需
要整顿的，也是本节课部分环节中，学生与老师思维脱节的
原因所在。

2、多媒体运用结合程度轻。

在设计备课时，对多媒体要求不高。先是通过一幅与课文内
容相符的图片在指导学生说话的同时，引入本课教学；然后，
利用课件中三只灰雀少了一只的变化，让学生自主质疑；最
后，让学生观察列宁与男孩对话的图片，分析人物的表情，
体会人物的心理。

课堂上，同学们确实对图片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图片的呈
现对本课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在通过重点词语理解
句子设计中，老师采用口述方式让学生通过对比找出不同，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试想如果利用投影，分别将两句话呈现
出来，对比感一定会更加强烈，也利于学生通过读来进一步
体会；另外，在分角色朗读中，让去掉旁白的分角色练习，
也可以在大屏幕上呈现，效果会比学生看自己的书体会更好。



3、情感共鸣不尽人意。

总觉得课上有时候老师很激动，而学生却无动于衷；老师的
任务下达后，学生没有感觉。想必与课堂常规有直接关系。
也与老师在布置任务的表达有关系，今后的教学中力求说明
白而不罗嗦。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三

初读课文，学会本课生字词，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读题，质疑：

从题目你想到了什么？（灰雀什么样？它在哪儿？发生了什
么事？为什么以“灰雀”为题……）

2．打开书，听老师范读课文，看看我们提出的哪些问题能够
得到解决。

1．学习生字，理解词义。

“郊”：左边的“交”是表音部分，末笔捺改点。

“散”：可进行多音字组词练习。s3n s4n。

“脯”：可进行多音字组词练习。p* f(。

“蹦”：左面“足”的第六笔撇改竖，第七笔捺改提。

“惹”：上面是“若”，不是“苦”。

“仰”：右面不是“印”，比“印”少一笔。

“渣”：右上的“木”，中竖不带钩。



“定”：最后一笔是平捺。

“或”：偏旁是“戈”字部；第五笔是“提”，不要写
成“横”；倒数第二笔是“撇”不要忘写；最后一笔是点。

“但”：右面的“旦”是表音部分。

“肯”：下面第一笔是竖，不是撇。

郊（ ） 脯（ ） 蹦（ ） 若（ ）

校（ ） 哺（ ） 崩（ ） 惹（ ）

仰（ ） 渣（ ） 但（ ）

迎（ ） 查（ ） 担（ ）

理解词义：

郊外：城市外面。

散步：随便走走。

欢蹦乱跳：欢快而随意地蹦跳。

惹人喜爱：惹，引起，引起人的喜爱。

自言自语：自己对自己说话。

可惜：值得惋惜。

肯定：本课是确定的意思。

诚实：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指好的思想行为）。



坚定：稳定坚强；不动摇。或态度坚决、果断。

2．练习朗读，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你有不明白
的地方吗？

（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养病时爱护灰雀更爱孩子的事。）

1、能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懂得做错了事就要改正，做一个
诚实的孩子。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诵读人物对话，体会不同人物的心情
和感情，体会列宁对灰雀、对男孩的喜爱之情。

1．默读课文，把表示时间的词语用“（ ）”画出来。

2．我们把课文按照不同时间划分为三个部分。

过渡语：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学习。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画出描写灰雀可爱的词语，你从哪些
词句中体会出列宁喜欢灰雀？边读边画批。

2．汇报自学情况：

（1）三只灰雀十分可爱；从“粉红”、“深红”、“欢蹦乱
跳”等词看出。

（2）列宁非常喜欢这三只小灰雀；从“每次”、“都
要”、“仰望”、“经常”等词语中看出。

3．填空，读一读，再说说用上括号里的词语好在哪里。（投
影）

课后思考·练习4



过渡语：这么可爱的三只灰雀，会发生什么意外呢？

（1）同桌说一说，然后汇报：

（一天，我（列宁）突然发现平日关心、照顾的三只灰雀少
了一只，心里别提多着急了。）

（我是从“找遍”、“问”、“自言自语”中体现出来的。）

（2）练习读出列宁说话中的语气。

（第一句表现出急切的心情；第二句表现出担心；第三句表
现出惋惜；第四句表现出满怀希望。）

（3）小结：列宁这些思想感情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他对灰雀
的喜爱。

2．假如你就是这个小男孩，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你
想通过哪些词句来体现？

（1）同桌交流，然后自由汇报。

（我（小男孩）突然听列宁这么一问，十分惊慌，一时不知
如何回答是好，于是，张口就说：“不知道。”说完怕列宁
不信，紧接着又强调一遍：“我不知道。”）

（当听到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色严
寒，它怕冷。”看到列宁如此地怜惜、关爱这只美丽可爱的
灰雀，“我”真想告诉他灰雀没有死，它被“我”捉回家了，
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可是，话刚要出口，又被“我”吞
回肚里，因为，“我”怕列宁知道此事后，会严厉地批
评“我”。）

（可是，“我”又听到列宁自言自语地话，知道他那么喜爱
这只小灰雀，又为它的失踪而那么惋惜、伤心时，“我”再



也不能不说实话了，于是，“我”婉转地说：“会飞回来的，
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活着。”在列宁的追问下，“我”更
加坚定了说出实话的决心。）

（2）小结：由小男孩开始惊慌地说：“不知道。”到坚定地
说：“一定会飞回来。”这一矛盾的心理变化看出小男孩是
个知错就改的孩子。

3．分角色练习对话，思考：列宁是怎样一步一步使孩子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1）请同学们质疑、解疑。

a．列宁为什么问这个小男孩而不去问别人。

（列宁善于观察，他过去肯定见过这个小男孩，从他的表现
分析灰雀的失踪肯定和这个男孩有关系，所以就故意去问他。
）

b．听了男孩的回答，列宁会怎么想？

（孩子在回答列宁的问话时，显得恐慌，不知所措，更进一
步证明失踪的灰雀与他有直接关系。）

c．列宁为什么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
严寒，它怕冷。”

（列宁的话中，饱含着对丢失的灰雀的惋惜和惦念。他明知
道小男孩把灰雀捉走了，却故意不明说，而用自己的感情来
启发男孩的觉悟，以情育人，体现了这位伟大领袖高超的教
育艺术和对少年儿童的关心、爱护。）

d．列宁为什么要自言自语呢？



（列宁自言自语，实际是说给小男孩听的。表达了列宁对灰
雀的爱护和惋惜，他用这种感情来感染男孩，使男孩知道有
很多人喜爱灰雀，关心着灰雀的命运，看不见灰雀在枝头欢
蹦乱跳、听不到灰雀的歌声，别人心里会难过的。）

（2）在列宁真情实感的启发下，男孩鼓起勇气说出了原来不
敢讲的话，读孩子的话，体会男孩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心
地善良、诚实。）

过渡语：男孩说的话兑现了吗？

默读11——13自然段，质疑，解疑。

1．男孩送回了灰雀，为什么还低着头？

（他还在为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内疚。）

2．列宁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问问男孩灰雀失而复回的原因？

（事情已经很明显，没有必要再问，更主要的是列宁不愿让
男孩难堪，说明列宁善解人意，也说明了列宁对小男孩的喜
爱。）

3．为什么说男孩是诚实的？

（因为男孩能认识错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附：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1．通过学习《灰雀》这篇课文，你从列宁身上受到了什么启
发？

你能不能也为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做点什么？如：针对乱砍



乱伐、捕捉珍禽兽等行为写一份建议书。有的.同学可能说不
会写，其实，建议书很好写，我一教你就会，不信动手试试。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四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为什么说小男孩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体会列宁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及小男孩的认识过程。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第一课时

一、导人新课，质疑。

1、出示课题。

2、质疑：看到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有几只灰雀?灰雀什么样?围绕“灰雀”为什么用“灰雀”作
课题?)

二、初读课文。发生了什么事?

1、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特别是生字字音。

2、画出不理解的词语，或联系上下支理解词义。

3、检查自学情况。

(1)检查读音。

出示词语卡片，指名认读。特别注意以下读音。



白桦胸脯面包渣惹人喜爱

(2)字形难点。

散：左下“月”的第一笔是“/”。右边的反文要写小一些

惹：上中下结构。中间是“右”不是“古”。

或：左下方口的。下面是“一”。右边一撇不要丢掉。

(3)理解词语。

郊外：城市外面的地方。

可惜：值得惋惜。

诚实：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

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说话。

欢蹦乱跳：形容健康、活泼。

默读课文，思考课后的问题。

第二课时

一、情景引入，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多媒体演示：三只灰雀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

2、教师说：听，三只灰雀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人喜爱。
你看它们可爱吗?

3、自读第一自然段，画出描写灰雀的语句并填空。的灰雀来
理解。)



4、朗读第一自然段。

过渡：多媒体演示“胸脯深红的灰雀不见了”。

二、学习课文第二至十自然段。

1、胸脯深红的灰雀到底去哪儿了?请学生默读课文，画出小
男孩的语言。

(1)男孩说：“没看见，我没看见。”

(2)男孩看着列宁，说：“会飞回来的它还活着。”

(3)“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一定会飞回来的。

2、指导学生读小男孩的话，再说说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引导学生体会小男孩的认识过程：吞吞吐吐一想说不敢说一
决心把灰雀放回公园，肯定地说。)

3、课中质疑，让学生体会列宁育人过程。

(2)文中列宁是怎么说的?画出列宁的话。分组讨论，通过读
列宁的话，读懂了什么?

a、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丁。天气严寒，它
怕冷。”

(饱含着对丢失的灰雀的惋惜和惦念。他明知道小男孩把灰雀
捉走了，却故意不明说，而用自己的感情来启发男孩自己觉
悟，以情育人。)

b、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
来了。”



有很多人喜爱灰雀，关心着灰雀的命运。)

(3)创设情境，进行对话。老师为列宁，学生为小男孩进行对
话。老师用责问的语气与学生对话。

(4)指导学生再读书上列宁的话，体会列宁育人的过程。

三、学习课文第十一至十三自然段。

1、出示思考题。

(1)小男孩为什么低着头?

(2)列宁为什么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然后微笑?

(3)列宁为什么不问爱说话的男孩，而问不说话的灰雀?

(4)列宁为什么不问那个男孩，就知道他是诚实的?

(因为男孩能认识错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2、分组读书、讨论思考题。

3、小组代表发言。

四、拓展学生思维空间。

1、文章写了第1天、第2天、那么第3天、第4天……以后围绕
列列宁、小男孩、灰雀，还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呢?请学生
小组讨论。

2、请学生评价文中人物。

五、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五

1、学生搜集有关列宁的故事、事迹或照片。

2、教师制作投影片、生字卡片和人物头饰。

第一课时

谈话导入

1、同学们都知道列宁的故事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指名说一说。老师概括介绍列宁的生平。

2、学习这样一位伟人的故事，那一定是受益非浅的。今天我
就来学习《灰雀》，看看文中小男孩受到了哪些教育，你又
能得到哪些收获呢。（板书课题）

指导自学

1、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特别注意读准生字，读通课文。

2、画出不理解的词语，查字典、联系上下文或小组讨论理解
词义。

3、采用多种形式练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4、检查自学效果。指名分自然段朗读，或认为自己哪个自然
段读得好就读哪一段。学生读后集体评议，教师用生字卡片
抽读生字词。

读中感悟

1、自读课文



2、指名交流对课文内容的感知情况

c、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后来到哪里去了？又是怎么回来的？
你是从课文哪些句子里看出来的？自读课文，思考讨论。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a、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了什么？

b、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复习课文

1、指名朗读课文。

2、指导朗读对话。

a、同位分角色练读。

b、指名戴头饰分角色读。

c、全班按男女生分角色读，老师读叙述部分。

3、说说你读了这篇课文有些什么想法？

4、小结：这个小故事写列宁对灰雀的喜爱，感动教育了男孩，
使男孩主动送回灰雀，告诉我们有了错误承认了，改正了，
就是诚实的孩子。

复习生字词

1、认读生字词



郊外、散步、白桦树、胸脯、婉转、面包渣

或者、严寒、自言自语、欢蹦乱跳、回荡

2、巩固生字词

a、卡片抽读、开火车轮流读。

b、给生字组词。教师将生字卡片出示在黑板上，学生会给哪
个字组词就说出来。

指导书写

1、学生描红，教师巡视。

2、说说你在临写的过程中有什么字你认为比较难写，需要老
师帮忙的，说出来，教师示范书写，重点讲解。

3、将学生写的字打在实物投影仪上，请同学评议。

积累运用

读课文中描写灰雀的句子，说说通过描写，你感受到了什么？
抄写你认为写的好的词语或句子。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六

在教学中，我班的学生能结合讲读课文中所学习的'方法，进
行阅读。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只要给学生一个平台，学生就能
展示出最好的水平：

如我们在教学中学生能读懂写天气热的句子：

“鸡热得耷拉着翅膀，狗热得吐出舌头，蝉热得不知如何是



好，在树上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

学生在读得过程中，汇报：我读懂了通过写鸡和狗、蝉热，
让我们感受到天很热，通过对比说明孩子不怕热。

有一个学生还补充说，还知道他们不怕苦，吃得是干粮。

又有同学回答说，还说明孩子不怕苦，觉得很快乐的是从早
到晚，已经劳动一天，“当缕缕炊烟从村中升起来的时候”
说明已经很晚了。

又有学生在教学中补充，“劳累一天孩子们带着甜蜜的微笑
进入梦乡”“明天，只要是晴天，孩子们又将投入到火热的
劳动中”，从这两句话出又可以让我们读出来他们不怕苦，
觉得在劳动中是快乐的，而且带着甜蜜的微笑进入梦乡。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力，学生所
学得的体会比我们预设的还要充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是
否多给学生一些时间一点空间，让他们能自主学习，教师的
主导作用才能发挥到恰到好处。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七

1。出示列宁照片，说说他是谁？利用课前预习收集的资料，
谈谈你对列宁的了解。

2。教师小结简介列宁。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发
生在伟大领袖列宁身上的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故事。

3。板书课题，书空“雀”字笔顺，提示“雀”字是从描摹鸟
的体形而造出的象形字。



三年级灰雀课文教案篇八

1。学生自主观察本课生字有什么特点。

2。说说你是怎么记住它们的字形的？

3。提醒：本课左右结构的字较多，注意左右比例。独体
字“步”、“者”书写时笔画要舒展。

4。学生描红、摹写。

5。抄写词语表中列出的本课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