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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我们应该加强对环保
问题的认识。提倡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活方式。您可以
通过阅读以下环保项目的介绍，了解更多环保工作的内容。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手抄报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读懂诗歌内容，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么。

过程与方法：读中感悟，体会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语言的兴趣。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
么，领略大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

教学难点：学生对大自然的现象缺乏感性认识，有些句子较
难理解。

课前准备：

1、课件。

2、查找有关“三叶虫”化石、“喜马拉雅山脉”的文字或图
片资料。



3、观察大自然，搜集有关“大自然语言”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欣赏四季美景。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自然界的一切都显示出无限的魅力，
请孩子们跟老师一起去欣赏几个画面。出示课件(四季)

2、揭示课题。

看了这些画面你想说什么?

是呀，大自然多么美丽多么神奇呀!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每一处景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都是属于大自然的，
都是大自然的代言人。孩子们，别以为人才会说话，大自然
也有自己的语言呢，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板书：
大自然的语言)

3、质疑课题。

二、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诗配画朗读课文。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大自然的语言，认真听，
仔细看，你听懂了什么?(诗配画范读)

2、全班交流。你听懂了什么?

3、自由轻声地读这首小诗，想办法读准字音。

孩子们听懂了这么多东西，很了不起!如果我们再去把这首小



首多读几遍，你会读懂更多的东西。

4、试着用“大自然用_________，告诉我们_________”的句
式和同桌说一说自己读懂的内容。

5、谁愿来说给大家听一听?根据学生的回答，师适机板书：
简笔画(略)

三、精读课文，重点品评

1、学生自由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节，体会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孩子们读懂的大自然的语言真多呀，在大自然这么多的语言
中，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呢?你最喜欢哪一种语言就去读哪一
小节，边读边想你为什么喜欢它。(学生自由读自己喜欢的小
节)

2、全班交流，重点品读

你喜欢大自然的哪一种语言呢?找出来读给我们听听。

以第四小节为例指导学生朗读。

(1)现在我们请出大自然的这种语言。

(2)你来读一读。

(3)你为什么喜欢?

出示课件：反问句：蝌蚪在水中游泳，不就像黑色的“逗
点”?

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说?“蝌蚪在水中游泳，就像黑色的“逗
点”。”但是在这里却不这么说，而是用反问的语气，我们
一起来试着读一下反问的语气。



(4)蝌蚪就像我们学过的逗号一样，这多神奇呀!这么活泼的
小蝌蚪代表了一种大自然的语言，春天来到人间，又是多么
让人欣喜。自己悄悄练习读一下，能不能把这些神奇，欣喜
的感觉找到。谁想来试一试?全班读。

(5)谁愿意再来读一读你喜欢的大自然的语言，并说说你为什
么喜欢它。

3、领略大自然的语言，配乐朗读诗歌。

大自然的语言啊，真是丰富多彩!现在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
然的语言吧!随着美妙的音乐朗读这些神奇的语言。

四、拓展延伸、仿写练笔

1、全班交流自己还知道的大自然的语言。

2、欣赏画面，感受大自然语言的神奇。

3、欣赏老师创作的小诗，指导仿写。

多美呀!多神奇呀!现在老师不禁诗兴大发，想写一首小诗。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写呢?孩子们先一起观察一下课文，看看课
文中是不是每一个小节的写法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了什么?通
过观察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语言有很多，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把它写出来。

下面老师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了一首小诗，你们想不想欣
赏我写的小诗?你们听着。展示诗。

4、拿出纸笔写一写大自然的语言。

你愿不愿意像老师一样也用你喜欢的方式写一写你收集到的
大自然的语言。我们先用一小节写出一种大自然的语言。大
家拿出纸笔来，写一写吧。



5、写好的孩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自己写的小诗。

6、全班交流。

7、现在请下面的孩子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部份就请
台上的孩子按顺序读自己写的小诗。配乐朗读。你们听听，
我们班的孩子共同创作了一首小诗呢，孩子们都成小诗人了。

五、总结课文、提出希望

你们写得多好呀!你们都是会观察、爱学习、勤思考的孩子，
才会懂得这么多大自然的语言。

老师希望你们这样坚持下去，和大自然对话，成为大自然的
好朋友，去发现更多大自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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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面条、糖果、卷心菜和水果，尤其是梨、苹果和橘子，
但不喜欢软糖、胡萝卜和芹菜、蓝莓和榴莲。她说榴莲闻起
来很奇怪。

我们经常一起玩游戏。春天，我们一起玩过家家；夏天，我
们一起玩耍收集标本；秋天，我们一起玩摘水果。冬天，我
们一起堆雪人。她特别喜欢和我们玩功夫游戏，但我不喜欢，
因为她永远是师傅，让我们当徒弟。

她最喜欢的书是《笑猫日记》《公主童话》《阳光女孩》
《笑e家》。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书。我们经常一起看书，交
换自己喜欢的书，这样就能看到更多自己喜欢的书。阅读让
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让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好。

我们从未分手。即使有一天发生了冲突，第二天我们还是一
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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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认识生字10个生字，会写9个生字。

2、 通过学习课文，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无限的热爱，激发
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3、 了解诗的结构，了解本诗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法把诗句
写的更加生动形象。

4、 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歌。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诗歌所描写的内容，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无限的热爱，
激发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目标：

1、 初读课文，解决文中不认识的生字。

2、 学习诗歌，理解诗歌所描写的内容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

3、 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导学过程：

一、 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你喜欢草坪吗?为什么?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诗歌《草叶上的
歌》就是写草坪的。



二、 初读课文，解决文中不认识的生字。

1、 自渎课文，想办法学会生字。

2、 检测字词，分组朗读诗歌，有错纠错。

三、 学习诗歌。

1、 自己读一读诗歌，说说这是一块怎样的草坪?(引导学生
学习第一小节)

2、 你最喜欢哪块草坪?为什么?学生结合诗句谈感受。

3、语言描述，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想像：

(2)早上起来或下雨过后时看到露珠落在草叶上，随风滚动的
情景。

(3)各种小动物在绿色的草坪上玩耍嬉戏的情景。

4、及时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鼓励学生边想象边朗读。
并采用多种形式的读。

四、 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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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年、月、日。

2、24时计时法。

3、简单的时间计算方法。

认识年、月、日



教材

1、引导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的知
识，记住各月的天数。

2、使学生会判断大、小月。

3、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年、月、日的时间观念，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渗透科学的思想方法。

探究发现年、月、日之间的关系。

发现并掌握大月、小月的判断方法。

多媒体各年份的年历卡。

1、填空。

1时=（）分1分=（）秒

1时=（）秒240分=（）时

1分25秒=（）秒82分=（）时（）分

2、提问：

（1）时、分、秒都是什么单位？（时间单位）

（2）关于时间单位你还知道哪些？（年、月、日、季度、世
纪等）

（3）那么关于年、月、日的知识你想知道些什么？

3、导入新课



讲述：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经过的时间就是一年，月亮绕地
球运转一周经过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个月，同时，地球自己也
在旋转，地球自己旋转一周的时间就是一日。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有关年、月、日的知识。

1、认识年、月、日。

（1）出示材料。

提问：以前我们用钟、表来研究时、分、秒，那么年、月、
日我们可以用什么来研究呢？（年历卡）

（2）观察手中的年历卡，看看这是哪一年的年历。

（3）分别找到10月1日，7月13日，看一看，各是星期几。

提问：10月1日是什么节日？申奥成功是在哪一年呢？

（4）请同学们在年历卡上找出你所知道的纪念日，爸爸、妈
妈和自己的生日等，看一看，分别是星期几。

（5）合作探究。

观察：一年有几个月?每个月的天数一样吗？哪几个月是31天？
哪几个月是30天？

（6）讨论交流。

教师根究学生的回答内容，板书：

年月日

一年12个月365天或366天

1、3、5、7、8、10、1231天



4、6、9、1130天

229天或28天

（7）质疑：你们每人手中的年历卡上31天的月份是不是都是
这几个月呢？（是）对！不管哪一年，31天的月份都是这几
个月。

再看一看，是不是每年的4、6、9、11月的天数都是30天。
（是）

（8）认识大月、小月。

讲述：通过同学们认真仔细地观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管哪
一年，1、3、5、7、8、10、12这7个月都是31
天，4、6、9、11这4个月都是30天，它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我们把每月天数都是31天的这几个月叫做大月，把每月的.天
数都是30天的这几个月叫做小月。

年份不同了，哪个月的天数有变化呢？（2月）从这里可以看
出，二月的天数比大月、小月的天数要少，所以二月是一个
特殊的月份。

2、巩固。

3、记住大月、小月。

（1）出示左拳图。

（2）讲清相应部位所表示的每个月的天数。

（3）根据图，全体一起记忆。

（4）指着自己左拳再次记忆。



（5）再介绍一首儿歌，加强记忆。

七个大月心中装，七前单数七后双。

二月是个特殊月，其他各月是小月。

观察今年的年历。

（1）一、二、三月一共有（）天。

（2）六一儿童节是星期（）。

（3）四月份有（）个星期零（）天。

想一想：9月30日的后一天是几月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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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到了，我们变成二年级的学生，教室也换到了操场对
面。这学期老师把我们的座位调换了，我的新同桌是李钰焜，
她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女孩。这学期还来了两位新同学，一
个名叫余思墨，另一个名叫王艺霏，她们学习成绩都很好，
常常被老师表扬。

新学期有几门课的老师也变了。品德课原来是屈老师，现在
变成了徐老师；英语课原来是李老师，现在变成了王老师；
围棋课和外教课的老师也变了。我挺喜欢这几位新老师。

从前，我们村里有一条大河。河水清清的，小鸭子在河里快
乐地游来游去。河岸边的草绿绿的，远处还有一大片茂密的
森林。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河边钓鱼，每次都能大丰收。

过了几年，不知怎么回事，河里的鸭子不见了，小河变细了，
岸边的草地变黄了，森林也变得光秃秃的了。小伙伴们在河



边坐一整天也钓不到一条鱼。

在那里，可以每天闻到垃圾散发的臭气。在河里我的家乡在
太原。那里风景优美，以前可不是这样可以看到死猪、死鱼
漂在水面上。每天出来的人都要戴口罩，如果你一出来不戴
的话，就得送去医院抢救。

路上许多香蕉皮、包装纸……如果你微微不小心，就会摔到
鼻青脸肿的。

路灯坏的烂透了，灯线断掉。灯有时候一闪一闪的。让人心
怦怦的，出来的时候还要带上手电筒。现在，河里没有死鱼、
死猪。垃圾也回到了垃圾箱。电灯也修好了，不在一闪一闪
让人心怦怦地跳了。

我爱我的家乡，我为我的家乡而自豪！

早晨我起了床。透过窗边，我惊呆了，在那湛蓝的天空上飘
着一匹匹骏马，仿佛飞奔在那辽阔的“草原”上，我仿佛听
到了“咯咯嗒咯咯嗒”的声音；顿时，奔距小马不见了踪影，
天上居然出现一只只湿顺、可爱、活灵活现的小羊，他们好
像一边“咩咩”的叫着，一边抢折吃那一株株鲜嫩的青草，
不一会儿，云朵又变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江，好似听见那
声风嚎浪吼，好像山崩地裂“哗啦啦、哗啦啦……”啊！云
朵儿真是千姿百态，美不盛收呀！

就这样，我那段动人心怡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
中，那段记忆，就像我在脑中。那段记忆，就像我在脑中
的“梦幻之旅”。

今天早上天气可好了。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天气特别的热。

到了中午时一声春雷响起来了。一声一声的春雷打了很久，
终于下起雨来了。一串串雨像珍珠，从天而降，雨下了半个



小时左右，天空亮起来了。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真舒服。

今天的天气变化可真大呀！

可谁会想到十年前的珠江呢？在十年前的珠江里，珠江是臭
气熏天，水面上还有许多垃圾。可为什么我们的母亲河会变
成这么又黑又臭呢？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问题。原来，
是附近的工厂将废水直接排到珠江里，和人们经常向珠江扔
垃圾。所以珠江就变得又黑又臭，连小鱼小虾都无法在珠江
生存。

于是，政府采取了措施：1、清理垃圾，2、污水处理，3、立
警示牌不让人们向珠江扔垃圾，4、加强监督截污。政府采取
这些措施花费了四十多亿的资金，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美丽
的珠江。

我想，未来只要大家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保持生态平
衡……就一定能让我们的母亲河更加清澈见底，更加光彩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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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爸爸说，我们的家乡以前特别穷，只有几间简陋的小屋，
泥泞不堪的几条小路，要到城外才能找到商店，经济萧条。

然而，现在我们的家乡已经发展的非常快，简陋的平房变成
了一栋栋高楼大厦;凹凸不平的泥浆路变成了一条条笔直平坦
的公路;街上也不再是人烟稀少，在家乡的中心，新建了步行
街，那儿繁华热闹，接上的商店让你眼花缭乱;此外，我们家
乡也修建了许多旅游区，如梁启超纪念馆，小鸟天堂，圭峰
山等等。这一切，使家乡焕然一新，繁华美丽。



随着三十年祖国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家乡在教学事业上也是
大有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也是深身体会到的。听学校的老
师说，以前的学校设施非常简陋，只是一些小祠堂，那凳子
都是自带的，还有许多家庭因为经济问题，导致不能上学(本
站)。

现在，国家对教学事业重视了，新建学校，而且学校的设置
齐全，有宽阔的操场，图书室，多媒体室等。在校外，为了
能够提高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深入了解，还新建了图书馆，历
史博物馆和葵博园等，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闻。最值得
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国家推行了义务教育，使家庭经济能
力有限的学生也能够高高兴兴的上学去，减轻家庭负担。

三十年来，经过了多少艰苦历程，经过了多少风险考验，随
着改革开放，我们依然不断的前进着，发展着，奋斗着，为
着祖国的强盛兴旺，为着家乡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我们的家
乡，我们的祖国正在变化着。

“咚咚咚”，小猴边敲锣边喊着，“开会了，大伙快来开会
了”。森林里的动物听到喊开会了，就从四面八方赶到开会
地点。

老虎是森林之王，它开始发话了说：“最近有些群众反映
说‘有些个别动物家的环境很差，搞得臭哄哄的’所以我决
定带领大家来一次检查，来评选环境优秀奖”大家听到老虎
的讲话，热烈的鼓起掌声。

第一个检查的是小兔的家，它家搞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连洞口也很整洁。接着是小猴的家`狮子的家……，它们的家
都很干净，当检查到小熊家时，它家里脏脏的，臭哄哄的，
到处堆满垃圾袋，大家马上起哄的说：“最差奖应该给小
熊”。动物们都用石头扔向小熊，小熊委屈地说：“如果不
是我每天到处捡你们扔的垃圾，你们的家哪有那么干净”。
大家听到小熊的话都低下了头。



2032年，经过我多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当上了美国哈佛大学
的一名顶级教授，身处异国的我决定去我日思夜想的祖国，
我阔别已久的家乡度假。

说干就干，向美国的亲人告别之后，向妈妈发了一个简单电
报，便收拾了一个轻便小巧但东西非常多的行李，乘上了亲
手研制的“紫蝴蝶快速飞机”锁定目标——中国浙江省宁波
市慈溪市新浦镇。“唰——”的一声，我便成功的降落于一
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啊!这是我的家乡吗?我有设错地方吗?还是飞机出故障了?一
大串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这人做事一向小心谨慎不会出
错的。这飞机也是进过所有哈佛教授精心检查过的，肯定不
会出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陷入了沉思。“陆璐……”这
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连忙收起飞机回头一看，原来是妈
妈，可妈妈怎么二十多年过去了一点也没老，反而比原来更
年轻、更漂亮了?莫非吃了我做的长生不老药不成?可这种药
非常“expensive(昂贵的)”，一亿元人民币才一颗，全世界
都是这个价。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宝贝，这就是你
的家乡，我也正是你的母亲。我们家乡慈溪现在是全国科技
最发达的地方，连首都北京也比不上了，我国正准备把我们
慈溪命为中国的新首都。现在科技发达了，老百姓也富裕了，
就连在工厂打工的人一个月也有一百万元工资，当然也要保
质保量!商店里的商品物美价廉，一张经精雕细琢的床只
要100元就可以买下来。

但是如果做了坏事则会按照相应的坏事扣除你的钱，并且别
想走出这个省，除非你将功抵罪，才会重获自由。所以妈妈
才有钱买这个长生不老药，这药可真灵，一吃这药白发和皱
纹等都会消失不见。简直比少女还少女了!怎么样?要不改天
妈也给你买几颗试试?”“呵呵，老妈!我已试过好几百颗了。
因为——这药就是你宝贝女儿——我发明的!”我自豪地
说，“妈，带我去逛逛呗!”“是。大人，这边请。”妈妈一
本正经的动作逗得我捧腹大笑。



哇!家乡的变化可真大。本来那条崎岖的小路不见了，变成了
一条宽大的彩色马路。听妈妈讲，马路两旁不论春秋冬夏都
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莺歌燕舞，马路上只可以走人(车子飞
在空中)，生病的只要走过这条马路，病就好了，所以这条路
又叫“医路”。

又来到童年捂着鼻子跑过的小溪了，我像往日一样捂住鼻子，
做出冲的姿势，准备飞快地跑过。可刚要跑，妈妈一把拉住
我的手(力气可真大)，说“别捂住鼻子，慢慢走。等会儿给
你一个惊喜。”我便像三岁的小毛孩一样依偎在妈妈怀里，
我一走上小溪上的石桥，就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像来到
了人间仙境一般。小溪的水清澈见底，河面全年盛开着新品
种——全彩荷花，意思是全年怒放的彩色荷花。那句古
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改成了“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彩’”。瞧，那里还有几条娃娃鱼
在莲叶下捉迷藏!很快就到桥的尽头了，我真想再走一遍。

家乡的变化可真大呀!

“叮铃铃……”我被闹钟吵醒了，揉了揉惺忪的双眼，回忆
梦中的一个个片段。我想：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总有
一天我的梦会变为现实。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我的家乡变化可大了!瞧，整个城市就
像一个大森林，街道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我们生活在绿色的世
界里。

除了环境美，现代的科技也先进，各种机器人会处理各种垃
圾、污水、废气，变废为宝。

我看见家乡这么美，脑海里出现了十年前家乡的情景：虽然
高楼林立，马路宽敞，但绿化很差，道路两旁树木很少，刮
风时，尘土飞扬，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到处可见，唉，空气糟



透了。

那时人们不重视环保，不爱护身边的环境。就说我们小区的
小花园吧，小花园中心有一个小水池，刚修完时，池水清澈
见底，里面养了许多金鱼，可人们观赏时总把塑料袋，瓜果
皮，树枝扔在水里，时间一长，小水池的水浑浊不堪，人们
路过都是捂着鼻子，鱼儿也都死了，这都是人们不爱护环境
造成的。

你看，如今我们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生活，多么幸福啊!我们
要把保护环境进行到底，让家乡永远这么美丽。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手抄报篇七

一、理解成语的意思：

惊弓之鸟：被弓箭吓怕了的鸟。比喻受过惊吓后，遇到一点
情况就害怕得不得了。

二、理解课文中重点句子和词语。

1、更羸并不取箭，他左手拿弓，右手拉弦，只听得嘣的一声
响，那只大雁直往上飞，拍了两下翅膀，忽然从半空里直掉
下来。

(第一个“直”是说大雁一个劲往上飞，飞得急;第二
个“直”是说大雁一个劲往下掉，掉得快。两个“直”准确
地描写出大雁听到弦响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形。)

2、阅读课文第九自然段，回答：

更羸一共说了(4)句话。第一句是更羸看到大雁(飞得慢)，听
到大雁(叫的声音很悲惨);第二句是更羸分析大雁(飞得慢和



叫得悲惨)的原因。从这两句话看出更羸知道(大雁受过箭伤，
伤口没有愈合，还在作痛。)第三、四句话写大雁(落下来的
原因)。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更羸知道只需(拉弓)不需(用箭)
就能(把大雁射下来)。

更羸看到大雁后做出了什么判断，这个判断是怎样一步一步
做出来的?

(更羸看到大雁后断定这只雁受过箭伤。他首先观察到大雁飞
得慢，叫声悲惨;然后分析大雁飞得慢，叫声悲惨的原因是它
受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而且孤单失群。从而判断出不用
箭就能“射”下它。)

为什么他能判断出大雁受过箭伤?

(因为更羸善于观察、关于思考分析，并能把看到的、听到的
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三、这篇课文在写法上的特点是：倒叙的写法。

三年级语文学习方法

(1)了解。看课文、看注释、看课后的“思考与练习”，看单
元知识和训练，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对单篇课文和整个单元
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和全面的了解。

(2)查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扫除文字障碍。

(3)独立思考。重要的是根据提示、文章、练习题进行思考。
如提示的内容是否真懂了，文章主题的概括、层次的划分、
段意的归纳、句子的理解、写作特色的分析等问题能否解决，
课后习题能否回答。那些基础知识扎实、自学习惯好、自学
能力强、有钻研精神的同学，在“思考”方面要适当地自我
要求高一些。



(4)批注。就是在不懂的地方标上符号。如不懂之处用“?”，
重点之处用“※”，课前自学批的字，最好用铅笔，听课后
批的字可用钢笔写，以免时间一久，将自己的见解和老师的
观点搞混了。

(6)记录。就是做好读书笔记。

三年级语文学习技巧

1、注重日常积累：语文考验的是自己肚中的墨水，若是自己
没有一定知识累积的话，语文成绩自然不高。所以想要提升
语文成绩，平时更应该注重诗词好句的积累。

2、学会理解文章：通过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明确课文的内
在逻辑，把结构层级作为记忆线索，形成知识网络，更能方
便记忆。

3、学会观察周围：写作是源于生活的，最打动人的往往是细
节之处。所以平时要多观察生活，写作时多做细节描写，才
能真正为作文进行润色，让老师能眼前一亮。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手抄报篇八

把文章读短是阅读课文必不可少的一项本领。所以从孩子们
升入三年级以来我就开始训练孩子在初读课文时能够用简短
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看起来这个题目很简单，但却
是一个把文本中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的过程，实质是个
难点。如《蜜蜂》这课，在孩子们自主学习以后，我让他们
一两句话讲讲文章讲了一件什么事?我连叫了两个孩子，他们
几乎都是按原文读一读句子。我以为孩子们没有听清楚，于
是又把要求说了一遍，这次可好，一个孩子站起来就说：讲
了法布尔的一件事。唉，说让简短一下字又短没了。无奈之
下，我在黑板上出示：(谁)为了(什么)(干什么)，结果(怎
样)。没想到，学生顺着这座桥很快就说出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个小题目，让我领悟到，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渴望一
口吃个胖子。孩子们始终是一群正在学习中的孩子，有些的'
确不会，老师只着急是没有用的。要静下心来想办法进行指
导，让他们从不会到会。这才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手抄报篇九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就是梁爽。梁爽从小就和我一起
长大，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他的门牙很大，又有力，连核桃都能咬碎，就像电锯一样。
他的鼻子很大，鼻梁很高。我猜想：他呼吸的新鲜空气一定
很多！所以他才会那么健康。他的力气也很大，如果让我们
班的人和他比力气，绝对没有人比得过他。别看他的眼睛有
点小，课是他的实力很好呢。

梁爽最喜欢踢足球，跑起来也很快，可以说是风驰电掣般的
速度。抢球时，他就像是猛虎扑食似的，他还曾代表学校出
赛别的.学校呢！

梁爽除了踢球还擅长打雪仗，有一次我们和同学一起打雪仗，
他滚了一个超大的雪球当护盾，再进攻，经过激烈的角逐，
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都夸梁爽机智，他觉得很自豪，
我也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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