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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引入：

1、大千世界中，有很多可爱的小生灵，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继续走近小

虾，（齐读课题）深切认识小虾的特色，领会作者的情感。

2、翻开书 23 页，根据刘老师的问题读第一自然段。（引读第一段）

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的一口缸怎么样？阳光呢？我产生了怎样的想法？

3、过渡语：是的，院子里的一口缸积了大半缸雨水，让作者萌发了养虾的

兴趣。

二、学习新课：

（一）学习小虾的样子

1、于是，和邻居阿成哥去溪边捉虾，他们捉到的虾是什么样子的呢？

（1）请同学们阅读课文第二自然段，用直线画出描写小虾样子的句子。

（2）学生汇报朗读自己画的句子。你觉得这些小虾怎么样？（板书:可爱）

（3）出示小虾的图片学生欣赏，在描写小虾样子时，作者还充分发挥了想

象，进行了比喻，你找到相关的句子了吗？（再读句子）

（4）所以我们在写作中应注意发挥想象，恰当比喻，使文章更生动。（板

书：发挥想象 恰当比喻）

（二）学习小虾有趣的特点：



（1）小虾的样子那么可爱，那它吃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出示句子：

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小心，总是先用钳子轻轻碰一下食物，然后迅速后退，

接着再碰一下，又后退，直到觉得没有危险了，才用两个钳子捧着食物吃起来。

（2）学生朗读。刘老师也写了一段，谁来帮我读一读，出示句子，对比朗

读。你认为哪句好？说说你的理由。

你觉得小虾吃食怎么样？（板书：吃食小心）

（3）找出体现小虾吃东西小心这一特点的动作词，让学生带着动作来读这

个句子。（板书：抓动作描写）

（4）作者在写这些动作的时候，还注意了什么才把这些动作写的这样准确、

清楚的呢？找出这些顺序词。

（5）我们写作的时候，如果是一连串的动作也要用到顺序词，这样才能把

意思表达清楚，做到言之有序。（板书：言之有序）

过渡：小虾吃东西时是那么小心，那吃饱后的小虾都在干什么呢？出示：

吃饱了的小虾显得十分自在，有的独自游来游去，有的互相追逐，有的紧贴

在缸壁上休息。（学生读）

想一想，吃饱后的小虾又是怎样的？

小虾们在吃饱后还会干什么？（板书：吃后自在）

填空：吃饱了的小虾显得十分自在，有的独自游来游去，有的互相追逐，有

的紧贴在缸壁上休息，还有的（ ）。（学生口头填空）



过渡句：作者真是一位有心人，观察得很仔细，才能写得如此生动。（板书：

仔细观察）

（3）让我们一起美美的读一读，边读边想：小虾吃食小心和吃后自在都体

现了小虾的什么特点，从这一段找到句子，用横线画出来。这种能概括全段的句

子，称为中心句，这种写作手法就叫先概括后具体，写作结构是先总后分，我们

写作文的时候就经常要用到。

（4）小虾这样有趣。，作者喜欢吗？同学们喜欢吗？用喜欢的语气朗读这

段话。 小结写作方法：本段以中心句开头进行概括，后面具体写小虾吃食小心

和吃饱自在，在具体写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写作层次清楚

过渡：小虾是那么可爱，又那么有趣，那它还有什么特点呢？

（三）学习小虾脾气不好的特点。

（1）出示自学建议：

①默读第四自然段，看看该段一共有几句话?用序号标注。

②这一段又是围绕哪句话再写？用横线勾画来。

③你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这一特点的？用波浪线划出来。

④把你自学后的情况与同桌一起交流交流。

（2）学生汇报学习情况。

<一>生读，汇报。有几句话？围绕哪句话再写？



<二>你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小虾脾气不好的？抓“一张一张”“一翘一翘”

“一突一突”等词领会：（做动作组词，口头填空）

<三>诵读领会：你觉得这是一群这样的小虾？（板书：受打扰生气 搏斗猛

烈） <四>小虾的搏斗到底有多猛烈，你能想象一下他们的动作和语言来说一说

吗？

（发挥想象，说一说）

（3）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谁脾气不好是他的缺点，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小结语：在作者眼里，小虾脾气不好却让人感觉是那么的有趣，作者看他们打架，

自己肯定躲在旁边偷着乐呢，这说明作者对小虾充满了？（板书：喜欢）请同学

们用喜欢的语气读这一段话。

（四）学习 5-5 段：

（1）请同学迅速浏览课文 5-6 段，还从哪些地方看出了作者对小虾的喜爱？

（2）作者不仅为小虾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还不怕麻烦地从小溪拿回一

些石块和金鱼草，让小虾更有家的感觉，由此可见，作者是多么地喜爱小虾啊！

在作者的精心照顾下，小虾很快繁殖了后代，缸里活泼可爱的小虾越来越多，带

给作者的快乐也将会更多！

三、总结拓展：

1、学习了这一课，你有了些什么收获？（围绕文章内容、写作建议两方面

来谈）



2、感情提升：

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向这样的可爱的小生灵，如果我们都像小作者爱护

小虾一样爱护我们身边的小动物，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美好。这些可爱的小

生灵也会给咱们的生存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走进他们的天下，专心去察看，去体

验，你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欢喜。课下把你最喜欢的小动物写一写，和同学们来分

享你的快乐。

四、课后作业：

1、在生活中认真观察一种你喜欢的小动物，了解它的样子及其生活习性。

2、练习用你的笔把你观察到的内容写下来，用上本节课学到的写作方法。附：

板书设计：

样子 可爱 写作建议

吃食小心 仔细观察 有趣 喜爱 发挥想象 小虾 吃后自在 恰当比喻

习性 受打扰生气 言之有序

脾气不好 抓细节描写

搏斗猛烈

教学反思

《小虾》是三年级下册第三主题单元“可爱的小生灵”的第一篇主体课文。

文章语言清新活泼，充满童真童趣，字里行间流露着小作者对小虾的'喜爱。

一、谈话导入，激起共鸣



教学伊始，我从单元主题“可爱的小生灵”入手与孩子们亲切谈话：在大千

世界中，有许多可爱的小生灵，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小虾，去深切认识小虾的特

色，体会作者的情感。紧接着，老师引读第一自然段，顺势过渡到小虾的样子。

在我语言的调动下，孩子读文时很认真很投入。他们在与小作者一起品读着虾趣。

二、读文品悟，感受虾趣

在交流课文内容时，我围绕三年级阅读教学的重点，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

来更好地理解感悟，如在感悟中引导学生抓住段落的中心句体会。在体会“小虾

有趣”这一特点时抓住“碰、后退、再碰、又后退、捧着吃”等小虾吃东西时的

动作。而体会小虾“脾气不好”时抓住“一张一张、一翘一翘、一突一突”等词

语体会小虾的特点，感受小虾的可爱，体会作者的喜爱之情。

本课重在带领学生学习典型段例：第三自然段，“小虾真有 趣……”的段

落结构，以及重点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来了解小虾的特点，在学会学习模式的

基础上自学第四自然段，再在学习最后两个自然段的基础上认识到作者对小虾的

喜爱之情，激发学生细致观察动物的兴趣，使他们热爱小生灵。 课堂上学生们

思维活跃，积极参与，踊跃发言……

三、渗透写法，学习仿编

在学习吃饱后的小虾那悠然自得的样子后，我引导孩子们用“有的……有

的……有的……”对自己喜爱的小动物进描写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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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背景：



本课是训练学生学习观察的文章，培养学生观察的方法，是教学本课的重点。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让学生了解作者观察小虾的顺序和方法，体会到作者对小虾

的喜爱之情。

教学课题：

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语文小虾：

教材分析：

《小虾》是一篇描写小虾生活习性的文章。文章通过对“我”观察到的小虾

吃食、打架的细节描写，突出了小虾有趣、脾气不好两个特点，抒发了“我”对

小虾的喜爱之情。

教学方法：

实物导入、合作学习等教学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学习课文，认识本课生字、词语。 体会作者对小虾的生活习性及各种有趣

的活动。

能力目标 ：

能抓重点词语理解课文，体会如把文章写具体 教学重点：了解课文内容，

激发学生细细观察小动物的兴趣，教育学生爱护小动物。 教学难点：要求学生

仔细观察一种小动物，写一段话，在全班交流。

画虾——说虾——论虾——爱虾



教学准备：

准备有关虾的资料，学生熟读课文、本课的生字、词。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学习课文《小虾》，认识掌握生字，熟读课文内容并理解小虾的样子和捕食

两部分。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 出示实物（一只小虾）看一看观察一下说说你所看到的？(学生观察，老

师了解学生的观察方法)

2. 指学生回答，集体进行评价或者互相补充。（根据学生的观察适当的进

行板书）

3. 老师：大家刚刚经过有顺序的观察，表达了自己眼中看到的小虾，接下

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小作者是怎样记录他眼中的小虾的。（板书：小虾）

二、讲授新课。

（一）初步感受课文，了解课文的内容，认识生字。

1.学生自己独立阅读课文。大家再度课文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引导学

生掌握独立读书的要求，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

（读书时注意看准生字、标点符号再进行读，把课文读通顺。）

2.学生独立的阅读课文，老师巡视指导个别的学生。同时了解其他学生生字

的掌握情况。



3.老师出示课文中的新生字和新词语，检查掌握学生对词语或句子的掌握情

况。 水缸 甚至 青苔 钳子 搏斗 猛烈

（1）阳光漏过葡萄架的空隙，撒落在水面上，像许多大大小小的圆镜儿。

（2）要是你用小竹枝去动那些正在休息的小虾，他立即向别的安静的角落

蹦去，一路上像生了气似的，不停的舞动着前面那双细长的脚。

（3）脚末端那幅钳子一张一张的，胡须也一翘一翘的，连眼珠子也一突一

突的。

（4）我从缸里捉出几只较大的虾，发现他们腹部藏着许多圆圆的小卵。

4.先请学生自己读。再指学生进行朗读。

5.同位之间互相进行词语、句子的检查，互相进行发音的纠正。

6.请你快速的找一找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指学生回答。

7.请学生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要求仔细听课文读得是否准确。

（二）细读课文,理解课文 1——4 自然段。

1.学生自己朗读课文 1——4 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你了解了哪些和小虾

有关系的内容。

2.指学生回答，老师结合学生的回答，和学生一起共同学习相关的段落。

3.你对小作者写的这四段进行评价一下：他写的好吗？好在哪里？

4.小组内进行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交流的情况。



5.指学生结合课文的'内容，进行评价。

（引导学生抓住写小虾的样子、运动等重要词句描写进行朗读、欣赏和评价）

6.在学生冲表达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回读课文进行概括思考。

7.小组成员合作朗读课文，想想这四段都写了小虾的哪些方面？

8.指学生回答，老师进行板书：小虾生活的地点、小虾的样子、小虾的运动）

9.自己寂寞读课文，找出描写小虾样子、吃东西、生气时的句子。

10.指学生朗读相关的句子。

三、课堂小结。

学到这里你对小作者家里养的小虾喜欢吗？说说为什么？如果请你来照顾

这些小虾你会做些什么呢？（课下思考）

四、板书设计。

小虾生活的地点

小虾小虾的样子：有的…有的…

小虾的运动：先是…然后…接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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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继续学习课文《小虾》，理解课文五、六段，拓展延伸课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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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07314004

40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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