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读不完的大书》 

第 2 课时 

课时目标： 

1.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2.了解课文具体描写了大自然中哪些“好玩的东西”，体会生动的

语言。 

教学重点： 

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体会生动的语言，大胆想象，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教学过程： 

一、 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1、课件出示谜语，学生猜想。 

（1）排队地上跑，身体细又小， 

做事最勤劳，纪律第一好。   （蚂蚁）    

（2）幼时味美正好尝，大时做笛把歌唱， 

老时拿来撑船用，长年漂流江河上。（竹子） 

过渡：看来，孩子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小眼睛。大自然还有

很多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探索，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读不完的

大书》。 

2、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 朗读课文，品味语言 

1、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出示朗读要求：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1）自由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读不完的大书”指的是什么？

“大书”有哪些内容？（大自然中“好玩的东西”）这本“大书”

为什么读不完？ 

（2）课文具体写了哪些“好玩的东西”？在文中圈画出来。 

预设 1： 

“读不完的大书”指的是大自然。这本“大书”读不完的原因

是里面有无穷的奥秘，无尽的乐趣等着我们去探索（（出示第 6自

然段） 

 “大书”有哪些内容？有高远的天空，广阔的大地，空中的浮

云飞鸟，水里的虾蟹游鱼，地上的走兽昆虫、花草树木……万事万

物。（出示第 1自然段） 

预设 2： 

课文具体写了 麻雀、老鹰、蚂蚁、花、草、果树、竹子、棕榈 

引导：你能给这些好玩的东西归类吗？ 

麻雀、老鹰、蚂蚁属于？（动物） 

花、草、果树、竹子、棕榈属于（植物） 

评价：老师为你们认真思考，积极回答的良好表现点赞。  

2.大胆想象，感受乐趣。 

引导：大自然中的世界万物不仅有趣，还让人沉思和遐想。接下

来请孩子们跟着老师一起张开想象的翅膀，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乐

趣吧。 

课件出示： 

（1）小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叫人愉悦。 

A.指生读 

B.引导：麻雀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从哪些词语体会到的？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活泼快乐）） 

C.指导朗读：读出麻雀的活泼(男女赛读) 

（2）老鹰在高空盘旋，展翅滑翔，突然猛扑而下， 给人以雄健勇

猛的感觉。 

A.指生读 

B.引导：老鹰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你又 是从哪些词语体会到

的？ 

（老鹰——高空盘旋、展翅滑翔、猛扑而下（雄健勇猛）） 

引导：飞鸟如此有趣、好玩,谁能抓住这些动作演一演雄健勇猛      

的老鹰？（指生表演） 

C.指导朗读：读出老鹰的勇猛！（齐读） 

D.男女比赛读麻雀和老鹰的语句。 

过渡:感受完动物的有趣，我们继续聆听植物的细语。 

（3）微风吹来，沙沙的竹叶声，如同温柔的细语。 

A.指生读 

提问：此时此刻，你的眼前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竹叶沙沙的声

音仿佛在对你说些什么？ 

B.想象交流。 

C.指导朗读（读出轻柔） 

过渡：除了竹子，棕榈树也深得作者喜欢。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它又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4）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它倒映在池塘的水中，小鱼在倒影间

游玩，又是另一种境界。 

A.指生读 

区分“倒映”和“倒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引导学生想象：鱼儿们在倒影里怎么玩的？心情怎样？ 

B.交流想象。 

C. 指导朗读（读出开心、愉悦） 

3、细读课文，体会语言 

引导：刚才我们从麻雀、老鹰、竹子、棕榈树的相关语言中感受

到了乐趣，现在请孩子们默读课文，在课文里找找类似生动、有趣

的语言或者你认为有新鲜感的语句，画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理解或疑惑。 

例如：我找的是从“高远的天空，广阔的大地”中我体会到了大

自然的无边无际。 

预设 1：从“空中的浮云飞鸟，水里的虾蟹游鱼，地上的走兽昆

虫、花草树木……”我体会到事物种类的繁多。 

预设 2：从“花儿有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形状有单瓣的、

重瓣的，千姿百态。草的叶子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

的还带着刺。”我体会到花草的千姿百态。 

预设 3：从“竹子长得快，雨后春笋，一天长几寸，没几天就长

得和我一样高了。”我体会到植物旺盛的生命力。 

三、小组合作探究，拓展延伸 

提出交流要求： 

1、这本大书读到这儿读完了吗？这本读不完的大书里还会有些什么

呢？ 

2、前后、左右 4-5人为一小组进行合作交流。 

3、每小组推选一人进行汇报。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4、出示最后一自然段，教师进行总结。（理解“读不完的大书”的

含义，总结在平时的生活中通过寻找、沉思和遐想留心观察，体会

乐趣。） 

课后作业：在大自然这本“读不完的大书”中，你读到了什么？ 请

写下来和同学交流。 

板书设计： 

 

 

好玩的东西 

                  动物—麻雀、老鹰、蚂蚁 

读不完的大书    

植物-花、草、果树、竹子、棕榈 

大自然          无穷的乐趣，无尽的乐趣 

                      

      

留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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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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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1.认识“仅、麻”等 8 个生字,会写“读、昆”等 10 个字,会写“遐

想、愉悦”等 12 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1.找出课文中描写大自然好玩的内容,能体会生动的语言。 

2.说说在大自然这本“读不完的大书”中,自己读到了什么,写下来。 

 

- 第一课时 -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同学们,老师想考考你们有关大自然的知识。 

2.出示有关大自然中花草树木、飞鸟虫鱼的谜语,让学生猜。 

如:有头没有颈,身上冷冰冰,有翅不能飞,无脚也能行。(鱼) 

团结劳动是模范,全家住在格子间,常到花丛去上班,造出产品比糖甜。

(蜜蜂) 

身穿花棉袄,唱歌呱呱叫,田里捉害虫,丰收立功劳。(青蛙) 

…… 

多媒体展示谜底图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3.同学们猜得真不错,大自然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有无穷的奥秘和无

尽的乐趣。有人说它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部永远读不

完的大书”。让我们读读课文,去看看这部“读不完的大书”中更多

好玩的东西。(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1.自由朗读,明确要求。 

(1)把课文读通顺、读流畅,有感情地读。 

(2)批画圈点,圈出生字、新词,在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指导字音、字形和词语。 

字音:盘旋．(xuán) 竹笋．(sǔn) 一副．(fù) “爽”是后鼻音 

字形:温柔(“柔”上部是“矛”) 

词语:重点理解井然有序、千姿百态、超凡脱俗、奥秘等词语的意思。 

3.找出课文中写得生动优美的词语和短语,并抄写在积累本上。 

盘旋 展翅 滑翔 猛扑 浮云飞鸟 走兽昆虫 花草树木 虾蟹

游鱼 

叽叽喳喳 蹦蹦跳跳 高远的天空 广阔的大地 温柔的细语 沙

沙的竹叶声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说说这本“读不完的大书”写得怎么样?(“读不完的大书”好看

好玩,奥秘无穷,乐趣无尽。)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2.题目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作者为什么把大自然比作“读不完的大

书”? 

(比喻。因为大自然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有无穷的奥秘,有无尽的

乐趣,所以作者把大自然比作“读不完的大书”。) 

3.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具体写大自然中“好玩的东西”?(第 2~5 自然

段) 

4.默读第 2~5 自然段。找出作者具体写了大自然中哪些“好玩的东

西”。 

(小麻雀、老鹰、蚂蚁、花儿、草叶、果树、竹子、棕榈、小鱼等。) 

5.课文的中心句是哪一句?课文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怎样的感情? 

(大自然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里面有无

穷的奥秘,有无尽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 第二课时 - 

一、复习故知,导入新课。 

1.指名检查字音、字形。 

2.指名读词语:遐想 愉悦 雄健 勇猛 井然有序 忠贞 敬佩 

千姿百态 雨后春笋 超凡脱俗 秋高气爽 奥秘 

3.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大自然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大

自然里奥秘无穷,乐趣无尽。这节课我们来进一步品读课文,一起去

感受大自然的乐趣吧。 

二、突破重点,感悟赏析。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1.课文第 2~5 自然段具体描写了大自然中的“好玩的东西”。其中

第 2、5 自然段是重点。我们先来看第 2 自然段。 

(1)齐读第 2 自然段,说说写了哪些“好玩的东西”。(小麻雀、老鹰、

蚂蚁) 

(2)播放小麻雀、老鹰和蚂蚁的视频,让学生感受飞鸟和昆虫的特点。

(小麻雀淘气可爱,老鹰雄健勇猛,蚂蚁有严密的组织性和勇敢忠贞的

精神。) 

(3)感受作者生动的语言。 

小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叫人愉悦。(叠词 声音 动作) 

老鹰在高空盘旋,展翅滑翔,突然猛扑而下,给人以雄健勇猛的感觉。

(“盘旋”“展翅滑翔”“猛扑而下”等动词运用得生动形象。) 

蚂蚁搬家,井然有序,当两军对垒时,那番勇敢忠贞的精神,真叫人敬

佩。(拟人) 

(4)作者的描写富有情趣,读上述动物的情景时,分别该用怎样的语气

读呢?(喜爱、赞叹、敬佩。) 

指名朗读,集体评议。 

2.接下来我们来看第 5 自然段,这一自然段详写了“我”家屋后的两

丛竹子和一株棕榈。 

(1)有感情地朗读第 5 自然段,边读边想象画面。 

(2)出示竹子和棕榈的图片,帮助学生了解这些植物的特点。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3)围绕丛竹和棕榈,作者具体写了什么内容?(写丛竹,突出了竹子生

长快,以及竹叶在风中声小而撩动人心的特点;写棕榈,不仅写了棕榈

高大的外形、叶子的形状和超凡脱俗的神韵,还描绘了棕榈和小鱼相

映成趣的美好境界。) 

(4)感受作者生动的语言。 

微风吹来,沙沙的竹叶声,如同温柔的细语。(拟声词 比喻) 

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它倒映在池塘的水中,小鱼在倒影间游玩,又是

另一种境界。(画面唯美,富有情趣,画面感很强。) 

3.作者还写了大自然中哪些“好玩的东西”? 

(1)小组合作交流,反复朗读品味第 3、4 自然段。 

(2)小结,小组交流花儿、草叶和果树的“好玩”并感受作者生动的

语言。 

4.指名读第 1 自然段和第 6 自然段。 

(1)思考:为什么说“大自然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部永远读不

完的大书”?(联系课文内容进行理解。大自然好看好玩,蕴含着丰富

的知识,有无穷的奥秘和无尽的乐趣。) 

(2)联系课文内容和平时的生活积累,说说你在这部“读不完的大书”

中读到了什么内容。(联系生活,充分思考。示例:皎洁的月光洒向大

地,清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那是清风的低吟。) 

三、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生动的语言。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展开想象,将段落中描绘的情景用彩笔绘成

画,配上文字,做成小画册。 

3.通过对本文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乐趣。大自然有无穷的

奥秘,无尽的乐趣,正如作者所言——(大自然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

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让我们走进大自然,用心地看一看这本大

画册,读一读这部大书,相信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读不完的大书 

世间万物好玩

好玩:小麻雀、老鹰、蚂蚁、花儿、草叶、

果树、竹子、棕榈、小鱼

画册,大书 }
 
 

 
 

奥秘无穷 

乐趣无尽 

 

这节课,我引导学生领略了大自然的乐趣,体会了课文生动的语言,激

发了学生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兴趣。使用多媒体,让学生更好地体

会到课文描写的情境。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教学效果

良好。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三年级上册语文教案-第四单元 12 总也不倒的老屋（第 1

课时） 人教（部编版） 

《总也不倒的老屋》（第 1 课时）教学设计 

教科书分析： 

  1.课文是一篇童话故事，（这个单元的课文都是童话故事）它以合理的丰

富想象,讲述了一间老屋与一只小猫、一只老母鸡和一只小蜘蛛之间的故事。每

当老屋准备倒下的时候，小猫、老母鸡和小蜘蛛就依次出现，请求老屋不要倒

下以帮助他们，老屋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直没有倒下。故事塑造了一个

慈祥的乐于助人的老屋形象。课文的文章体裁是童话，根据课标文章体裁的分

类，应属叙事性作品，可按照叙事性作品进行教学。 

  2. 课文是第四单元预测阅读策略学习的第一篇课文。阅读心理学上的“预

测”,指的是阅读中的推断和想象，是一种根据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是人们在

阅读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会运用到的心理过程。“预测”主要有三种类型：根

据文中的材料推出新的结论；根据文中的观点推出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根

据语境推断和想象作品的相关要素。课后的两条学习训练题目，属于第三种类

型，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猜测文章内容。第一题，是询问是否有“预测”的

心理状况，属于学习“预测”的“预热”，是为了引起学生对“预测”的注意，

并不是要求学生去猜测课文的内容。第二题是了解什么叫“预测”和怎样进行

“预测”，并了解别人的“预测”的依据是什么，学习如何进行预测。这是教

学这一课文要把握准的目标水平。（其实，“预测”在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策

略，因此是教学中常见的一种学习训练，例如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根据人物

或角色的行为表现想象其心理活动；又如：根据人物的描写把握人物的品质精

神，等等。可能是考虑到小学三上学生的实际情况，教科书才定位于猜测与推

想故事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初始阅读期待，促使主动思考，体验阅读乐趣。）

这一题还可看作是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训练，应设计好环节落实。 

  3.课文的两幅插图表现的是课文的两个内容，有助于学生了解插图也是

“预测”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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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4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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