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 三年级语文
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会认12个字，会写1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通过朗读感悟，懂得奉献爱心，乐于助人。

重点难点：

1、重点：认字、写字、朗读课文。

2、难点：课文的感情朗读、背诵。将奉献旨意内化心灵，外
化行动。

教学方法：自主探究识字、小组合作检查、朗读感悟

教学准备：投影仪、卡片、轻音乐伴奏带、图片、古筝曲。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激qing导趣。



1、小鹿、泉水以为别人带来了快乐，从而自己也感到快乐。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是在
以帮助别人为快乐中度过的。（出示：雷锋画像）看，他是
谁？板书：雷锋叔叔，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到哪
里去寻找他呢？板书：你在哪里(齐读课题。)

2、对“雷锋叔叔”的了解随机识记书写：“锋、叔”二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法指导：

（投影出示）标注：标出诗节。

识记：标出生字、新词及不认识的字词，问一问，记一记。

想想：结合“我知道”中的两条消息，想：雷锋叔叔，在哪
里？（讨论）

2、讨论小组长检查自学情况，教师巡视。

师生流抽读：开火车认读生字卡片（必须快速记准字音），
举手抢答组词。齐读：去拼音读（平翘舌、前后鼻音拼读一
遍，连读三遍）

三、写字指导。

1、观察我会写的字，说发现。

2、范写以下几个字：滴：右半部，不要写成“商”。洒：不
要写成“酒”。泥：字右下的“匕”先写撇。泞：宝盖宜小，
横要略长。

3、学生练比，教师巡视指导。（播放古筝曲）



4、展示交流。

四、认读新词

（投影出示）冒着泥泞脚窝足迹年迈洒下汗滴寻觅终于献出
爱心荆棘

五、重点识字：（读不熟的字放到句子中记一记）

六、同桌互读，打五角星。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生字词。听写生字。

二、朗读感悟。

1、读范读入境。（播放轻音乐、出示图片）

2、听：脱离课本，看图、倾听。

3、想：就听到的内容展开想象。

4、思：沿着“弯弯的小路、长长的小溪”我们听到了什么。

5、悟

a、练读（四人为一组）

b、汇报（小组比赛汇报朗读）重点指导品读下列句子：第一个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应“急”。第二个“雷锋叔叔，你
在哪里”应“缓”（体现情感的起伏）小溪和小路的话，语
速稍慢，娓娓道来。“瞧”后面的诗句提高音调。（全文的
感情基调：深情地）



c、配乐朗诵。（全班，再一次感悟）

d、感悟明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在哪里。”
表层含义：雷锋叔叔时时处处想着别人，哪里需要他，哪里
就有他的身影。深层含义：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像雷锋这样的
人存在，把爱大把大把地撒向那些需要我们的人。

e、明理导行：（想得到别人的尊敬你首先要尊敬别人，要想
得到他人的帮助你首先要帮助他人。）情境对话练习：一生
随意站起来说：“如果我......”想好的起来说：“我
会......”

三、积累

（投影出示）好词：弯弯的小路蒙蒙的细雨温暖的春风晶莹
的露珠名句：1、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2、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四、练习背诵课文。

五、作业布置：准备“雷锋叔叔知多少”的故事会。

课后反思：

雷锋的名字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名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但这篇课文跟孩子们的时代
背景、文化底蕴相差太大。因此，孩子在课堂上是否动情是
上好这类文章的关键。如何让孩子动情呢？一是树立形象，
在导入课文时教师要非常庄严、神圣地介绍雷锋，他的生平、
事迹、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让学生对雷锋肃然起敬，帮助
学生增加对课文背景及相关内容的了解，激起他们内心深处
为雷锋人格震撼这样一种情感和学习的强烈欲望。二是深化



形象，就是要激活学生头脑中储存的与文字相关的表象，引
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将语言转化为形象鲜明的内心现像，
使语言和生动的表象建立心理联系。怎样让孩子对人物粗浅
的认识走向人物内心世界，体察人物的内涵呢？在这篇文章
中我采用把诗歌内容让学生编讲故事的方式，通过讲故事使
学生把雷锋冒雨抱小孩、踏荆棘背大娘的形象典型化、具体
化、鲜明化，在此练习中，学生对雷锋的感动不再肤浅，体
验深刻了，学生才会觉得有意思、有趣味，才会有神情并茂
的倾诉。三是情感的延伸，就是引导学生体会和揣摩文章的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果文章仅仅停留在“哪里需要献出
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的表层意思，那我们学习这
篇文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通过我们班里也有很多小
雷锋，快来夸一夸吧，再用句式的练习，让学生更好地感悟
到，我们的世界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将会变成更美好的明天
这一思想思想境界。

课题：6、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教学目标：

1、会认12个字，会写1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通过朗读感悟，懂得奉献爱心，乐于助人。

重点难点：

1、重点：认字、写字、朗读课文。

2、难点：课文的感情朗读、背诵。将奉献旨意内化心灵，外
化行动。

教学方法：自主探究识字、小组合作检查、朗读感悟



教学准备：投影仪、卡片、轻音乐伴奏带、图片、古筝曲。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激qing导趣。

1、小鹿、泉水以为别人带来了快乐，从而自己也感到快乐。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是在
以帮助别人为快乐中度过的。（出示：雷锋画像）看，他是
谁？板书：雷锋叔叔，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到哪
里去寻找他呢？板书：你在哪里(齐读课题。)

2、对“雷锋叔叔”的了解随机识记书写：“锋、叔”二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法指导：

（投影出示）标注：标出诗节。

识记：标出生字、新词及不认识的字词，问一问，记一记。

想想：结合“我知道”中的两条消息，想：雷锋叔叔，在哪
里？（讨论）

2、讨论小组长检查自学情况，教师巡视。

师生流抽读：开火车认读生字卡片（必须快速记准字音），
举手抢答组词。齐读：去拼音读（平翘舌、前后鼻音拼读一
遍，连读三遍）

三、写字指导。



1、观察我会写的字，说发现。

2、范写以下几个字：滴：右半部，不要写成“商”。洒：不
要写成“酒”。泥：字右下的“匕”先写撇。泞：宝盖宜小，
横要略长。

3、学生练比，教师巡视指导。（播放古筝曲）

4、展示交流。

四、认读新词

（投影出示）冒着泥泞脚窝足迹年迈洒下汗滴寻觅终于献出
爱心荆棘

五、重点识字：（读不熟的字放到句子中记一记）

六、同桌互读，打五角星。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生字词。听写生字。

二、朗读感悟。

1、读范读入境。（播放轻音乐、出示图片）

2、听：脱离课本，看图、倾听。

3、想：就听到的内容展开想象。

4、思：沿着“弯弯的小路、长长的小溪”我们听到了什么。

5、悟



a、练读（四人为一组）

b、汇报（小组比赛汇报朗读）重点指导品读下列句子：第一个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应“急”。第二个“雷锋叔叔，你
在哪里”应“缓”（体现情感的起伏）小溪和小路的话，语
速稍慢，娓娓道来。“瞧”后面的诗句提高音调。（全文的
感情基调：深情地）

c、配乐朗诵。（全班，再一次感悟）

d、感悟明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在哪里。”
表层含义：雷锋叔叔时时处处想着别人，哪里需要他，哪里
就有他的身影。深层含义：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像雷锋这样的
人存在，把爱大把大把地撒向那些需要我们的人。

e、明理导行：（想得到别人的尊敬你首先要尊敬别人，要想
得到他人的帮助你首先要帮助他人。）情境对话练习：一生
随意站起来说：“如果我......”想好的起来说：“我
会......”

三、积累

（投影出示）好词：弯弯的小路蒙蒙的细雨温暖的春风晶莹
的露珠名句：1、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2、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四、练习背诵课文。

五、作业布置：准备“雷锋叔叔知多少”的故事会。

课后反思：



雷锋的名字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名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但这篇课文跟孩子们的时代
背景、文化底蕴相差太大。因此，孩子在课堂上是否动情是
上好这类文章的关键。如何让孩子动情呢？一是树立形象，
在导入课文时教师要非常庄严、神圣地介绍雷锋，他的生平、
事迹、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让学生对雷锋肃然起敬，帮助
学生增加对课文背景及相关内容的了解，激起他们内心深处
为雷锋人格震撼这样一种情感和学习的强烈欲望。二是深化
形象，就是要激活学生头脑中储存的与文字相关的表象，引
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将语言转化为形象鲜明的内心现像，
使语言和生动的表象建立心理联系。怎样让孩子对人物粗浅
的认识走向人物内心世界，体察人物的内涵呢？在这篇文章
中我采用把诗歌内容让学生编讲故事的方式，通过讲故事使
学生把雷锋冒雨抱小孩、踏荆棘背大娘的形象典型化、具体
化、鲜明化，在此练习中，学生对雷锋的感动不再肤浅，体
验深刻了，学生才会觉得有意思、有趣味，才会有神情并茂
的倾诉。三是情感的延伸，就是引导学生体会和揣摩文章的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果文章仅仅停留在“哪里需要献出
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的表层意思，那我们学习这
篇文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通过我们班里也有很多小
雷锋，快来夸一夸吧，再用句式的练习，让学生更好地感悟
到，我们的世界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将会变成更美好的明天
这一思想思想境界。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篇二

1、在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引导下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蒲
公英的喜爱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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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学习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蒲公英的喜爱之情，对自然、
生命的尊重、热爱之情。

2、学习作者善于观察事物，养成认真观察的好习惯。

抓住蒲公英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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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2、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搜集的资料。

教学进程：

（一）利用图画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新课。

1、出示图片：蒲公英

同学们，见过这种植物吗？对，它就是蒲公英。

板书：蒲公英

2、交流收集到的资料。



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含白色乳
汁，叶莲座状平铺，匙形或狭长倒卵形，羽状浅裂或齿裂。
开黄色舌状花。果实成熟时形似白色绒球。

3、板书课题：金黄的草地

（1）质疑：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疏疑：草地是绿色的，为什么说是金色的？

（2）联系对蒲公英的介绍，请你把蒲公英和金色的草地连起
来，说一句话。

（二）

学习生字、新词。

1、读准生字字音，在课文中圈划出生字，再读读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理解词义。

2、检查，重点指导。

读准字音：呵欠傍晚一本正经

记住字形：弟：中间的长竖不出头。

返：反字的最后一笔注意变化。

3、在生字本上书写本课生字，老师巡回指导。

（三）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自由读课文，标画自然段，思考每一个自然段讲了什么内
容。



2、给课文分段。

全文共五个自然段，可分两部分。

第一段（第1、2自然段）：每当蒲公英开放时，草地变成金
黄色。我们常揪掉蒲公英来寻开心。

第二段（第3至5自然段）：蒲公英白天开，晚上合，草地也
因他们的开合改变着颜色。我们发现后便喜爱上了这种小花。

板书设计：

蒲公英

(早晨) (中午) (傍晚)

绿 金色的草地 绿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体会作者对蒲公英的喜爱之情，对自然、对生
命的尊重、热爱之情。

2、抓住蒲公英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的变化，体会细致观察的
重要性。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播放课件或观察挂图：在草地上盛开着一片蒲公英，他们
金黄金黄的，太美了！

2、看完画面，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3、板书：金色的草地

把你看到的感受印在脑海里，与同学们读课题。

二、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学习第一、第二自然段。

（1）自由读第一、二自然段，找出与你感受相同的句子，然
后再读一读。

（2）指名读，评读。

（3）看到这片金色的草地，我们的心情如何？

（4）你想感受一下吹蒲公英的感觉吗？

出示实物，让学生参与进来感受。

（5）练习读第一、二自然段，体会童趣。

2、学习第三至五自然段。

过度：蒲公英一直是金色的吗？我有了一个什么新发现呢？

（1）自由读第三至五自然段，思考：我有什么新发现？

（2）总结：蒲公英的花瓣是可以合拢的，它随着时间变化而
一张一合，张开就是金色的；合拢就是绿色的。



（3）这个发现令我非常惊讶，大家再来读读第四自然段。

（4）有了新发现后，我们有什么变化？

（5）为什么我们不再揪它了？

（6）从我的变化看，你有什么感受？

（三）升华情感。

1、学习本课后，你有什么感受？相互交流。

板书设计：

揪 发现 不揪 喜爱

早晨 中午 傍晚

绿色 金色 绿色

合 张 合

蒲公英会合拢

教学后记：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篇三

1、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爱护国徽、愿用自己的行动为国
徽增光的思想感情。

2、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3、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重点：

1、了解“我”在平时的生活中怎样爱护国徽，又怎样用自己
的行动使国徽更美丽。

2、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难点：

联系自己，说说在生活中如何做能使国徽更美丽。

1、国徽的图片

2、硬币

一、课前准备：

课前，教师引导学生充分预习课文，鼓励他们查阅有关国徽
的资料，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
来。

（课程标准指出“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
优化语文学习环境，努力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联系、学
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教师本着大语文的教育观点，
把课内、外阅读融为一体，注意学生在知识广度上的积累。）

二、引发兴趣，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国徽

2、出示国徽插图。（认识国徽的样子）

3、让学生拿出准备好的硬币，指导学生观察：硬币背面印着
什么？



4、师：你还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国徽？

（课标强调，要尽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扩展学生的思维
空间，限度地发挥师生双方的互动性。）

三、自主识字，初读感知。

1、同桌互读，互相帮助，把读不准、不认识的字消灭掉。

2、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a、齐认读生字卡片。

b、开火车读，试着读出后组词或练习说话。

c、利用学具，进行识字游戏。

（由于学生已经有一定的阅读基础，因而给学生充分的时间
进行自主性学习。）

3、默读课文后，讲讲自己读懂了什么？

学生可以从这些方面回答：

a、拾到钱要交给老师。

b、钱币脏了要擦洗干净。

c、要帮助别人，小弟弟不小心摔倒了要主动把他扶起来。

d、当我主动把小弟弟扶起来时，我看见警察叔叔甜甜的微笑，
把他帽子上的国徽映照的更美丽。

e、国徽和太阳在一起，照耀着我，也照耀着祖国辽阔的大地。



（通过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预测和诊断出学生已经了解了哪
些知识。以便调整下一步的教学策略。）

4、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

5、展示读，共同评价。

6、老师读，学生提建议，做评价。

（《语言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
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教师要敢于放手，让学生
有充分的时间去读，在读得连贯、顺畅上下功夫，让学生在
诵读实践中增加积累，发展语感，加强体验与领悟。）

四、细读课文，促进感知。

1、自由读课文。

2、师：你还想知道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把它们写在问
题卡上。

学生可能有以下几种问题

a、国徽图案里有什么？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国徽？

b、我们做什么可以使国徽更美丽？

c、为什么国徽和太阳在一起，照耀着我，也照耀着祖国辽阔
的大地？

e、为什么要把钱币擦洗干净？

3、讨论解决不明白之处。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及时记下阅读中的问题，认真思
考，是一种值得培养的阅读习惯，也便于教师了解学生还想
知道哪些，及时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以学生为中心，师生
共携手确定教学目标，也为教师下一步要采取的教学策略提
供了依据。）

五、训练口语能力。

联系自己，说说在生活中如何做能使国徽更美丽。

六、提出希望，进行思想教育。

七、拓展练习：

（一）完成下列活动之一即可：

1、个人：读读你喜欢的诗句。

画画你喜欢的情节。

2、同桌之间：背诵这首诗。

3、四人活动：交流收集到的资料。

4、自由组合：根据课文内容再试着写几句诗，可添加在课文
中的任何地方。

（二）把这首诗背给爸爸、妈妈听。

（拓展练习活动有层次，针对不同程度、不同爱好的学生学
习及提高并注意了家校联系。）

《国徽》是一首琅琅上口的叙事儿童诗，充满情趣，从学生
身边的小事出发，用叙述的手法描绘了三个画面，写出了小
朋友对国徽的热爱和崇敬。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本
节课的设计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注意为学生提
供“读”的机会，让学生在读中去感悟、去学习。

朗读应贯穿教学的全过程。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以读为本”，既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回归”，又是把
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理念的体现。《国徽》这篇课
文，从学生身边的小事出发，引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这
节课我以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为主导，以多种方法地读（自
由读、小组读、男生读、女生读、师生合读）为凭借。通过
多种形式的读，使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去感受和体会文章的爱
国情感。

语文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是课程改革的一大特点。在教
学中，我抓住诗歌中小男孩做的小事引导学生联系到自己，
让学生说一说“怎样做才能为国徽添光彩？”让学生置身于
实际生活中，知道也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国徽、
对祖国的热爱，使学生觉得语文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从而
培养他们爱语文学语文的热情。

整个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参与、教师积极引导的融
洽的师生关系。学生先说自己平时是怎样为国徽增光的，然
后把自己讲的写下来，最后读给同桌听，使不同的学生得到
不同的发展，让学生感受成就与成功，寻找分享与快乐的感
觉。

学生通过主动收集资料，就可以知道“国徽”是一个国家的
标志和象征，它和国旗一样，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尊严。

教学始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虽然我注
意了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但是我的评价语言还不够生动，为
了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还需加倍努力。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篇四

老师说句子：西湖就是镶嵌在这“天堂”里的一颗明珠。
（说两遍）

2、 你们知道这个天堂是哪里吗？（杭州）

过渡：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美数杭州，杭州也因西湖而
闻名天下，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西湖的
秀丽，不仅表现在她的一泓碧水，而且表现在环抱她的群山，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远眺、近详，西湖总是那样的秀丽，令人
流连忘返。现在老师就带你们去看西湖的山、湖（板书：山
湖）

1、 电脑出示西湖青山绿水的画面伴随朗读

思考：你站在西湖边看到的山是什么样？湖是什么的？

2、 交流刚才的问题：

3、 同时板书：层层叠叠，绿青浓淡

静如银镜，一闪一闪

4、 这么美的画面你能用你的朗读来表现出来吗？

学生自由练读。

请个别学生读。

集体配音朗读。

5、 （课前教学生一些句子。或读让一两个来赞美西湖。学
生不会也可以由老师来说）



过渡：是呀，正因为如此，西湖又有了一个比作美女西施的
美名－－西子湖。西湖之美，美在外有山，湖中有湖，园中
有园，四季景色都能使人赏心悦目。尤其以西湖为中心
的“西湖十景”更是闻名遐迩。下面就请同学们随我而来。

1、 教师指着画面讲述第三自然段。（电脑出示画面）

2、 学生可自由说说自己通过查找资料介绍有送景点的介绍。

学生需准备：孤山 白堤 苏堤（可以是图片）小瀛洲 湖心亭
阮公墩

3、 我们一起把这部分的内容有感情地朗读好吗？待会儿，
我要你们来做小导游介绍西湖。

4、 谁愿意当个小导游来介绍西湖的几个景点。

学生自由准备

请个别学生来介绍

过渡：刚才听了小导游的介绍，觉得西湖特别美，真让我看
到了人间天堂。西湖的美景使古往今来的中外宾客目不暇接，
游兴难尽。置身其间，眼里的一切，有山，有水，有景。都
如诗、如画，如梦。每当清秋气爽，湖面平静如镜，皓洁的
秋月当空，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颇有“一色湖光万顷秋”
之感，下一节课我就带同学们去观赏西湖秋色。

1、 听配音朗读。（电脑出示画面）

2、 看着这样一个画面，听着优雅的声音，你是否也想来做
一次配音演员呢？

3、 学生自由朗读。



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让我们以苏东坡的诗句来
结束今天的游览吧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青山 层层叠叠 绿青浓淡

西湖 湖水 静如银镜 一闪一闪

景点 孤山 小瀛洲 湖心亭 阮公墩

月光 明月东升 华灯倒映

统编版三年级语文电子教案篇五

同学们见过草地吗?它们是什么颜色的?(指名学生回答)今天，
老师老师将和大家一起学习〈金色的草地〉，板书课题，学
生齐读课题。

二、据题置疑

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让学生自由提出问题，能解
决的，让学生进行回答，不能解决的，留在学文时解决)。

三、分小组自学，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小组长带领组员商量准备用什么方法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扫除文字障碍。

2、教师指导提出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可概括为四读：

一读：扫读(扫除障碍读)。小声自由读课文，把课文中的字
音读准，把不认识的字或不懂的词做上记号，查字典解决。



二读：连读。小组内成员分自然段连读课文，读通课文，检
查字的读音。

三读：想读。小声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写了什么?

四读：选读。选择你最喜欢的段落多读几遍。

3、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学生自学课文。(教师巡回指导)

4、检查自学情况

(1)(板书生字)在自学生字时，你有哪些困难?(在字音、字型、
字义等方面的困难)

在自学生字时，你还有哪些好的方法要告诉同学们?

师生共同解决困难，教师相机指导理解"开心、一本正经、揪
掉、合拢"，可让学生做一做相应的动作，重点理解"合拢"。

(2)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检查读得是否正确、流利。

(3)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并说说哪些内容比较吸引你的注意。
通过读课文，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