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设计 

第七单元 

22.我们奇妙的世界 

教学目标： 

1.认识藏、呈等 11 个生字,学写寸、呈、幻等 13 个生字。指导写好蜡、烛、

幼等左右结构的字，幻书写时注意“幺”和“纟”的区别。 

2.能读准字音，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表达出世界的奇妙。 

3.了解课文从哪几个方面写出了世界的奇妙。 

4.初步学习整合信息，学习怎样介绍奇妙的世界。 

教学重点： 

理解、感悟世界的奇妙，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激发热爱世界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感悟世界的奇妙，学习把事物写具体。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课件。学生：课前观察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可以是玩具、花草、

石头、玻璃等等），生字卡片。 

教学时数：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图片导入,引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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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件播放地球，蔚蓝的天空、各种形状的云彩,日出日落,四季的森林等图

片，观看图片后，大家用词语来形容你看到的世界吧。 

课件出示（）的世界 

同学们自由说出自己的引起答案。世界是多彩的，世界是神奇的，世界上

有各种颜色，各种形状，有无数的宝藏和财富。 

2.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看看奇妙的世界有哪些吸引你的美丽。 

（板书：22、我们奇妙的世界）（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运用色彩丰富的视频让学生对世界有直观认识，唤起学生的

情感体验，调动学生情绪。】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请你打开课本，结合注音，借助课后生字表，读准字音，读通课文，难读

的地方多读几遍。 

2.请 9 位同学接读课文，每人两段，随机正音。 

3.小组内互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4.默读课文，圈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并思考作者从那两方面写出了世界的奇

妙？ 

预设：学生答案会包括天空、清晨、云彩、水洼、雨后、黑夜、地球、夏

日、秋天、冬天等。把学生的答案引导分析总结，得出是从“天空”“地

球”两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 

【设计意图：学生已经有了初步概括课文的能力，但大部分孩子对于课文

所描述的事物的从属关系不太明确，在孩子们找出所有的有趣奇妙的事物

后引导学生总结出来天空和地球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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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习生字，指导写字。 

4.课件出示生字，自由练读。 

5.生字组词，巩固识字。 

6.指导书写“烛”。提示火字旁做偏旁最后一笔捺变为点，书写时左窄右宽；

提示“幻、蜡、诱、润、模”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剑”书写

时左宽右窄。指导书写“乘”要注意笔顺。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巩固识字 

1.听写生词。 

2.课文从哪几方面介绍了世界的奇妙？ 

（板书：天空地球） 

二、品读感悟，体会感情 

1.自由读课文，思考： 

 （1）全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全文按总——分——总的顺序写。  

 （2）找出文中概括写世界奇妙的句子。文章开头一段概括写世界奇妙。 

 （3）读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看看二者有什么关系？文章开头和结尾呼

应。 

2.自由读课文第 2—8 自然段，思考： 

（1）2—8 自然段是围绕哪个自然段来写的？ 

（2）天空展示的哪些宝藏让你感受到了世界的奇妙？画出相关的语句。 

（3）作者从哪几方面写的这些宝藏？（颜色形状）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读出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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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话练习 

  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个只能

够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 

你能想象出哪些形状？它们会有什么故事呢？ 

【设计意图：通过反复朗读来理解天空的奇妙，以学生的批注阅读为主，

反复朗读，读出世界的奇妙之美。说话练习启发学生丰富的想象，更能体

会出天空的奇妙。】 

3.自由读课文第 9—16 自然段，思考： 

（1）找出这部分围绕那个自然段来写的？（第 9 自然段） 

（2）这一部分中，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奇妙有趣？划出相关语句并简单写一

写你的感受。 

（3）仔细读读这些语句『』，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5）练习。 

 读下列句子，说说从中体会到什么。 

   冬天，我们看到了冰雪，它们有时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在阳光下闪耀。

雪融化时，房檐上落下的每一滴水，都像一个闪光的水晶球。 

预设：从极普通的事物中发现美。 

3.学习 17、18 自然段。 

（1）指导朗读 

（2）读这两段你有什么想法？（生活处处都有美，我们要善于发现） 

三、小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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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写的天空和地球都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写出了奇妙之美，你能

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写一个片段，把你课前观察的事物按照一定的顺序写

具体吗？试着在其中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课后再去发现大自然中奇妙的事物。 

板书设计： 

22、这个奇妙的世界 

         天空 

奇妙         总—分—总  

         地球 

23.海底世界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

方面描写海底世界的，感受“窃窃私语”“免费的长途旅行”在表情达意

方面的效果。 

   知识目标：会写本课 12 个生字，两条横内的 8 个字只识不写。明确

“波涛澎湃”的读音，会用“窃窃私语”“景色奇异”造句。 

   情感目标：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文字，了解海底的景色奇异、物产丰

富，激发学生热爱自然、探索海底世界的兴趣。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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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朗读品位语言文字，了解课文从哪几个方面描写海底世界的。感受海

底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特点，激发学生热爱自然、探索海底世界的兴趣。 

教学难点： 

体会关键句子的表达效果。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课件 

教学时数： 

两课时 

教学课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你们见过大海吗？（见过）你能向大家介绍一下你所看到的大海

吗？ 

2.你们看，这就是大海! 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波光粼粼，时

而惊涛拍岸。那大海深处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神奇

的海底世界吧！（板书：海底世界）提醒“底”字下面有个点。请大家齐

读题。 

【设计意图：学生从较为熟悉的海面出发，顺势激发学生对海底的好奇，

让学生带着好奇心，带着探究的欲望去学文。】 

3.（放录像）欣赏海底世界。看完录像，你们想说些什么？ 

二、初读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标出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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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示课件）这些字你们会认吗？谁来试一试？现在让我们一起借助拼音

读一读. 

波涛澎湃   窃窃私语   多种多样   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   海藻   嗡

嗡   啾啾   

宁静 闪烁 肌肉 峡谷 细胞 蕴藏   储藏 打鼾 波涛澎湃  窃窃私语 

【设计意图：检查预习情况，指导字音学习，为学习文章扫清文字障碍。】 

3.默读课文，找一找，想一想哪句话回答了第一自然段的问题？（板书：景

色奇异、物产丰富）提醒“异”的书写。 

三、略知大义。 

同学们，海底对我们来说，一直是非常神秘的世界，大家想不想化身为潜

水员，到海洋深处去看一看啊？请大家自由读课文，说一说，课文围绕海

底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特点，讲了那几个方面的内容？ 

根据学生回答进行概括，第一段：黑中有光；第二段：静中有声；第三段：

动物的活动方法多；第四段：植物差异大；第五段：矿产资源丰富。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借助每段的中心句梳理文章脉络，了解文章是从哪

及各方面描写海底世界的。这也符合本科教学目标要求。】 

四、总结： 

大家要学会利用每个自然段中的中心句来梳理文章脉络。下节课，我们一

起细细品读文章，感受海底世界的奇妙。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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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海底世界的？海底世界这么丰富，你想去看看，去

听听吗？那么就请同学们再一次朗读课文，把你感兴趣的地方画下来，多

读几遍，全班交流。 

二、顺学而教，感受语言 

1.黑中有光 

（1）“海面上波涛澎湃的时候，海底依然很宁静。” 

课堂讨论：“依然”是什么意思？（仍然）原来海底并不像海面那样波涛

澎湃，也不像海面那样光线十足，越往下越黑。 

（2）海底有光吗？你来读读相关句子。同学们，看，这就是深海里的光点，

多么像布满星星的夜空啊。出示发光器官的鱼。播放发光水母。 

师总结：同学们，深深的海底，宁静，黑暗，却有着点点星光，这多么神

秘，多么奇异啊！让我们不由的发出赞叹，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的世界啊！ 

2.静中有声。< 〉 

“海底是否没有一点儿声音呢？不是的。海底的动物常常在窃窃私语。你

用水中听音器一听,就能听到各种声音：有的像蜜蜂一样嗡嗡，有的像小鸟

一样啾啾，有的像小狗一样汪汪，有的还好像在打鼾。” 

（1）海底有什么声音？三个同学读。 

（2）师顺势引导：“谁能够对他们的朗读提出建议和批评？”感受“窃窃

私语”。 

预设：应该轻声读，因为他们在窃窃私语。 

①什么是“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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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窃”形容声音细小。“窃窃私语”指背着人轻轻地交谈。本课是比

喻海底动物发出轻微的声音。） 

②让学生用动作演示“窃窃私语”。 

③句子对比：海底的动物常常发出轻微的声音。海底的动物常常在窃窃私

语。 

（作者用这个词语赋予动物以人的行为，好像他们在说悄悄话，使它们更

加可爱、动人。） 

④是啊，小动物在“窃窃私语”呢？我想再读这句话，你会读的更好。 

（3）海底的动物只有这几种声音吗？省略号在这里表示什么？ 

除了这几种声音，还会有什么声音？你能继续说一说吗？ 

师总结：同学们，深深的海底一片安静，而当我们带上水中听音器，却能

感受到各种格样的声音，这多么奇妙啊，不得不说，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

的世界。 

3.动物活动方法 

（1）思考这段写了什么？围绕哪句话写的？中心句 

（2）这段话围绕中心句写了哪几种动物的活动方法？ 

（3）他们的活动方法是什么样子的？ 

小海参：慢，哪里看出来的？只能，4 米，太慢了，真替她着急，你再来读

读。 

梭子鱼：快，几十公里，比火车还快，你来读读，把他速度快的特点表达

出来。 

章鱼与乌贼：利用反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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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还有些贝类自己不动，却能巴在轮船地下做免费的长途旅行。”

抓住这句话，谈谈自己的体会。一个“巴”字，让我们仿佛看到这些贝类

紧紧地抓住船底，生怕自己被落下，多么可爱啊！“ 免费”字，形象生动

写出了贝类的运动状态，感受贝类的聪明，怡然自得。 

 （4）你还知道海底那些动物的活动方法吗？出示龙虾，吸盘鱼的图片。 

师总结：说的真好，海底的动物种类上万种，他们的活动方式也是千姿百

态，置身其中，我们不由得发出赞叹， 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

世界。 

4.植物差异 

请学生说一说海底的植物有哪些差异。 

从颜色；大小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师总结：多种多样的植物，把海底点缀成了一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

界。 

5.矿产资源 

出示段落。有哪些资源。加微信号 bbtjxpt 观看下载全册音频视频 

师总结：现在海上建立了很多石油钻井平台，而人类开采的资源却是海洋

矿产中及其微小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说，海底真是个物产丰富的世界。 

【设计意图：顺学而教，体会语言文字中感受海底世界景色奇异，物产丰

富。】 

三、图片欣赏，感受奇异 

海底世界，物产丰富，景色奇异，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海底图片吧。

（出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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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读小诗，拓展提升 

学了这篇课文，想不想去去海底世界看看？虽然我们现在去不了，但是我

们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化作一首小诗，我们一起来读读吧 

我多想去看看 

看看海底闪亮的星星 

如同童话一般，感受它的神奇、静谧 

我多想去听听 

偷听他们的窃窃私语 

嗡嗡，啾啾，汪汪，呼呼。。。。。。 

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悲喜 

我多想去亲亲 

亲亲海底的小海参 

和他们一起慵懒的蠕动 

我多想去摸摸 

摸摸那长长的海藻 

从根摸到头，和它一起随海水轻摇自己柔软的腰肢 

我多想去 

啊，美丽的海底世界， 

我爱你的奇异， 

爱你的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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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总结:是啊，“海底世界真是一个景色奇特，物产丰富的世界！”     

【设计意图:小诗的设计，帮助学生梳理课文内容，让学生续写诗歌，说一

说，你想去做什么,为学生抒发自己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培养学生语

言运用的能力。】 

五、课外延伸，推荐书目 

介绍推荐《海底两万里》 

板书设计： 

海底世界 

景色奇异     静中有声 

物产丰富     动物活动方式多样 

                   植物差异大 

                   矿产资源丰富 

24.火烧云 

教学要求： 

1、通过课文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及丰富的

想象力和仔细观察事物的良好习惯。 

2、能抓住课文中表现叙述顺序的句子了解叙述顺序。了解课文是按火烧云

的“出现——变化——消失”的顺序叙述的。并懂得课文以“变”为主线，

突出火烧云变化“多”与“快”两个特点。 

3、学会 11 个生字，会读 7 个生字；会照样子写“ABB ”形式和用某种事

物命名的表示色彩的词。 

4、体会排比句在课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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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诵课文第 3——6 自然段。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简介作者、出示课题。 

自然界里有许多奇丽的景象，引动了无数的作家、诗人去描绘它们，赞美

它们。今天我们学习的《火烧云》是已故的优秀女作家萧红的作品。 

谁来简单介绍一下萧红。（萧红是三十年代的青年女作家，曾受到过鲁迅

先生的关怀和帮助。） 

二、读课题，自学课文。 

1．读准生字字音，读通课文。 

2．按“上来了、变化极多、下去了”给课文分段。 

板书：上来了（1-2） 

变化极多（3-6） 

下去了（7） 

三、指名按段读文，并请同学思考问题。 

1．人们为什么将一种云称为“火烧云”？课文中的哪句话点明了题意？ 

（第一段第 2 节） 

出示：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2．自由反复朗读这句话，从词入手，请你谈谈你读懂了什么？（同桌讨论） 

①从这句话看出火烧云有什么特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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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烧”的意思和作用？ 

（“烧”字写出了火烧云的颜色、速度（动态）、范围以及“火烧云”名

字的由来。） 

③除了“烧”字写出了火烧云的特点，这句话中还有哪些词也表现了火烧

云的红？（红彤彤、一直、烧、好像……着了火） 

3．边朗读边体会这些词的作用。 

四、导学第一段。 

1．个别朗读第一节、思考：红红的火烧云的形成需要怎样的条件？你从哪

里看出来？（傍晚——晚饭过后；夏季——乘凉）  

2．引读：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大白狗变

成——，红公鸡变成——，黑母鸡变成——，小白猪变成了——，老爷爷

的胡子变成——。  

（1）它们的颜色为什么都变了？ 

（2）出示：“紫檀色” 

注意“檀”的右下字形。 

（3）为什么黑母鸡变成了“紫檀色”？ 

（黑+ 红= 紫，紫檀木就是那样的颜色，看彩图左上角。） 

（4）出示课后题 3： 

读一读，比一比，体会排比句的作用： 

霞光照得动物的颜色都变了。 

大白狗变成红的了。 

红公鸡变成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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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95021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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