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一单元 单元解读

【单元主题】

本单元以“可爱的生灵”为主题，编排了《绝句》《惠崇春江晚景》《三衢道中》3首古

诗和《燕子》《荷花》《昆虫备忘录》3篇课文。多角度展现了大自然中生灵的可爱与美丽。

《古诗三首》呈现的是古代诗人眼中美丽的春夏景象；《燕子》译文简笔勾勒了燕子的外形

以及飞行、休憩的姿态，展现了燕子的活泼可爱；《荷花》一文细腻地描写了荷花的姿态，

把一池荷花描绘成“一大幅活的画”；《昆虫备忘录》则描写了有趣的小昆虫，将昆虫写得情

趣盎然。

【阅读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第一个语文要素是“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二年级下册学习过“读句子，

想画面”，三年级上册有过一边读一边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或诗中描绘的景色的练习，都为

本单元的读文章想画面训练奠定了基础。《古诗三首》引导学生结合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

说说每首诗描绘的景象；《燕子》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画面，并读出对燕子的喜爱之情；

《荷花》引导学生读课文，体会这一池荷花是“一大幅活的画”。

“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是本单元的第二个语文要素，是对三年级上册“关注有新鲜感



的词语和句子”“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的提升”，本单元进一步体会、积累文中优美生动的

语句。《燕子》引导学生找出课文中优美生动的语句，朗读并抄写；《荷花》引导学生画出

课文中自己觉得优美生动的语句并与同学交流；“交流平台”进一步引导学生在阅读时关注

优美生动的语句。

本单元教材围绕这个语文要素，设计了多角度的练习活动。如下图所示 ：

                   

  以上这些习题和提示语为我们落实本单元语文要素提供了方法：

1.课前搜集相关资料帮助理解课文，体会课文所描绘的景色。

2.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读



懂课文。

3.着力让学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并能结合生活实际分析问题，最后获得自己的

体验感受和对问题的正确认识。

4.教学时，组织学生围绕“热爱大自然”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使学生获得感受，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

5.使用各种符合课文内容的图片，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写作训练要素】

本单元的习作要求是“试着把观察到的事物写清楚”，引导学生借助记录卡写一种植物。

《昆虫备忘录》一课为做好记录卡作了方法铺垫。《荷花》安排了仿写一种事物，为写清楚

植物的样子、颜色等作热身，降低了习作难度。

本单元的习作是写一种植物，观察记录活动要提前布置，可以在教学《荷花》时布置，

并借助记录卡范例，指导学生做好自己的植物记录单。



【本单元教学重难点】

1.认识40个生字，读准4个多音字。会写36个生字，会写29个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古诗和指定的课文段落。默写《绝句》。

3.能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

4.能积累“剪刀式的尾巴”等词语，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并摘抄。

5.能仿照课文汇总的片段，写一种自己喜欢的植物。

6.能借助记录卡，写清楚植物的样子、颜色等，并写出自己的感受。

【学生学情分析】

三年级是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从可塑性强转向逐渐定型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

的孩子更需要老师真诚的鼓励和热情的帮助。结合学生学情，本单元的教学要鼓励学生多观

察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教学时要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如“找出课

文中优美生动的语句”“画出课文中你觉得优美生动的语句”，这些课思考题都强调了学生

的作用，说明优美生动的语句往往带有读者的主观感受。教学时，对学生找出或 画出的优

美生动的语句，不要过多限制，应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



课题：  1  古诗三首              

设计:   审核:   执教:     使用时间：

学习目标： 

1.认识“鸳、鸯”等 6 个生字，会写“融、燕”等 13 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绝句》。

3. 能借助注释和插图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说出诗中描绘的景象。

                                                                                 

学习重点: 能借助注释和插图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说出诗中描绘的景象。

学习难点: 能借助注释和插图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说出诗中描绘的景象。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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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由《绝句》《惠崇春江晚景》和《三衢道中》3首古诗组成，第一首是

五言绝句，后两首是七言绝句。这 3首诗描绘了春夏时节的景色。

   《绝句》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描绘了草堂浣花溪一带明丽和谐的春日美

景，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喜爱之情。诗的大意是：春天阳光普照，山河无比秀

丽，清风拂面，送来花草的芳香。泥土湿润，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忙着衔泥

筑巢，慵懒的鸳鸯睡在温暖的沙滩上。诗句通篇写景，一句一景。                                                                                                                                                                                          

备  

注
（需要标注

的其他内容）

一、教学导入                                                                                                                 
  1.回顾已经学过的描写春天的古诗。                                                                                   

  2.揭示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杜甫的描写春天的古诗《绝句》。                                                                                                                                                                                      

二、教学过程

第一学程： 

学习任务

主问题 1. 了解诗人，初读古诗                                                                                                                                                                                                  

学法指导

第一步：自学要求

回顾二年级下册我们学了杜甫的古诗，说说对杜甫的了解。                                                                                                                                                                                                       

第二步：互学要求

根据同学的回答制作诗人“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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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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