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祥谦中心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集体备课 

主备人： 集备组成员： 

集备时间： 

一、单元教学内容：  

 《孔子拜师》  《盘古开天地》  《赵州桥》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语文园地五 

二、单元教材及学情分析： 

  单元教材分析: 

第五单元专题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简短的“导语”点明专题之后，编排《孔

子拜师》这篇精读课文，让学生认识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并在课文之后提出结

合本单元的学习，开展“综合性学习”──“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的要求。怎么

开展？教材提出了活动要求、活动内容和开展活动的途径等建议：“大家自由组成小

组，先商量一下，打算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准备怎样开展活动，然后分头行动，用

多种方式了解传统文化。”然后学习精读课文《盘古开天地》，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对创造天地的一些神奇想象。接下来学习精读课文《赵州桥》，从建筑的层面，了

解古代文化的灿烂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课后安排“综合性学习提示”，引导

学生进一步搜集资料，做好展示的准备。再用一段简短的过渡语，由古代建筑引到古

代绘画，引导学生略读介绍《清明上河图》的课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最后，在

“语文园地”的“口语交际”中，让学生交流在“综合性学习”中了解到的传统文化，

在“习作”中写自己活动中最想写的内容。“日积月累”让学生借助生肖邮票，读背

体现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在“展示台”中，引导学生用写春联、做风筝、办手抄报

等形式，展示在“综合性学习”中了解到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单元的语文学习中，

围绕“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一专题，开展听说读写各项活动，既培养了语文能力，又

增进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学情分析: 

本组安排了一次综合性学习，围绕“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来展开，这个活动既和

单元的专题密切相关，又和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 

三、 单元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 59个生字、会写 44个生字，掌握风尘仆仆、止境、奔流不息、滋润、

双龙戏珠等新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部分。 

3、读懂课文内容，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

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4、摘抄优美词句，丰富语言积累。 

5、体会作者的描写方法，能运用这些方法去观察，去写作文。  

三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集体备课--第1页

三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集体备课--第1页



 

6、学会运用宽带网进行资料的搜集。 

 

四、单元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读课文，了解孔子拜师的过程。 

2、在精读讨论中，体会孔子谦虚好学，老子诲人不倦的品行，并在读懂的故事的 

基础上对孔子和老子作出简单评价。 

3、引导学生了解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内容。 

4、发挥丰富的想象，复述故事。 

5、了解赵州桥的建构特点，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  

 

五、单元教学建议： 

语文综合性学习主要表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

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可以说，课文的学习为

“综合性学习”引路导航，“口语交际”“展示台”让“综合性学习”活动实景再现，

“习作”则是“综合性学习”成果的文字总结。 

具体在本次“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可以分这样几个阶段来

指导： 

第一步；活动准备阶段 

1、课文辅助，初步体会； 

课内通过课文学习，让学生初步认识和体会“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孔子

拜师》中学生认识了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在《盘古开天地》中了解了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对创造天地的一些神奇想象，在《赵州桥》中领略了这一历经千年而风采依

旧的建筑杰作，在《一幅名扬中外的画》中欣赏了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神来之

笔，又在语文园地的 “日积月累”中借助生肖邮票，读背体现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

这样，学生所获得的信息将不再是单一的，所体验到的“文化”将不再是抽象的，所

受到的熏陶将不再是口号式的，“灿烂”将不再仅仅是个华丽的修饰符。  

2、运用提示，拓展思维； 

在本组第一篇课文《孔子拜师》后面提出了本次综合性学习活动的任务（提示语

见投影），这段提示语给学生提示了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指明了开展调查活动

的方向，我们可以利用提示语引导学生去探究、去发现生活中的学习资源（具体类别

见投影）。 

第二步：活动实施阶段 

对语文综合性学习而言，实践是第一位的。强调的是学生亲身经历、直接体验，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体现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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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综合性学习的目的。 

1、选择内容，自主合作； 

根据学生搜集资料的情况，确定传统音乐、绘画、书法、民间工艺等几方面内容，

让学生自主选择活动内容、学习伙伴，自己制定活动计划，并按计划开展活动。可以

设计一个小组专题调查实施方案（见投影表格），然后分组进行指导，教师要及时询

问活动开展情况，给予恰当指导（有的内容过多、过杂、过繁、偏离，指导挑选）。  

2、小组合作，拟订方案。 

在第三篇课文后面有一个综合性学习提示，既是对学生的提醒，也是对前一阶段

活动的检查和整理，教师此时可以询问每组打算用怎样的方式展示活动的成果，同时

给予适当的建议。 

应当指出的是在活动实施阶段，我们还应该注意：  

一是实践的自主性。在语文综合性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应该充分发挥他

们的主体作用，可以“主要由学生自行设计和组织活动，特别注重探索和研究过程”。

教师可以以个别指导的形式在学生商量分组、确定内容、制定活动方案时提出参考性

的建议。 

二是实践的文化性。即所开展的语文综合性活动要有文化意味、文化内涵。不仅

仅是收集一些反映中华文化的图片和资料，还可以深入地分析某一种中华文化的起源

和发展，了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他的态度和心理等。这样，“中华灿烂文

化” 的文化味就更浓。当然，这也得根据学生的已有知识和能力以及我们本地的教学

资源进行选择（如嘉善田歌、思贤塔、梅花道人吴镇等）。  

三是实践的体验性。语文学习本身十分注重情感体验和感悟，综合性学习更是如

此，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设计体验性活动，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重视学生的情感激

发和牵引，把情感的价值引导和学生的独特感受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可以引导学生

学一学剪纸，对比一下剪纸作品和其他美术作品的效果；也可以引导学生听一出越剧

（或田歌《五姑娘》），品味其中的韵味，甚至可以学唱几句。在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中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美妙灿烂。  

第三步：活动的展示阶段 

我们可以将“口语交际”与展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设计一堂“综合性学习活动”

课，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语言描述、图片或实物展览、歌声琴声演示等方式向全班

展示自己的实践成果，然后引导学生畅谈感想，为习作作好准备。这样，使学生把热

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内化为语言和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达成对传统

文化的积淀。 

第四步：活动的内化阶段 

引导学生将综合性学习活动的成果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可以是对某一种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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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更可以是对自己参加实践活动的经历、感想、收获的记录。 

 

六、单元课时安排： 

17、《孔子拜师》          2 课时 

18、《盘古开天地》         2 课时 

19、《赵州桥》           2 课时 

20*、《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1 课时 

   语文园地五           口语交际 1＋习作 2＋其他 1＝4课时 

  

七：分课时教案 课题：17 孔子拜师 主备人： 

  

设计理念：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

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设计本教学时，以读为线索，把感悟理解积累，运用，

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理解课文内容，在读中感悟人物

的品行，并充分发挥教材的教育功能，努力做到文道结合。 

学情分析： 

《孔子拜师》这篇课文讲的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拜老子为师的故

事，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孜孜以求得治学精神和老子诲人不倦，爱护晚辈的品行，

课文还渗透了“学无止境”的精神。编选这篇课文的意图是，让学生从孔子拜师这个

故事中，对我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有初步的了解，激发探索

祖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教学目标： 

1、认识“兼、仆”等 7 个生字。会写“闻、尘”等 12 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远

近闻名、相距、学问”等 14 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孔子拜师求学的经过，感受孔子、老

子的品行 

3、懂得为学要勤奋、谦虚，永不满足，为人要真诚、无私、尊敬师长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孔子拜师求学的经过，感受孔子、老子的

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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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懂得为学要勤奋、谦虚，永不满足，为人要真诚、无私、尊敬师长。 

教学准备: 

PPT课件 

教学时间：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看图导入，交流资料 

①谈话：同学们，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有一位伟

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叫孔子（板书：孔子）让我们随着这段录

像一起走近孔子。 

②播放多媒体课件。看了这段录像，你想说些什么？（学生

根据课件内容自由说说。） 

③引入：为什么孔子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学

了《孔子拜师》这篇课文，就能揭开这个秘密。 

二、读通课文，初步感知 

①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②检查词语掌握情况。 

指名朗读这些词语：日夜兼程 风尘仆仆 纳闷 风餐露宿 

毫无保留 传授 佩服。（注意读准加点字的字音）。 

③检查课文朗读情况。 

④感知课文大意。说说课文讲了些什么。 

三、研读感悟 

①孔子和老子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你用“一”标出

文中让你感动的句子，并在文中注一注你的感受。 

②读一读你画的语句，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同座听。 

③班级交流读书感受。 

学生结合文中的重点语句并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的感受。 

a．谈孔子。 

◆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家

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 

我的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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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和洛阳相距上千里，孔子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几个

月后，终于走到了洛阳。 

◆孔子想：这位老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于是上前

行礼…… 

◆孔子连忙说：“学后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

个学生。”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从此，孔子每天不离老师左右，随时请教。 

b．谈老子。 

◆你就是孔丘啊，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儿迎候。研究学问

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 

◆老子也把自己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c．学生综合谈对孔子、老子的印象。            

四、作业布置 

结合课文或课外搜集的资料谈谈自己对孔子或老子的印象。

下节课，班内召开“我心中的孔子”，“我心中的老子”读书汇

报会 

五、板书设计 

                       孔子拜师 

                   孔子     拜师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①认读、书写生字。 

同桌交流记忆这些生字的方法。注意“丘”与“兵”的区别，

“尘”上面“小”字的写法。然后练习写生字。  

②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孔子、老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

象？ 

③引入：大家能通过朗读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吗？  

二、朗读感悟 

①生自由练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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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生读自己感受深刻的语句（提醒学生读好写孔子和老子交

往时的态度的词语以及礼貌用语）。 

③师引读。 

三、演读感悟 

①分小组演一演。 

②推荐小组演一演，进一步加深对孔子、老子的印象。 

四、读书汇报 

学生结合搜集的资料，班内召开“我心中的孔子”和“我心

中的老子”读书汇报会，从多方面介绍孔子和老子（鼓励学生引

用孔子的名言）。 

五、拓展活动 

孔子、老子是我国的大思想家，他们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生活中，我们也处处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

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更多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我们准备开

展“闪光的金钥匙”活动，用这把金钥匙去开启中华传统文化的

大门。 

六、作业布置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完成配套练习《每课一练》相应部分。 

七、板书设计 

              孔子拜师 

            孔子   拜师   老子 

课后反思 

 

 

  

  

分课时教案 课题：18 盘古开天地 主备人： 

设计理念：《盘古开天地》一文的教学设计力求体现《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

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学生主动探究，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积累语言，感受人物

形象，培养丰富的想象力，珍视学生独特的阅感受，激发阅读兴趣。 

学情分析：运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通过品读、想象、描述，感受语言文字

的美，拓宽学生思路，引导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阅读神话故事的兴趣。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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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猛、缓”等 10 个生字，会写“暗、降”等 14 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宇

宙、黑暗、上升、下降”等 13 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盘古的伟大之处。  

3、了解神话故事想象丰富的特点，并能把这个神话故事讲给别人听。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了解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内容,激发阅读神话故事的兴趣,培养想象力。 

教学难点： 

了解神话故事想象丰富的特点，并能把这个神话故事讲给别人听。 

教学准备: 

PPT课件 

教学时间：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1、情境：出示图片，感受情景 

    2、过渡，并揭示中心句。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3、学生围绕中心句质疑。 

    4、教师揭题：古人云：“学贵生疑”，“疑则进也”，解疑

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盘古开天地》。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圈出生字。借助注音认读生字。然后同座

互读互查。 

2、识字生字。学生交流，说说自己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3、巩固识字。做给生字“找朋友”游戏（用卡片出示卡片，

请同学给其组词）。 

4、有感情地读“创造、黑暗、辽阔、奔流不息、茂盛”等词

语。 

三、研读感悟 

1、学生围绕“人类的老祖宗盘古，是怎样用自己的整个身体

创造美丽的宇宙的”这个问题进行研读。 

2、重点研读第二自然段，体验盘古创造宇宙的艰难。 

a. 找出文中的句子读一读，画一画，说一说，体会盘古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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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把混沌一片的东西劈开的。 

b. 读了这段话，你有什么发现？（让学生找出意思相反或相

近的词） 

c. 通过朗读，进一步体验盘古开天地的艰难。 

2、重点研读第四自然段，体验神话故事想象神奇的特点。 

a. 读一读，说说你有什么感受。 

b. 再读读，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c. 你还想到了什么情景？能仿照书中的句式说一说吗？ 

3、采用多种朗读朗读全文，进一步体验 

四、想象感悟 

1、浮想联翩。学生伴随配乐朗读，想象盘古用自己整个身体

创造宇宙的情形。 

2、展示台。选择最爱读的句子，把它记在脑海里，注意像“隆

隆的雷声”、“茂盛的花草树木”等这样的词语。 

3、学生再次有感情地齐读中心句“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

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五、作业布置 

1、把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地》讲给家长或朋友听，请他们提

提意见。准备参加班内将要开展的“故事大王”评选活动。  

1、抄写本课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六、板书设计 

             盘古开天地 

          盘古         艰难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一、练讲故事 

1、朗读课文，做好讲故事评选“故事大王”的准备工作。 

2、评选方法：小组内互评、互听、互提意见，并推荐一名同

学代表本组参加全班的“故事大王”的评选。  

3、讲故事，评选“故事大王”。  

4、颁发“故事大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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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要写的生字，引导观察生字的结构特点。 

注意左右结构的三种类型。提醒学生书写时，多数左右结构

的字左窄右宽，“创”字左宽右窄。注意写好半包围的字。 

2、教师在田字格内范写生字，学生仿写。 

3、学生写字、抄词。写后小组比较、评议。 

三、作业布置 

找其他神话故事读一读，讲给别人听。 

四、板书设计 

盘古开天地 

 

课后反思 

 

 

 

 

 

分课时教案 课题：19 赵州桥 主备人： 

设计理念：阅读教学认为:阅读教学的直接目标是培养阅读能力,间接目标是发展

思维能力,潜在目标的陶冶思想情操.《语文课程标准》告诉我们阅读的综合能力是阅

读技能的分项训练逐步形成的.本节课以新的课程理念为指导,努力营造在开放而富有

活力的课堂中培养阅读能力,发展思维,陶冶情操. 

学情分析：经过三年的学习，学生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绝大多数学生能自学生字

新词，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初读文章后，能了解这篇课文的大意，有关中华传统文

化在前两篇课文中有所涉及，学生学习的难点是不能透过语言文字，看到文字背后的

东西，不能体会句子的深刻内涵；大部分学生不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不会体会着重

点句子的描写将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重点指导的。 

教学目标： 

1、认识“县、济、匠”等 10个生字。会写“县、设”等 14个字。能正确读写“设

计、参加、雄伟”等 23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了解赵州桥的结构特点和建筑特色，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增

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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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赵州桥的建造特点,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 

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是帮助学生理解赵州桥设计上的特点及其好处。 

教学准备： 

PPT课件 

教学时间：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①播放课件：昔日的洨河风光。 

②谈话导入。 

洨河两岸景色优美，可阻碍了两岸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发展，

官府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桥梁。造一座怎样的桥呢？官座决定向社会

公开招标，石匠李春设计了方案被采用了。想知道李春的设计方案

吗？读读课文就清楚了。 

③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感知 

①学生自述课文，画出生字词，结合注意多读几遍。 

②采用自读、同座互读的形式练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

顺。 

③教师检查。用生字卡片抽读生字词，再让学生选读自己读得

最好的语句和段落。 

三、自主感悟 

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想：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

怎样的？ 

②汇报交流。 

学生可用多种方式汇报自己读书的收获。 

a．画一画赵州桥的结构示意图。 

b．以李春的口吻介绍赵州桥的建筑特色。 

c．朗读第二、三自然段，读出赵州桥的主要特点。 

③引导小结。 

通过大家的介绍，你觉得赵州桥是一座怎样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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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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22422410

20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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