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三单元 单元解读

【单元主题】

本单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编排了《古诗三首》《纸的发明》《赵州桥》《一

幅名扬中外的画》四篇课文，这些课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古诗

三首》描绘了春节、清明和重阳节里人们过节时的情景，表现了相关中华传统节日的民间风

俗；《纸的发明》介绍了纸的发明经过，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极大

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赵州桥》介绍了河北省赵县洨河上的一座著名石

拱桥，重点介绍了桥的坚固，同时还介绍了桥的美观，表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具体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热闹的街市，再现了古都的风貌和当时人们

的生活情景。

    学习本单元课文，要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让课本走进生活，了解中国深厚的传

统文化，从而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情感。

【阅读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了解课文在怎么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的”。在三年级上

册曾经学习过“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三年级上册主要是从理解内容的角度提

出的，这个单元主要是从学习表达的角度提出的。知道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一段话的具体方

法，不仅能促进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而且也为学生进行“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

的习作实践提供方法上的引导。本单元，在精读课《赵州桥》、略读课《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中都凸显了语文要素的学习。《赵州桥》设置课后练习引导学生体会第三自然段是怎样把赵

州桥的“美观”写清楚的。《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引导学生体会课文中间几个自然段的写法。



《语文园地》的“交流平台”通过例子帮助学生体会单元语文要素。

【综合性学习训练要素】

本单元安排了“综合性学习”。这是教材中首次出现综合性学习栏目。本次综合性学习

活动主要围绕生活中的传统节日展开，这个活动既和单元主题密切相关，又和学生的生活密

切结合，适合在不同地域开展。在课堂上，学生阅读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在课余时间，

和小伙伴们一起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多种方式了解传统节日，感受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活

动要求学生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介绍我国传统节日的资料，并通过写过节的过程和交流节日

的风俗习惯等方式，展示学习成果，使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了解身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教材在第九课、第十课的课后以及语文园地前安排了综合性学习

的活动提示，提示本单元综合性学习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途径和成果展示交流的方

式，活动分为 3个阶段：组成小组，分工合作收集资料；小组交流，讨论怎样进行学习成果

展示；展示分享，用各种形式展开学习成果。

        



【本单元教学重难点】

1.认识41个生字，读准7个多音字。会写35个生字，会写30个词语。

2.能背诵、默写指定的古诗。抄写指定的课文段落。

3.能根据要求提取段落中的重要信息，并对有关的现象或成因作出解释。

4.了解课文相关段落是怎样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5.能用不同方式收集介绍我国传统节日的资料，并记录这些节日的相关风俗，并就自己

感兴趣的一个传统节日写一篇习作，写清楚过节的过程。

6.收集中国传统的发明、建筑、绘画等方面的图片资料，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

兴趣。

7.了解、积累“文房四宝”等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字词语。

【学生学情分析】

三年级大部分学生从平时的作业、单元检测和期中测试中反映出双基知识掌握得较好，

但是阅读能力比较薄弱，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把阅读理解放在重要的位置，采用多种形式让

学生在尽情地读，读中有悟：悟情、悟景、悟得，并用迁移方法阅读课外书。三年级学生的

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主要是依靠直观的、具体的内容。在教学时，应尽可能多地利用直观教

学手段，如词卡、图卡、挂图、幻灯片、课件等等。教学实践证明，越是教学手段丰富，学

生的积极性就越高，学习的效果也就最明显，记忆效果也最好。



课题：        9.  《古诗三首》           

设计:   审核:   执教:     使用时间：

学习目标： 

1.认识“屠、苏”等七个生字，会写“符、借、酒、何、独、佳”6个字。

2. 能正确朗读三首古诗，借助注释说出每首古诗所写的传统节日。

    3.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元日》，借助注释了解诗句的意思，描述诗中的节

日情景。

                                                                                 

学习重点:

1.认识“屠、苏”等七个生字，会写“符、借、酒、何、独、佳”6个字。

2.能正确朗读三首古诗，借助注释说出每首古诗所写的传统节日。

学习难点:

1.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元日》，借助注释了解诗句的意思，描述诗中的节日情

景。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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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三年级上册学习古诗的方法：从诗题入手，借助注释理解古诗意思，

通过朗读感受古诗画面，感知古诗所蕴含的情感。三首古诗都是有关传统节

日的，学习方法可以迁移，教学时可以尝试由扶到放。重点指导《元日》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方法，然后按照学习《元日》的方法学习《清明》和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备

  注
（需要标

注的其他

内容）

一、教学导入                                                                                                                 
1.揭示单元主题，导入新课。                                                                                     

2.启发：回忆二年级学过的课文《传统节日》，说说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                                                                                                                      

二、教学过程

第一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1. 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1.学生自由朗读三首古诗，借助拼音读准庄字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朗读，相机指导读好含有生字的词语“屠苏、杜牧、

牧童”随机正音：“苏“是平舌音；“童”是后鼻音。                                                                                 

                                                                                                                        

第二步：互学要求

1.三首古诗分别写了哪个传统节日？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联系注释和内容进行交流，回答问题。春节 清明节  重阳节，交流

这几个节日都有哪些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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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体感知环节，引导学生总览课文，借助每首诗的第一条注释明确三

首古诗分别写了哪一个中华传统节日，使学生整体把握三首诗的大致内容。

教师适当补充资料，可以让学生对三个节日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深入学习古

诗做好准备。                                                                                 

主问题 1 预设答案

清明节一般是在公历 4月 5日前后，即春分后第 15日。重阳节与除夕、

清明节、七月半并称中国四大传统祭祖节日。1989年，农历九月九日还被定

为“敬老节”。                                                                                 

第二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2. 学习《元日》,感受节日情景，理解第一二句古诗的意思。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1.指名朗读古诗，读出节奏。                                                  

2.学生品读诗句，理解诗意。                                                                                                                                                                                                                                  

第二步：互学要求

(1)创设情境，指导学生理解第一、二行诗句。                      

结合图片，介绍“爆竹”：烧竹子时竹子爆裂会发出响声，古人用这样的

方式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板书：放爆竹

(2)出示新年放鞭炮的图片，播放鞭炮声，学生交流感受。                                                         

第三步：展学要求

小小组展示自己对于第一二句诗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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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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