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二单元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二单元 单元解读

【单元主题】

本单元以“寓言故事”为主题组元，是继三年级上册“童话世界”单元之后，第二次以

文体组元，编排了 4 则寓言故事：《守株待兔》《陶罐和铁罐》《鹿角和鹿腿》《池子与河流》。

4 则寓言故事涵盖古今中外，有中国古代寓言、当代寓言，也有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寓言；

文体有故事，还有诗歌。丰富多样的学习素材，为学生认识、了解语言打开了一扇窗。

  

【阅读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读寓言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守株待兔》以文言文形式出

现，使学生明白不要心存侥幸，不要不劳而获，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陶罐

和铁罐》告诉学生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

尊重，和睦相处。《狮子和鹿》故事以语言对话为主，告诉学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和

缺点，不要只追求外表的华丽，而要注重内在。要学会尊重事实，取长补短。《池子与河流》

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告诉学生：只顾享受眼前的舒适，只能换来以后的毁灭。这几篇课文

道理都浅显易懂，可通过读唤醒儿童情感中的共鸣，在读中体会寓言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结合本单元课文，可以把语文要素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多种多样的寓言故事形式，搜集更多的寓言故事进行阅读，初步认识寓言的文学

形态，积淀寓言文化。

2.阅读简短的文言文，能借助注释，以及句子的停顿划分，了解故事内容，说出故事背

后蕴含的道理。



3.通过阅读，知道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读

懂故事汇总人物的行为和想法。

4.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故事内容，明白寓言所蕴涵的道理，并能联系生活中的人

和事，表达自己的观点。

【写作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习作要求是“把图画的内容写清楚”，习作安排的是“看图画，写一写”，要

求学生观察画面，看懂图意，并发挥想象，把图画内容写下来。

三年级上册和本册第一单元对如何观察开展了进一步的训练，学生对按一定顺序观察

有了基本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次习作进一步学习按顺序观察图画，并根据图画展开想象，

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清楚。由此，可以把写作要素细化为以下几点：

1.根据提示，有顺序地观察图片，了解图片主要内容信息。

2.在看懂图片内容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清楚地写下来。

3.原意交流分享自己的作品，欣赏同学的文章，且能运用所学过的修改符合，根据同

学的建议修改自己的作文。

本单元还安排了“欢乐读书吧”栏目推荐阅读《中国古代寓言》《伊索寓言》《克雷

洛夫寓言》等经典寓言故事，提示阅读寓言故事的基本方法，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寓言

故事的兴趣。

【本单元教学重难点】

1.认识28个生字，读准3个多音字。会写34个生字，会写29个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守株待兔》。

3.能结合相关语句，体会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读懂故事，明白道理。

4.能借助注释读懂文言文。

5.能结合生活实际对故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6.口语交际发言时，首先要表明态度，在说清理由；听的时候，要边听边思考，能把握

他人说话的主要内容，就不同的意见与人商讨。

7.能按一定的顺叙观察图画，展开想象。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清楚。能与同学分享

习作，并根据同学的意见修改习作。

8.能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梳理、总结对寓言的体会和认识。能积累“语文园地”中的

词语或成语。



【学生学情分析】

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多种学习识记字词的方法，因此字词的学习应以学生自主学习

为主，教师适时点拨指导。阅读方面，三年级学生有很高的阅读热情，但仍停留在表层阅读，

所以教师应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本单元是寓言故事，内容有趣，教学中要把寓言蕴含

的道理与故事内容性练习，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加以理解和体会，从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

力。习作方面，三年级的孩子已经掌握了看图写话的基本能力，能按一定顺序观察图片画，

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并能把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习作完成后，引导学生与同学分享，

学习同学作文的优点，并能根据同学的意见修改习作。



课题： 5.守株待兔    一课时      

设计:   审核:   执教:     使用时间：

学习目标： 

1.认识“宋、耕”等 4个生字，会写“守、株”等 9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好“因释其耒而守株”。

3.借助插图和注释读懂课文，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守株待兔"这个故事。 

                                                                                 

学习重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借助插图和注释读懂课文，能说出

农夫被宋人笑话的原因，领悟故事故事蕴含的深刻哲理。背诵课文。

学习难点:借助插图和注释读懂课文，能说出农夫被宋人笑话的原因，

领悟故事故事蕴含的深刻哲理。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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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株待兔》讲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宋国有个农夫， 看见一只兔子撞

在树桩上死掉了，便放下手里的农具整天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

当然农夫没有再捡到撞死的兔子，而他的田地却荒芜了，农夫也被宋国人笑话。

《守株待兔》中兔子自己撞死在树桩上，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可

农夫却幻想这桩巧事能变成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被人

笑话的下场。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不努力，而抱侥幸心理，指望靠好运

气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课文仅 39个字，寓意却很深刻。

文言多单音节词，如“耕"是“种田”的意思，“株”是“树桩”的意思，

“冀”是“希望”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的词语的意思与现代文已经

不-一样了，如文中“走”是“跑”的意思，与现代的“走”的意思不同。

课文配有插图，一个农夫戴着斗笠，在一截树桩旁坐着， 脸上是一-副“冀

复得兔”的表情，耕田用的来倒在地上。画面直观地呈现了农夫“释其耒而守

株”的场景。图文对照，能帮助学生理解故事内容。                                                                                                                       

                                                                                                                                                                                                           

备  

注
（需要标注

的其他内容）

一、教学导入                                                                                                                 
    观察单元导语，走进寓言单元。                                                                                 

1. 看图猜故事。

2. 揭示单元主题，了解学习目标。                                                                                                                   

3. 出示守株待兔图片，提问：谁知道这个故事？请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



听。

4. 读题明义，学生结合“株”的注释，尝试说一说“守株待兔”的字面

意思。                                                             

二、教学过程

第一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1.  读通课文，读懂故事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学生一读，读准字音。                                       

第二步：互学要求

 学生互读，读好停顿。                                                                                                   

第三步：展学要求

学生齐读，疏通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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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文言文应以读为本。通过教师范读、指导读、学生自由

朗读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好停顿。在

此基础上，运用借助注释、插图、联系上下文等理解词语的方法，

引导学生疏通文意，如此循序渐进，读懂故事。                                        

第二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2.  再读故事，感知结构。                                                                                                                      

                                                                                     

学法指导

第一步：互学要求

指名朗读课文，看谁读得准确流利。                                                                                 

                                                                                                                        

第二步：展学要求

 梳理故事结构，用原文说说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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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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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06610014

6006102

https://d.book118.com/377066100146006102
https://d.book118.com/377066100146006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