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 小学语文三
年级黄山奇石的教学设计(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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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会12个生字，会认：陡、峭、臂。能正确读写课文中的
新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感受合作学习的快乐。

教学重点：

1.学会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读课文，初步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

教学难点：

记忆字形，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教学用具：卡片、图片、电脑。

教学过程：



一、观看黄山的风光片，导入新课：

教师担任导游的角色，播放黄山的风光片，请学生观看，并
讲解：黄山在我国的安徽省，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那里风
光秀丽，景色神奇，最著名的就是：奇松、怪石、云海、温
泉。同学们请你们认真观看，一会儿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让学生说说看到的内容。

教师揭示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黄山的一大景观――奇
石，教师接着板书课题――黄山奇石。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和会认的字。

(一)教师：为了让同学们玩的愉快而有意义，我们先要做好
准备工作，请大家拿好介绍的内容，自己先读一读，注意读
准生字的音。如果有不认识的汉字请你画出来。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生字，不理
解的词语。

2.同桌同学互想帮助，解决认字的问题。如果仍然有不认识
的生字，就做好记号。

3.教师走下去收集学生不认识的汉字，把这些生字卡片贴在
黑板上。

4、指名让学生读带拼音的生字，解决字音的问题。

(二)记忆字形，了解字义。

1、小组讨论自己是怎样记字形的?说说平时是怎样用这些字
的?

2、小组汇报学习过程。每组讲一个字，讲的不好，其他小组



进行补充。

汇报的形式是

(1)读字音;

(2)分析字形和在本课中由生字组成的词;

(3)扩展词语。

3、理解词语意思：(学生在理解时可以结合生活实际，也可
以联系课文内容说。)

闻名：有名。“闻名中外”就是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

尤其：表示进一步。

神奇：非常奇妙。

陡峭：山势坡度大，好像直上直下似的。

翻滚：多指水、云等上下滚动。

(三)指导书写：

1.学生在书上把每个字按笔顺描写。

2.仔细观察重点笔画的位置，试着把每个字独立写一个，写
后与范字比较，看看哪笔写得不好再进行修改。

3.在书写过程中让学生说说哪个字不太好写?

4.教师指导书写。

(1)出示带田格的“滚”字。



(2)观察这个字，有什么特点?

(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

(3)观察重点笔画的位置：“滚”字：三点水旁的“提”写得
不要太平，在横中线上收笔。右半部分的“点横”和“公”
字要写在横中线上。下面的笔画是：撇、竖提、撇、捺，最
后一笔“捺”要与左面的提同高。

(4)教师范写，学生观察。

(5)学生独立书写这个字，每字写一遍。

(6)同桌同学互查，相互纠正。

(7)展示评议。

5.其他生字由于笔画少，不是很难，学生把每个生字独立写
一遍。学生有问题举手，教师个别辅导。

6.展示评议，比比谁写得最好。

三、初步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听录音读课文。注意生字的正确读音。读后标出课文
有几个自然段。(6段)

2.自己读课文，提出问题。

3、教师走下去收集问题。

四、复习巩固：

1.看词语，找出生字卡片，补充完整：



*秀丽(神)奇

*奇形怪(状)

*仙人(指)路

2、读词大比拼：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看电脑随机出示词语
看谁读的准确。

五、布置作业：

1、在生字本上书写生字，每个字写3遍。教师巡视，纠正学
生的写字姿势和执笔方法。

2.抄写词语：神奇风景区弹琴名字翻滚著名巨石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背下来。

2、通过读课文，体会黄山奇石的生动有趣。

3、通过观察图画，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和想像能力，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引导学生欣赏好词佳句，培养学生主动积累词语的意识。

教学重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通过读课文，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



教学难点：

结合课文内容，引发学生展开想像。

教学用具：卡片、图片、电脑。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朗读感悟。

教师：这节课我邀请同学们当小导游，结合画面、课文内容
给大家介绍黄山，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认真观察，看看谁是：
最佳小导游。下面我们先练习练习怎样概括地介绍景点。

1、教师请学生当小导游观察课文中的第一幅插图，用自己的
话给大家介绍介绍。

2、然后让学生读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做到有语气。谈谈读
后的感觉。

3、进行朗读展示。

4、让学生自己组织语言进行介绍，指名介绍，大家评议。

二、抓住重点进行介绍，深入理解。

同学们知道先从整体进行介绍，黄山风景区的奇石真是数不
胜数，接下来我们练习抓住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处景点进行介
绍。

小学语文三年级《黄山奇石》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二

词语积累：

载歌载舞：难舍难分、能屈能伸、蹑手蹑脚、有始有终、若
即若离、古色古香

aabb：摇摇摆摆：恍恍惚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干干净净、
飘飘洒洒、顺顺利利

abab(动作)：整理整理打扫打扫、清扫清扫、舒活舒活、清
理清理、忽闪忽闪

abab(颜色)：雪白雪白、碧绿碧绿、金黄金黄、乌黑乌黑、
瓦蓝瓦蓝

aabc：闪闪发光：窃窃私语、津津乐道、欣欣向荣、栩栩如生、
滔滔不绝、翩翩起舞

abac：无影无踪：无牵无挂、无边无际、无情无义、无忧无虑、
无缘无故、无穷无尽

不干不净：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闻不问、不伦不类、不
吵不闹、不理不睬

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
暴自弃、自给自足



半信半疑：半明半昧、半梦半醒、半推半就

千辛万苦：千军万马、千言万语、千变万化、千山万水、千
秋万代、千丝万缕

千奇百怪：千锤百炼、千方百计、千疮百孔、千姿百态

前因后果：前呼后拥、前思后想、前赴后继、前仰后合、前
倨后恭

天经地义：天罗地网、天昏地暗、天诛地灭、天南地北、天
荒地老

有眼无珠：有气无力、有始无终、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
勇无谋、有名无实

东倒西歪：东张西望、东奔西走、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东
邻西舍、东鳞西爪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三

1. 会认15个生字，学会其中13个。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心
意”、“急匆匆”、“和蔼可亲”、“顺从”、“尊
敬”、“深情”等词语；学会用“首先……然后……最后”
写句子。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 能读懂课文内容，了解老师工作的辛苦，体会师生间的深
厚情谊。

4. 培养按顺序、有重点地观察事物的能力。

图文对照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1、多媒体课件。

2、生字、生词卡片。

课时安排：2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尊敬、爱戴哪些人时，你们肯定会
说—父母、老师。老师像父母、似朋友，在细心呵护我们成
长，倾心培养我们成材。他们的无私赢得了学生衷心的爱戴。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故事，再一次感受师生之间的浓浓情
谊。

板书课题：师生情

二、引导看图，感知图意。

1、图上画了哪些人，他们在干什么？

2、看图时，你还注意到什么？

指导学生看图时，一要有序（可以按照先人后物的观察次
序），二要有重点（着眼于人）。（通过观察，让学生了解
图上主要画了什么）

三、自主读书，读通课文。

1、范读，边欣赏边画出生字。

2、自由练读，读准生字，读通课文。

3、默读课文，边读边想，做好学习笔记（圈画关键词句，在
课文空白处写上读书感受），为交流做准备。



（1）分辨清楚课文哪些是图上画的内容，哪些是写作者观察
图画后联想到的内容。

（2）通过自读，你明白了什么？

自读自悟，小组交流；教师巡视，指导学生合作学习。

4、填空练习，了解句式。

用“首先……然后……最后”造句子。

四、学习生字。

1、认读生字卡片，对学生拼读不准确的生字要正音。

2、指导书写要求学会的字，要细心观察，认真书写。

五、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本课的生字，摘录自己喜欢的句子。

一、检查读书。

学生自由读，自主选读。教师应鼓励不敢表现自己的或读书
不够好的学生朗读。

二、图文对照，读懂内容。

1、自由练读，说说课文的哪些内容最让你感动？

2、对照插图，默读第四自然段，划出自己认为用得好的词语，
说说原因，并引导学生体会理解词语的方法。



3、小组探究，怎样读好第四自然段。

4、读第三自然段，边读边通过文字想象画面。

5、感情朗读。

三、深入探究，体会感情。

思考以下问题，学生任选一题讨论交流：

（1）文中的“心意”指什么？

（2）“她们还是深情地看着，等着，心里默默地祝愿着。”
说说她们在祝愿什么？

学生自读自悟，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一起讨论，然后推
选代表汇报。

四、拓展活动。

教师节到了，给老师写几句心里话，以表达对老师的热爱感
激之情。

五、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用“首先……然后……最后”写一句话。

教后小结：

在让孩子们用“首先……然后……最后”说话时，我发现两
个问题：

一、意思过于简单。如：“我先放下书包，然后拿出书、文



具盒，最后出去玩。”三年级了，说话意思应该更充分一些。
于是，我问：“什么时候，你这样做的？”

学生继而改进：“来到教室，我先放下书包，然后拿出书、
文具盒，最后出去玩。”这就好多了。就这样，学生逐渐把
意思说充分了。

二、思路较窄。大多数学生只是说在学校、回到家，内容极
其相似，不能在更广泛的生活领域运用这样的词来表达。于
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上这些词说说怎样浇花？
你还能用它说做哪些事？学生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我想：课堂上，教师有时就是一把钥匙。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四

原文：

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自己的姐姐。当时孙中山的家里很穷，
他的姐姐一点儿也不怕吃苦，洗衣、烧饭、插秧、挑柴，样
样活儿都干。空闲时，姐姐就陪孙中山一起玩。孙中山最爱
听姐姐唱歌，姐姐也经常唱给他听。

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看见妈妈正在用一根长长的布条，
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姐姐痛苦极了，眼泪直往下流。

孙中山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便对妈妈说：“你为啥要姐姐受
这份罪呢?姐姐缠了脚，还能下田干活吗?”

妈妈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也知道缠小脚不好，可这是祖
宗传下来的呀!女孩子不缠小脚会被人家笑话的。”

“既然知道缠小脚不好，就不该去做。别人笑话怕什么!”



“你年纪小，还不懂得这些事。”妈妈含着眼泪把孙中山推
出了房门……

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没有
听到姐姐的歌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

后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他首先废除
的就是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字：穷、陪、唱、疼、罪、缠、懂、废

词：喜欢、插秧、唱歌、布条、缠足、痛苦、祖宗、刺痛

重点句子：

1、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自己的姐姐。当时孙中山的家里很穷，
他的姐姐一点儿也不怕吃苦，洗衣、烧饭、插秧、挑柴，样
样活儿都干。空闲时，姐姐就陪孙中山一起玩。孙中山最爱
听姐姐唱歌，姐姐也经常唱给他听。

2、妈妈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也知道缠小脚不好，可这是
祖宗传下来的呀!女孩子不缠小脚会被人家笑话的。”“既然
知道缠小脚不好，就不该去做。别人笑话怕什么!”

3、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没
有听到姐姐的歌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后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他首先废除的就是
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主要内容：

《孙中山破陋习》讲了孙中山知道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曾对中
国妇女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体会孙中山对封建陋习的憎
恨以及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五

使学生感受到文章体现的人物美好的心灵

感受想象在文中所起的作用，并尝试运用

一、导入：

同学们，浩瀚的宇宙，总是充满神秘，让我们对它产生许多
美妙的遐想。当我们看到那皎洁的月亮，你想到了怎样的神
话故事?(学生：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那夜空中美丽的银河，
又让你联想到什么呢?(学生：牛郎织女)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都
不存在，但我们依然为这些美丽的传说着迷。今天，让我们
走近耀眼的大熊星座，听_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将一讲它的动人
故事。

二、教学过程：

1、自读课文，注意语速，用简洁的语言说说故事内容。

2、你认为这个小姑娘是怎样的人?画出相关的语句做简单说
明。

(学生：三次爱心行动;动词等。)

3、小姑娘的小罐神奇在哪里?作者为什么把水罐写得这样神
奇呢?

4、作者在故事中想歌颂什么?你从中受到什么教育呢?

5、体会下面句子表达了怎样美好的愿望?

"那颗钻石越升越高，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这就是
人们所说的大熊星座"



6、闭上眼睛试想，如果没有爱心行动，世界会变得怎样?

三、想象力训练：

出示下列两题：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任选一题(体现自主性，
差异性)，然后全班交流。

1、童话说"小姑娘哪儿也找不到水，累得倒在草地上睡着了"。
如果小姑娘这时候做了个梦她会做一个怎么样的梦呢?发挥你
的想像说说梦中的情景。

2、"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要讨水喝"假如你是作
者，你会如何续写下去呢?给故事续写一个结尾。

四、课堂小结：

小姑娘的爱心，就想天空中的七颗钻石，闪闪发亮，照亮每
个人的心灵。这堂课的学习是否也在闪光的东西留在你的心
里了呢?谈谈你的一堂课的收获吧。(学生回答)

五、课后探究：

收集关于宇宙中事物的神话传说，出一期小报，一个礼拜后
交。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六

新课标非常强调教师的教学反思。只有反思才教得活、教得
深、教得透、教得新。经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
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才
能不断丰富自我素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使自己在反思中
得以成长。

今天上了《矛和盾的集合》，这篇课文写的是发明家手持矛



和盾，在与朋友对打比赛时，由矛和盾的长处想到了发明坦
克。由此说明“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谁就会是胜
利者”的道理。本堂课我从兵器入手，引出了矛和盾这两种
兵器(图片展示)，这时我引导学生“如果把它们集合起来那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进入课文。整堂课学生用图画一画坦
克发明经历的几个阶段;演一演那场比赛，我乘机引导学生品
味了“如雨点般向他刺来、左抵右挡、还是难以招架、固然
安全”等词句;辩一辩矛和盾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出示坦克图，
展示坦克的威力，引导学生读好第5段，读出坦克的威力，读
得激动，读得痛快。接着让学生说说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
让学生明白这篇课文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讲一个道理。使学生
懂得以后写一个道理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最
后“你能用别的例子来说明这句话吗?”对本文进行拓展。

这一节课结束了，可是留给我的却是深深的反思。

反思一：阅读为本。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堂好的语文课是读出来的”
可见阅读的重要性。语文课要多读，“以读为主，合理想象，
适当扩展”。然而这堂课对于三、四两段，学生读的还不够，
读书指导上还有点不到位。

反思二：文本中感悟语言。

在辩论赛环节，当学生在针锋相对的辩论矛和盾的优缺点的
时候，我只是停留在展示优缺点的位置上。细细想来，此时
我应该趁机让学生回归文本，从中去感悟文章语言的精妙。

反思三：让学生自己去展示。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在课堂教学中，要多给学生展示的舞台，多给学
生说话的机会。用他们的体验和感悟来代替教师乏味的说教。



这样学生才能在这舞台上跳出优美的舞蹈。如在出示坦克图
时，可让学生自己上来介绍坦克吸取了矛和盾的哪些优点。
这种直观演示的教学过程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反思四：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习。

在学生思考：“从生活中找出一些矛和盾集合的例子”时，
由于学生一时想不到，于是我提示了带橡皮的铅笔，后来学
生还是没有多大反映。其实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以小
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讨论?还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堂，
在“生生交流”、“师生交流”中实现“与文本的对话”。

反思五：注重实践，拓展知识。

学生只有在实践中，能力才能不断巩固，提高。然而小学生
阅读比较随意、盲目，不知道读哪些书。因此，作为引导者
的教师应经常搜集课外知识、书籍，推荐给他们阅读，使其
领悟书中的精妙所在。教师让学生通过“说”和“读”，把
学生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从而对语言有一个深刻的、独特
的感悟。

最后我想说：“课堂是学生自己的舞台，他们不展示谁来展
示呢?”在今后的教学道路上，我一定会继续在教学中探索，
在探索中前进!

黄山课文语文三年级篇七

1. 同学们,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吗?谁能带领大家一同来回
忆一下这个小故事呢?(请同学用自己的话来讲一讲)

2. 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一只怎么样兔子,又是一只怎样的
小龟呢?

3. 当年骄傲的小兔子输给了坚持不懈的小乌龟,这节课我们



再次走进《海龟的悲剧》,看看在这只海龟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事呢?同学们伸出你的手和老师一同书空课题,随着老师的手
势一同轻声的读课题.

在本文中的海龟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同学们打开书,
自由的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同时要注意角色的
语气,用你的话来说一说,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呢?
读后先和你的小伙伴说一说.

学生自由的读文,然后小伙伴们交流.

孩子们,现在老师也想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谁愿
意告诉老师呢?来吧,说吧!(学生汇报.)

老师刚才看到同学们读课文时,完全的投入到文中的角色当中,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现在老师再给你机会来读文,这次是读
你喜欢的语句,注意一定要读出它们不同的语气,先读给伙伴
听,再读给大家听,同时不要忘记在你喜欢的语句旁边写来你
的感受.

学生自主的读文,感悟,交流.

学生汇报.(谁愿意把你喜欢的语句第一个展示给大家呢?来
吧!)

在读的过程中,适时的指导朗读,并体会角色的特点,并适时的
板书.

同学们,细心的你,注意到文中的海龟和海鸥进行了几次对话
呢?(三次)那你们愿意把老师带入它们的对话之中吗?那就请
你们准备一下,二人一组,进行对话练习.

学生进行对话练习,老师进行指导.



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吧!我们也来比试一下,看
看哪个组表现的更好,更投入.

学生进行对话汇报.

刚才我们二组同学表现的都不错,那你们想不想尝试一下把这
个故事演一演呢?

那你们准备一下,合作完成,还可以根据角色的特点加入自己
的话,先演练一下,然后展示给老师看好吗?(学生进行角色体
验表演)

学生课本剧表演.

1. 老海龟被渔夫翻了个四脚朝天,后来老海龟将会有什么样
的下场呢?请同学们展开想象给老海龟的故事编个结局吧!

2. 学生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