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摄影师的后续 小学三年级语文
教案小摄影师(实用17篇)

感恩是一种美德，能够让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付出和帮助。
写一份感恩的日记，记录下每天带给你快乐和幸福的人和事。
感恩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
写一篇感恩的文章需要先仔细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感恩的诗词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品味
其中的美妙与感悟。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一

1. 正确、流利地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的品味，感受高尔基对少年儿童的
关心爱护和男孩对高尔基的崇敬与热爱。

3.学习人物说话的四种表达方式，续写这个故事。

高尔基接受少先队员照相的经过。

通过对话和细节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情境教学及媒体资源播放

2课时

一、引入新课

1.这堂课我们去认识一位小摄影师。(一字一顿地说)板书：
小摄影师。什么人可以叫摄影师?专门从事拍照、录像工作的
人员叫摄影师。谁来叫叫他，注意摄、师是翘舌的。



2.小摄影师给谁拍照?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一起走
进课文。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自由放声读课文，遇到拼音的字多读几遍，遇到
不会读的查字典，或者请教同学与老师，把课文读通顺。比
一比，看谁读书最认真?读完三遍课文后站起来继续读。

2.同学们读书姿势很端正，读书时非常投入。请看这是课文
的一组生字词语，你会读吗?请自由读一读，谁会读?开火车
读词语。

出示：

(1)媚、躬、按、胶、辆，观察这组生字，有什么发现?重点
指导躬，左边是身，表示人的身体，右边是弓，表示弯着腰。

(2)摄、志、桌、社、侧，指名读，正音侧是平舌音。

(3)阳光明媚、摄影师、高尔基、列宁格勒、车辆、胶卷

照相、鞠躬、吩咐、摆弄、停当、打量、秘书

3.同学们，你能用上这里的一些词语，用简洁的话说说课文
写了一件什么事吗?出示填空题，引导孩子补白。

自由说一说，和同桌说一说，指名说----出示答案---自由说
一说。

出示：在一个_____早晨， _____打开了_____ 扔给他
的_____ ，同意_____ ，不料_____ ，小男孩_____。

用简洁的话概括主要内容是一种语文能力，三年级了我们要
掌握这种能力。抓关键词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



很好的方法。

三、朗读课文2-10自然段。

1.读了课文，我们了解到高尔基早上接到了小摄影师扔给他
的一个纸团，其实这个纸团是 一封信。

(1)谁来读读那封敲开高尔基大门的信?

(2)你就是当时的高尔基，读着这封信，让你想到了什么?

少先队员很会想办法;

少先队员很聪明;(给聪明换个词那就是----智慧)

要见上高尔基一面可真不容易;

高尔基非常关心少先队员。

(3)是啊，一个小小的纸团----一封普通的少先队员的信却引
起了高尔基的注意。齐读小男孩的信。

3.指名感情朗读作者、高尔基和小男孩的对话。

(1)这是怎样的鞠躬啊?恭恭敬敬地鞠躬，可不要太急呀!

(2)高尔基按照小摄影师的吩咐坐下。小男孩摆弄了很久很久，
注意这种摆弄的时间。此时我们的朗读要尽量体现高尔基的
什么?耐心、对小男孩的喜爱、爱护、关怀、慈爱。

(3)这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孩子，当一切准备停当，他的话语充
满了—激动欣喜

在愿望马上就要实现，可是结果却如此残酷，你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



天哪，怎么会这样?

(6)这样充满安慰充满关怀充满温暖的话语，小男孩听得见
吗?因为他处于极度的悲伤、懊悔、羞愧的情绪之中。

小男孩哭着，跳上一辆电车，电车马上开走了。

4.同学们，读高尔基的话要注意读出什么?高尔基对小男孩的
关心、爱护。

读小男孩的话要注意读出什么?小男孩能见到高尔基的欣喜、
一切准备停当的快乐，发现相机里没有胶卷的愧疚;小男孩前
后心情的变化。

5.指名分角色朗读对话，师生评议朗读。

四、拓展延伸

1.请同学们再仔细看一看高尔基和小男孩的对话，你就会发
现人物说话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示人物说话的四种句
子。

2.请仔细看看这四种表达方式，这四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

小结：提示语在前，提示语在中间，提示语在后，没有提示
语只有人物语言。

3.这四个句子相同的是什么?不同之处在哪里?

反馈：四种句子的标点的加法。

小结：写作中如果我们能采用人物四种说话的不同方式，定
能使我们的文章表达更富有变化，文章表达更为精彩，我期
待着。



作业设计：

同学们，小男孩离开高尔基的办公室后发生什么事?让我们拿
起笔续写这个故事。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二

1、交流收集的材料，了解高尔基这个人物。

2、自学生字，理解新词。

3、初读课文，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并提出不懂的问题。

同学们，通过查找资料，你们了解高尔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物吗？

同学们交流资料，最后明确：

（高尔基是世界闻名的文学家，原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他发
表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小说以及
著名的散文诗《海燕》等。他的作品在我国广为流传，得到
人们的喜爱。他还非常关心、爱护少年儿童。）

1、板书课题：《小摄影师》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产生哪些疑问？

（小摄影师是谁？他给谁摄影？在摄影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情
况？他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要以小摄影师为题？……）

2、初读课文，看看哪些问题能够在读文中解决，还有哪些不
懂的问题提出来，在第二课时的学习中解决。

1、按照读课文，画生字、、选字义的步骤自学生字。可按要



求填写表格。表格略去。

2、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并纠正重点字的读音。

另外，“社”、“者”是翘舌音，“杂”是平舌音，在读的
过程中注意提示和纠正。

3、分析字形结构。

“摄”左右结构，“耳”的最后一笔是“ ”；第一个“又”
最后一笔是“ ”。

“胶”左右结构，右边的第四笔是“ ”，不要写成“ ”。

“杂”上下结构，上边是“九”不是“几”，下边是“一”加
“小”不要写成“木”。

“鞠”左右结构，左边最后一笔是“ ”，不要写成“一”；
右里侧“米”字最后一笔是“ ”不要写成“ ”。

“躬”当“身”字做偏旁时最后一笔不要出头。

“社”左右结构，左边是“ ”字旁，不要写成“ ”旁。

4、比较法识记字形。

贴（ ）吩（ ） 社（ ） 侧（ ）

沾（ ）纷（ ） 杜（ ） 测（ ）

秘（ ）胶（ ） 者（ ） 杂（ ）

密（ ）郊（ ） 著（ ） 染（ ）

四、理解词语：



1、联系生活实际理解：

“记者”、“杂志社”、“胶卷”、“秘书”等词语。

2、查字词典，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

摆弄：本意含有支配、调整的意思。联系上下文指小男孩调
整相机，为正式拍照作准备或指小男孩为高尔基调整坐姿。

吩咐：是要求对方按自己的要求做。课文中指高尔基听小男
孩的话，拿了张报纸，坐下来。

停当：本意为齐备、完毕。课文中指小男孩把高尔基拍照前
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完做好了。

突然：指事先没有料到，一眨眼事情发生了。课文中当一切
准备停当就要拍照了，小男孩一下子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高
尔基没有想到会发生眼前这样的事情。

想一想，课文讲了谁和谁之间发生的一件什么事？

（课文讲的是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照相，由于忘了带胶卷，
因此没照成相的事。）

生字、词、读书。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交流收集的材料，了解高尔基这个人物。

2、自学生字，理解新词。

3、初读课文，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并提出不懂的问题。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三

2、红点问题，相关“自主练习”。

1.使学生明确角的大小和角的'两条边张开大小的关系。

2.使学生明确比较两个角的大小的方法。

3.使学生初步认识锐角和钝角。

4.通过动手折角，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5.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动手和比较能力。

重点：认识锐角和钝角。

难点：比较锐角和钝角的大小、会画锐角和钝角。

一、综合小复习

1.教师拿出三角板，让学生回忆前面学过的知识：角和直角。

2.提出问题：角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角是直角？考
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小黑板出示综合题目，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教师：同学们喜欢小制作吗？

然后出示教师自制的简单教具：调皮猴。

教师提出问题：请仔细的观察这两个调皮猴，你能看出它们
有什么不同吗？



学生回答后，教师肯定回答正确的同学：两个调皮猴的高度
不同。

教师继续提出问题：为什么两个调皮猴的高度不同呢？

学生回答后，教师先不作答：下面让我们一起一步步来认识
和解决这个问题。

2.学生动手折角

首先，教师要求学生准备一张纸，随意的折出一个角，并让
学生展示和观察折的角。

然后，教师让学生展示自己折的角，同时教师也折一张纸，
上面包括直角、钝角和锐角（学生做的角放到一张纸上便于
观察）让学生观察。

要求：判断有几个角；这些角有什么不同；判断哪个是直角。

最后教师规范答案，使学生明确知识点：角的大小是不同的。

3.演示活动角

在学生认识到角的大小是不同的基础上，教师演示活动角，
并不断的变化活动角的边，使活动角的大小变化。教师在演
示过程中，注意向学生说明：活动角也是一种角，因为它具
有角的特征，并要求学生认真观察教师的演示。

教师提出问题：老师刚才调整的是活动角的什么？角的什么
发生了什么变化？

最后教师角的大小和角的两条边的关系：角的两条边张开的
越大，角越大；角的两条边张开的越小，角越小。

4.比较角的大小



让学生同位之间比较自己折的角，并思考怎样比较两个角的
大小。

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出比较角的大小的方法：先把顶点重合，
再把角的一条边重合，看另一条边落在什么位置。

5.认锐角和钝角

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锐角、一个钝角、一个直角，然后出示
三角板，让学生到黑板前找到直角，提出问题：另外两个角
和直角有什么不同？引导学生认识到：一个角比直角小，一
个角比直角大。教师相机告诉学生锐角和钝角的定义，并板
书课题。接着反问学生锐角和钝角的定义，加深学生的印象。

三、回归课本，解决疑问

先让学生看课本讲过的知识，找己不懂的地方，教师给予解
答。处理练习，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四

1、教材内容：

《灰雀》这篇课文讲述的是列宁、灰雀和一个男孩之间的故
事。列宁在公园里寻找三只惹人喜爱的灰雀当中的一只时，
遇到了将灰雀捉走的男孩，经过交谈，受到感动的男孩将灰
雀放了回来。这个故事体现了列宁善解人意，对男孩的尊重、
爱护以及男孩的诚实和天真。课文通过语言和行动来揭示人
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事件的发展过程，是本篇课文在表达上
的主要特点。

2、教学目的：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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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读人物对话，体会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体会列宁善解人
意、循循善诱和对儿童的保护，懂得做错事应该改正的道理，
同时受到保护鸟类等动物的教育。

3、教学重点、难点：

认识列宁对男孩的关爱和教育，渗透保护鸟类的教育。

从人物的语言及神态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二、说教法、学法

1、教法

朗读法、以读代讲法。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部分，
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2、学法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教师为了不教。”语文教学
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教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培养自学能
力，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学习本课文时，应该交
给学生朗读的方法，从人物的语言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指
导学生边读边思考，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三、说教学程序

（一）、从名人入手，导入新课。

出示列宁图像，并回忆学过的《蜜蜂引路》这篇课文，唤起
学生记忆，明白这一单元开始学习名人故事，学习名人品质。

（二）、研读课文，探究人物品质。



这样，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找出3——10自然段的人物对话部
分，让同桌两个人一个扮演列宁，一个扮演男孩，认真地朗
读列宁和男孩的对话，要求读通顺、流利。在此基础上，通
过分角色朗读人物对话，指导学生深入课文内容，读出人物
说话的语气，揣摩出人物说话时的心理活动。列宁善于观察
男孩的语言、行动，当列宁问男孩看见灰雀没有时，男孩吞
吞吐吐的语气已经使列宁看出破绽，但是列宁没有直接责问
男孩是不是捉走了灰雀，而是耐心说教、循循善诱，借助一句
“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的感叹，使男孩内
心受到震动，他心里会这样想——这位叔叔是多么喜欢灰雀
呀，不见了灰雀竟然这么伤心，我真是太自私了。为了喜欢，
把灰雀占为已有，真不应该。所以，男孩最后肯定的语气证
明了他勇于改正错误的决心——“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
来的。”人物对话部分，我重点指导学生读出人物说话的神
态、语气。列宁的话始终是委婉、亲切的语气，小男孩说话
的语气从吞吞吐吐到小声地嘟囔、再到大声地肯定，如果学
生朗读得不到位，反复纠正，一定把本篇课文的对话部分朗
读好，从而更好地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学习伟人列宁爱护
鸟类和保护男孩自尊心的高尚品质。临近课文结束时，让学
生自由读3——10自然段，深入体会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和对诚
实孩子的喜爱。

附：《灰雀》教案设计

教学目的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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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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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难点：



1、认识列宁对男孩的关爱和教育，渗透保护鸟类的教育。

2、从人物的语言及神态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教学思路：

在教学中，通过反复朗读列宁和小男孩的对话部分，引导学
生体会列宁在灰雀不见了的情况下着急、担心、悲伤、惋惜
的心情。同时体会小男孩的心理活动变化，一开始支支吾吾
到最后肯定地说话，可以知道他从心慌、胆怯变化到镇静、
惭愧。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列宁的伟人风采，尊重和爱护少年
儿童，以自己对灰雀真正的喜爱感化、影响着男孩，使男孩
最终放鸟归园。

一 、导入新课。

今天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位名人。出示列宁图。这是谁？板
书：列宁。你知道列宁吗？（简介）我们以前也学习过关于
列宁的故事。比如《蜜蜂引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列
宁很爱动脑筋，很喜欢观察，很聪明。比如《诚实的孩子》，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列宁从小就很诚实。今天再学一个
列宁的故事，打开第五课，大家读课题《灰雀》。（教师板
书）

出示灰雀图片。小朋友们喜爱它吗？你能描述一下灰雀吗？

二、研读课文，探究人物品质。

1、让我们看课文中是怎样描写灰雀的？

2、面对灰雀，列宁喜爱他们吗？你怎么知道的？（抓住主要
词语：每次 经常）

3、有一次，列宁发现一只胸脯深红色的灰雀不见了，列宁什



么表现？（ 找遍 ）

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列宁在树林中找灰雀时，他一边找一
边会想什么？试着说一说列宁的心里话。

4、只有列宁喜爱他们吗？（还有一个小男孩）板书：男孩

就因为小男孩也喜欢灰雀，所以围绕小灰雀，列宁和一个小
男孩之间发生了一件事，从哪一段到哪一段写了他们之间的
对话？（3——10自然段）

5、引导学生学习3——10自然段。

a、同桌分读合作，体会列宁的心情、小男孩矛盾的心理。

b、再读，讨论：

c、当列宁发现一只灰雀不见了的时候，他心情会怎样？你从
哪些句子中体会到的？

d、那个男孩听了列宁说的话，他是怎么说的？这是他会想些
什么呢？想象一下他的动作、表情。

三、自由读3——10自然段，深入体会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和对
诚实孩子的喜爱。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五

1、认识“摄、媚”等8个生字。会写“突、按”等14个生字。
能正确读写“突然、立刻、人行道”等12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联系上下文，读懂文中
的语句。



3、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体会小男孩对高尔基的崇敬热爱、
高尔基对小男孩无比慈爱、关怀备至的感情。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联系上下文，读懂文中
的语句。

2、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体会小男孩对高尔基的崇敬热爱、
高尔基对小男孩无比慈爱、关怀备至的感情。

两课时

1.学生自渎课文，自学生字、词。

2.学生收集有关高尔基的资料。

3.教师准备投影片和道具。

学生说说课前自渎课文的情况以及体会，介绍搜集到的有关
高尔基的资料。

1.学生自由轻声朗读课文，遇到生字多读几便。

2.在学习小组内份自然段朗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通顺，
小组内互相正音。

3.画出不理解的字词，通过读句子、联系生活实际、同伴讨
论等方法初步理解。

4.投影出示本课生字，指名认读。

5.自由说说课文的大体内容。

(1)高尔基喜爱小男孩。

(2)小男孩崇敬、热爱高尔基。



2、默读课文，自读自悟

（1）从那些地方看出高尔基喜爱小男孩，用“”画出有关句
子

（2）从那些地方知道小男孩崇敬热爱高尔基，用“ ”画出
有关句子。

3.学习小组交流情况。

4.全班反馈交流。

5.老师小结板书。

这篇文章通过人物的对话，展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体
现了文学家高尔基对少年儿童的关怀爱护，及孩子们对他的
崇敬、热爱。

这两个人物，你更喜欢谁？为什么？

读、背、写一句高尔基的名言。

1.男女生、同练习分角色朗读高尔基和小男孩的对话，注意
运用适当的语气表达情感。

2.教师范读，在指名读，师生给予评价。

1.自由组合分角色朗读。

2.学生两人一组，借助道具自由组合表演课本剧，提示学生
注意语言、表情、动作的协调统一，进入课文描述的情景。

1.投影出示下列词语：

阳光明媚 鞠了个躬 咧开嘴 吩咐 准备停当 胶卷



秘书 杂志社 记者 突然 侧过脸

a.读一读

b.用实物、动作、换词、造句等方法再度感悟词义。

c.各小组以竞赛的方法用带点的字口头组词，词语组得又多
又正确的小组获胜。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记住要写的字，并介绍自己的识字方
法。

3.学生瞄红仿写，然后说说自己什么字写得好，介绍经验。

“请转告他，我很忙。不过，来的如果是个小男孩，就一定
让他进来。”高尔基对记者和小男孩的态度上形成了宣明的
对比。联系上文，小男孩好不容易进了高尔基的办公室，高
尔基又是那么地配合他的拍照 ，可万事俱备，他却忘了带胶
卷，所以他哭了，这是懊悔，这是自责。对这一点，高尔基
是完全能体会到的。因此高尔基希望小男孩再来。小男孩还
会再来吗？讨论中让学生联系全文，找出自己的看法的依据，
并发挥想象，续写故事。

6小摄影师

喜爱

高尔基 小男孩

热爱

对话、细节描写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六

那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我问爸爸：“车为什么要给库伯
先生？”爸爸说：“这是道德”。第三天，爸爸去上班，看
到了库伯先生，爸爸说：“兄弟你中奖了，是不是应该庆祝
一下？”库伯先生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晚上库伯先生请爸爸
吃饭。吃饭前库伯先生问爸爸：“你为什么要把车子还给我？
你比我更需要它。”爸爸说：“因为是你中奖了。”库伯先
生又说：“可是彩票是你买的，只是帮我捎了一张而已。”
爸爸又说：“因为一个人活的要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拥有
了一大笔财富，做人要诚实，有信用。虽然很想拥有一辆属
于自己的车，可是做人要诚实，有信用所以我把车还给
你。”库伯先生佩服地说：“兄弟，我非常欣赏你的品德，
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留下汽车的。吃过饭的`第二天，库伯先生
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库伯先生很兴奋
地告诉了爸爸。

爸爸很是吃惊，心想：“这么小的事还会上报纸。”以后，
见过他的人都大大的赞赏他，爸爸的脸上也漾起由衷的自豪。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七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高尔基正在家里喝下午
茶。这时，昨天那个小男孩兴冲冲地从外面跑进来，手里还
拿着一架照相机。高尔基亲切地问：“孩子，你今天带胶卷
了吗?我这儿有啊。”男孩肯定地说：“我带了，谢谢您。”
于是，小男孩让高尔基坐在窗户旁边的沙发上看报纸，他拿
起照相机对着高尔基就拍照，只听“咔嚓”一声就拍好了。
高尔基正要站起身，小男孩连声说：“对不起，请您再坐下，
我忘了打开镜盖头了。”说着，他有些不好意思，额头上布
满了密密的汗珠。高尔基微笑着对他说：“孩子，你不用紧
张，来，再拍一张吧。”小男孩听了，心情立刻放松了许多，
望着眼前这位面容慈祥的老人，他就像给好朋友照相一样，
这次终于成功了。小男孩向高尔基道了谢，开开心心地回家



了。

当这张伟人的'照片，出现在学校的墙报时，同学们都向小男
孩投来羡慕的目光。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八

噢，天哪！渔夫一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桑娜，是你抱
过来的吗？噢！你看他们多可爱呀，简直就是天使！

渔夫看到这两个可怜的孤儿同自己的.孩子安然入睡，感到无
比欣慰，把灯一熄，自己也和桑娜睡觉去了。

日子虽然很苦，但桑娜一家却常常传出阵阵欢笑声。俗话说：
海边的孩子不吹风长不大。可西蒙的孩子还小。风一大，脸
都吹得生疼，再加上没有鞋穿。两个小家伙好几次出去都被
扎破了脚，上药时疼得哇哇大哭。难能可贵娜看在眼里，疼
在心上。可家里穷，买不起鞋。桑娜的五个孩子倒是习惯了，
可小家伙脚嫩，怎么办呢？桑娜只好拼命干活，攒钱买了一
捆布，裁好式样后便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外面海风呼啸，
寒风从门缝与屋顶的裂缝中吹了进来，冻得桑娜不禁打了个
寒颤，手也变得僵硬起来。一不小心，针一下子斜斜地扎入
了手指。为了两个孩子，她顾不得疼痛，吮了吮手指便继续
缝了起来。十指连心啊！都要忍受着钻心般的疼痛，从早到
晚，每天就在微弱的马灯下缝鞋。过了几天，桑娜缍将两个
孩子的鞋缝好了，可自己却过度劳累生病了。

寒风仍在怒吼，可这间破旧而古老的小屋，却洋溢着幸福和
温暖的气息。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九

青蛙听了小鸟的话半信半疑，一心想去井外去看看天到底有
多大，于是就天天练习跳跃。一天，它鼓足了勇气，用力往



上一跃，终于跳出了井口。

“哇！原来天真的很大，就像小鸟说的一样，望也望不到
边！”青蛙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井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
河水时缓时急，还哼着小调欢快地朝前方奔去；成群的'小鱼
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蓝蓝的天空中，白云一朵一朵的，
有的像小鸟在飞翔，有的像小狗在嬉戏，还有的像马儿在奔
跑……真好看。远处的山又高又大，山脚下有一排高矮不一
的屋子，屋子是灰色的。房屋的左右两边种着一排柳树，一
阵风吹来，树枝摇来摇去，好象在对小青蛙招手，欢迎青蛙
的到来。

青蛙再也不愿回到阴暗的井底了。它和柳树做邻居，和鱼儿
做游戏，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美丽地大自然里！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

走进村子，炮手的疑虑马上消失了，乡亲们都带着微笑和他
打招呼。有的说：“炮手，你真是好样的！”有的说：“要
不是你炸毁了德军驻地，我们还得受多少罪啊！你为战争胜
利立下了大功。”炮手一边和乡亲们握手，一边腼腆的笑着。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一

《小摄影师》是第二单元的一篇主题课文。本文在表达上的.
主要特点是，通过对话和细节描写，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
界。如，秘书告诉高尔基：“外面来了一位摄影师。”“是
个小男孩吗？”高尔基问。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仍在挂念
着那个少先队员。再如男孩见到高尔基后，“仔细打量着高
尔基，咧开嘴笑了”，这个细节反映了孩子对高尔基的崇敬
和见到高尔基后的激动和惊喜。鉴于此，在教学过程中，我
重点引导学生从对话和细节描写中体会人物内心活动。

由于本课的对话和内容都比较浅显，学生通过自读自悟可以



理解大体意思。因此，我首先放手让学生自读课文，并通过
小组赛读的方式，将课文读正确、流利。然后启发学生提出
问题，教师归纳梳理后，让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探讨问题，
交流答案。再次，练习分角色朗读课文，把握人物内心活动。

最后，续写《小摄影师》。因为有了课堂上对课文对话和心
理的分析和理解，所以对孩子们来说，续写就不那么难了。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二

雪儿又飞回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似乎在说：“太
好了，我又能飞喽！”我看着它那金黄的眼珠，想起了爸爸
的'话——雪儿是一只信鸽。我不禁喃喃说道：“雪儿，你去
吧，蓝天才是你真正的家，去为人们服务吧！”雪儿好像听
懂了我的话，用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眼里充满了不舍，我
轻轻抚摸着雪儿的羽毛，对它说：“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一只
信鸽，信鸽的使命就是帮人们传递信息。别再留恋了，雪儿，
尽管我们都很不舍，但只有飞回大自然，你才能健康地成长。
”我将雪儿捧起，雪儿似乎明白我的心思，用祝福的眼神看
了看我，像是在说；“谢谢你，我会常来看你的！”然后展
开双翅向蓝天飞去。我看着雪儿远去背影，在心里默默地说：
“雪儿，祝你平安，早日和家人团聚！”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三

战争终于结束了，炮手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返回家乡的路。
他多想快些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可又怕看到倒塌的房屋；残
缺的墙；多想快点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可又怕亲人的
埋怨，邻居的责骂，朋友的误解。炮手一筹莫展，和他同路
的.将军似乎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安慰他说：“炮手呀，虽然
你家的房子成了德国的驻地被打垮了，但你可以凭自己的努
力造起一栋新房子！”炮手听了，坚定地点了点头。

当炮手回到家时，只见妻子和女儿一副悲痛的神情坐在门前



的石板上，自己的家已经成了废墟。炮手振作精神，向妻子
说起在路上和将军的对话，妻子抹干了眼泪，同丈夫
说：“我们住在这傍山傍水的地方，大自然会帮助我们的。
你扑鱼，我养蚕织衣服，我们那心灵手巧的女儿编花篮，生
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此，炮手一家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炮手扑鱼，手上布
满抓鱼时辞成的累累伤痕，妻子织衣，脸上有多了几条皱纹，
身体也日渐衰老，女儿编花篮，手上刺破了几条口子。看得
出来，炮手一家的日子过的很辛苦。

他们坚信，只要不怕苦，不怕累，辛勤地劳动，生活就会变
得美好，富裕起来。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四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小摄影师》,下面
我就将从教材、学情、教法学法、教学过程四方面进行说课。

一、说教材

1、教材内容：《小摄影师》是一篇讲读课文。它写的是高尔
基工作繁忙，不接受任何记者来访，却特许一名少先队员进
入他的办公室，为他照相的事，反映了革命前辈对少年一代
的关怀与爱护。也表现了小摄影师所代表的少先队员所具有
的诚信,聪明,有礼貌的品格。在表达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
话和细节描写,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根据课文的'特点
和学生的实际,本课教学我安排两课时来完成。今天我要说课
的内容是第二课时。

2、教学目标：根据课标要求、学生年龄特点及本组课文的训
练重点，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下：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了解课文内容，感受高尔基对少年儿
童的关怀爱护和小男孩儿对高尔基的崇敬和热爱。



3、教学重点、难点：根据本单元教学要求，我把高尔基接受
少先队员照相的经过行为本课学习的重点，把通过对话和细
节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定为本课教学的难点。

二、说学情

对于刚升上三年级的孩子来说，文章篇幅较长，把握重点、
体会文章内涵的思想情感都有一定的困难。

三、说教法、学法。

基于对教材这样的理解,本课我遵循“以读带讲，以演促悟"
的基本思路,主要采用品词析句,朗读感悟,读写结合,整体把
握等方法。

四、说教学流程

第二课时我预设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复习导入。

出示图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我运用了复习导入法，这样
设计是为了引导学生在复习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体会课文
内容。

二、品读感悟。

首先由突然一词引出问题，小男孩是怎样请求高尔基允许为
他照相的?学生能比较容易回答出小男孩通过扔纸团的方式，
请求高尔基允许为他照相的。

教师引导：小男孩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请求为高尔基照
相?(引导学生体会因为高尔基工作很忙，他一般不接受记者
的采访)然后问学生：纸团上写着什么?你体会到了什么?引导
学生通过纸团的内容体会小男孩，聪明。



(2)小男孩是怎样为高尔基照相的?这个问题，学生能较顺利
找出相关段落，让学生学会通过体会文章关键词句揣摩人物
内心，从而深入体会人物品质的读书方法。引导学生理解课
文内容，懂得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少年一代的关怀、爱护。)然
后引导学生以演促悟体会高尔基对孩子的关心爱护。

三、拓展延伸。

小男孩儿会再来吗，为什么?请学生展开想象，接着往下编写
这个故事(设计意图：续写课文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
力的好方法，可以激发学生习作的欲望。)

反思：学情预设不足，对学生的期望过高，以致不能达到预
期。比如学生对小男孩的印象，通过纸团内容悟得不够。学
生演的环节指导不准，方法欠缺。教师说话不够精炼，环节
不够紧凑，时间把控不好。总之，整节课目标达成没能达到
预期。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五

狗熊一路哼着歌来到大象家。大象问“我的裤子做好了
吗？”狗熊得意地说：“这点小事有什么难的，你把裤子穿
上试下，一定很合身。”大象接过裤子，迫不及待地试了起
来。可是试了好一会儿，却连只脚都穿不上。大象失望地说：
“裤子怎么这么小，我不是给你尺寸了吗？”狗熊听后
说“不会的，我还试过呢，正好呀！不信我再试给你看
看。”接过大象递过来的裤子，狗熊忽然一拍脑袋，恍然大
悟地说：“大象，实在对不起，我只为了好看，没有按照你
的体形和尺寸做，回去我一定重新给你做一条合身的裤
子。”

说完，狗熊急忙跑回家，按照大象给的尺寸仔细地做，最后
终于做好了。这次狗熊给大象试后，大小很适合，大象非常
满意。经过这次教训，狗熊努力、认真地学做各种各样的`裤



子，成了森林里有名的裁缝。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六

《小摄影师》这篇课文主要讲了高尔基和一个小男孩之间发
生的动人故事，从中透出了高尔基对小男孩的关心和爱护之
情。全文共15个自然段，以对话为主。对于刚升上三年级的
孩子来说，文章篇幅较长，把握重点、体会文章内涵的思想
情感都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对于到底有几个自然段，学生
还有一些困难，由于他们平时碰到的都是简单的，这次却出
现了一封信，他们一下子难住了，不知道该不该算一段，在
这点上我花了一些时间重点讲解。

接下来我还从课题的摄影师和文中最后的摄影师比较切入，
从而引发学生思考质疑：为什么高尔基不愿见杂志社的摄影
师，而要见小摄影师？这一核心问题，为学生读书、质疑、
释疑提供途径。

可是，有一点是我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在为什么高尔基不愿
见杂志社的摄影师，而要见小摄影师？这一核心问题上，学
生的回答很出乎我的意外，他们会认为是因为高尔基还没有
让小男孩拍完照所以才拒绝杂志社的摄影师的拍照要求，在
这一点上我也显得很困惑。

小摄影师的后续篇十七

大课间，陈东东和他的同桌黄佳丽在一起聊天。

我上个星期过九岁生日，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
黄佳丽高兴地说。我也刚刚过了九岁生日，生日那天是我们
全家人一起过的。陈东东紧接着回答。

路过的同学们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一下子围观了过来。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聊得可尽兴了。



这时，李晓明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声。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位
置上，不作声。心想：我也快过生日，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外
地工作。

想到这里，李晓明感觉有一股巨痛正钻进他的心里。

陈东东看见李晓明一直愁眉不展。便知道了怎么一回事。下
课后对黄佳丽说：三天后是李晓明的生日，但没人给他过。
我们给他过吧。黄佳丽举双手赞成，便一起找班主任老师商
量。

三天后放学时，陈东东叫李晓明一起上卫生间。趁李晓明去
上卫生间时，同学们争分夺秒地布置教室，然后把灯关上。
李晓明回到教室时，发现灯都关上了，一片漆黑。当他把灯
打开时，同学一下子蹦了出来，将李晓明吓了一跳。这时，
同学们一起齐唱起了生日歌，还有的同学把生日蛋糕端了上
来，连班主任王老师也为他戴上了生日帽。

喝完了生日歌，同学们说：快许愿吧！李晓明将手握成拳头，
放在胸前，闭上眼睛，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王老师坏笑道：既然你们这么开心，今天晚上就写一篇作文
吧。同学们顿时热泪盈眶地望着王老师，哀求说：老师，不
要啊！

虽然老师留了很多作业，大家一样很开心。晓明说：谢谢你
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