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
学教学设计(优秀8篇)

有时候，写一篇真挚而诚恳的答谢词能够传递到对方内心最
深处。答谢词的撰写需要注意语言的简练和言之有物，通过
简短而有力的语句来传达我们的感激之情。随后是一些出色
的答谢词范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使答谢词更
加生动有趣。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一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大青树下的小
学》，下面我将从设计理念、教材解读、教学方法、教学预
设几个方面来进行我的说课。

一、设计理念

在新课标指导下，我本着“以人为本、以学定教”的教学理
念，以学生的真实基础为教学起点，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提高为目标，力求为学生创设愉悦、轻松、自主、开放的学
习空间和语文实践环境，引导学生立足文本语言，凸现语文
本体，在浓浓的语文味中弘扬人文，积淀精神;努力实现“简
简单单教语文，完完全全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的教学
理想。下面，我就“以人为本、以学定教”的教学理念指导
下，先来谈谈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

二、教材解读

《大青树下的小学》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一
篇精读课文。文章描写我国边疆地区的一所大青树下的小学，
在学校里，各*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服装，把学校装点得绚
丽多彩;古老的铜钟，还有凤尾竹，更增添了学校的乡村气息和
*族特色。来自不同*族的学生，穿戴不同，语言不同，但都



成了好朋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
生活，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孩子们课上认真读书，课下尽
情玩耍，连小动物也来聆听读书和来看热闹，可见对孩子们
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羡慕。这体现了祖国各*族之间的友爱和团
结。体现了学校团结的氛围，反映了学校的欢乐、祥和气氛。
课文中联系课文内容，配备了精美的插图。课文层次清楚，
先写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校时的情景，再写课上和课下，最
后以自豪赞美的感情点题：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
疆的小学。除对学校美丽与团结的描写是本文的特点外，在
语言表达上也很有特色。

根据课文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本课教学我安排两课时来完
成，下面，我就具体说说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坝、汉”等10个生字。会写“晨、绒”
等13个字。能正确读写文中的词语。

2.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
的画面，读出对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喜爱之情，背诵自己喜欢
的部分。

3.情感目标:了解大青树下的小学学生幸福的学习生活，体会
课文表达的自豪感和赞美之情，并受到*族团结的教育。

【教学重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对重点
词句的理解，了解我国各*族儿童的友爱团结以及他们幸福的
学习生活，体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

【教学难点】



难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

【教学方法】

基于对教材这样的理解，本课我遵循“以学定教、以人为本、
以读带讲”的基本思路，在语文教学中，要讲究训练的科学
性，体现训练的层次性。我设计以下手段：

1.品味重点词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主要是让学生品
味“安静”“热闹”这两个词，并注意教学方法的变化。组
织学生从“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
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这些句子中体会当时的安静;并进
一步引导学生想象“校园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从而懂得这
些表现安静的句子的含义。在让学生体会热闹中，通过想象
大家除了可以在大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外，还有可
能做什么?通过学生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使下课后的热闹与上
课时的安静形成强烈的对比。

2.加强读的具体指导，我不赞成纯技巧的朗读指导，但是我
认为建立在文章内容基础上的朗读技巧的指导还是必要的。
注意读的层次变化，从自由读到指名读，加强读的评价，再
齐读，再指导。在反复朗读中，引导感悟，激发情感。

3.强学法指导。教学的目的，不仅要使学生学会，而且要引
导学生会学。通过圈划，让学生理清文章思路;通过读，体会
文章的思想内容，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通过比较句子，促进
语感。

【教学预设】

研究了教材、确定了教法、学法，为了体现我的设计理念，
我预设了以下环节。

一、歌曲引入，介绍资料。



1.播放音乐(或视频)《爱我中华》片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活跃课堂气氛。

2.引导交流，了解我国有五十六个*族，是一个多*族的大家
庭。不同的*族有不同的服饰，更有不同的风俗。初步了解课
文中涉及的少数*族的情况。

3.导入课题，学习课文。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教师配乐范读。了解文中的有关*族。

2.初读课文，标出自然段，自学生字，读通句子。

三、再读课文，理清课文顺序。

四、自主品读，自我感悟。

五、自主学习，深入探究。

(一)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美丽。

1.“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感悟各式各
样的*族服装鲜艳夺目，使学校更加美丽。

2.“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
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通过想象，感悟大青树下的小学
的美丽。

3.“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
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通过山花烂漫的环
境，衬托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美丽。

(二)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团结。



1.“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
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
有景颇族的，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
校，都成了好朋友。”感悟同学们的团结。

2.“上课了，不同*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
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抓住“不同*族”“同一间
教室”“一起”这几个词语体会孩子们虽然*族不同，但他们
团结友爱，不分彼此。

(三)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欢乐。

1.“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
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山狸也赶来看热闹。”通过感情朗
读，读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的欢乐。

(四)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祥和。

1.“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
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
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
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

通过问题进行感悟：

(1)你们认为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小朋友是如何上课的?

(2)他们是这样读课文的?

(4)为什么不直接写孩子们学习认真，而要写“窗外十分安静，
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
学们读课文”?(侧面烘托孩子认真学习。--意思讲到就行)

六、总结课文，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带着赞美，带着自豪，带着骄傲美美地读课文。

七、联系实际，课外延伸。

1.为什么一个边疆的大青树下的小学会如此美丽，如此团结，
如此祥和，如此欢乐?(*族之间团结互助，是一家人。)

2.是啊，“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
是一家。”我们五十六个*族手牵手，心连心，永远是一家
人!正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中华*族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的生活
才会如此幸福，如此欢乐!大青树下的小学才会如此美丽，如
此团结、祥和!

3.让我们一起再听《爱我中华》。

八、板书设计：一是突出主要内容，写了大青树下的小学的
特点;二是表现表达的情感自豪与赞美;三是能给孩子们直观
的形象，教给孩子们整体把握课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方法。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二

课文内容分析：

《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写了一所边疆小学
欢乐祥和的校园生活，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儿童之间的友爱和
团结。古老的铜钟，洁白的粉墙，还有摇曳的凤尾竹，是那
么美丽。小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族里，在鲜
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学习生活，是那么团结。他们上课认真
读书，下课心情玩耍，小动物的出现增添了趣味。

课文共4个自然段，段落分明，层次清晰。第一自然段写了学
生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校时的情景。第二、三自然段写了上
课时和下课后的情景，既描写了学生学习和玩耍的情景，又
用小动物的活动进行衬托，展现出校园的静和动。第四自然



段以赞美的文字点题，以景物的描写结尾，意味深长。

课文表达丰富，有许多有新鲜感的词句。如“坪坝”“开着
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凤尾竹的影子”“洁白的粉墙”
等词句，表现出比较新鲜的连续风貌;傣族、景颇族、阿昌族、
德昂族等民族名称学生会比较陌生;第一自然段的第一句和最
后一句，分别运用了“从……从……从……”和“向……
向……向……”这样的反复句式，读起来读起来朗朗上口，
富有节奏感;第三自然段以树枝、鸟儿、蝴蝶猴子的状态来表
现窗外的安静，衬托出学生上课时的专注;这样的表达既与课
文的情境相吻合又比较特别。

课文配有一幅插图。教室里，穿戴不同的小学生正在读书。
教室外，大青树上挂着古老的铜钟，两只调皮的猴子正好奇
地听着小学生的朗读。植物、动物、小学生，构成了和谐美
丽的画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学情分析：

本单元是学生进入第二学段三年级学习的起始单元，具有过
渡性质：会认的字量开始减少，会写的字量开始增加;“学阅
读”和“学表达”的学习比重增大，这一篇课文的学习，体
现了第二学段三年级的这个学习特点。但是，根据课程标准
的教学建议，识字与写字仍然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应引起我
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默读的学习掌握仍要进行，因此要注
意教学时间、容量、环节等的合理分配组织，注意使用适合
的、恰当的教学策略，以有效地进行各教学内容的教学。

教学目标：

1.认识“坝、汉”等10个生字;通过找近义词、想象画面等方
法理解词语的意思;会写“早晨、穿戴”等21个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画面。能找出课文



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累运用。

3.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
助提示，说出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教学重点：

找出课文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
累运用。

教学难点：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助
提示，说说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要求：

1．会认“坝、汉”等10个生字，会写“晨、汉、球”等13个
生字。正确读写“坪坝、穿戴、打扮”等词语。

2．能和同学交流课文中有新鲜感的句子，说一说这所学校的
特别之处。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
之情。

教学重难点：

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之情。

课前准备：

1．布置学生搜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和风情的图片、文字



资料。

2．教师准备具有民族特色的音频、图片资料、挂图、生字卡
片。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展示自己找到的有关图片，介绍自己了解的少数民族的情
况。

学生展示介绍，教师提示学生着重介绍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
生活习俗。

2．教师利用课后资料袋中的图片，补充介绍课文中涉及的傣
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

二、揭示课题，范读课文。

2．板书课题：大青树下的小学。

3．教师配乐范读。

三、试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1．这所民族小学美不美？大家肯定想亲自去走一趟，转一圈。
请你自己试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根据注音拼读一下，
读不通顺的地方反复多读几遍。



2．学生试读。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教师相机出示每小节中带生字的新词，正音、巩固。学生感
到陌生的词语也提示一下。

四、分组朗读，小组间比赛。

1．分小组朗读，每组读一自然段，各组练习。

2．各组练习后进行比赛。

五、巩固字、词，指导写词。

1．指名读生字，新词。

2．指导书写课后田字格中的字。

a．着重分析指导“晨、绒、服、装、读、影”。并且在黑板
上田字格中示范。

“晨”是上下结构，注意“辰”要拖着“日”，相互要结合
紧凑。

“绒”是左右结构，由“纟”和“戎”组成，右边的“戎”
共六笔，不要漏写。

“服”的“月”字旁要瘦一些。

“装”是上下结构，书写要紧凑。

“读”是左右结构，右边是“卖”，不是“买”。

“影”是左右结构，右边三撇，写得匀称。



b．学生写字。

3．抄写词语表中列出的本课的词语。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四

本课教材的变化：

其一、课题有了变化 ，由原来的民族小学改为“大青树下的
小学”，是教材编写中国家意识的体现。大青树，就是这所
学校的地域特点———边疆特色。

其三、课后题目，更加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引。

1、朗读方法：边读边想象画面。

2、模仿说话：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场景说说。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五

在新课标指导下，我本着“以人为本、以学定教”的教学理
念，以学生的真实基础为教学起点，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提高为目标，力求为学生创设愉悦、轻松、自主、开放的学
习空间和语文实践环境，引导学生立足文本语言，凸现语文
本体，在浓浓的语文味中弘扬人文，积淀精神；努力实
现“简简单单教语文，完完全全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
的教学理想。下面，我就“以人为本、以学定教”的教学理
念指导下，先来谈谈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

二、教材解读

《大青树下的小学》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一
篇精读课文。文章描写我国边疆地区的一所大青树下的小学，
在学校里，各民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服装，把学校装点得



绚丽多彩；古老的铜钟，还有凤尾竹，更增添了学校的乡村
气息和民族特色。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穿戴不同，语言不
同，但都成了好朋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
旗下共同生活，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孩子们课上认真读书，
课下尽情玩耍，连小动物也来聆听读书和来看热闹，可见对
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羡慕。这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
友爱和团结。体现了学校团结的`氛围，反映了学校的欢乐、
祥和气氛。课文中联系课文内容，配备了精美的插图。课文
层次清楚，先写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校时的情景，再写课上
和课下，最后以自豪赞美的感情点题：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
学，一所边疆的小学。除对学校美丽与团结的描写是本文的
特点外，在语言表达上也很有特色。

根据课文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本课教学我安排两课时来完
成，下面，我就具体说说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坝、汉”等10个生字。会写“晨、绒”
等13个字。能正确读写文中的词语。

2、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课文描
写的画面，读出对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喜爱之情，背诵自己喜
欢的部分。

3、情感目标：了解大青树下的小学学生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会课文表达的自豪感和赞美之情，并受到民族团结的教育。

【教学重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对重点
词句的理解，了解我国各民族儿童的友爱团结以及他们幸福
的学习生活，体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



【教学难点】

难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

三、教学方法

基于对教材这样的理解，本课我遵循“以学定教、以人为本、
以读带讲”的基本思路，在语文教学中，要讲究训练的科学
性，体现训练的层次性。我设计以下手段：

1、品味重点词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主要是让学生品
味“安静”“热闹”这两个词，并注意教学方法的变化。组
织学生从“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
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这些句子中体会当时的安静；并
进一步引导学生想象“校园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从而懂
得这些表现安静的句子的含义。在让学生体会热闹中，通过
想象大家除了可以在大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外，还
有可能做什么？通过学生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使下课后的热
闹与上课时的安静形成强烈的对比。

2、加强读的具体指导，我不赞成纯技巧的朗读指导，但是我
认为建立在文章内容基础上的朗读技巧的指导还是必要的。
注意读的层次变化，从自由读到指名读，加强读的评价，再
齐读，再指导。在反复朗读中，引导感悟，激发情感。

3、强学法指导。教学的目的，不仅要使学生学会，而且要引
导学生会学。通过圈划，让学生理清文章思路；通过读，体
会文章的思想内容，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通过比较句子，
促进语感。

四、教学预设

研究了教材、确定了教法、学法，为了体现我的设计理念，
我预设了以下环节。



一、歌曲引入，介绍资料。

1、播放音乐（或视频）《爱我中华》片段，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2、引导交流，了解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
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更有不同的风俗。初步了
解课文中涉及的少数民族的情况。

3、导入课题，学习课文。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教师配乐范读。了解文中的`有关民族。

2、初读课文，标出自然段，自学生字，读通句子。

三、再读课文，理清课文顺序。

四、自主品读，自我感悟。

五、自主学习，深入探究。

（一）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美丽。

1、“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感悟各式各
样的民族服装鲜艳夺目，使学校更加美丽。

2、“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
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通过想象，感悟大青树下的小学
的美丽。

3、“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
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通过山花烂漫的环
境，衬托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美丽。



（二）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团结。

1、“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
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
有景颇族的，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
校，都成了好朋友。”感悟同学们的团结。

2、“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
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抓住“不同民族”“同
一间教室”“一起”这几个词语体会孩子们虽然民族不同，
但他们团结友爱，不分彼此。

（三）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欢乐。

1、“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
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山狸也赶来看热闹。”通过感情朗
读，读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的欢乐。

（四）抓住重点句段，品悟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祥和。

1、“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
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
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
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

通过问题进行感悟：

（1）你们认为大青树下的小学的小朋友是如何上课的？

（2）他们是这样读课文的？

（4）为什么不直接写孩子们学习认真，而要写“窗外十分安
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
听同学们读课文”？（侧面烘托孩子认真学习。——意思讲



到就行）

六、总结课文，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带着赞美，带着自豪，带着骄傲美美地读课文。

七、联系实际，课外延伸。

1、为什么一个边疆的大青树下的小学会如此美丽，如此团结，
如此祥和，如此欢乐？（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是一家人。）

2、是啊，“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
是一家。”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手牵手，心连心，永远是一家
人！正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的生
活才会如此幸福，如此欢乐！大青树下的小学才会如此美丽，
如此团结、祥和！

3、让我们一起再听《爱我中华》。

八、板书设计：

一是突出主要内容，写了大青树下的小学的特点；二是表现
表达的情感自豪与赞美；三是能给孩子们直观的形象，教给
孩子们整体把握课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方法。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要求：

1．会认“坝、汉”等10个生字，会写“晨、汉、球”等13个
生字。正确读写“坪坝、穿戴、打扮”等词语。

2．能和同学交流课文中有新鲜感的句子，说一说这所学校的
特别之处。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
之情。

教学重难点：

读出对这所小学的喜爱之情。

课前准备：

1．布置学生搜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和风情的图片、文字
资料。

2．教师准备具有民族特色的音频、图片资料、挂图、生字卡
片。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展示自己找到的有关图片，介绍自己了解的少数民族的情
况。

学生展示介绍，教师提示学生着重介绍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
生活习俗。

2．教师利用课后资料袋中的图片，补充介绍课文中涉及的傣
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

二、揭示课题，范读课文。



2．板书课题：大青树下的小学。

3．教师配乐范读。

三、试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1．这所民族小学美不美？大家肯定想亲自去走一趟，转一圈。
请你自己试着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根据注音拼读一下，
读不通顺的地方反复多读几遍。

2．学生试读。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教师相机出示每小节中带生字的新词，正音、巩固。学生感
到陌生的词语也提示一下。

四、分组朗读，小组间比赛。

1．分小组朗读，每组读一自然段，各组练习。

2．各组练习后进行比赛。

五、巩固字、词，指导写词。

1．指名读生字，新词。

2．指导书写课后田字格中的字。

a．着重分析指导“晨、绒、服、装、读、影”。并且在黑板
上田字格中示范。

“晨”是上下结构，注意“辰”要拖着“日”，相互要结合
紧凑。



“绒”是左右结构，由“纟”和“戎”组成，右边的“戎”
共六笔，不要漏写。

“服”的“月”字旁要瘦一些。

“装”是上下结构，书写要紧凑。

“读”是左右结构，右边是“卖”，不是“买”。

“影”是左右结构，右边三撇，写得匀称。

b．学生写字。

3．抄写词语表中列出的本课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指名朗读生字、新词，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导入：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小学的
美。这一课我们要朗读感悟，我们会进一步地通过朗读感悟
民族小学的美。

二、分段读议，加深感悟。

1．第一自然段。

a．请各自轻声读第一段，想一想读完部分课文，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

b．学生读后交流。

可引导学生从上学路上的景色、不同民族学生的服饰、到校



后的活动等方面想象、讲述。

c．大家一边在头脑中展开想象一边朗读就能读得更入情入境，
谁来读一读？教师评点后再指名练习。

d．配乐朗读这一段。

2．第二、三自然段。

b．学生各自读课文，然后交流。

引导学生转换角色，入境体悟窗外的安静，体会是周围的花
草鸟虫猴子都被教室里优美的读书声吸引，静静地欣赏，不
忍打搅。反复朗读这几句话。

d．下课了，小朋友做些什么？操场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想
象描述。朗读有关句子。

3．第四自然段。

a．这所民族小学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交流感受。

b．我们参观了这所民族小学，了解了他们上学、上课学习、
下课活动的情景，多么美丽的民族小学，多么可爱的学生！
参观结束了，让我们说上几句道别的话。

c．齐读这一自然段。

三、感情朗读，比赛背诵。

1．课文写得很美，你喜欢哪一部分？请你有感情地朗读一下。

2．把你喜欢的部分背下来，看谁先背出来。



四、抄写句子，加强积累。

把描写窗外安静的句子抄在作业本上。

五、综合性学习。

你们的课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让我们把每天的课余生活记
录下来。可以用日记的方式来记，也可以用列表格的方式来
记，以后我们再来交流。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七

今天用了两节课教学本单元第一篇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
新的教材，新的班级，新的年段，第一次接触总有很多不足。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把‘爱读书’种植在孩子们心里”的作
家吴然，这是一篇构思巧妙、语言朴实优美、画面和谐、情
感真挚的儿童散文。

构思巧妙表现在短短的四百多字，蕴含了丰富的信息：这是
一所多民族融合的边疆小学；写了学生们上学、上课、课间
等多个特定的景象；结尾自然，借景抒情，令人回味。开篇
第一句话，是一个长句，很长的句子，却没有给人冗长的感
觉，它像是一个自然变换的镜头，镜头随着不同方向远景的
移动向同一个近景聚焦，让读者跟着文字看清楚了从不同方
向走来的小学生属于不同的民族。这句话为后面的内容做足
了铺垫，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期待：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呢？后面的内容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把这样一篇儿童散文呈现在学生面前，它的学习价值表现在
哪里？教师如何再从学习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文本？这是我们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开学第一课，班里21个孩子对课文做了多次朗读，我组织齐



读五次，学生自由读课文若干次，这个班的孩子相对内敛，
比较乖巧，读课文声音不响，课上课下都比较安静。第一堂
课上，我花了近二十分钟进行生字词教学和课文朗读：齐读
生字词、组词读、解释个别词语的意思、开火车读，拓展
与“绚丽多彩”相类似的词语。遗憾的是，我忘记了进行生
字书写指导，在后续的字词抄写作业中，部分学生书写不工
整。

整堂课下来，我感觉我的教学方式还是偏向于高年级，对三
年级学生来说似乎并不太适应。

思考、审视一个文本的学习价值，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切入。
其一，学生自主阅读这篇文章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
关注点会在哪些方面。其二，单元重点学习目标（阅读时，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能够在哪些具体词句上落实；
还有，学生对“新鲜感”的关注，会指向词句表现的内容还
是词句的表达方式。其三，作为三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的第一
篇课文，它的内容、主题等，对学生接下来的教室语文课程
生活应该带来怎样的期待和定位。

学生对于“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相对陌生，个别学生能快
速反应过来并找出文本中相关的句子。在第一自然段中，学
生找出“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
德昂族的。”“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

在第二课时，我让学生拓展阅读《走月亮》《珍珠泉》《山
沟里的孩子》。我选择讲解《走月亮》和《山沟里的孩子》，
让学生圈画自己觉得有新鲜感的词句。学生对于《走月亮》
这篇散文并不是很熟悉，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走月亮”，因
此在圈画语句时出现一些困难。《山沟里的孩子》这篇文章
相对容易理解，我让学生自读《山沟里的孩子》，读懂山沟
里的孩子学习生活的特别之处，学生也能了解其中的原因。

这堂课有太多的不足，课堂比较单调，以教师的讲述为主，



学生参与度不够，发言人数较少，课堂太安静。

重新梳理：

第一步：单元导读；

第二步：学习课文：1.根据学习单自主学习生字词、读通课
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2.读懂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什么
样的小学，有哪些自己认为特别的地方；3.欣赏文章是怎样
描写这所小学的（选择了哪些内容来写，哪些写法给人新鲜
感），一读代讲，边读边想象边体会、品味；4.说一说自己
的校园生活，关注有新鲜感的语句。

第三步：拓展阅读《走月亮》《山沟里的孩子》；

第四步：吴然儿歌散文推荐或朗诵欣赏。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设计篇八

开学第一课，班里41个孩子对课文做了多次朗读，我组织学
生多种方式地读，学生自由读课文若干次。第一堂课上，我
花了近二十分钟进行生字词教学和课文朗读：齐读生字词、
组词读、解释个别词语的意思、开火车读，拓展与“绚丽多
彩”相类似的词语。

整堂课下来，我感觉我的教学方式还是偏向于高年级，对三
年级学生来说似乎并不太适应。

思考、审视一个文本的学习价值，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切入。
其一，学生自主阅读这篇文章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
关注点会在哪些方面。其二，单元重点学习目标（阅读时，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能够在哪些具体词句上落实；
还有，学生对“新鲜感”的关注，会指向词句表现的内容还
是词句的表达方式。其三，作为三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的第一



篇课文，它的内容、主题等，对学生接下来的教室语文课程
生活应该带来怎样的期待和定位。

学生对于“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相对陌生，个别学生能快
速反应过来并找出文本中相关的句子。

在第二课时，我让学生拓展阅读《走月亮》《珍珠泉》《山
沟里的孩子》。我选择讲解《走月亮》和《山沟里的孩子》，
让学生圈画自己觉得有新鲜感的词句。学生对于《走月亮》
这篇散文并不是很熟悉，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走月亮”，因
此在圈画语句时出现一些困难。《山沟里的孩子》这篇文章
相对容易理解，我让学生自读《山沟里的孩子》，读懂山沟
里的孩子学习生活的特别之处，学生也能了解其中的原因。

这堂课有太多的不足，课堂比较单调，以教师的讲述为主，
学生参与度不够，发言人数较少。

重新梳理：

第一步：单元导读；

第二步：学习课文：

1、根据学习单自主学习生字词、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
容；

2、读懂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有哪些自己认
为特别的地方；

4、说一说自己的校园生活，关注有新鲜感的语句。

第三步：拓展阅读《走月亮》《山沟里的孩子》；

第四步：吴然儿歌散文推荐或朗诵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