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 二年级语文
第八单元教案(大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一

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2.掌握课文中的生字词的字音、字形和字义。

3.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4.了解小露珠的形成过程。

1.掌握课文中的四个多音字“降、露、乐、钻”。

2.“越来越……”句式的学习。

理解“光彩熠熠”。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呀?师生交流

2.今天，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
自我介绍吧

这位新朋友的名字是?



齐读课题：小露珠

3.那你们想了解这位新朋友吗?想

首先，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课文，和我们的小露珠交个朋友
吧。

二、生词关

1.小露珠说要和她交朋友，还要先过个关。什么关呢?那就是
生词关，过关的小朋友，才能和我们的小露珠交朋友。

2.出示生字词

哪位小朋友先来过关?和小露珠交朋友

生领读

降临黄豆粒珍珠披着植物

俊俏戴上一股袭来吹奏乐曲

露珠钻石草杆光彩熠熠

喇叭水蒸气笑盈盈水晶

(师生交流生字词的字音和字形)

3.多音字“降，露，乐，钻”的学习

瞧瞧，谁是火眼金睛，发现得最多、最快?

同学们真厉害，生词关一点都难不倒你们。下面我们就来认
识一下小露珠吧



三、初读课文

(一)第一段

1.齐读第一段

生词读的好，相信大家的课文也能读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段

2.找时间点

这一段中有两个时间点，请大家找一找：夜幕降临黎明

夜幕降临：夜晚到来的时候

在夜晚到来，夜幕降临的时候，小露珠怎么了?

板书：出现

这时候的小露珠是小小的

黎明：天快亮的时候

天慢慢亮了，这时的小露珠是什么样的?

板书：黄豆粒

3.生自由读第一自然段(出示：第一自然段)

4.教学“越来越大，越来越亮”

(1)读读这两个词语，想想小露珠的什么在变化呀?(大小、亮
度)

(2)是呀，小露变得又大又亮。读这句话，要能让大家感觉小



露珠在越来越大，越来越亮，那么你就是最棒的。谁来试
试?(指名读)

(4)你能像书上一样用两个“越来越()、越来越()”说一句话
吗?说出一样事物两方面的变化。老师给你们点提示。

出示：我每天练习写字，我的字写得越来越()，越来越()。

我家门前的小树苗长得越来越()，越来越()。

(5)你们说得越来越精彩了。我们一起读第一自然段，感受小
露珠的调皮、可爱。(全班齐读)

5.过渡：天亮了，小动物们也都睡醒了。看他们和小露珠在
打招呼呢

(二)第二段

1.这是谁在和小露珠打招呼呀?

小青蛙

2.谁来读读第二段，和我们的小露珠打打招呼?生读

(三)第三段

1.除了小青蛙还有谁也和小露珠打招呼了?

小蟋蟀

2.小蟋蟀说什么了?谁来读读第三段

(四)第四段

1.这一段写了谁?



小蝴蝶

2.小蝴蝶看到了小露珠，说了什么?谁来读第四段

(五)第五段

1.为什么每个小动物都和小露珠打招呼啊?

因为他们都喜欢小露珠

2.齐读2到5段，读出小动物们对小露珠的喜爱

(六)第六段

2.太阳公公出来了，你们觉得太阳给你们什么感觉啊?

师生交流，引出很亮，很热

3.在太阳的照耀下，我们的小露珠显得?

板书：光彩熠熠

4.解释：光彩熠熠

(1)“熠”是“火”字旁，所以和什么有关?

和火，太阳有关

(2)刚刚我们说到太阳的很亮的。所以“熠熠”是什么意思?

闪亮，发亮

“光彩熠熠”就是有光泽，闪光发亮的样子

(七)第七段



我们来读读第七段

2.太阳公公变得怎么了?

散发的热量越来越大

3.所以我们的小露珠也?

越来越轻

然后变成了水蒸气，消失了。

板书：水蒸气

4.小露珠消失了，植物们感觉怎么样?

不舍得

5.哪位小朋友来读读植物们对小露珠的不舍

喜欢

(八)填空

通过刚才的学习，老师想让大家当当小作家，填一填下面这
句话。

出示：小露珠在夜幕降临时( )，

在黎明时( )，

太阳出来后( )，

最后( )。



四、总结

板书设计：

15.小露珠

出现

黄豆粒

光彩熠熠

水蒸气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二

《司马光》是一篇文言文，通过讲述司马光小时候砸缸救友
的故事，赞颂了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肯动脑筋的品质。

文言文离我们生活的年代较远，三年级的学生从未接触过文
言文，学起课文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故事他们都听说
过，有助于他们借助注释理解课文内容。而且课文简短，一
旦读熟，理解、背诵起来就很容易了。

读，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古人有“读书百遍，而义
自见”“熟读成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的说法。因此本课教学以朗读为主。让学生在有感情地朗读、
小组赛读、指名读、“开火车”读的过程中理解课文，熟读
背诵。

【知识与技能】

1．会认5个生字，会写7个字。



2．朗读课文，注意词句间的停顿。背诵课文。

3．借助注释，能自己讲一讲这个故事。

4．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简单说出文言文与现代文的区别。

【过程与方法】

1．通过注释和工具书等多种途径来理解词句的意思，生生、
师生互动交流，理解课文，掌握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

2．在反复诵读中品味古文独具魅力的语言，引导学生感受古
代传统文化形式的精美和内容的.丰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肯动脑筋的品质。

重点

1．会认5个生字，会写7个字。

2．学会借助注释了解课文大意，能用自己的话复述全文。

难点

掌握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在反复诵读中品味古文独具魅
力的语言。

教师：课件。

学生：课前搜集文言文的有关知识，预习课文。

1课时



一、图片导入

1．课件出示文中插图。

师：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幅图，大家会想起哪个故事呢？(学生
交流)

师：这个故事最早以文言文的形式被记录在我国元代的一本
历史书——《宋史》里面。

2．板书：司马光。

师：请大家齐读课题。(教师相机提示学生，司马是姓，光是
名)

3．学生交流，教师相机介绍文言文的相关知识。

二、初读课文

1．同学们的预习完成得非常棒。现在，请打开课本，跟着老
师一起来读一读这篇课文，教师先用较慢的速度范读课文，
学生跟读。

2．教师再用正常的速度范读课文，读出停顿，学生跟读，读
流利。

3．看大屏幕，把本课生字读一读，每个生字读两遍。

4．生字解决了，谁能把这篇古文给大家读一读？(抽读)

师：请其他同学注意听，如果他有什么地方读得不够好，等
会儿提提意见。(学生点评)

5．现在读的感觉和刚开始读的感觉不一样了吧，古文就是要
慢慢读，反复读，才能读出味道来！再试试……(齐读)



三、理解课文

1．学习“群儿戏于庭”。

(课件出示：群儿戏于庭)

(1)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司马光小时候)大家是怎么知
道的？(“儿”是“小孩子”的意思)

(2)这句话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教师引导翻译词句，并点击
出示单字解释)

生：事情发生的地点(院子里)。

师：从哪个字可以看出来？(庭)大家找到这个字了吗？我们
把它勾出来，还可以做上笔记，我们再来写一写这个字。(教
师范写“庭“字。)

师：这群孩子在做什么？哪个字能说明？(戏)“戏于庭”就
是……(抽学生翻译)“于”是“在”的意思。

(3)谁能把我们刚才理解到的信息连起来，给大家说一
说。(翻译全句)

(4)齐读这一句。

2．学习“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

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课件出示：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

(1)指名读。

师：老师注意到，有的同学在阅读本句时停顿还掌握得不是



特别好。(指导：范读、齐读)

(2)认识“瓮”。

师：最开始，我们看了一张图片，里面有个大家伙，那是什
么？(瓮)“瓮”是什么意思呢？(盛物的陶器，口小肚大)大
家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个字的意思的？(文下的注释)

师：没错，借助注释理解相关内容，是学习文言文的好方法。

(3)那在本句中，还有哪些字是你们在阅读中没弄明白的？

生：“足”“跌”“没”……

(4)教师帮助学生理解这些字并指导书写生字：登、跌。

(5)现在谁能够看着大屏幕，把事情的起因给同学们说一
说？(翻译本句)

(6)指名读、“开火车”读、齐读这一句。

3．学习“众皆弃去”。

师：在这危急的关头，其他孩子是怎么做的？

(课件出示：众皆弃去)

(1)抽读。

(2)师范读。

(3)自读。请同学们按照老师的方法再读读，多读几遍，而义
自见，试一试。

(4)通过阅读，大家了解了哪些字的意思？(生自由回答，教



师相机点拨。)

(5)指导书写：众、弃。

(6)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众皆弃去”，想象一下孩子们当时
的表情、心理、动作，进一步理解体会。

翻译：其他的孩子都放弃而离开。

4．学习“光持石击瓮破之”。

(课件出示：光持石击瓮破之)

师：在这危急关头，只有司马光没有离开，在想办法救人。

板书：光持石击瓮

(1)指导书写“持”，理解“持、击、破”的意思。

(2)抽生完整翻译全句。

(3)司马光与其他孩子一比较，就让人觉得司马光真是个与众
不同的孩子，他……(评价，谈品质)

5．学习“水迸，儿得活”。

(课件出示：水迸，儿得活)

(1)齐读。

(2)“水迸”是什么意思？(水向外溅出或喷射)

(3)结果怎样？(儿得活)

(4)板书：儿得活



师：孩子得救了，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让我们一块儿来读
读这令人欣慰的结局吧！(齐读)

6．比较异同，复述全文。

师：《司马光》这篇课文我们学完了，你发现这篇课文的语
言和其他课文的不同了吗？

(1)学生交流。

(2)教师小结。

文言文不同于课文，它篇幅极短，语言简练，需要借助注释
理解意思。

(3)师：现在请你们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这个故事。

(4)学生在小组内互相讲。

四、指导背诵

1．教师领读。

师：“好文不厌百回读，熟读成诵有收获。”这节课我们通
过反复朗读，初步领略到了文言文的魅力。现在，就请大家
熟读成诵，把它放进自己的知识宝库里吧！

2．指导背诵方法。

师：老师刚才看了一下，同学们都背得很认真，但并不是每
个人都掌握到了合适的方法。老师背类似的古文，一般会先
想想故事内容，再背，想一句，背一句，就容易许多。不信，
我们来试试。

3．教师说句意，学生背对应句子。



4．同桌互背。

5．教师抽背。

五、布置作业

1．推荐读《掩耳盗铃》。

2．书写本课生字。

司马光

这篇文言文的内容和道理比较符合三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
选编的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根据学生的认知水
平，在教学时，我把“读通”文章作为一大任务，先范读，
然后让学生自读，互读，让学生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言特点
及韵律，再让学生结合注释理解词句的大概意思，引导学生
逐步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学到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三

(课件出示两张蟋蟀的图片)

师：同学们认识这两个小东西吗?它们叫什么?生：蟋蟀。

师：对，这是它的大名，它的小名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蛐
蛐)

师：蟋蟀这小家伙虽然小，但早已是大名鼎鼎，它的出名不
仅是因为它能唱歌，更是因为他的住宅，今天我们就一起学
习第7课《蟋蟀的住宅》。

板书：蟋蟀的住宅(齐读课题)师：“住宅”一般是指人的住



房，可是蟋蟀是动物，为什么也叫住宅呢?这是因为这篇课文
的特点就在于作者把蟋蟀当作人来写。学习课文的时候同学
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

1、师：下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按要求做：(课件)

(1)、读准字音、记住字形。

(2)、联系上下文解释重点词语。

(3)、思考：蟋蟀的住宅有什么特点?蟋蟀的住宅是怎样建造
的?

2、学生自由读课文，教师巡视。

3、认读本课的生词。

(1)自由读。 (2)指名领读。 (3)齐读。

4、联系课文，学生理解哪个词就请他说哪个词，老师重点指导
“随遇而安”。

1、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蟋蟀的住宅有什么
特点呢? (板书：住宅特点)

大家一起看大屏幕，同学们可以从三方面思考。(课件出示)

2、请同学们默读相关课文，画出相关的句子。

3、小组讨论交流蟋蟀住宅特点。学生读课文汇报：(师生归
纳) 1学习选址部分。 (板书)

师：蟋蟀在为房子选址上与其他昆虫有什么不同呢?谁能读一
读这部分课文?



指名读相关课文。

师：是呀，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蟋蟀不肯随遇而安，那
么“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呢?

生：“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满
足。师：课文的哪些地方表现了蟋蟀“不肯随遇而安”?生：
课文中讲到蟋蟀慎重..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x。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蟋蟀
不肯随遇而安......。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课件)蟋蟀
对住宅的选址是很慎重的，绝不肯随遇而安。

2、学习蟋蟀住宅的外部特点。 (板书：外部)

(1)师：下面谁能读一下描写蟋蟀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呢?指
名读课文。

(2)师生归纳特点：向阳、隐蔽、干燥、有门、有平台。(课
件)

3、学习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 (板书：内部)

(1)师：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呢?谁来读一读相关的句子?指名
读相关的句子。

(2)师生归纳特点：光滑、平整、简朴、清洁、卫生。(课件)

4、重点句子理解。

师：我们已经了解了蟋蟀住宅的特点，现在我们一起来体会
这部分中的两个重点句。

(1)课件出示句子：“当四周很安静是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
上弹琴。”修辞手法是什么?这样写得好处。



(那是因为蟋蟀的整个身体都是那么的柔弱，施工的工具又仅
仅是它那细弱的前足和后腿，把这些再与它的住宅相比较，
就不能不说蟋蟀的住宅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了。

师：从这个句子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蟋蟀那种吃苦耐劳的精
神。

师：是呀，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蟋蟀不肯随遇而安，那
么“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呢?

生：“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满
足。师：课文的哪些地方表现了蟋蟀“不肯随遇而安”?生：
课文中讲到蟋蟀慎重..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x。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蟋蟀
不肯随遇而安......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课件)蟋蟀对
住宅的选址是很慎重的，绝不肯随遇而安。

2、学习蟋蟀住宅的外部特点。 (板书：外部)

(1)师：下面谁能读一下描写蟋蟀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呢?指
名读课文。

(2)师生归纳特点：向阳、隐蔽、干燥、有门、有平台。(课
件)

3、学习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 (板书：内部)

(1)师：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呢?谁来读一读相关的句子?指名
读相关的句子。

(2)师生归纳特点：光滑、平整、简朴、清洁、卫生。(课件)
4、重点句子理解。

师：我们已经了解了蟋蟀住宅的特点，现在我们一起来体会



这部分中的两个重点句

(1)课件出示句子：“当四周很安静是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
上弹琴。”修辞手法是什么?这样写得好处。

(那是因为蟋蟀的整个身体都是那么的柔弱，施工的工具又仅
仅是它那细弱的前足和后腿，把这些再与它的住宅相比较，
就不能不说蟋蟀的住宅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了。

师：从这个句子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蟋蟀那种吃苦耐劳的精
神。

师：蟋蟀住宅的特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伟大的工程
是怎样建造的呢?(板书：建造过程)

请学生快速默读课文并小组交流。 (小组交流后，师生归纳。
)

师：首先想一想：蟋蟀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建造住宅的呢?谁来
说说。 (板书：时间)

生：“蟋蟀盖房子大多是x，秋天初寒的时候”。

师：对，这就是蟋蟀盖房子的时间。(课件出示)

师：同学们读完课文后，大家觉得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辛苦
吗?(辛苦)下面请同学们小声读课文第8自然段，找出写蟋蟀
盖房子动作的句子，并划出动词，我们从动作中体会蟋蟀盖
房子的艰难与辛苦。(板书：动作)

学生归纳后汇报。

师：蟋蟀的住宅建好了，可是它好像并没有满足，它还要做
什么?



生：整修。

师：对，整修。(板书：整修)那么蟋蟀是怎样整修的呢?谁来
读一读描写蟋蟀整修住宅的句子。

师生归纳：长时间，加深加固(课件出示)

生回答：(勤劳，持之以恒，认真工作、不辞劳苦的精神)

(师板书：勤劳、持之以恒)

师：下面我们就再次朗读描写蟋蟀建造房子的动作，以及它
整修住宅的过程，体会蟋蟀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精神，体
会作者对这种精神的敬佩赞扬的思想感情。

蟋蟀的住宅

住宅特点：选址外部内部

建造过程：时间建造整修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四

教学目的：

1、掌握大、小、偏斜三种字形的写字规律，培养良好的书写
习惯。

2、培养学生细心观察的品质，规范书写的习惯。

3、继续练习名人名言的书写行款。

教学准备：写有字的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出示字例，导入新课。

1、出示小黑板：天口

2、齐读。想：这两个字有什么特点?

3、仔细观察，这两个字在田字格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有何区
别?

4、指名说，老师板书：字形较大字形较小

二、指导书写。

1、较大字形：

〈1〉要点：撇、捺或长横、长竖要舒展。

〈2〉老师写：发

〈3〉生试写：天年

2、较小字形：

〈1〉要点：要写在格的中心位置，字中的笔画较短。

〈2〉师边将边示范：白

〈3〉学生试写：口日

3、偏斜字形：

〈1〉左斜字主笔不可过于左斜。

〈2〉范写：夕勿



〈3〉学生试写。

〈4〉右斜字主笔不可过于右斜。

〈5〉范写：戈飞

〈6〉生试写。

三、名人名言行款练习。

1、生读名人名言。

2、讨论：写这一段话应该注意什么?

3、小结：格式、字：

4、学生边听音乐边写名人名言。

四、老师针对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纠正。

学生继续练习。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五

一、读拼音写词语。

二、把词语补充完整。

不（   ）不（   ）  （   ）蛇（   ）足    无
（   ）无（   ）

三、选字填空。

漂  飘  稳  隐



（   ）扬   （   ）舞   （   ）浮  （   ）
居

（   ）泊   （   ）定   （   ）藏   安
（   ）

沉（   ）   （   ）约   （   ）当  
（   ）动

四、把不是同类的一个词画掉。

1．炎热  寒冷  天气  清凉  酷热

2．颜色  红色  黄色  天蓝  白色

3．司机  演员  医生  邻居  教师

4．一休  花仙子  大脸猫  大头儿子  动画人物

五、读句子，把括号中用错的字画掉。

1．他明明知道，那个（零 铃）铛只要用手一碰，就会丁
（零 铃）丁（零 铃）地响起来，就会被人发觉。

2．走到（尽近）处，我才看清那花开得十分异样，粉中透红
的花（辨 瓣）上还滚动着露珠。

六、仿照例子，写句子。

1．我不用箭，只要拉一下弓，这只大雁就能掉下来。

2．它一使劲，伤口又裂开了，就掉了下来。

七、修改下面的?



四、1．天气 2．颜色  3．邻居  4．动画人物

五、1．零  铃  铃  2．尽  辨

六、1．只要他答应，我们就开始行动。2．一翻开相册，就
想起我的好朋友姜秋宇来。

七、1．把“语文”和“我”调换  2．在前面加上“邮递
员”或“他”一类的.词。

八、1．扌八 摘   2．竟然，惊奇，艰难  3．小杏树的
成长  4．不管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了杏树的希望和坚定的信
念。  5．掐尖  斧砍  锯杈等多种原因  6．靠希望和
信念。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六

1、认识“怖、吱、誓、蔑、津、蔚、谓、凄”8个生字。

2、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复述课文。

3、体会汤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教育学生做一个勇敢、富有
正义感的人。

重点：复述故事情节，理解汤姆索亚是一个调皮、喜欢冒险，
而又十分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孩子。

难点：复述课文。

1、收集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资料。

2、教师自制简单的课件。

第一课时



一、预习提纲

导入新课，激发阅读兴趣

1、同学们，你们喜欢冒险吗？你有过冒险的经历吗？试着讲
一讲。

2、贪玩、渴望冒险，不喜欢被约束，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今
天，我们要学习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部美国同名长篇
小说中的节选内容，（板书课题：《汤姆索亚历险记》）这
部书是马克吐温的四大名著之一。（板书：马克吐温美国作
家）

3、课前，同学们收集了马克吐温的相关资料，谁来介绍介绍。

[简介作者，缩短了孩子与作者的距离，也缩短了与文本的距
离。]

4、（出示汤姆索亚的插图）这个小男孩叫汤姆索亚他惊心动
魄的历险连大人都称羡不已，今天，我们一同来认识他。

二、展示与交流

1、学生生字词掌握情况。

1）读词语：恐怖吱声发誓轻蔑津津有味蔚蓝本无所谓凄惨

（提示学生注意：读准“吱、蔑、津”3个字的读音。“怖、
吱、蔚、凄”等字，可以让学生利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忆
字形。“津”字要与形近字“律”比较。“蔑”字比较复杂，
书写是要写正确。）

2）理解词语：

不假思索：用不着想。



毛骨悚然：形容很害怕的样子。

不寒而栗：不寒冷而发抖。

轻蔑：轻视，看不起。

津津有味：形容有滋味；有趣味。

凄惨：凄凉，悲惨。

2、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文，思考：

（1）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课文主要讲了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在坟场探险时目睹了一
起凶杀案，汤姆勇敢地站出来指出真正的凶手。还了讲同学
蓓姬过生日时，汤姆又和大家一起去山洞探险，汤姆和蓓姬
迷了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山洞里发现了凶犯乔。脱险后，
汤姆告诉人们乔在山洞里，应把他救出来，接受审判。当人
们打开山洞时，发现乔已经饿死了。）

（2）你觉得汤姆索亚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文中哪部分内容直
接写出了这一特点？

（汤姆索亚是个聪明、调皮而又富有正义感的男孩，而且喜
欢冒险。课文的第一自然段直接写出了这一特点。）

（3）你又是通过哪些事情体会到的呢？

（汤姆索亚的调皮、喜欢冒险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他
和哈克贝利半夜到坟场去练胆，二是他不顾同学的劝阻，到
山洞探险。）

（汤姆索亚的正义感主要体现在他勇敢地站出来，在法庭上
指证杀死大夫的不是波特，而是乔。当知道人们已用大铁门



把山洞锁死时，又告诉人们乔还在山洞里，他犯了罪应判刑，
但不能让他憋死在山洞里。）

[回答以上四个问题要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在教师的引导
下完成。]

三、反馈与检测

课堂小结，置留问题

通过同学们自己的阅读，我们知道了汤姆索亚这个男孩的特
点，那么他的聪明、调皮、正义感、冒险，课文又是如何具
体来写的呢？下节课，我们再来仔细研究。

四、布置作业

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32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美国作家]

调皮、冒险

汤姆索亚有正义感

第二课时

一、预习提纲

复习导入

1、同学们，还记得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笔下的那个小男孩吗？



他有什么特点呢？说一说。

2、这节课，我们就来仔细地学习课文，相信这位小男孩就会
留在你的记忆里。

二、展示与交流

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1）生自读课文。

（2）小组交流讨论。

（3）汇报学习所得，教师点拨指导。

调皮、冒险：

（1）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半夜到坟场去练胆，目睹了一起凶
杀案。

（2）山洞“谁也不知道里面有多深”，通道“黑乎乎的”说
明山洞很危险。但汤姆索亚和蓓姬“走在最前面”“津津有
味地欣赏洞里的景观”“不顾同学们的劝阻，一直往前走”，
从这里可以体会到汤姆索亚喜欢冒险。

正义感：

（1）汤姆索亚开始出庭时，看到乔铁青的脸，“心里害怕得
要命”，说话“有点吞吞吐吐”后来他“话越来越多，声音
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然了”，他讲出了事情的经过。汤姆
索亚觉得不去作证，波特就会受到冤枉，他良心不安。最后
他打定主意决定出庭作证。从这里可以看出汤姆索亚富有正
义感。

（2）当汤姆索亚从山洞中脱险后，他告诉撒切尔法官，乔还



在山洞里，应该把他救出来审判他。这进一步说明了汤姆索
亚是一个有爱心、富有正义感的孩子。

坚强：

汤姆索亚和蓓姬在迷路后，没有找到回去的路，带的食物已
经吃完了，蜡烛也快用光了，两人又累又恶，蓓姬越来越觉
得没有希望了，但汤姆索亚知道不能泄气，安慰蓓姬一定会
找到出口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些说明了汤姆索亚是个坚强、
关心他人的好孩子。

（以上内容不是教学环节，学生的体会也不仅限于此。教学
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

三、反馈与检测

复述课文

1、说说你读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故事后有什么感想。

2、简要复述课文

先自己简要说说汤姆索亚的故事，再在小组里说说，最后面
向全班说。教师在学生复述前要给予必要的指导。

3.续写

四、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1、学习了本篇课文，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把汤姆索亚历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或其他人听。

板书设计：



32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美国作家]

调皮、冒险——坟场练胆山洞探险

汤姆索亚

有正义感——出庭作证救乔出来

我觉得整个教学过程中最精彩的要算孩子们结合课文内容展
开想象讲故事了。一个个孩子都尽情地发挥想象，展开了合
理的想象。当学生进入了情境之后就会觉得40分钟实在是太
短暂了，尽管这节课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铃声响起了，但
是孩子们没有丝毫要急着出教室门去吃饭的意思。还有许多
孩子跃跃欲试想到台前为大家讲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让
孩子们写小练笔，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写汤姆的洞中奇遇记。
并许诺孩子们找个晚自习的时间来交流，评出最优秀的小练
笔.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七

07课划划印印融游戏、训练、知识为一体。使儿童在轻松愉
快的刻印活动中，通过认识、感受线条和色彩的组合获得耐
人寻味的形象，能使儿童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得到发展。

划划印印课教学内容是版画中的一种特有形式。让儿童尝试、
体验硬笔在纸板上刻划后产生的痕迹，涂上颜色可以印制出
美丽的画面。

本课划划印印的图例介绍了在不同纸板上刻划后印制的画面。
由于纸板软硬程度不同，刻划时用力的轻重不同，刻痕的`深
浅也不一样。印出的效果也就有区别，所以教学中教师要引
导儿童自己去体验、感受，用正确的方法，使刻划的痕迹更



清楚，更具趣味性，使印制的图形变化更丰富，以此调动儿
童学习的积极性。印制时可让儿童尝试用多种颜色来印制画
面，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刻划变化有趣的图形，培养想象能力和审美情趣。

掌握刻划的要领和印制的方法、步骤。

养成细心工作的习惯。

本课教学中，教师要准备用不同纸板刻印的不同样式的范图，
让儿童了解各种纸板刻印的效果，并通过范刻、范印让学生
能熟练地运用基本方法刻印清晰有趣的画面，使之在轻松愉
快的操作中增长知识、发展能力。

教学过程的安排要注意各个教学环节的设置和处理及各个环
节的衔接和过渡。通过观察感受——尝试体验——分析比
较——表现创造——自我评价，在活动中培养能力，增长知
识。

本课教学可设计为一课时。教学以活动体验的方式入手，用
软硬不同的纸让儿童在上面刻划，感受有什么区别，什么样
的纸容易刻划出清楚明显的痕迹，在实践中找到合适的刻划
方法进行表现创造。

教学中，教师要对刻画、印制的方法、步骤及涂色方法、要
求做出正确引导，让学生在愉快的学习活动中感受成功的快
乐。印制时要求画纸与纸板不能移动，以免印出的画面出现
重影。

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儿童用几种颜料涂在一个版面上来印制，
看画面的色彩会有什么变化。使儿童的思维创造得到拓展。

作业评价：可以让儿童从刻划印制好的画面谈自己的感受，



体会和想法。

作业要求：运用正确的方法，流畅的线条来刻划、印制有趣
的图形，并给它取个题目。

教学中，在刻画线条时要提醒儿童将硬笔稍作倾斜，控制刻
划的力度，并提示学生可用多种线条来组合画面。作业形式
以表现创造为主较为适宜。

印制时，涂色不能太湿．以免印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不能
涂得太干，以免印得不清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教师可以
让儿童通过重复涂色之后再印，直到印清楚为止。

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多媒体来辅助教学，运用展示平台来演示
方法步骤、评价学生作业。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八

校园是给予我知识的摇篮;校园是教导我做人道理的窗户;校
园是指出我错误的指路明灯;校园是让我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

校园，让我从无知走向有知;让我从幼稚走向成熟。

还记得，我刚上学时特胆小，在三年级时，我第一次参加了
学校举行的朗读比赛。比赛了，我特别紧张。“下一位选手，
三(1)班杨潇，朗诵的是《雪花的快乐》。”主持人念到我的
名字了。哎呀，怎么这么快就到我了?我慢吞吞地走上太。我
开始朗读了：“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
的方向……”下一句是什么啊?糟了，忘词了。我傻纱地站在
舞台上，不知怎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好，老师给我解了围：“这位小同学是因为太紧张了，下
去准备准备再来吧。好，现在请下一位选手……”我走下舞
台，在台下，我偷偷地哭了，一想到刚才的情景就难受。老



师不是还要我比赛吗?哭有什么用呢?在我心底里发出另一种
声音。于是，我擦干眼泪，拿起书，默默地读了几遍。第二
次，我又走上舞台。终于，我顺利朗诵完毕了。结果出来了，
我居然得到三年级组一等奖，让3位老师给我打了满分。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那张奖状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校园，
确实是我展现风采的舞台。

后来，我当上校升旗仪式的主持人，当我拿起话筒，面对学
校1000多人的时候，我不再紧张，不再害怕了。

校园，让我变得自信了;校园，让我变得有知识了;校园，让
我学会体贴人了;校园，让我学会失败后要努力了。

校园，我的舞台。我要在这属于我的舞台上，展现有风采的
我。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九

一、给加点字注音（16分）

诱惑（）颤抖（）迂回（）目眩（）啜泣（）纳罕（）小憩
（）应许（）捋翅（）抚平（）陌生（）踱步（）栅栏（）
腹部（）皱折（）阴郁（）

二、改正下列词语中书写有误的'字（14分）

隐密（）宣腾（）吃想（）顺间（）悬涯（）驯诫（）耸立
（）嶙徇（）揣摩（）搔扰（）糟蹋（）庸禄（）震憾（）
闲暇（）跳望（）茁壮（）估负（）灰复（）坠落（）忧思
（）

三、解释下列词语中加点词的含义（8分）



三年级语文第八单元篇十

姑姑，有你真好!在生活上，您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
顾;在为人处事上，您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在学习上，
您鼓励着我努力向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
十一岁了，在这过去的十年多间，我们经历了酸甜苦辣的时
光，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都是满满的美好的回忆。

记得在三年级的一次体育课上，我一不小心把膝盖摔伤了。
回到家里，姑姑知道我受伤了，急忙来到我面前，让我把裤
子慢慢卷起来。姑姑看着我的膝盖，心疼地说：“摔疼了吧?
还能看见血呢，以后可要小心些，伤口这么大，要注意些，
别让它发炎了。你坐好了，我先帮你消消毒。”

姑姑说完，就去拿医药箱了，一手取出一瓶消毒水，一手拿
着棉签，小心翼翼沾了些药水涂在我的.伤口处，我却依然哇
哇直叫的。这时姑姑温柔地说：“忍一忍，一定要消毒干净
了，不然很容易发炎的，伤口要清理干净，不然以后会留下
难看的疤痕的。”说着又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事说给我听。

姑姑一边讲着过去的事，一边帮我细致地处理着伤口，消完
毒后，姑姑在伤口上帮我倒了些云南白药，她说这样可以早
点好，然后姑姑拿着纱布，把纱布缠绕在我的伤口处，并用
胶布把纱布固定在腿上。晚上要冲凉时，姑姑又叮嘱：“夏
立峰，伤口是不可以碰到水的哦，过来一下，让我帮你在你
的伤口外绑上一个塑料袋，让水不会流到你的伤口上。”就
这样在姑姑细心地照顾下，我的伤口很快就好了。从这件小
小的事情中，让我感到了姑姑的好。

在我成长的时光里，您一直是那颗耀眼的启明星，在漫漫长
夜中指引我前行!您又像那充满无限光芒的太阳，温暖着我的
心灵。姑姑，有你，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