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下册第六单元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六单元 单元解读

【单元主题】

本单元围绕“多彩童年”这一主题，编排了《童年的水墨画》《剃头大师》《肥皂泡》《我

不能失信》4篇课文。这些课文题材丰富、体裁各异，有儿童诗、散文。《童年的水墨画》

以诗歌的形式，呈现了乡村儿童生活的多姿多彩、自由自在；《剃头大师》折射出童年生活

的纯真与有趣；《肥皂泡》写出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憧憬；《我不能失信》讲述了宋庆

龄小时候诚实守信的故事。4篇课文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多姿多彩的童年生活，展现了童年

生活的纯真和美好。课文语言简洁明快、亲切自然，能唤起学生对生活里的真善美的感受，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之情。

  

【阅读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学生在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学习

过“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这为“理解难懂的句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础。本单

元难懂的句子，有的是句子本身的意思难以理解，有的是句子字面意思不难，但只有理解了

它内在的含义，才算是真正读懂了这个句子。本单元的精读课文引导学生学习运用联系上下

文、联系生活等方法来理解难懂的句子，略读课文引导学生自觉运用这些法,“交流平台”



对理解难懂的句子的方法进行了梳理、总结，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认识。

学习《童年的水墨画》时要注意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诗句的意思。《剃头大师》全文充满

趣味和无奈，结合生活经验理解小沙“怕剃头”的感受。《肥皂泡》全文质朴优美，阅读时

要联系上下文，并查找资料理解“五色的浮光，在那轻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我不能失

信》讲述了很常见的故事，记得结合课文内容来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句子一个人在家， 是

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并没有失信”。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

理解难懂的句子，理解课文内容，感受童年生活的美好。

  

【写作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习作要求是“写一个身边的人，尝试写出他的特点。” 安排了习作《身边那

些有特点的人》，找出关键词，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练习写作。通过本次习作，引导学生留

心身边的人，发现身边人的特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本单元教学重难点】

1.认识36个生字，读准1个多音字，会写36个生字，会写40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能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能抓住人物的表情、动作和心理活动感受人物的特点，感受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

4.能抓住人物特点进行写作。

【学生学情分析】

本单元学习内容趣味盎然，三年级学生比较喜欢。学习课文时，要从整体上把握单元的教材

的特点。本组 4篇课文都是和童年有关的，内容简单易懂，和学生实际贴合较近，在教学时

要采用以读为主的学习方式，在读中质疑，在读中解疑，在读中进入情境，同时发挥自己的

想象，体会重点句子的思想感情，体会童年生活的真善美。要注意的是，不同学生人物的

“难懂的句子”可能不完全相同，教师既要关注到课文理解难点上的共性，也要注意到理解

上的个体差异，并注意利用这种差异性，让学生互相答疑解惑，把语文要素落到实处。



课题： 18.童年的水墨画  一课时                               

设计:   审核:   执教:     使用时间：

学习目标： 

1.认识“墨、染”等 6个生字。

2.初读诗歌，了解“组诗”。

3.能展开想象，说出诗歌中描绘的溪边、江上的画面。

4.背诵《溪边》。

5.能运用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经验、想象画面等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诗句。

                                                                                 

学习重点:认识“墨、染”等 6 个生字。

学习难点:能展开想象，说出诗歌中描绘的溪边、江上的画面。

能运用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经验、想象画面等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

诗句。

教学过程:

（结合课程标准或者单元目标进行简要分析）                                                        

   《童年的水墨画》是一组儿童诗， 以跳跃的镜头捕捉了乡村儿童生活的典

型场：孩子们或是呼朋引伴去溪边钓鱼、去江上游泳，或是到林中采摘带着雨

珠的小蘑菇，尽情享受着童年生活的快乐。诗的语言生动活泼，感情直率明朗，

融童心、童趣于一体，多角度地展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多彩及无穷趣味。课文

以“童年的水墨画”为题，中国的水墨画，写意而不写实，用笔往往简约、凝

练，而本课的每一首诗都符合水墨画的特征，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幅儿童生

活的欢乐画卷， 诗中有画，令人回味无穷。                                                                                                                     

    《溪边》一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儿童垂钓的场景。整首诗的描写既有色彩

的点染，又有动静的转换，给读者带来视觉与听觉上的美好感受。《江上》描

摹了一群水乡孩子江中嬉戏的欢乐画面。《林中》描写了雨后的树林里孩子们

采蘑菇的欢乐情形。                                                                                

课文所配的插图就是淡淡的水墨画，近处，三个小孩在江水中尽情嬉戏，

水面上浪花四溅;远处，雨后的松树林雾气弥漫，若隐若现，向天边延伸，一

眼望不到尽头， 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水墨画的插图与儿童诗的意境非常吻合，

有助于学生图文对照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诗歌意境。                                                                                           

备  

注
（需要标注

的其他内容）



一、教学导入                                                                                                                 
     同学们，你们看过水墨画吗？谁能说说水墨画有什么特点？                                                                                

     大家读了这个题目，能不能猜猜这篇文章会写什么呢？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课文，来验证一下自己的预测对不对吧。（相机板书课

题）                                                            

二、教学过程

第一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1.  检查预习，认读生字。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认读词语：扑腾 蘑菇 水葫芦                                                                                 

          扇动 拨动 你拨我溅                               

          水墨画 染绿 碎了 清清爽爽                                                                    

第二步：互学要求

同桌互读。                                                   

主问题 1 设计意图（主要从“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两个

角度分析）：

检查学生预习效果，帮助学生读准字音，学会归类学习生字。                                                     

第二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2. 了解组诗，把握大意。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自读课文，读准字音。                                                                                 

思考：本课和我们以前学习的儿童诗在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第二步：互学要求

这三首小诗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主问题 2 设计意图（主要从“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两个

角度分析）：

整体感知诗歌，抓住诗中所写之事，训练概括能力。                                       

主问题 2 预设答案

预设 1:它们都是以某个地点来命名的。

预设 2:每一首小诗都只有短短六行。

预设 3:每一-首小诗里都藏着童年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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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12013221

50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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