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下第单元我 三年级语文单
元教案(汇总9篇)

细致明确的岗位职责可以帮助员工明确自己的工作范围和责
任边界。以下是小编精心挑选的范文，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
一些写作的思路和借鉴。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一

第四单元：智慧

生字：会认会写生字23个，认读生字34个。

积累：（一）、生字目标：会认34个字，会写23个字。

（二）、理解目标：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学习让学生理解重要词语的意思。

3、培养搜集资料、筛选资料的能力。

（三）、积累目标：

1、通过朗读和交流能根据上下文理解相关词语，积累词汇，
体会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感方面的作用。

2、学句子写句子，提高写话能力。

感受智慧的意义，体会指挥来源于创造力、知识、经验、意
志品质。

续写《田忌赛马》

用冰取火



整体设计个性设计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支探险队到南极去考察，在一个孤岛上，
他们的打火器找不到了。探险队员用冰做成“冰透镜”，点
燃了火。故事表现了探险队员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聪明与智慧。

学习目标

1、读课文内容，理解探险队员是怎样用冰取火的，并了解其
中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探险队员们的聪明与智慧。

3、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运用智慧和知识解决问题、克服困
难的事例。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学生收集到的有关南极的图片，让学生初步感知南极的
气候，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板书课题。

学生质疑。

二、初读课文：

用所有可能的办法认识生字。读通句子。抽读。你还有什么
问题没有解决，分小组合作学生，小组讨论。

三、细读课文讨论交流：



1、当大家绝望的时候，年轻的队员是怎么做的？把你找到的
句子，读给同学们听。

指导朗读，学生交流，总结：自读，抽读，赛读此句，你都
知道了什么？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二

目标：

1.理解诗句，能进入诗人描绘的春色盎然的意境。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这首诗。

3.体会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感受他愉悦的心情。

教学重点：

进入诗歌所描绘的蜂飞蝶舞的春天生机盎然的意境，体会诗
歌中蕴涵的诗人之情感。

教学准备：

春天画面的图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来认识唐朝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人称“诗圣”，他
写的诗被称为“诗史”。这位诗人的名字叫杜甫，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他一首描写美丽的春景的古诗《江畔独步寻
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指导读正确、有节奏感



1.老师下面要来小组读诗比赛，要求是：响亮、正确、有节
奏。想获得为本组争光的机会吗?那就练习读几遍。

2.指名读，随机纠正字音、节奏。

3.齐读。

精读，入诗境，悟诗情

1.诗我们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同学们，诗人来到江边，看到
哪些景物?

板书：花蝶莺

2.这些景物中你最喜欢什么?能不能结合诗句，发挥想象，把
仿佛在眼前的情景用老师这里的句式说一说，结合理解词
语“花满蹊”“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
莺”“啼”。

啊，_______(景物)真_______啊，你看_______。

例：啊，花真多啊，你看，把小路都遮得严严实实的了。

啊，花真多啊，你看，把花枝都压弯了。

啊，花真美啊，你看，红的似火，白的如雪，黄的胜金……

啊，花真香啊，你看，把小蝴蝶小蜜蜂都引来了呢。

3.教师放课件，边放《春到江边》的音乐，用优美的语言把
学生带入意境。

(好一派繁花似锦的美景啊，你们看，杏花开了，远远看去，
就像天边粉红的彩霞;桃花呢，笑得小脸粉粉的;梨花挤满枝
头，仿佛一夜间枝头坠落了满树的白雪，香气四溢，引来了



蝴蝶在花丛翩翩起舞，黄莺飞落枝头，自由自在地唱起动听
的歌。

美吧，这情景让蝴蝶醉了，黄莺醉了，我们也醉了。下面同
学们用自己有感情的朗读、表情、动作让老师感受到你们的
陶醉吧!

4.赛读。

四、深化，体会诗情

2.是不是该把诗题再读读，读出诗人心情的欢愉。

3.让我们用自己的诵读读出诗人对春天美景的喜爱吧。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三

未来的教室的黑板是特殊的黑板。它有感应，只要老师在黑
板前书空，黑板上就会自动出现那些字，而且是正楷字。一
按讲台上的按钮，黑板上的字就会自动消失。讲台是用不锈
钢做的，里面还装着一台不用电的电脑，电脑里有万能充电
板，我们每天给它补充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就可以使
用电脑。桌子根据我们的胖瘦来定大小，而且是用特制软塑
料做的'，不容易被弄坏，每个同学的桌子上都有一台笔记本
电脑，可以查资料，还可以在网上做作业，老师在电脑上批
改作业，用伊妹儿发给我们，叫我们订正。同学们的椅子也
是特殊的，搬不走的，如果上课开小差，他的椅子就会被弹
起来，这样老师就不需要去注意同学们，卫生角如果很脏，
不需要人去清理，只需按一下墙上的按键，地上墙上就会出
现无数机器手，有的拿着扫把清理；有的把垃圾倒到桶里去；
有的拿着桶去倒垃圾。如果有人乱丢垃圾，警报就会
说：“请你捡起来，扔到垃圾箱。”如果不听，教室的机器
人——弹力，会把垃圾弹到那个人的书包里。这个教室的门
就更神奇了，老师讲台上有一个遥控器，红色的是关上门，



绿色的是打开门。最最有趣的是教室两侧的窗户，只要窗户
一关，外面的声音就干扰不了课堂，窗户关住会不会有点太
闷了？不怕，这个窗户可以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氧气，怎么
样，不错吧！

只要我们好好读书，掌握很多的科学知识，我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我的幻想能成为现实。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四

关心父母，了解父母的工作及作息时间，在“三八”节、母
亲节、父亲节来临之际，把自己想说的话用一段话写下来。

了解父母的工作，列出他们的作息时间。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 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通过学习“亲情”这一单元，使我们感到亲人
之间的关爱与亲情。那作为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父母的关
爱。父母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很多。课前老师布置同学
们对父母的工作和每天的作息时间表进行了解。今天我们就
将自己了解的在班上进行交流，并写下来。

二 互相交流，感受父母的辛劳

1 同桌交流所了解的信息。

2 指名全班交流，老师点拨。

三 指导写文



1 学生思考讨论：怎样才能写出父母对我们的关爱？

2 师指导：充分利用手上收集到的资料，并举出具体事例来
说明。

要求：语句要流畅，内容要真实。

四 老师总结。

第二课时

一 学生打草稿。

二 师巡视并单独指导。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五

1、认识本课的生字，会认本课的词语。

2、初读课文，联系课文，理解词语意思，了解课文大意。

3、体会玉的珍贵和卞和忠诚之心。

一、揭示课题，提出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课文《和氏献璧》。理解“献”、“璧”。

引导学生看题质疑。

二、

1、自读课文，划出不认识的字，自己先解决。

2、检测字词。



3、同学们字词掌握的不错，那通过读课文，你们读懂了什
么?

4、学生回答，了解课文大意。

再读课文，说说：

和氏献了几次璧玉，第三次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

画出描写和氏的动作、语言、神态的句子读一读，体会卞和
的忠诚。

讨论：卞和为什么把宝玉捧在手里，哭了三天三夜，直到眼
泪流尽?

引导学生读读上下文，从而理解“捧”在这里的含义及如此
悲伤的原因，最后体会卞和说的话，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
解――不识真诚、忠心的人，才是最痛心的事。

谈一谈感受，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

三、作业：

把和氏献璧的故事请给家长听，和家长交流交流你的感受。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六

秋天来了，国王决定举办一场比美大赛。国王先把消息告诉
了花园里的花朵们，然后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世界的花儿
们，大赛就在10月8日举行，地点是皇宫。

这下全世界的花儿都急了，她们都在想该穿什么衣服，该怎
么打扮。



第二天，也就是10月8日，所有的花儿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
去了皇宫。国王在台上宣布说：“比美大赛现在开始！”

一号选手是金桂。金桂穿着金黄色的裙子，她在阳光中舞蹈，
仿佛金光闪闪的金子似的；二号选手是菊花仙子，她穿着一
件白色的纱裙，就像天上洁白的云朵。

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时，青草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啄木
鸟跟在他后面。啄木鸟说：“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因为一
个村子有许多虫子老是咬人，青草弟弟为了帮助他们，把自
己和邻居让我做成了草药给人们治病。瞧，他身上也都残缺
不全了。”听了这些，大家都很感动，毫不犹豫地给青草投
票。

国王把第一名的奖杯发给了青草，青草一个劲地说：“谢谢，
谢谢！”国王说：“不用谢，真正的美不是长相美，是要有
一颗助人为乐的心。你就是最美的！”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七

知识与技能:

1．会用查字典的方式认生字。

2．学会用预测的方法理解文章意思。

掌握“假、几”等多音字，积累四字词语，熟悉引号的用法。

积累关于团结合作的谚语。

1．学会用预测的方法理解文章意思。

2．掌握“假、几”等多音字，积累四字词语，熟悉引号的用
法。



教法:引导法、点拨法、情境教学法。

学法:自读自悟、自主合作探究法。

课件、生字卡片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用查字典的方式认生字。

2．学会用预测的方法理解文章意思。

教学内容及教师活动

一、交流平台。

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你觉得预测有什么好处？

(1)组内交流。

(2)同学之间说一说。

2．为了更好地做出正确的预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二、识字加油站。

1．同学们先用字典查“典、基”等生字。

2．同桌间相互检查、互相指正。

三、课堂小结。



预测是阅读故事时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既会充分调动大家
的阅读积极性，也会让大家阅读时更加仔细认真。但是预测
有时也会有误差，我们在查找资料时，要注意这种方发是否
通用。

板书设计：

语文园地四

典基础阁佳盲唐

课时作业：

书写生字。

课后反思：

课时安排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学会运用词句段。

2、从“日积月累”中积累句子。

教学内容及教师活动

一、词句段运用。

1．读准加点的字音。

(1)自由轻声朗读课本中的词语，读准字音。注意每一行四个
词语中的加点字。



(2)小组交流：组内同学互相读一读。

(3)指名朗读，注意正音，齐读巩固。

(4)全班交流。

(5)教师引导小结：这四行词语，每一行带点的都是多音字。

(6)拓展练习。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这样的字？你能举个例子吗？

2．下列成语有什么特点？你还能说出这样的成语吗？

(1)自由轻声朗读课本中的词语，读准字音。注意每一列三个
成语的特点。

(2)小组交流：看看自己的发现是否和其他同学一样。

(3)指名朗读。

(4)全班交流。

(5)教师引导小结：这三列成语，都是含有数字的`成语。

(6)拓展练习。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这样的成语？你能举个例子吗？

3．读句子，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1)自由轻声朗读课本中的句子。

(2)小组交流：看看自己有什么发现？



(3)全班交流。

(4)教师引导小结：对于人物的语言描写，有的提示语在前，
有的提示语在后，有的提示语在中间。

(5)拓展练习。

你能举个例子吗？

二、日积月累。

1．小组合作，学习交流。先在组内朗读，相互正音，再交流
自己的收获，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

2．小组朗读。

3．师生对读，齐读。

4．看谁最先背下来。

5．背诵比赛。

三、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语文园地四

多音字

带数字的成语

引号的用法

团结的力量和意义



课时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书写本课练习册。

课后反思：

省略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八

学习第11单元《通讯》。本单元安排了4篇课文，两篇自读主
体课文，两篇自读课文。从古老的结绳记事，到现在先进的
互联网，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人类通信的发展史和故事，体
现了人类的智慧。

1、生字：认识19个，会写17个。

2、积累：读课文，学习浅显的说明方法。

作文：《夸夸我们班的文明学生》

简单了解信息的发展史及作用，体会马拉松运动的作用培养
学生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

本单元编排了3篇与通讯有关的主体课文，介绍了人类通讯的
历史和故事。这些课文表现出人类的智彗及历史的发展，能
使学生感受到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勇
于探索不断追求的可学精神。

授课时间

课题 不用文字的书和信



整 体 设 计 个 性 设 计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叶圣陶写的说明文，语言质朴无华结构清晰。具体
介绍了创造文字之前，人们记事的方法和通信的方法。

教学方法；小组讨论探究合作式。

学习目标 1.理解目标：正确流利地读文，了解创造文字之前
人 们记事的方法和通信的方法。

2.积累目标：会认生字6个、会写生字9个。

3.生字目标：形近字 历 历史 厉 厉害

学习过程 1.初读感知：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并标出段序。

（2）出示生字指名学生认读。

2. 细读感悟：

（1）指明逐段读文。

文中介绍了哪些不用文字的书和信？

（2）自由读文，勾出词句。

说一说，你喜欢哪一个好词句？

3.能力训练点：小组讨论

结合“结绳记事”的方法，说一说用“贝壳”代替绳子是怎



么记事的？

4、拓展练习：

收集人类早期和现代传递信息的方式的资料。

课后反思

授课时间

课题《马拉松》

整 体 设 计 整 体 设 计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马拉松比赛的来历。课文比较 浅显，学
生通过阅读课文，可自行了解马拉松运动的来历和意义。即
歌颂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

学习目标 （1）能正确流利的读文，知道马拉松运动的来历。

(2) 认识生字13个

（3）学习理解自然段，找出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学习过程 1.初读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并标出自然段的顺序。

（2）出示生字，让生认读。

2.细读感悟：

（1）指名读自己喜欢的段落。说说马拉松的来历。



（2）自由读文，勾出子己喜欢的词句。找一找哪些词句写了
马拉松的来历和意义。

（3）男生读第三段，女生读4―5段。说说 这些内容着重讲
了什么？

3.能力训练点：

背记自己喜欢的词句。

4.拓展延伸：

查找有关马拉松比赛的相关资料。

三年级下第单元我篇九

我从小到大不知过了多少个星期六，但有一个星期六最让我
开心、难忘。

那是我9岁的时候，那天，我和爸爸妈妈回到了乡村爷爷家。
那里屋宇四周都是花草树木，远眺可见深谷，近观全是农田。
爷爷说：“松林，我这里有猪肉、牛肉、狗肉、鸡肉。你吃
什么?让奶奶给你煮。”我对爷爷说：“爷爷，那些我都吃腻
了。”爷爷说：“那吃什么?”爸爸说：“不要紧，我们去弄。
”于是爸爸跑到里屋，一会儿提着一个筐子出来对我和妈妈
说：“走吧!”

我们走过田边的时候，看见几条泥鳅和多少条小鱼在那儿嘻
戏，爸爸对我说：“我们今天吃的肉就算上它们吧!”他静静
地把筐子放在它们的后面，拿起一根小棒子，一捅下去，小
鱼就往后面游，泥鳅也往后面游，它们一进“潜伏圈”，爸
爸便把筐子一提，只见筐子里的小鱼跟泥鳅在那儿使劲地摆
动。“太好了!”我大声喊着。爸爸忙找来一根草把它们穿上
让我提着。后来在爸爸的领导下，我也用同样的方式也弄了



几条小鱼。不一会儿，我爸又看到田里有个小货色在动，于
是伸手去捉，刚捉到要拿上来的时候，手被刺了一下。我一
看，像一块石头，我感到错误劲，又细心一瞧，本来是一只
小螃蟹。爸爸说：“我必定要把你捉回去。”说着伸手一抓，
那螃蟹就只好在空中张钳舞爪了。

我们又来到河边，爸爸让妈妈把鱼钩拿出来，挂上食品，放
在了滩口上，咱们便到树荫下休息。过了一会儿，我们到滩
口一看，呀，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个别，“上钩了!”妈妈
说。我们一看，一条大鱼。日渐中天，我们就提着战利品凯
旋而归。

中午，奶奶把我们弄的小鱼用清油和米粉炸起，妈妈把大鱼
烧成红烧鱼。唉!那味真鲜啦!

而今，那天的情景经常显现在我的脑海里。叫我好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