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
教案及反思(优秀5篇)

教师在编写高一教案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激发他们的学习潜力。接下来是一些一年级语文课堂教
学的教案案例，供教师参考借鉴。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教案及反思
篇一

1、检查生词的认读情况。

2、上节课通过阅读你感受到了什么？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的美丽。

这节课我们来体会作者写出了水泥道的何种之美？

默读课文:画出你认为表现水泥道很美的句子，并想想从哪些
词语上体会出什么样的美丽。说给大家分享。

出示句子:

1、啊！多么明朗的天空。

“明朗”是什么意思，换成“晴朗”可以吗？表达有区别吗？

2、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
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
的水泥道上了。

“金黄金黄”“闪着雨珠的叶子”“湿漉漉的”“粘”这些
词语感受到了秋天梧桐叶的色彩美，而“湿漉漉的”“粘”
把雨后的水泥路的潮湿、温润展示出来，一种秋色下温润美



丽的景色展现眼前。

3、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熨帖
地、平展地粘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得并不规则，甚至有些
凌乱。

这段话你体会到什么？

5、这篇课文抓住了哪些事物进行描写？

作者观察细致、语言生动，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把雨后水
泥道的独特的美，写得淋漓尽致。我们一定把自己喜欢的语
句积累下来。

1、课堂小练笔:写一写你上学路上发现的美景吧，一会儿读
给大家听。

2、抄写课文表现水泥道美丽的句子。

板书设计

色彩美

灵动美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教案及反思
篇二

一、教学内容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讲述了一夜秋风，一夜秋雨
后，“我”无意中发现上学路上法国梧桐和水泥道的变化，
然后开始观察，发现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很美的故事，表
现了“我”对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喜爱之情。本文语言



优美，通俗易懂，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和渴望了解大
自然、走进大自然的愿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体会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激发学生善
于留心观察身边事物变化的兴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意识的好教材。

二、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内容，体会并
描述“我”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上行走的情形。

3.在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引导下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铺
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喜爱之情，激发学生善于留心观察身
边事物变化的兴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

4.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感受大自然给生活带来的乐趣，
增强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意识。养成认真观察的好习惯。

5.体会课文中一些句子表情达意的作用。

6.通过本课的学习，结合学生自己走进大自然时经历的有趣
事情或独特感受，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和渴望了解大
自然、走进大自然的愿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体会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

三、教学重点

通过对内容的理解，学生能够增强对大自然热爱的感情，体
验大自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快乐，增强观察自然、了解自然
的意识。

四、教学难点



学习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体会细致观
察的重要性，懂得只有细心地观察，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
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学习作者善于观察事物，养成认真观
察的好习惯。

【说教法】

1.美读感悟法：

文章语言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因此，“美读”是本课最
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方法。“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实践。”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
更不*多的讲解分析，最主要让学生多读，同时教师要巧妙地
借助课件，借助对学生读书的评价，帮助学生在读中去感受，
领悟，使学生感受到语言文字中所描绘的鲜明形象，引起学
生对课文中描述的事物与情景的关注，入境入情，促进学生
自悟自得，受到美的熏陶，激起观察自然的兴趣。

2.多媒体情景法：

因为小学生生活经验少，但好奇心强，容易激发兴趣，因此，
我运用电教手段，创设多种情景，展示课文相关图片，使学
生在完全置身于课文所描绘的情景的同时，轻松、愉快、积
极、主动的学习。同时，形象直观的课件展示，有助于学生
读懂课文，感悟到语言文字带来的美，体验到发现的乐趣，
也有助于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3.质疑问难法：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课堂教学中，运用恰当
的手段，引导学生质疑问难，能激发浓厚的思考兴趣和创新
思维。

【说学法】



语文学习教无定法，重在得法，贵在用法，施教之功，贵在
导学，因此，语文学习不仅要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求知，让学生学会学习方法，变“我学
会”为“我会学”。结合本课语言优美，情境奇特的特点，
我引导学生用“自读自悟、美读交流、入景体验，升华情
感”等学习方法来理解课文内容，感悟文章意境之美，体验
探究自然之乐。

【说教学程序】

一、创境质疑，激探究之情。

出示法国梧桐树图片，鼓励学生交流收集到的法国梧桐树的
资料。交流谈话导入课题，鼓励学生看课题进行质疑：巴掌
为什么是金色的？水泥道上怎么会铺满金色巴掌？并引导学
生联系对梧桐树的介绍，把梧桐树和巴掌连起来，说一句话。
这样，一方面注重学生“说话”训练，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
力，体现语文学科“工具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学生所叙
述的内容都融入了学生独特的体验与感受，体现语言学科的
人文性。同时，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激起学生探究的*。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阅读教学中，存在着多种对话。但对话的基础应是学生潜心
融入文本。在学生产生了读书兴趣、探究*后，让学生自读全
文，体验自主学习的乐趣，为“美读”打下基础。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遇到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解决，
解决不了的提出来。

3.检查自读情况。



4.熟读课文，理清课文层次。

三、指导朗读，深入探究。

如何指导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美，教师不必细细讲解、分析，
应重视“读”。因此，教学中教师以读代讲，以评代导。

1.读第一自然段，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

2.读第二部分，了解作者的发现，感受作者的情感。

（1）自由读第第二至九自然段，思考：“我”有什么新发现？

（2）有了新发现后，“我”有什么变化？

（3）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感受？（学生畅所欲言）

（4）此时此刻，作者又有什么感受？（第一次觉得，门前的
水泥道真美啊！）

四、联系实际，课外延伸。

1.学习本课后，你有什么感受？相互交流。

2.教师小结：我们要走进大自然，善于留心观察身边事物变
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体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
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教案及反思
篇三

知识与能力：

1、会认6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

在把握内容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能
描述秋雨过后的早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秋雨过后大自然的美，激发起学生热爱大自然，了解大
自然的感情和兴趣。

重难点：

1、会认会写本课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2、体会秋雨过后地大自然。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喜欢秋天吗？

你们喜欢秋雨后的景色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秋雨后的美景吧！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快速地朗读课文，圈画出要求会认的字。



2、出示要求会认的字，指名读。

3、师正着，开火车认读生字。

三、整体感知内容

1、带着生字在朗读课文，看看课文主要写了哪些内容？你喜
欢哪一部分？

2、师生交流初步的感觉。

3、指名读自己喜欢的部分，让学生说说喜欢的原因。

四、书写指导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认读生字。

2、交流写好每个生字的方法。

3、老师重点范写生字。

4、学生练习写生字，老师巡视指导。

5、给生字扩词。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6个生字，学写13个生字，今天，我们继
续学习课文，欣赏秋风秋雨的美景。

二、熟读课文

1、教师放录音读课文，学生跟读。

2、小组内朗读课文。

3、教师指名读课文。

4、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多读几遍。

5、交流读后的感受：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哪些地方写得非常
美呢？

6、假如你走在那样的水泥道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三、感悟美景

1、出示课文插图。

2、看着插图找找课文中描写插图上内容的句子。

3、课件出示关键语句。

（1）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

（2）道路两旁的法国……叶子。

（3）水泥道像……路的尽头。

（4）每一片法国……水泥道上。

（5）我穿着……歌唱着……



4、有感情地朗读课件上地内容。

5、选择喜欢地句子多读几遍，说说喜欢的原因。

6、这些句子主要采用了哪种修辞手法？你能仿写几句吗？

7、“一夜秋风，一夜秋雨”这句话在文中出现几次？你能说
说这样写的好处吗？

四、拓展延伸

你去上学的路上，看过哪些美景呢？试着写一段话，表达出
对它的喜爱之情。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教案及反思
篇四

1、会认“洼、印、凌”等6个生字，会写“铺、泥、晶”
等13个生字。

2、学会借助上下文理解词语，能抓住关键词语感受水泥道的
美丽。

3、积累优美的段落语句。

学会借助上下文理解词语，能抓住关键词语感受水泥道的美
丽。

理解词语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2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诗人途经一片枫林，被美景陶醉，写下了“霜叶红
于二月花”的诗篇，你见过哪些美丽的景物，来说一说。今
天我们将要学习的《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又是怎样的一
番美丽呢？让我们进入课文，一起感受吧。

二、新课学习

1、借助拼音，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重点指导“铺”的读音。并指导它的另一个音节，组词:铺满、
当铺

2、小组互相检查。

3、教师指名读课文，检查阅读情况。

4、再读课文，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多读几遍。

5、想一想，课文告诉我们水泥路上的什么很美，美在哪里，
画出相关的语句，展示给同学们听。

三、生字的教学

教师重点指导“铺、晶”2个字。学生自学“泥、院、印”并
交流识字方法。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同学们学习了生字，读通了课文，一起感受了铺满金
色巴掌的水泥道是那么的美丽迷人。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学
习感悟它的美丽。

五、作业布置

1、抄写生词。



2、抄写自己喜欢的语句。

三年级第五课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教案及反思
篇五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的作者是的儿童文学家张秋生先
生。从课文中知道作者是一位富有童心的、用心为儿童写作
的作家。这是一篇内容、情思上富有儿童趣味，而在构思、
语言上表现得十分精巧和熟练的散文。

作者抓住秋天雨后铺满落叶的水泥道，通过对眼前所见所闻
所感的描写，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秋的赞美和喜爱之情。本
文在表达上独具特色：首先，语言生动形象，尤其是比喻的
修辞手法的运用，突出事物特点，形神兼备，巧妙灵动。其
次，在选材和写作视角上更是独具匠心：作者抓住秋雨过后
铺满金色落叶的水泥道这一典型景观，来表现秋天特有的美，
选材独特，堪称美文佳作。

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不同形式的读，让读贯穿在课堂的全过程。
让学生在每次读的过程中都有收获，如：理解课文主要内容，
品悟课文中所蕴含的感情，并且在具体情境中，让学生读得
入情入境，和主人公一同走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上，去
感受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上的那份快乐和欢愉，以及对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由衷的喜爱之情。学会认真细致的观
察，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是每一个学生学会学习必备的能
力。通过本文作者仔细观察而使自己有了新发现，作者抓住
水泥道的变化，描写了雨后水泥道的变化，特别是对铺满金
色巴掌的水泥道的描写更是形象，文章写得很美，使学生受
到了美的熏陶，同时，又使学生真正懂得细致观察是认识事
物的前提，这样就非常自然地激发学生善于留心观察身边事
物的变化的兴趣，去发现生活中的美。

但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在整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要尽力
做到用微笑来面对学生。不放过每一个可以锻炼学生的机会，



把学习的权利还给了学生，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
师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