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大全5
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相
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
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篇一

1、继续加强识字、写字教学，引导学生将已经掌握的识字方
法迁移到新的识字、写字学习中去，尊重学生不同的学习方
法。

2、精读课文，加强词句训练，重视阅读指导与训练。

3、注重全员参与，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引导学生自我
评价。

4、重视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使学生乐于表达。

5、加强习作与阅读、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的联系。

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篇二

三年级四班共有学生44名，其中男生26名，女生18名。从整
体看，本班属于前面优等生出色，后面后进生较多这种情况。
优等生能要求上进，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养成了主动阅读的
好习惯，并有一定的语文素养，发展也比较全面。后进生没
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自觉做好上课准备，不能积极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上课听讲不够专心，课下阅读时间少，
课外积累欠缺。在本学期对他们需要多一些关注与指导，帮
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给学习方法，使他们能和大



家一起快乐学习，共同进步。

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篇三

本册共有课文32篇，其中精读课文24篇，略读课文8篇。教材
后面还编排8篇选读课文。每组教材包括导语，课文和语文园
地三大部分。第二组和第五组各安排了一次综合性学习活动。
附录部分包括生字表（一），要求会认的字；生字表（二），
要求会写的字；词语表。教材共八个专题。它们依次是：感
受大自然的美好；爱护周围环境，怎样看待总是，怎样想问
题；丰富多采的儿童生活；可贵的亲情，友情；神奇的科技
世界；国际理解和友好；神话故事，传说。每个专题人文内
涵丰富，贴近儿童生活，体现时代特点，蕴涵教育价值。

本册要求认200个字，写300个字。本册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围绕专题整合教材内容。

2、结合专题继续安排综合性学习，体现课程标准倡导的理念
和目标。

3、大量更新课文，使教材更加贴近儿童生活。

4、着力改进课文和课后练习的编排，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
变。

5、保持语文园地的框架结构，加强内容的整合和创新。

6、完善图像系统，注重图文并茂。

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篇四

（一），要求会认的字；生字表



（二），要求会写的字；词语表。

教材继续以专题组织单元，设计了八个专题。它们依次是：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爱护周围环境；怎样看问题、怎样想问
题；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可贵的亲情、友情；神奇的科技
世界；国际理解和友好；神话故事、传说。每个专题人文内
涵丰富，贴近儿童生活，体现时代特点，蕴涵教育价值。

要求认识253个字，会写284个字。要求认识的字和会写的字
在精读课文后标出。此外，教材在语文园地二、五、六、七
还归类安排了一些要认的字。

每个语文园地仍由五个栏目组成。其中有四个固定的栏
目：“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第
五个栏目是机动栏目，分别为“宽带网”“趣味语文”“展
示台”“成语故事”，这些栏目在八个语文园地中各安排两
次。

小学三年级学期教学计划篇五

本册教材其架构主要有四部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课文、
习作和单元练习。整套教材的结构力求脉络分明、便教利学。

1、学习习惯。

本册教材分别安排了以下内容：“自主预习复习”，“认真
完成作业”。这样做意在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2、课文。

根据《课程标准》精神，教材在选文上坚持三种价值取向：

一是文化性。



即所选的每一篇材料力求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耐人寻味，
给人以启迪。整本教材的文化构成也尽可能均衡合理，有利
于学生丰富文化积累，建构他们自己的文化。如本册的课文：
有写人的如《翻越远方的大山》《少年王勃》《大作家的小
老师》，有记事的如《雪儿》《花瓣飘香》《你必须把这条
鱼放掉》《菩萨兵》，有科学童话如《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水上飞机》《跟踪台风的卫星》，有介绍科学知识的如
《狼和鹿》《放飞蜻蜓》《恐龙》《海底世界》，有描景的如
《美丽的南沙群岛》《庐山的云雾》《荷花》等等。全册书
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思想、道德，修
身、做人，审美、科学，传统、现代，本国、外国，情感、
理性等等，诸多方面均有涉猎。

二是时代性。

即所选课文力求具有现代意识，反映时代的进步和时代的精
神。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反映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念，让学
生接受新思想，逐步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如本册
中选入的几篇课文，《翻越远方的大山》《放飞蜻蜓》《槐
乡五月》《海底世界》《美丽的南沙群岛》《我应该感到自
豪才对》《水上飞机》《狼和鹿》《争论的故事》《剪枝的
学问》《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等，这些文章洋溢着浓郁的
时代气息，饱含着现代人应有的价值观。

三是审美性。

即追求选文的美育价值。从文章内容到语言表述，从课文插
图到装帧设计，都力求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符合儿童的审美
需求，使学生在读课文、看图画的过程中获得审美体验，受
到美的熏陶。

再有，每篇课文编有5道作业题。课后作业主要是读写生字新
词，朗读，默读以及理解课文内容的思考题，一般每课课后
有1道语言训练题是体现本单元阅读训练点的，必须重点指导，



便于把阅读和说话结合起来，使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发展
相互促进，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3、习作。

儿童学习语文，靠阅读来吸收“内化”，通过习作“外化”
表达。学生习作水平如何，是其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高低
的主要标志。

因此，习作在语文教学中与阅读同等重要。本册习作作为一
个单独的板块共安排8次，意在为教学提供便教利学的凭借：
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个载体向老师传递、渗透习作教学的理
念，规范老师的教学，保证习作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学
生与教材“对话”之后，能够引发写作兴趣，产生强烈的写
作欲望，并且习作思路得到开启，进而使他们能够顺利突
破“习作”这个难点。

4、单元练习。

教材8个单元各安排了一个综合练习。意在通过各种形式的练
习，复习巩固所学课文知识，懂得运用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
全方位地提高语文能力。综合练习的编排自成体系，又与本
单元所学课文有一定联系。每次单元练习大体包括“学用字
词句”、“写字”、“读读背背”、“口语交际”、“说说
写写”或“想想做做”等板块。

“学用字词句”主要是一些字词句方面的练习，小学阶段的
语文基础知识穿插其中，不再是过去的组词、填空一类的机
械练习，注重综合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写字”是关于汉字书写的归类练习。

“读读背背”主要安排两项内容，一是熟记成语，将成语按
照一定的内在联系编写成语歌，让学生记诵。二是积累典范
的语言材料，如格言警句、古今诗文、谚语对联、知识小品



等。

“读读背背”的安排意在丰富学生的积累，增强学生的文化
底蕴。“口语交际”则强调交际活动的情境性和互动性，重
视交际的文明态度和修养。

教材选取了大量贴近生活的话题用于口语交际的练习。“说
说写写”或“想想做做”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而设。
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
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沟通，书本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

课本最后附有生字表，供学生复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