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 四年级人教版语
文尊严教案(精选20篇)

初三教案中包含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等重要要
素，有助于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六年级教案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6个生字，学写14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句子里体会到年轻人自
尊的品格，从中感受“自尊者自立”的道理。

第一课时

导入

同学们，古人有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名言，讲做人要有尊严。
今天老师介绍给大家的是一位外国的年轻人，从他的行为和
做法中，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学生自读课文

1.自学生字新词。

2.质疑问难。

3.想一想，课文只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读和理解。

2.师生共同解决疑难问题。

3.指名分节朗读课文。

4.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短文只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没
有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执意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
事物，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课堂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概括地写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第二课时

深入朗读，品味词句

1.要求学生边读书，边画出：

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

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咙上下动了动”“年轻人
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2.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内容上体会思想。

3.从描述中看，这个年轻人是个怎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点拨，揭示中心

1.讨论：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提问：这个年轻人是谁?是什么使他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笔
让所有美国人羡慕的财富呢?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诚实的劳动和做人的品质是多么重要。它
能成就人的一生。

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的诚
实劳动来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指导学生带感情朗读课文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布置作业

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出示有关“尊严”和做人方面的
格言，让学生读一读，并试着拟一条人生格言。可提示学生从
“什么是尊严”和“尊严的意义”以及如何做人等方面去想，
然后交流。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

?练习四》安排了如下的内容：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写好钢
笔字、口语交际、学写毛笔字等五项内容。处处留心主要是
让学生了解常用的一些中药；读读背背，安排学生积累与课文
《永远的白衣战士》内容有关的成语，积累《三字经》中的
一个片段；写好钢笔字，要求学生正确、美观的书写左右结
构的字；口语交际，要求讨论班级公约；学写毛笔字，安排
了书字“歌”、“领”。

1.认识中草药的名称，学会读懂、读好一份中成药的说明书。

2.学会八个成语及《三字经》中的一个片段。

3.能正确、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4.口语交际：讨论班级公约。

5.学写毛笔字。

处处留心、读读背背和口语交际。

三课时

教学目标：

1．读准课文中出现的7种中药的药名，初步了解中药的功效。

2．学会读懂中成药的说明书。

教学准备：投影仪一份《小柴胡冲剂》的说明书7种中药的'
图片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部分

1．我们平常生病了，都会去医院看病，吃药或打针。

我们吃的药分成两类：中药、西药。今天，我们来初步认识
中药。2．你们对中药有什么了解？互相交流。

3．中医中所用的中药多以植物为材，也有以动物、矿物为材
料的。

4．《本草纲目》中就介绍多种中药的材料的功效，是我国医
学、医药上的一个瑰宝。

5．今天，书上也出现7种中药药名，读一读，读准它们的音。
指名读，齐读。

6．出示图片：让我们来认识这7种中药。

7．你知道这7种中药有什么功效吗？

二、教学第二部分

1．阅读第二部分中奶奶的话。

2．自己读这份中成药的说明书，边读边想：从这份说明书中，
你知道了什么？同桌互相讨论、交流。

3．现在你能代小芳来回答奶奶的问题吗？

4．好，我们下面来演一演这个场景，分角色扮演。同桌可以
演也可以找你好朋友一起演。

5．指名上台表演。评比。

6．老师这几天有感冒，到医院开了一盒《小柴胡冲剂》，你



能帮老师看看说明书，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吃？注意什
么？7．指名说。

教学目标：

1．联系所学课文《永远的白衣战士》，学会八个成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三字经》的片段，并能理解其意思。

3．能美观地书写具有相同部件的字。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投影仪等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二题

（一）教学第一部分。

1．自己读读这8个成语，读准字音。

2．你会其中哪个成语的意思？在学生说的过程中，帮助他们
回忆曾学过的《永远的白衣战士》，来理解成语的意思。

3．读了这些词，你脑中仿佛出现了什么样的场面？

4．有感情朗读八个成语。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二部分。

1．读一读《三字经》的片段。

2．互相讨论、交流《三字经》这个片段的意思。



3．指名说《三字经》的意思。

4．有感情读一读，注意抑扬顿挫。

5．指导背诵。

二、教学第三题

1．出示生字卡片，认读“羽、弱、器”。

2.这三个字有什么共同点？

3.对，这些字中都有相同的部件，怎样才能写美观呢？

4.在学生说的基础上，师总结：右半边比左半边上头略高一
点，下头略低才显得匀称端正。

5.师范写“羽”。

6.学生描红、仿写，师巡视指导。

7.反馈。展示写得好的字，再展示写得不好的字，师生共同
评析。

教学目标：

1．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热爱班级之情。

3．学写毛笔字。

教具准备：纸毛笔

教学过程：



一、审题

1．自读课文中的讨论要求．

2．明确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

二、指导

1．班级公约的制定从哪些方面作思考呢？

2．互相讨论、交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师可以做一些补
充。

3．师总结，学生干部在一旁记录。

三、把班级公约用笔抄写纸上，贴在墙上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先扶后放的学法指导，让学生学会小组合作学习。

3、通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徐帅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严格
要求子女，甘为人民公仆的崇高品质。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研读第二则小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布衣”的含义，结
合人物的情绪变化进行个性化的朗读。

教学准备：

音乐、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从课题入手，谈话导入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板书课题)课前已经预习了课文，
说说这布衣元帅指的是谁?(出示课件)

质疑：你觉得元帅平时的衣食住行会是什么样?布衣指的又是
什么?

引语：徐向前为什么会被称为“布衣元帅”，我们一起到文
中去了解一下。

二、初读感知，整体把握

三、精读第二个故事《看门老人》

这三个故事中哪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徐帅比普通人还普通的
布衣情怀”?我们就一起走进《看门老人》请大家看阅读提示。

(一)默读“看门老人”这个故事。

(二)画：新娘在去见徐帅时想到了什么?令她没想到的是什
么?(做好标注)

(三)想：从新娘的想法前后变化中你体会到了什么?(抓重点
词句，联系上下文)

(四)读：结合自己的体会有感情地朗读描写新娘想法的句子。
(读出自己的感受)学生汇报，老师指导。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四

13.夜莺的歌声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苏联卫国战争中少年儿童的机智勇敢
和爱国主义精神。

2.体会课文首尾呼应饿写法。

3.学习生字新词。会用“宛转”、“兴致勃勃”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了解被称为“夜莺”的孩子是怎样帮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
国法西斯强盗的。

2.了解开头三个自然段和最后两个自然段之间相互照应的关
系。

课前准备：课件。

教学时间：二教时。

第一教时

教学要求：

1.初步了解课文。

2.学会生字新词。

3.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理解词文。



1.学生自学。

2.检查自学情况。

三、再读课文，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给课文的每个段落概
括大意。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要求：

1.在这一段中你了解了什么？

2.怎样理解课文中的几句话：

（1）“有个孩子坐在河岸边上，搭拉着两条腿。他光着头，
穿着一件颜色和树叶差不多的绿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木头，
不知在削什么。”（这个孩子是夜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要有意地吸引敌人）

（2）“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
多着呢。夜莺倒只有我一个！”（在敌人不易察觉中戏弄敌
人，体现出他的聪明。）

（3）“人哪？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大家都喊：‘野
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体现出他的机智勇敢，
镇静。让敌人觉得他只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相信他，让
他带路。）

3.小夜莺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有什么感受？（勇敢机智
聪明活泼能干自信）

4.小结。

五、作业。

第二教时



教学要求：

1.继续学习课文，学习小夜莺的品质及爱国的精神

2.学习课文的写作特点。

一、学习课文第二段。

1.自学课文，思考：

（1）一路上小孩为什么有时学夜莺叫，有时学杜鹃叫？（为
了麻痹德国兵，以便后来他用鸟叫同游击队联络是不引起敌
人的怀疑。）

（2）为什么夜莺“有时胳膊一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有
时弯下腰去拾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为了麻痹德
国兵，让他们觉得夜莺还是个孩子，顽皮又贪玩）

（3）夜莺回答德国军官的突然问话，表现了他的什么？（机
智，灵活）

2.交流，朗读。

3.小结。

二、学习第三段。

1.学习这一段，想一想这一段主要讲了什么？从中能了解到
夜莺的什么？（主要讲了游击队是怎样从夜莺那里了解到德
国军情况的。从中了解到夜莺与游击队配合的默契，游击队
与夜莺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

2.读一读表现夜莺机智的句子和游击队的对话，加深理解。

3.小结。



三、学习第四段。

1.“从松树林里发出一声口哨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游击队发给夜莺的暗号，让他迅速隐蔽）

2.游击队是怎样消灭德国兵的？请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想
一想游击队为什么会全歼敌人。

3.德国兵被消灭后，小夜莺为什么又坐在原来的河岸边？他
在望什么？

4.课文为什么写孩子穿的衣服是跟树叶差不多的绿颜色呢？
（当孩子把敌人带进伏击圈，接到游击队发出的暗号时便于
迅速隐蔽。）

5.小结。

四、总结全文。

1.课文紧扣题目，请把出现“夜莺”的地方划出来。

2.“夜莺的歌声”的含义。

二是小孩用夜莺的叫声报告敌人的情况，夜莺的歌声是传递
情报的声音；

三是小孩是个爱祖国、恨敌人，机智勇敢的小孩，夜莺的歌
声是热爱祖国，勇敢地和敌人斗争的颂歌。

3.通过一件什么事反映什么？（通过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一个小男孩帮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侵略者经过的记叙，反
映了苏联少年的机智勇敢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4.课文的开头和结尾有什么联系？（互相呼应）



板书设计：

夜莺的歌声

起因：引敌发现

主动接近

巧答盘问

取得信任

经过：诱敌进伏击圈

机智勇敢的

巧妙报告敌情

爱国主义精神

结果：全歼敌人

夜莺又叫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五

《搭石》是人教课标版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组的一篇精
读课文。课文通过对摆搭石、走搭石等画面的描写，表现了
乡亲们纯朴、勤恳、老幼相敬的可贵品质和一心为他人着想
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家乡人、家乡事的怀念赞美之情。

作为学习该教学内容的四年级学生来讲，已经有三年的小学
语文学习经历，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能借助工具书理解
词句，能联系上下文对有关词句谈出自己的感受，具备了一
定的理解能力。本课教学将通过细节描写感悟人物的内心世



界，体会作者所描写的平凡事物中所蕴含的美，这对于四年
级学生来说既有学习的基础，也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教
师，精心设计，积极引导，创设学生熟知的情境进行体验，
引导学生对重点词句反复品读，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7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山洪暴发、
间隔、懒惰、俗语、平衡、清波漾漾、理所当然、联结”等
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风景、协调有序、理所当然”等词
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平凡的事物让我们感受到美的。

第二课时

（一）情境导入，引出课题

师：昨天啊我们已经学习了生字词，今天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一下作家刘章爷爷的家乡。（课件出示情境图）同学们
看——这个小山村是作家刘章爷爷的家乡，他的家乡是个美
丽的地方。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山峦，有郁郁葱葱的树木，还
有一条清澈见底、潺潺而流的小溪。但作者每每忆起家乡，
觉得最美的还是家乡的搭石。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
那平凡而美丽的搭石。（板书并让学生齐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初识搭石

1、师：请同学们翻开书103页。昨天，老师要求同学们预习
了课文，现在同学们再来自由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
通句子，想一想什么是搭石？搭石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多音字“间”的读法并组词，理解间隔的意思）



2、如果没有搭石，家乡的人们怎么过小溪呢？书上找一找。
（脱鞋绾裤，理解绾的意思）

如果没有搭石，人们出工、收工、赶集、访友必须（脱鞋绾
裤）师：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脱鞋绾裤啊，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回答并再次齐读课文）

3、读了课文，搭石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搭石，构成了
家乡的一道风景。）

（三）自主寻美，体会情感

1、请大家默读课文的2-4自然段，听要求：边读边用波浪线
划出描写人们走搭石的语句，再想一想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是那么协调
有序！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音，像
轻快的音乐；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注
意多音字“行”的理解）

a、请同学们看一看，这里还有几个新词“协调有序、清波漾
漾、人影绰绰”，我们来读一读。怎样的动作叫协调有序呢？
（生自由回答）

b、我们合作读读，老师读前面的，同学们读“抬起脚来”，
老师读后面的，你们读“紧跟上去”。明白了吗?试一试。
（读时速度渐快）

c、没有人踩脚，也没有人掉进水里，是有人指挥吗？（没有）
没有人指挥，大家的动作那么的整齐，配合得如此默契，这
样的动作就叫做（协调有序）。依次解释清波荡漾、人影绰
绰并有感情的读。

2、一行人走搭石让我们感受到了画面美、音乐美。如果有两
个人面对面地走搭石，又是怎样的情景呢？自由朗读第四自



然段，你有什么体会？（谦让）

假如一位“老人”和一个“青年人”来走搭石，又是怎样的
情景呢？（生：“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
身子背老人过去，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事。”并请同学
上来表演这个情景体会这一美好品质）

（四）激发想象，练习说话

1、每天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走搭石，同学们想象一下还会有
什么样的人走搭石呢？人们又会怎么做？(抱着小孩的妇女、
帮她把孩子抱过去)

2、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家乡人的美好品质。其实会有很多
很多人来走搭石，尤其会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走搭石。请
同学动笔写一写。请用上“假如来走小溪边，家乡人会”这
样的句式写上一两句就可以了。

看到这一道道风景，一幕幕动人的画面，你觉得作者仅仅是
在写搭石、赞搭石吗？（他还赞美了家乡人的美好品德）所
以作者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出示句子，师生齐读）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家乡的小路，也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

你能从平常不起眼的小事中发现美吗？请把它写下来，注意
把小事的细节写清楚。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六

1.同学们，你都读了哪些神话故事?生说。

你们知道的神话故事真多呀!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一个个精彩
而有趣的故事出自哪部书吗?(课件出示：《山海经》)如果学
生回答不出，就直接告诉他们。



2.简介《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民族等的大型地理
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

3.联系自己读的神话故事，说说神话的特点。

大家回忆一下自己读过的神话故事，你觉得它与我们身边发
生的故事有什么不同?生说，教师引导。(出示课件：让我告
诉你)

小结：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山海经》，读一读几千年前的神
话故事，感受故事语言的韵味。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自由朗读，读准确。

(1)打开课本，借助文中注音自由读一读这段话，把句子读通
顺，感觉难读的地方就反复多读几遍。生自由朗读，老师巡
视的时候，一定要有意识地帮助学生解决生僻字的读音。

(2)同学们，读完了吗?这些文字都是几千年前的语言，那时
的语言显然不同于现在，谁来说说你在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
有什么感受?(生硬，难读，生字多)

(3)我们都感到了它的生硬、艰涩，难读，这么难读的古文，
谁来试一试?

指名读，引导大家注意倾听并纠正读音。

2.教读难读的句子。

同学们，老师发现读这些句子时我们应该适当停顿，读出节
奏。下面，老师读一遍，大家感受一下。



师配乐范读，生注意倾听。教师领读两遍。

3.借助停顿，读出节奏感。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学着老师的样子读一读，读的时候，
注意停顿和节奏，相信你们一定能读出古文的韵味。

学生自由练习，评价鼓励。

4.借助注释，了解故事内容。

对照文中的注释，粗知这段话的大意，再去读的时候，就会
能读出古文的意思了。同学们借助注释，默读思考：本文写
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炎帝的小女儿，在东海游玩时被淹死
了，化为精卫鸟，立志要将大海填平)

三、研读课文，理解感悟

1.了解故事的内容，复述故事。

(1)再读课文，借助注释或字典，在小组里逐句说说这则故事
的意思，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词语使句子更通顺。

(2)分句出示课文，交流句子的意思。

(3)同桌轮流逐句讲译文与古文。指名互讲。

(4)朗读全文，用自己的话说说全文的意思。

2.感受精卫坚韧不拔的精神。

(1)出示句子：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
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2)指名读，齐读。(板书：溺而不返堙于东海)



出示：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
她：____________________。精卫在高空答复大
海：____________________。

(4)教师小结：不管春夏秋冬，酷夏严寒，刮风下雨，精卫鸟
每天都衔西山的小树枝、小石块，丢到大海里。一只小鸟想
用这种办法填平大海。真是谈何容易!不过它有这样的决心和
毅力，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敬佩。(板书：
坚韧不拔)

(5)感情朗读句子。

3.齐读全文。

四、总结全文，课外延伸

1.精卫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可敬可叹。中国的
神话故事富有浓浓的人情味，表达了古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

2.中国神话传说浩如烟海，除了《精卫填海》，你还知道哪
些神话故事?交流自己读过的神话故事。

3.除了中国古代神话，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神话故事，
如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阅读有关的
书籍。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七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的评赏，教师的点拨，了解火烧云色彩的绚丽和
形状的变化多端。激发学生爱美、爱自然的感情。



2.学习作者观察和积累材料的方法。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熟读成诵。

教学重点：

1.评点中了解火烧云的特点。

2.了解作者观察事物和积累材料的方法。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一、整体入手，捕捉重点。

1.回顾导入：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到那绚丽的
霞光把地面照射成了一个多彩奇妙的世界，而天空的火烧云
又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神奇、美丽呢?(结合学生的回答，板
书：颜色、形状)

2.指名学生读书，师生评点

评：读的流利、正确，洋溢着喜悦之情。

语言活泼，充满了对火烧云的喜爱。

3.过渡

二、师生互动，精读精评。

1.自由朗读第二段，想想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各有什么特点?
你是怎么体会出来的?

2.讨论，交流：

生评：颜色多：红通通、金灿灿……



师点：屏显相关文字、颜色。帮助学生形象化理解。

生评：颜色多：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

师点：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说出天空可能有的其他颜色。

生评：颜色变化快：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
儿……

师点：引导学生体会两个句子的不同含义。

(屏显以下文字：)

(1)、一会儿红通通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
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

(2)、有时红通通的，有时金灿灿的，有时半紫半黄，有时半
灰半百合色。

生评：形状多：马、狗、狮子

生评：形状变化快：一会儿、眨眼间、跑着跑着……

师点：其实火烧云就像一幅幅抽象画，只要你展开丰富的想
象，天空中就什么都有。看，天空里又飘来一朵云。(屏显动
画)引导学生留心观察，展开想象，说出云朵的变化。

3.小结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变化又多又快，同学们可以用哪
两个词来概括?

引导学生说出：五光十色、瞬息万变

三、总结学法，赏读课文。

1.火烧云实在是太奇妙了，可还没等人们欣赏够，它就下去



了。齐读最后一段，体会人们当时的心情。(余兴未尽)

引导学生概括出写作方法：仔细观察，发挥想象，注意积累

3.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火烧云的神奇与美丽，选择你最喜爱
的一段，用最饱满的感情读一读。

4.齐读。(屏显动画，音乐伴奏)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八

1、认识8个生字

2、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做人要认真，讲究认真，讲究实在的
道理

3、学习作者叙述清楚，有条理的表达方式

4、学习独立阅读课文、培养自学能力

教学重难点

想想课文围绕父亲做的糖葫芦将例如哪几件事?从哪些地方可
以看出父亲做事认真、实在，联系生活实际和同学交流读后
的体会。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读一读课文前面的提示语，了解阅读的要求，明确学习
本文的目的要求。



二、独立阅读课文，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让学生根据阅读提示，默读课文，边读边动笔做记号，画出
课文围绕父亲做糖葫芦讲了哪几件事?并在书上做简单的批注，
读后根据自己的批注进行交流。

三、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说说那位父亲给你留下了
哪些印象?对父亲的言行作出评价。

四、围绕学生对“父亲”的评价再次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从
字里行间，从具体的描写中感受父亲是个办事认真、实实在
在、讲究商业道德的，引导学生对文中的关键词句进行深入
体会，而不是脱离文本的空洞地谈。

着重抓住下列语句体会父亲的商业道德高尚

1、“早晨起来，父亲去市场上买来红果……”说明父亲采购
当天最新鲜的果品作为材料，对买来的材料又经过严格的挑
选……“……有一点儿……”这些都反映了父亲做生意是那
么认真和实在。

2、对于制作工艺更是一丝不苟，闷火、洗石板、串葫芦、拉
丝、蘸糖的均匀，“吃一口让人叫好”不怕冷、不怕潮。

3、父亲的手艺出了名被一家老板邀请去当伙计，每月有工钱，
由于父亲看不惯老板变着法儿赚钱的生意经，不到一年就辞
去了这份工作，反映了父亲凭着良心做买卖，不做亏心买卖
的商业道德。

五、对文中的三处“万年牢”分别进行体会

1、联系上下文说说它的意思

2、说说三处“万年牢”中间的相互联系(见教材35页)



六、讨论父亲受雇于老板这件事

老板的这种生意经好不好?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联系生
活实际发表各自的看法，以提高认识能力。

七、拓展阅读，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读一篇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文章

八、板书设计

万年牢的产品质量：工艺高、质量好

万年牢的生意：好的产品受信赖赢得众多回头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九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的生字、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着抓住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心情。了解课文蕴含的道
理。

【过程与方法】

学习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抓住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
心情。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到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会抓住重点词句，特别是人物动作、语言、神志描
写理解人物的心情，体会文章的阅读方法。

难点理解：“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小，可我们实在比它强
啊”这句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包含图片、重点词句的多媒体课件

学生：收集与课文相关的资料。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的生字、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难点：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示图导入，激发兴趣



3.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牛和鹅》，看看你会得到
什么启发。(板题，齐读课题)

4.作者介绍。(对“任”进行正音)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你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带有生
字的新词，遇到不理解的词语查查工具书。

生读文、识字，教师巡视指导，相机板书学生询问的生字。

2.检查生字词掌握情况，适时教读。

(1)课件出示，指名开火车读。

(2)男女生赛读。

(3)指读象声词。

(4)指读课文中较难读的词语。

3.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主要
写了一件什么事?

4.谁来说说课文主要内容?

你能说说课文先写了什么?接着写了什么?最后写了什么?

5.指名回答，适时评价。

三、熟读课文，引导质疑

根据学生质疑，梳理出若干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四、布置作业，巩固新知

1.抄写词语。

2.摘录描写生动的语句。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着抓住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心情活动。

2.了解课文蕴含的道理，认识到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得到
的结果也不同。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着抓住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心情。

难点：了解课文蕴含的道理，认识到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激发兴趣

1.复习文中部分词语。

2.根据上课时学生质疑并梳理出的若干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引出本课的阅读话题。

二、精读课文，引导感悟

1.作者一开始就点明大家的认识：牛的眼睛看人，觉得人比
牛大，所以牛是怕人的;鹅的眼睛看人，觉得人比鹅小，所以



鹅不怕人。那么作者是如何对待牛和鹅的呢?请你读读第3、4
自然段，画出描写作者态度的句子，多读几遍。

(生读，师巡)

2.谁来说说你画的句子?(指名回答)

(生读书，教师巡视指导，小组内互说)

3.谁来说说是什么事情让作者改变了看法?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被鹅追赶，后来在金奎叔的帮助下赶
走了鹅。通过这件事让作者改变的看法。)

4.指名读第6自然段，画出描写鹅的词语，你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鹅的不可一世、不怕人;“我”的狼狈不堪，害怕鹅)

你能读出鹅的不可一世和作者的狼狈不堪吗?自己练一练，读
一读。

5.我们害怕鹅，可是金奎叔不怕啊!找出描写金奎叔的句子。
自己读读这句话，画出描写鹅动作的词语，你能体会到什么?
指导朗读。

6.不可一世的老雄鹅被金奎叔赶跑了，张开翅膀，连飞带
跳“啪啪啪”地落到了池塘中。通过这件事，作者对牛和鹅
的认识发生了什么变化?请你读读11～12自然段，画出有关的
语句。

7.谁来说一说作者发生了什么变化?(指名回答)

作者记住了金奎叔的话，从此对牛和鹅都改变了态度和做法。
对牛，不再无缘无故的欺负它;对鹅，也不再怕它。



8.是啊，金奎叔的话让作者永远难忘!让我们来一起读读这句
话：(课件出示)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小，可我们实在比它
强啊!

从这句话中，你有什么启发?谁来说说?(不管别人是怎么看待
我们的，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去看待问题，分
析问题，就会正确地认识生活。是的，简单的一句话让作者
改变了一直以来的看法和认识。)

9.在生活中，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吗?你是怎样解决的?(指名
回答)同学们结合自己生活实际谈出自己的理解。

三、总结升华

(课件出示)正如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处理问题，就会有不同的
答案。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学们，希望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能够正确、全面的看待问题，正确的认
识事物，做生活的有心人，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

四、布置作业

1.积累本课的好词佳句。

2.学了这篇课文，你肯定大受启发吧!请你用几句话简单地写
下来。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

1.正确认读、书写本课的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借助注释用自己的话讲讲《精卫填
海》这个故事。



3.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味。

?过程与方法】

1.范读教学法：短文生动活波，想象丰富，意蕴深刻，宜于
诵读体味。

2.设疑引导法：通过设疑引导，鼓励学生多角度探究短文的
寓意。

诵读法：短文生动活波，想象丰富，意蕴深刻，宜于诵读体
味。

讨论法：针对教师提问展开讨论。

讲述法：通过讲故事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道这则神话赞美了精卫鸟坚韧不拔
的精神。

三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十一

繁星(七一)

这些事——

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月明的园中，

藤萝的叶下，

母亲的膝上。

繁星(一三一)



大海啊!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繁星(一五九)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__________

本诗作者冰心，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