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 小
学三年级语文教案(大全6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
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
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认知：认识课本生字7个。

操作：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默读课文，找出反映新型电影特点的句子，读一读。

情感：了解新型电影造型新，放映新的特点，知道科技的进
步，新型电影的诞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创新：根据课后练习，也可自设内容开展想象，为新型电影
创设情节。

1．继续培养良好的默读习惯，作到不出声、不动唇，边读边
思。

2．用各种方法学习新型电影的特点，并找出有关句子感情朗
读

根据练习，展开想象，说说哪些情景能拍成新型电影，注意
用词准确，说话连贯、通顺。



一．结合旧知，引入新课

1、还记得电影是谁发明的吗？

2、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影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新型电影层出不穷。今天，
就让我们跟着丁丁和小林一同到球幕电影院去了解一下。

3、出示课题

（1）指名读课题：辨析：型――形

（2）齐读课题，感知全文

二、学习字词，完成练习

1．用你自己喜欢的朗读方法，读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些什么？

2．学习课文中的生字：

雁：双人旁；隙：右上是变形“小”

说出“窄”的反义词。

3．老师想考考你们的眼力，看看下面各组字有什么不同，可
以怎样区分它们，然后组成词语：

板（）形（）飘（）错（）

扳（）型（）漂（）措（）

4．刚才，小朋友们都表现出色，现在请你们看课后练习2，
注意形容词与名词的正确搭配。

红通通的天



蓝蓝的猴子

刺耳的苹果

调皮的叫声

三．学习课文

1．刚刚我们初读了课文，对新型电影有了大致的了解，那么
新型电影究竟新在哪儿？有何特点呢？请你默读课文，找出
你感兴趣的句子，读一读，注意默读的要求。

2．交流

（常见的电影院是四四四方方的，而这个电影院却是半球形
的，造型独特新颖。运用比喻：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地面
上，语言生动形象。）

（2）大厅里亮堂堂的，地板像个巨大的盘子，中间低四面高。

（大厅的.设计与众不同。比喻：像个巨大的盘子。这个盘子
中间低四面高。补充介绍：这个盘子的底下还有弹簧，根据
剧情，这个大盘子还会动起来，让观众感觉置身于影片的场
景之中。）

（3）天花板就像那蓝蓝的天空。

（比喻：像蓝蓝的天空。生动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

小结：这个电影院造型新颖，不同于一般的电影院，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句，使文章更加生动，
让我们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座新型的电影院。我们也要学习这
种方法，巧用比喻，把事物介绍得生动形象。



板书：造型新耳目一新

（4）四周的银幕上出现了彩色的画面，连天花板上也出现了
朵朵漂浮的白云，成队的大雁从上面飞过。

（这个电影院的放映形式也很新，有声有色，让观众感觉就
在影片之中，真是――－身临其境）

（5）这时候，飘来一阵阵苹果的香味。

（更加逼真）

（6）嘿，这电影不仅有声有色，而且还有香味呢！

（这句话概括出了新型电影的新颖之处）

（7）他向前一冲，头撞在透明的椅子背上了。

（这句话充分证明了小林已经完全沉浸在影片当中，以为这
一切都是真的。）

学生找出有关句子，说明其特点，并进行朗读，集体点评，
老师指导感情朗读。

3．除了朗读法之外，请你用其他学习方法来说说新型电影的
特点。

概括法：嘿！这电影不仅有声有色，而且还有香味呢！

板书法：（见板书）

图片观察法：（从图中找出新型电影的别具一格之处）

四、说话练习，课后练习



球幕电影院，即将开播新片，如果你是导演，想想哪些情景
拍成新型电影，会令人新奇、惊险、有趣的感受，请你想一
下，然后将你创作的情节告诉同学们。（注意，内容符合逻
辑，说话连贯，用词正确，情节新颖）

五、拓展延伸

[板书设计]

新型电影

造型新（耳目一新）放映新（身临其境）

半球形有声

地板中间低四周高有色

天花板蓝蓝的有香味

[练习设计]

1．请你画一画新型电影的外形。

2．照样子写词语

例：一阵阵

3．在文中的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4．照样子写句子

例：大厅里亮堂堂的，地板像个巨大的盘子。

（1）新型电影像



（2）天花板像

5．你看过立体电影吗？假如看过，写一写你的感受。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大海有哪些特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2．认识7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理解“潮声、玉镜、仰头、
翻滚、奔腾、琴师、凑出、渔帆”等词。

3．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大海的神奇与变化多端。发展想象力。
引导学生读出自己的感受，背诵喜欢的段落。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大海的特点，想象诗中描写的情景，
激发学生热爱大海，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2课时

（一）教师导语：同学们，见过大海吗？说一说你感觉到大
海怎样？[语言训练]

（二）揭示课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组描写大海的诗歌。
齐读课题。

（一）.自由读课文，认识生字词：带着问题我们来读一读课
文。首先用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认识文中的生字。把课文读熟。
在自己认读的基础上，出示课件，检查生字、词的读音。

（二）指名读课文，纠正字音。



（三）课文中有几首诗？每首诗中的大海给你什么感觉？你
最喜欢哪首诗中的海？

1．自由读你最喜欢的那首诗，想想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

（1）这首诗让你感到大海有什么特点？

（2）你最喜欢哪些语句所描写的情景？想象一下那情景什么
样？试试怎样读出你的感受？

2．根据喜欢的不同内容自愿组合，进行小组讨论与交流。

3．小组汇报、感悟：

（1）感悟一：大海色的神奇：

a天水相连，蔚蓝一片的情景。

引导学生感受天在海中，海中有天，一切都被海水染蓝的景
象，感受作者置身海中，看到的，听到的都仿佛是大海的蓝，
那么神奇。

b引导学生朗读，品味：玉镜、翻滚奔腾、来往穿梭等词语，
想象其描绘的情景，从而读出感情。

（2）感悟二：大海风的神奇：

a出示填空：

海上的风是（）、是（）、是（）、是（）

他一来，就（）……

就（）……



就（）……

就（）……

b思考：为什么用省略号？还会怎样？[引发想象]

c仿照这首诗的语句说一说你想象到的`情景。

（3）感悟大海静的神奇：

（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倒映平静的海面上）帮助学生理解风平
浪静的景象和“抱着明月”、“背着星星”的意思。

b指名朗读、评议：

四、朗读课文，选背诗句。

1．自愿结合小组，合作朗读课文。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练习背诵。

五、拓展活动：

收集有关大海的诗文，了解有关大海的知识。

1．复习会认字。

2．学习会写字。

（1）自主学习12个生字。（读准音、想办法记住字形。）

（2）小组合作讨论。（音、形、义、写。）

（3）小组汇报，教师点拨：“文”与“纹”、“朝”
与“潮”、



“镜”与“境”的对比、区分。

（4）学生选出最难写的字，师生探究。

教师板书：滚（注意右边的间架结构）

（5）学生练写，小组交流、评改。

3．检查背诵情况。

板书设计

1．大海的歌

色的神奇：雾、云、波纹、潮声、天、鸟

风的神奇：花神、琴师、大力士、狮子

静的神奇：不闹、不笑、抱着、背着、鼾声

1．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爱护动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重点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认识4个生字。会写14个字，

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语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能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

体会翔翔对帽子的喜爱之情,从而感受他对小鸟的爱护. 教学
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学习“帽”和“窝”：



1．板书：帽子

学习“帽”：怎样记？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帽”的字形，强调
“帽”的右上是“曰”不是“日”；右下是“目”，也不
是“日”。

2．板书：鸟窝

学习“窝”：引导学生思考：“窝”是什么偏旁（是穴宝盖，
不是宝盖头。）

1．板书：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的题目。

2．齐读课题：帽子和鸟窝。

3．问：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

1．带着问题自由读一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标出自然段，不认
识的自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会。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同学们，今天老师换了一个工作，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工作吗?
请大家来看老师的名片：

黄山风景区总经理

杜新华(电脑出示)

现在我们景区缺少一名为游客介绍黄山奇石的工作人员，想
在咱们班级里招聘一名导游，到我们景区作导游工作条件好，
工资高，而且还可以天天看到美丽的景色，有没有愿意报名
的呀。



有这么多的同学都愿意参加，可是我们只要一名呀，那现在
我们就要开一个招聘大会了，由同学们来作评委，大家来决
定让谁来作这个人人都羡慕的导游吧。

作为一名导游，首先要求是口齿清楚，现在进行第一关的比
赛，就是朗读课文。这些同学请你们每一读一段课文，然后
由大家评判，选出五名选手进入下一关的比赛，评委可以对
选手进行点评。

(学生读课文，举手表决后，再由学生来。)

恭喜这五位同学进入了第二关。第二关的比赛是生字关，这
一关的比赛是由选手在班级中找一个合作者，两个人共同来
完成，其中一个人来说字的意思和用法，另外一个人来猜出
这个字是什么字，在规定时间内都猜到的同学就算过关，在
猜字的过程中表达的一方不能用到生字本身。

(学生来完成学生字的过程)

第三关的比赛就要考我们同学作为导游的能力了，现在选手
就是真的导游了，你们要向游客介绍我们黄山的各种奇石了，
你们要抽签来决定向游客介绍哪一个，游客可以向导游提出
关于这个奇石的问题。

(学生来完成，由同学来评选出两名选手)

(电脑出示不同景区的图片)

下面就剩下你们俩个人了。进入最后一关的比赛，这一关要
考验你们的能力了，现在每个同学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向大家
总体的介绍一下我们黄山风景区的这些奇石，同学们会对你
们的加以评定，然后选出由谁来作我们景区的奇石导游。

学生、评选。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1.借助阅读，在观察、想象、发现中，让学生享受阅读的情
趣。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反复朗读中体会故事蕴含的道
理，并学会有理有据的预测故事将要发生的事情。

3.合理地续编故事或创编故事。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今天有位特别的先生来到了我们的童话乐园里，他
是谁呢?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在打开课文之前，让我们看看胡萝卜先生给我们布置了哪
些任务?

(1)自由读课文五分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认真读课文，看看在胡萝卜先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2.本课中出现了几个生字，谁能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读读看。

a.指名学生读。

b.加上拼音读。

c.让我们将词语送入句子读一读。

三、品读环节。



浓密的胡子令胡萝卜先生很发愁，但这根胡子在别人看来却
有着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用处。(大屏幕出示这段内容)

a.读课文的时候根据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揣摩人物内心的想法，
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份子，就能体会文章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自由练读)

b.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对自己来说是烦恼，对别人来说呢?

c.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帮助了小男孩解决了什么难题?

d.帮助鸟太太解决了什么难题?

e.还有可能帮助谁解决什么样的难题?想一想，说一说。

所以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2.出示：“我的胡子真是太棒了。”谁来当胡萝卜先生夸夸
自己的胡子?

3.设疑感悟：胡萝卜先生的胡子真是太棒了，不仅帮助了自
己更帮助了别人。可是，胡萝卜先生是那么喜欢自己的胡子，
当他发现自己心爱的胡子被别人用掉的时候，他会生气吗?为
什么?想一想。

小结：我明白了，胡萝卜先生不会生气还会很快乐，因为帮
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可是假如有一天，胡萝卜先生的胡子
越来越少了，甚至用光了，没有了，他还会快乐吗?不管快乐
还是不快乐，我们都能感觉胡萝卜先生有一课乐于助人的心。

四、创编故事，绘写结合。

(1)胡萝卜先生的胡子真的很神奇啊，帮助了那么多人，让那
么多人快乐。当胡萝卜先生继续往前走，还会发生什么样神



奇的故事呢?用你的画笔画下来并写一写你的故事吧。

(2)评价交流。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1、“相见时难别亦难”，同学们，有人说，离别是诗，离别
是歌，离别是泪水。

我们读过，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们读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们读过，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2、读着诗题，你知道了送别的什么？

送别的时间是早晨，从“晓”字中可以看出；

送别的地点是净慈寺外；

送别的人是林子方。

（离愁别绪、临别嘱托、牵挂不舍……）

4、过渡：那么同学们猜得对不对呢？就让我们来走进这首诗
吧。

1、请同学们先读读这首诗，读上两三遍，注意读准生字，把
诗读通读顺。（生自由读）

2、谁来读？其他同学注意听，看他读准了没有。（指名两生，
师生正音）

3、古诗还要读出节奏韵律，像这样（范读首句），谁再来读



读？（指名两生，评价）

4、齐读，让我们一起读出诗的节奏韵律。

1、诗读正确了，那这首诗的意思呢？轻声读，可以借助注释，
也可以想象画面，看看读懂了什么？和同桌说一说，如果遇
到不懂的地方在上面做个记号。

2、有不懂的字词先提出来。（交流重点字词）

毕竟：到底。

四时：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本诗指除六月外的其他时候。

接天：与天相接。

映日：映照着太阳。本诗中映照的是朝阳。（从题目
的“晓”字中可以看出）

别样：特别。

3、理解了重点词语，谁来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诗的大概意思，
前两句和后两句分别写的是什么？（交流古诗大意，两生左
右，鼓励用自己的语言连贯地描述）

到底是西湖的六月时节，此时的风光与其他时候相比确实不
同。与天相接的莲叶绿得无边无际，映照着阳光的荷花显得
特别的鲜红。

4、理解了诗的大意，相信我们能读得更好了，谁来试试？注
意读出诗的味道。（指名评价）怎样才能读得更有感情呢？
让我们品诗、赏诗，走入诗境。

（1）重点理解：无穷碧



理解一：照应接天，指范围广。

理解二：指绿的程度。很绿很绿，绿得难以形容。

理解三：也许是指有很多很多种不同层次的绿：深绿、浅绿、
淡绿、草绿、浓绿……

（2）想不想欣赏一下这样的美景？课件欣赏（远景），读
好“接天莲叶无穷碧”。

师小结：是啊，满池的叶啊，满眼的绿呀，远远地伸向天边，
与蓝天相接。

（可以说说荷花在阳光下的照耀下的颜色、姿态等。）

（1）重点理解：别样红

理解一：特别的红，不一般的红。

理解二：红的有层次，有变化。

（3）谁能通过朗读让大家体会到这一美景？

（1）同桌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男读叶，女读花。

（4）齐读。

6、荷叶田田，荷花朵朵，难怪诗人说——（引读，课件）毕
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是诗人由衷地赞美，谁
来赞一赞？你能用自己的话赞一赞吗？（先试一试再指名说，
注意赞叹）



前两句说六月中的西湖，景色与其他季节是不一样的，也就
是说诗人认为他与林子方的感情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后两
句说满湖的荷叶一直绿到天边，荷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
特别娇艳红润。也就是说诗人与朋友林子方的感情就像满湖
的荷叶一样，友谊一直连到天边，像荷花一样在阳光的照射
下红得发亮、红得似火。

总结：说得真好，有道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
有晴”，这首诗在景色中寄予了诗人的感情，这种手法叫：
以景寄情（板书）

2、请同学们再静静地读读这首诗，闭上眼睛想想送别的画面，
然后谈谈自己读到的是诗人一份怎样的情。（学生自由朗读、
品味）

预设：

祝愿你前程如接天的莲叶一样无穷碧，事业像映日的荷花一
般别样红。（我感受到了祝福之情）

你前程似锦，我真为你高兴。（我感受到了高兴之情）

西湖的景色这么美，你还是再逗留几天，好好地欣赏这西湖
的美景吧。（我感受到了眷恋之情）

六月西湖的景色在是这样美，你要记住这满湖荷花，记住今
天的送别之情。（我感受到了惜别之情）

同学们，杨万里是南宋最的四个诗人之一，他的一些写景抒
情的小诗特别有名。《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与众不
同的送别诗，这首诗告诉我们，离别可以是一幅明朗的画，
可以是一个动人的微笑，可以是一片广阔的美景。让我们把
这与众不同的送别诗记下来吧！



1、生自由背诵，指名背（2-3生），齐背。

2、诗可以读、可以诵，还以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诗谱
成的歌曲吧。听一遍，学唱一遍。

七、联系生活，学写诗句

1、老师相信，我们心中也有一片美丽的风景，你最喜欢哪个
地方的景色？

内容：选取典型景物

形式：对仗、押韵

总结：我们哪一个季节的景色都可以写，但注意，一定要选
取出最有特色的景物来写，如果能对仗和押韵更好，不能的
话也不要紧，但注意要把景色写美了。

3、仿写优美句子。选其中的一幅照片写，教师巡视。

出示：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六

1、认识“锤、堵、获”3个字。会写“育、瓶”等13个字。
能正确读写“成功、实验”等13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

4、体会到做人要谦让

5、要有先人后己的精神。



1、理解生字词的意思。

2、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知道实验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演示实验的课件。收集你所知道的教育家。

两课时

1、出示课题：一次成功的实验

2、质疑提问：读了这个课题

3、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学生质疑的问题可能有：

为什么要做这项实验？什么人在作呢？又是怎么做的呢？为
什么实验能取得成功呢？

教师要以把以上问题写在黑板上。

二、初读感知

a.请三个学生分别朗读实验之前、实验之时、实验之后这三
部分。

b.再请三个学生分别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三部内容。

三、精读感悟

1、学生自读课文

2、想一想刚才提出的问题



3、你有哪些已经解决了？

4、组织学生交流已经解决的问题。主要交流以下三个问题：

a.什么人在做实验？

b.教育家为什么要做这项实验？

c.教育家为什么要做这项实验？

在交流第二个问题时，教师可演示实验过程的课件。

四、识字写字

a.引导学生分析“绳、险、俩、堵”这4个左右结构的生字在
写时要注意什么？（左窄左宽）

b.引导学生分析“瓶、顺”这两个左右结构的字在写时要注
意什么。（左右一样宽）

c.引导学生分析“育、系、茶、危、索、获”这6个上下结构
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d.引导学生思考写左中右结构的“激”应注意什么。

五、实践活动

演示课文中这个实验的课件，鼓励学生课后与同伴一起做一
做这个实验。

一、继续精读感悟

1、这篇课文你还有哪些问题已经理解了？



2、重点引导讨论“实验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个问题。

a.4人小组讨论。

组长负责整理本组的意见，代表小组进行全班交流。

b.全班进行交流。

学生要抓住重点语句，如：一个女孩低声对两个同伴
说：“快！你第一，你第二，我最后。”女孩不假思索地说：
“有了危险，应该让别人先出去。”谈自己的看法。通过交
流认识到，实验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小女孩具有舍已为人
的精神，关键的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二是三个学
生有合作精神，互相配合得很好。

3、让学生再质疑，4、再释疑。

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1、学生先试着自己读一读。注意体会不2、同3、人物不4、
同5、的语气。

6、小组内合作读一读。

7、各小组毛遂自荐来读，8、其他小组进行评议。

请你写几句话来赞美一下课文中的这位小女孩。写好后和同
学交流，也可贴在班级的黑板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