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通
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篇一

早晨

三四年级的习作要求“留心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增强
习作的自信心。”“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
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
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刚进入第二学段，更要引导学生留
心观察周围事物，解决学生“有话可说”的问题是关键，指
导学生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是目的。因此，本次作文
指导从内容入手，课前引导学生观察体验生活，课内创设情
境再现生活，然后自由表达。

1、调动学生的有意注意，引导学生留心观察早晨时周围的事
物。

2、激发学生习作的表达欲望。

3、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在某个早晨的真实见闻、感受或想
象，写出自己

的真情实感。

课前引导学生观察一个早晨身边的事物，让学生“有话可
说”。



激发学生的习作表达欲望，引导学生写出自己的真实见闻与
感受，具体的写出真情实感。

第一课时

1．课前引导学生观察一个早晨身边的事物，让学生“有话可
说”。

2．激发学生的习作表达欲望，引导学生不拘形式的，具体的
写出自己的真实见闻与感受。

真实感受记录下来；“巧手队”用你的双手去做一些有意义
的事情，把你做过的事情记录下来。

1、播放一段伴有公鸡打鸣声、鸟叫声、水流声的优美乐曲，
要求学生根据听觉感受进行想象，并将想象的内容写成片段，
进行朗读展示。

2、根据昨天的分组与分工，公布分组比赛的课堂激励机制：
分小组pk口述今天早晨起床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
所想。

3．激发表达欲望，指导学生不拘一格的口头表达。

按照事先分好的四个小组，展开讲述今天早晨的观察所得，
使用pk激励机制，进行口头表达训练，老师视机进行纠正与
指导。

1．在学生充分讲述自己今天早晨见闻的基础上，老师出示本
次作文的要求，让学生明白这次习作的应该写什么。

师：出示习作要求

生：朗读习作要求



师：我们应该写什么？

生：写今天早晨自己的真实见闻。

2．指导学生明白这次习作怎样写。

（1）可以命题，也可以不命题。

（2）早晨你观察的什么印象深，你就写什么；观察的事物是
什么样的，就写成什么样；想写什么酒写什么；想怎么写就
怎么写；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感受。

1、组织学生进入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状态。

2．指出遇到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或暂时空着，写完后再
查字典或询问。

3、学生各自独立进行习作，教师巡回指导，发现问题及时个
别辅导。

“处处留心皆学问”，只要大家能用我们明亮的眼看这个美
丽的世界；用聪慧的耳朵听这个美妙的世界；用我们善良的
心灵去感受这个真善美的世界；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这
个世界，我们的笔下就有写不完的美文。希望大家时时处处
都留心观察，勤于笔耕。

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篇二

这是一篇人物辜事。课文讲述了科学家爱迪生的妈妈生病时，
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光明，让医生顺利的做完了手术，救
了母亲。告诉人们遇时要动脑动手。课文共有5个自然段。本
文内容生动易懂，叙事层次清楚，有利于学生默读、复述故
事。



课文所展示的情景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较大的距离，但通过
教师抓住文中的多处留白或想象或表演或补白，使学生联系
生活的已知，进行充分的想象和个性的表达，激发学生独特
的体验。

能力目标：学习默读课文，会复述故事。

认知目标：学会本课10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情感目标：学习爱迪生从小遇到问题就积极动脑动手，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重点：学会本课生字，学习默读课文。

教学难点：学会复述故事

教法：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探究、发现、获得。

学法：读一读、议一议、做一做、说一说。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一、导入新课

1、小朋友，今天我们学习《晚上的太阳》。齐读课文。你们
觉得奇怪吗?什么地方奇观?

2、范读课文，边听边思考：这篇课文写的是谁的故事?晚上的
“太阳”指什么?

3、简介爱迪生。

二、初读指导



1、各自借助拼音读课文，圈出生字词，想想生字词的`意思。

2、出示生字词。

请医生急性阑尾炎需要无可奈何

一分一秒挡手简易

(1)各自认读生字词，同桌相互检查、正音。

(2)联系上下文或生活实际，有那些词语的意思已经懂了，四
人小组相互交流。

3、各自轻读课文，要求读的正确、流利。

4、指名朗读课文，相机指导。

5、说说各自然段的主要意思，相互交流。

6、教师小结。

三、作业

1、读读写写生字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理解课文内容，学习爱迪生爱动脑筋、善于发明
创造的精神。

一、复习检查

读词语。



犹豫、手术、痛苦、发明、无可奈何

焦急、呻吟、自豪、智慧、一本正经

二、精读训练

1、读第一自然段，说说主要内容

比较：·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妈妈得得是急性阑尾炎，需要
马上做手术。

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她得的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手
术。”

读第一自然段。(板书：要做手术)

2、轻轻读第二自然段，说说主要内容。

(1)思考：没有电灯，光线很暗，做手术很危险，当时人们的
表现怎样?

(2)提问：“犹豫”是什么意思?医生忧郁的原因是什么?

(3)爱迪生为什么事焦急?课文是怎样写他焦急的心情的?

(4)默读课文，仔细看图，说说爱迪生是怎样解决照明问题的。

(5)讨论：爱迪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板书：眼睛一亮利用镜片反射油灯灯光)

(6)指导朗读

(7)指名读，比比谁的进步快。



3、体会读第三自然段的感情(高兴地夸奖)，指名读，读后评，
评后在读。

(1)医生为什么说是爱迪生用智慧救了妈妈?

(板书：用智慧救了妈妈)

(2)用夸奖的语气读第三自然段

什么叫“一本正经”?这个词告诉我们什么?爱迪生的话什么
意思?

(板书：要造晚上的“太阳“)

齐读第四自然段。

5、师读最后自然段问：“你们想了解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
吗?可后找找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来读一读。

6、默读全文，质疑。

(板书：发明了电灯)

三、作业

1、《晚上的“太阳“》中的“太阳”是什么意思?

2、找一找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复述故事。



2、写字指导。

一、复习

1、爱迪生想的什么办法来解决手术照明问题的?

2、医生为什么说爱迪生用智慧救了母亲?

二、默读课文，复述故事。

1、回忆内容，列出提纲：

妈妈突发急病，马上要做手术()想出秒法，手术台前一片光明
()手术成功，医生夸奖()郑重表示，要造“太阳”()发明电
灯，造福人类。

2、互相练习讲故事。

3、当众讲故事。

三、写字指导

1、出示生字：请急性炎秒挡易需荷筒

2、学生自主观察，交流

(1)“炎热”的“炎”，由两个“火”组成。上“火”小，
下“火”大。上“火”最后一笔是“点”，下“火”最后一
笔是“捺”。下“火”要托住上面的“火”。

(2)“请”和“性”两个字都有三“横”。写三横的时候，中
间一横最短，上面一横比较长，下面一横最长。

(3)“秒”和“挡”，“少”的第一“点”由上向左下点，第二
“点”由上向右下点。“当”的第一“点”由上向右下点，



第二点是撇点，向左下“撇”。

3、指导写字。

三、作业

1、讲讲这个故事。

2、找找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再读一读。

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篇三

1、在语言环境中认识“哗、棒、褐、唉、烤、淋、腐、怨、
荣、誉”10个生字;在田字格中规范书写“棒、烤、淋、怨、
荣、誉”;积累本课词语，并能在老师的提示下初步了解词语
的归类。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读好描写玉米心
情变化的句子。

3、读文的过程中能尝试提出问题，并通过释疑懂得：对自己
要有信心，有本领的人一定会被发现，本领越强，用处越大。

一、导入

1、出示课题，齐读课题。

2、围绕课题质疑。

师：读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生交流师随机在课题下加上问号。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了解“最后的玉米”究竟是怎样的
玉米。



1、自读课文，找一找课文是如何描写玉米的?用直线划出有
关词语或句子。

2、集体交流，师随机出示词组。

胖胖的深褐色的漂亮胡须鲜嫩的、黄灿灿的果实

胡须干透变白果实像石头那样坚硬

很棒最差(自信心灰意冷不灰心抱怨)

教学生字：褐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注意“衣字旁”

3、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词语的归类。

师：请你们轻声读一读这两组词组，想一想老师为什么要这
样安排?

生自读词组，指名交流。

4、练习说话，感受玉米的内心感受是随着它的外形变化而变
化的。

师：是啊，这一组是描写玉米外形的，而另一组是描写玉米
的内心感受的。那下面就请你们用上这些词组，借用老师提
供的句式，试着用自己的话来介绍一下玉米的一系列变化。

生自由准备，交流说话：这个玉米真棒啊!你瞧，他，可是后
来他，于是他觉得自己是最差的!

师：通过刚才的说话练习，我们可以发现玉米的感受是随着
它的外形变化而变化的。

三、再读1～9节，了解玉米的心情变化。



1、出示“自信、心灰意冷、不灰心、抱怨”，引导发现。

2、快速读课文1～9小节，找一找哪些小节描写了玉米的心情，
在相关小节前做上记号。

师：这些都是描写玉米心情的词语，他们就藏在课文的1～9
小节中，下面就请你们快速读一读课文1～9小节，找一找哪
些小节描写了玉米的心情，在相关小节前做上记号。

3、集体交流。出示相关小节。

4、同桌互相读读这四个小节，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5、指名四人读。教学生字：怨整体认读音节，读准字音。

6、齐读第九小节。

7、师生配合读文，了解玉米心情变化的原因。

(1)同桌讨论——指名交流。

(2)学生上台摆放词语，感受到玉米的心情也是随着它的外形
变化而变化的。

师：那现在老师想把这些心情的词语也放到黑板上，该怎么
放呢?

追问：从这里你又发现了什么?(我们可以发现玉米心情的变
化也是随着他的外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8、师生配合串读板书。

9、指导朗读，读出玉米的心情变化。

师：情况在不断变化，玉米的心情也在不断变化着。你们能



不能把它读好呢?那下面就请你们学着刚才老师的样子，同桌
两人配合着读读课文1~9小节，特别读好玉米心情变化的句子。

(同桌配合读——指名交流——齐读)

10、练习说话，理解“心灰意冷”的原因。

师：是啊，当玉米孤零零地站在田野里时，他越看越觉得自
己—一无是处，不由连声叹气，不断抱怨，心里绝望透了。
课文就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心灰意冷。读到这里，请
你联系课文，用这样的句式来说说玉米心灰意冷的原因。

生自由准备，交流说话：因为玉米觉得，所以他心灰意冷。

四、学习课文10～13节，通过质疑、释疑，了解题目的含义。

1、引导质疑。

2、读文划句，尝试释疑。

师：你们提的问题都很好，那就让我们读读课文的10～13小
节，划划句子，找找答案，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课题的含
义你们就能明白了。

(1)交流、出示§11指名读，读出夸奖的语气。板书：种子

(2)补充资料，加深认识。

师：为什么留作种子的玉米要最后采摘呢?老师这里有一段资
料，请你结合资料，说说原因。

(3)小结。

3、借助板书提示，说说课题的含义。



4、齐读句子。

师：是啊，留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差的，很有可能是最棒
的!

出示道理，师生配合读，齐读。

五、复习巩固，指导书写。

1、开火车读词语，齐读。

2、指导书写，重点指导“烤、誉”。

六、第二课时学习内容预告。

师：下一节课，我们要来尝试着默写这节课积累的一些词语，
还要请你把自己当作玉米，借助板书的提示，把你的经历告
诉大家。

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篇四

1、认识本课生字“昌、驳、宗、庭、槐、狂”6个。积累词
语8个。

2、能正确朗读课文。

3、了解徐童如法炮制，用他人的方法，帮助他人改正错误的
做法。学习运用别人能接受的方法劝阻人、帮助人。

一、直接谈话，揭示课题

1、请喜欢树的小朋友站起来，你们能说一说，为什么喜欢
树?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32课《徐童保树》。



齐读课题。

二、了解课文大意，学习新字生词。

1、听老师讲故事，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组学习：读准生字新词，读通课文。

3、交流

(1)(出示)“槐、庭”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出示)读词语：聪明伶俐辩驳邀请庭院槐树吉祥一本正经
囚禁

(4)理解词语：一本正经

(5)分小节读课文，正音。

三、再读课文，感悟内容

1、老先生为什么要砍掉院中的一棵大槐树?自由读课文，找
出相关句子交流。

(出示)书中说“庭院天井四方方，方方正正口字状，院子当
中有木，木在口中不吉祥。”老先生相信这句话。所以要砍
掉院中的一棵大槐树。

齐读第三节。

2、听了老先生的话，徐童是怎么回答的?

用直线划出文中有关句子。

(出示)徐童用囚字的谜语反驳了老先生的话。



齐读第四节。

师：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位老先生，你会怎么劝他?

(出示)如果我遇到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会对他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结：用他人的、别人能接受的方法劝阻人、帮助他人改正
错误。

四、复习巩固，拓展训练

1、分角色，读课文。

2、找自己的小伙伴演一演。

3、(出示)比一比，再组词。

鬼()宗()庭()据()

槐()鬃()挺()锯()

4、(出示)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吉利()拘禁()辩论()

5、(出示)照样子连线。

邀请 狂风 踏进 犯人

挡住 大树 走出 庭院

砍掉 客人 囚禁 困境



三年级阅读指导课教案人教版篇五

1、认识生字3个。

2、体会“好像”、“似乎”两个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

3、理解句子的含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5、体会男孩爱护公物的好品质。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课文。

阳光明媚的春天来了，小朋友开心极了，可以去春游了。大
家带上自己做的风筝，去郊外放风筝。想不想跟他们一块儿
去?好，我们随同其中一个男孩一起去放风筝。

听课文录音，看图画演示。

这是怎样一个孩子?考考你的记忆，能不能用你刚才听到的有
关语句来描述?学生回答。老师把同学们的发言综合起来，请
听仔细：

放风筝的男孩出现了，看样子有七八岁。一张可爱的面孔，
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像两颗水灵灵的葡萄。身上雪白的衬衫，
就像天空中悠悠的白云。

能不能把刚才这段话听写下来?准备——听写完成课后练习。



校对朗读，同时出现男孩画面。

二、下面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放风筝。

1、把课文快速读几遍，读熟。有自己不能理解的地方做上记
号，提出来。

2、指名分节朗读。

3、学生质疑。

4、特别理解：“风筝又飞起来了，在天空中飘飘扬扬，天空
变得越发美了。”

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其中“越发”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
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来理解。(边理解边指导朗读)

理解同时，结合课后练习，比一比，用上“好像”、“似
乎”使两组句子有什么不同?

(边理解边品句，加强朗读指导)

5、解决学生质疑中的问题。

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为什么这么读?(第一部分风筝
飞上天，孩子很兴奋，语调要稍高些，突出孩子的高兴，我
们也随着他很高兴。第二部分，孩子捡风筝时，踩坏了花苗
又跑了，作者以为他是破坏绿化的不负责任的孩子，于是读
的时候语调下沉，略带批评的语气，读出生气了，不高兴了。
第三部分孩子用自家的花苗补上了被踩坏的花苗，说明他是
一个知错能改的孩子，读时应该带有表扬夸赞的语气，尤其
最后，风筝又飞了起来，看着这么好的孩子，谁不喜欢不高
兴呢?读时语调应更高，读得欢快些。)

6、学生示范，练读，指名读。



跟着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纯洁的孩子去放风筝，心里舒畅吗?高
兴吗?要把我们的喜悦欢乐和更多的人分享，我们也会变得更
快乐。回家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说给爸爸妈妈或者弟弟妹妹听，
好吗?所以我们得学会复述课文的本领。

7、出示课文复述提纲，请大家根据提纲，抓住每部分的要点，
先好好地读读课文，再用自己的话或书中优美的语句，不看
书，把故事说给大家听。小组准备。

指名分节复述课文。指名复述课文。边复述边看媒体演示。

大家学习的本领真强，学习效率也很高，最后让我们连起来
把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一遍。齐读课文。

三、全文总结。

学了课文，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孩子?可以从外貌上来介
绍，也在加上他的品质特点来介绍，可以用书中的句子，也
可以自己说。

一般写人时，我们都抓住人物特点来介绍的。这是写人文章
的一般规律。

四、说话。

学习课文的描写，请仔细观察一个同学，向大家作介绍。注
意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让大家猜猜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