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导入语例子 小学三年级语文一个小
村庄的故事教案(通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一

山谷中，早先有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
村前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家有了锋利
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上去，
把树木一棵一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

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断扩
大……树木变成了一栋栋房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变
成了应有尽有的家具，还有大量的树木随着屋顶冒出的柴烟
消失在天空了。

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八月，
大雨没喘气儿，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到了第六天黎明，雨才
停下来。可是，那个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
斧头。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二

1、会认9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郁郁葱葱、湛
蓝、甜润、裸露、喘气儿、黎明”等词语，摘抄含义深刻的
句子。

2、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并体会其
表达效果。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体会课文蕴含
的深刻道理。

4、领会爱护树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道理。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三

一、再读课文，深入理解。

1、阅读课前的阅读提示，看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

2、按照阅读要求读文，边读边合作完成下列问题：

(1)小木偶离家后，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2)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对最后一段的体会。

二、回顾方法，合作表演

1、回顾方法，在总结方法基础上，学生合作试演。

2、学生展示——观众评议、教师指导——学生再演——配乐、
带上头饰表演。

3、同学们，在亲身经历小木偶的遭遇中，你一定有很多很多



的话要说，能告诉大家吗?

4、小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酸甜苦辣、喜怒裒乐都需要我
们去经历，去面对，这样才是完整的生活。

三、续编故事，拓展深化

同学们，经小女巫的点化，小木偶现在会哭，会笑，会生气，
会着急，也会

向别人表示同情和关心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小木偶的身上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请你们接着往下编故事。

四、课外延伸

推荐《小木偶的故事》的姊妹篇《我不是一段普通的木头》、
《我喜欢做我自己》让学生阅读。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四

读完这篇课文，我的感触极深。课文中写的不正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事吗?那个小村庄就是我们可爱的地球，村庄里的村
民就是愚昧无知的人类，村庄的命运也许就是地球的命运。
现在，因为人们乱砍滥伐，大片大片的森林从地球上消失，
而沙漠却以疯狂的速度不断扩大。树木能吸收大量的水分，
能防止水土流失，还能抵挡风沙。可是森林被砍，山洪暴发，
各种灾难接锺而至。再说，没有了森林，动物也就没有了家
园，面临灭绝，人类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环境问题，可缺乏的是行动!

那么这一切能改变吗?我可以肯定地说，能!

首先，要想使森林资源不缺乏就要种树。可光种也没用啊，



人们砍的比种的还快呢，所以还要使人们意识到砍树的危
害——课文中的洪灾不就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吗?再有一点就是
要节约用纸，因为纸的用途很广，但因价格低廉，所以人们
很不注意节约。别看一张纸不起眼，如果每个人一天浪费一
张纸，全世界60亿人，就是60亿张纸，差不多有几十棵树，
一年就要浪费掉一片森林，多么巨大的数字。所以我们要从
现在开始，从每一个人做起，都来节约用纸。

为了可爱的地球不会有和小村庄一样的命运，为了我们的子
孙后代不会生活在荒漠中，请大家保护森林吧!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五

给句子中加点的字选择恰当的解释。

好：a、便于b、成功c、容易d、跟坏相反e、很，特别f、表示数量
多

1、“现在好了。”老木匠为小木偶收拾了一个红背包。把他
送出了家门。

2、长长的堤岸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

3、这个问题很好解释。()

4、他是一名好学生。()

5、这条路好使人们走到对面山上去。()

按要求写句子。

1、穿警服的熊拎起小木偶，把他扔出去好远。

“被”字句：



2、夜晚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多么可爱。

拟人句：

3、老师辛勤地哺育我们成长。

比喻句：

4、同学们做游戏。

扩句：

5、小女巫用她的魔杖在小木偶的脑袋上点了一下。

缩句：

故事导入语例子篇六

一个炎热的夏日，鹅妈妈带着黄色的小鹅们出去散步。她指
给孩子们看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绿色的、快乐的，在鹅
群面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鹅妈妈教孩子们吃细嫩的草径。
茎是甜甜的，阳光是温暖的、可爱的，小草是柔软的，世界
是绿色的，小鹅们是幸福的。

在妈妈的翅膀下小鹅们感到很温暖，很舒适。听到从远方来
的雷鸣声、风的呼号声和冰雹的敲击声，小鹅们甚至觉得很
好玩，并不知道妈妈的翅膀外面正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渐渐地，一切都静了下来。小鹅们开始不安分啦，叽叽喳喳
地叫个不停。鹅妈妈艰难地抬起了翅膀，小鹅们呼地一下跑
到了草地上。啊，阳光还是这么明媚，甲虫、蜜蜂们又在动
人地唱歌。世界还是那样美好。

可是，鹅妈妈却只能静静地卧在那里，，轻轻地呻吟着，她



的翅膀被冰雹砸伤了，掉下了许多羽毛。那只最小的小鹅急
忙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鹅妈妈静静地说：“一
切都很好，我的儿子。”

看着小鹅欢叫着、嬉戏着，鹅妈妈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

《鹅妈妈的故事》语文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目标：学会本课8个一类生字，会认17个二类
生字;指导学生运用各种方法记忆绳子，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2、过程和方法目标：朗读课程，了解文章大意;多种方法识
记本课一类生字。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赞美母爱的伟大，教育学生尊敬母
亲，爱戴母亲，理解母亲。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的一类生字，

2、通过朗读课文，理解母爱的伟大。

教学准备：实物投影仪，生字卡片。

教学时数：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了解文章大意。学习一类生字。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这一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妈妈的爱》，这节课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童话故事《鹅妈妈
的故事》。

二、初读课文：

1、教师范读课文。

2、教师领读一、二类生字。

3、教师领读课文。

4、学生自由练读课文，边读边用不同的符号画出文中的一二
类生字。一类生字用圆画出，二类生字用三角号画出。

5、齐读课文。

三、学习生字：

1、画出文中的一类生字和二类生字。

2、认读二类生字

3、学习“事”：

(事情)(好事)(坏事)(故事)

4、学习“炎”：

(炎热)(烈日炎炎)(炎炎)

5、学习“幸”：部件组合法，上下结构。

提醒注意下半部分不是羊



(幸福)(不幸)(幸运)(幸免)

6学习“轻”(已学过)

(轻重)(轻快)(轻巧)

7学习“福”示字旁，左右结构。

(福地)(幸福)(福气)

8学习“唱”(已学过)

唱歌、歌唱、合唱、清唱

9学习“呻吟”

左右结构，口子旁，二者组合为单纯词。表示指认因为痛苦
而发出的声音，如：病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

四、巩固生字：同桌互相指读并组词。

五、作业：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析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体会母爱的伟大。

教学过程：

一、朗读儿歌。

1、学生自由练读课文，数一数共有几个自然段。

2、说一说都是哪几个自然段?



3、学生领读课文。(一句一句地读)

4、分小组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5、男女生朗读课文

6、齐读课文。

7、指名读。

二、感受课文内容：

1、讲读第一自然段：

轻声读第一自然段，说一说，都写了些什么?

时间：一个炎热的夏季

人物：鹅妈妈和小鹅们

地点：一片辽阔的草地

草地上的景色是什么样的?用波浪线画出来。

2、学习2、3自然段：

接着天气发生了什么变化?“突然，出现了乌云”下雨了。

轻声读二三自然段，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发生了一件什么
事?

3、鹅妈妈是怎样保护小鹅们的?

4、天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鹅妈妈和小鸭们的动作是怎样
的?读四五自然段，边读边画出他们不同的表现。



5、试着读一读小鹅们的话，应用什么语气?

6、妈妈的音应该用什么语气?

7、前后桌讨论一下，翅膀受伤的鹅妈妈为什么是幸福的?

三、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一自然段。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指导书写，完成课后练习。

教学过程：

一、指导书写生字：

重点指导幸、福、呻、吟

幸：注意下半部分不是羊

福：注意是示字旁

吟：右半部分为今

呻：注意左右的位置关系

二、完成课后练习：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一自然段。2填一填：

2、(炎热)的夏天

(幸福)的生活



快乐地(游戏)

轻轻的(唱歌)

3、读一读，说一说：

炎热的夏天温暖的阳光

广阔的世界幸福的小鹅

辽阔的草地细嫩的草茎

轻轻的呻吟艰难的喘气

4、讨论：翅膀受伤的鹅妈妈为什么是幸福的?

《鹅妈妈的故事》的教学反思

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老师一起研究语文教学，作为一
名青年教师，我感到十分荣幸。下面我就把对自己执教的
《鹅妈妈的故事》这节课的一些粗浅想法和课后的反思向各
位老师作以简要的汇报。

记得吕叔湘先生说过：“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
方面的语感能力。”朱作仁先生也指出“抓住语感的培养，
语文课的特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那么什么是语感呢?叶圣陶
先生认为，语感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符号刺激所发生的一种直
觉，既然如此，我们培养学生的语感就应该从语言文字符号
的刺激入手，而朗读则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刺激。今天我所执
教的这节课《鹅妈妈的故事》是长春版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下
册的一篇课文。这个生动感人的童话故事只要带着一颗童心，
体会鹅妈妈和小鹅的深情去朗读，一定会受到深深的感染。
本节课力图体现的便是“强化朗读感悟,相机识字、释词。”

一以读为主，纵向推进



本节课我就将“朗读感悟”作为主线来推进阅读教学的进程，
无论是整篇课文还是某一段课文的学习均从读从手，以读为
主来组织教学。在本节课中我是牢牢抓住'幸福'这个主线进
行教学的,那么体会小鹅和鹅妈妈的幸福是教学的重点，我引
导学生在读第一自然段时体会散步时，在妈妈陪伴下的小鹅
自由玩耍的快乐幸福,读第二、三自然段时，体会下冰雹时在
妈妈的保护下小鹅温暖舒适，没有受到伤害的幸福。并通过
学习4---6段体会鹅妈妈看到孩子平安那种由衷的幸福。我在
教学中鼓励学生多读多揣摩，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和体验。当
学生的朗读生动感人时，我相信这正是对课文内容的最好注
释。

二整体观照，横向联系

强调主线推进，不是要搞单线推进，不能为读而读，干读傻
读。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实行整体观照，兼顾多项教育目标，
横向联动。要在朗读过程中，采取多种方式相机识字、释词,
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发展他们创新思维，从而进行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例如：教学“辽阔”这个词时，先让
学生说说词意,再通过朗读来表现,并通过扩展训练，达到会用
“辽阔”这个词语的目的。在教学”艰难”一词时,我让学生
找一找鹅妈妈之所以如此'艰难'原因,学生在下文中找到因为
她伤势严重,所以'艰难',这是运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解词
语。并且没有直接告诉学生读'艰难'时应很轻很慢，很困难，
而是先让学生把自己的胳膊当成鹅妈妈的翅膀，来表演一下，
这种体验活动，化静为动，使学生对词语有切肤感受。另外
在教学'呻吟'一词时,我不仅关注了字音还特别关注字形,强
调结合课文理解词意。相信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这样多种感官
的参与，并在实践中朗读，学生一定会读出词语的形象和韵
味，并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积累。

三加强整合，读中渗透

上述语文教学任务都应该在朗读感悟的过程中完成，依



靠“朗读感悟”本身一一落实，我力求在“读”上作文章，
下功夫。将一切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手段置于读中，
读中问，读中悟，读中背。实现以读促思，以读促记，以读
促说。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总之，本节课力争通过强化朗读感悟，推进语文实践，使学
生能够感受到文章的美好情感，我也力求在课堂中使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动者，教师成为学习的指导者，学生的合作伙伴，
但也有部分学生处于被动的“看客”状态。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掌握更有效的方法，正视存在的
问题，清醒地认识到不足，才能更快地进步，更好地成长。

今天能与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真诚
地希望借此契机，能从在座各位教师中获得更多的启迪。最
后感谢各位领导给予我这次锻炼的机会，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