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走进童话世界

  在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魔法学院里，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奇妙的童话之旅。这个魔法学院的图书

馆中收藏着无数精彩的童话书籍，学院的老师们决定以 “走进童话世界” 为主题，带领学生们深入

探索童话的魅力。

第一课时 基础大闯关

1.认识本单元的生字新词，了解单元主题。

2.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1.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同学们，现在我们站在魔法学院的神秘入口处，即将踏入童话世界的未知领域。在这个

充满奇幻的旅程开端，我们手中的课本就像是一把把魔法钥匙，能解锁一个个神秘的故事。今

天的单元预习课，就是我们探索童话世界的第一步。让我们勇敢地翻开课本，像勇敢的探险家

一样，去认识这些神秘的符号，初步感知课文中的奇妙故事，为我们的童话之旅做好准备。

板块一：单元导读，明确要素

1.出示导语，明确单元主题。

（1）课件出示单元导语。

本单元以“走进童话世界”为主题，编排了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 4篇中外童话。这些童

话充满了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引人入胜。童话世界丰富多彩，通过本单元学习，我们会感受

“童话世界”丰富的想象力，爱上童话，爱上想象，爱上阅读。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感受童话丰富的想象”。4篇课文运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感受童话

丰富的想象，比如，体会小女孩每次燃烧火柴看到的幻想表达了她怎样的愿望；体会从一粒种

子到阳台上的木地板的生命历程；画出蟋蟀红头在牛肚子里旅行的路线并附属故事；了解围绕

一块奶酪展开的故事。交流平台则引导学生梳理总结童话的基本特点、童话中丰富的想象及阅

读童话的好处。

本单元的习作要素是“试着自己编童话，写童话”。“试着”一词，明确本次习作旨在激

发学生写一写童话的兴趣，不必对写提出过高要求。另外，编写童话故事的教学要考虑到三年

级起步阶段的特点，不宜拔高要求，重在让学生感到编写故事的乐趣，从而培养写作的兴趣。

2.生齐读，明确单元主题。

3.导入：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第三单元的课文，共同走奇特的童话世界吧！

板块二：目标定向，自主学习

1.自由阅读本单元课文，了解单元内容。

2.出示自学要求。

（1）自主阅读本单元课文，圈出生字词。

（2）小组合作学习生字词，交流识字方法。

（3）再读课文，感受童话丰富而奇妙的想象。

3.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巡视指导。

板块三：全班交流，点拨引导

1.第一关：了解童话故事

（1）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它通过有趣的情节，运用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

手法，说明一个道理。童话源于生活，但具体情节往往是虚构的。

  （2）你读过哪些童话故事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3）在童话作品里，有一颗璀璨的名珠，那就是《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1805年

—1875 年），丹麦 19 世纪著名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和“现代童话之

父”。安徒生的代表作有《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拇指姑娘》《丑

小鸭》《野天鹅》等。

2.第二关：生字新词我会读

（1）出示本单元词语，多种方式检查认读。

（2）强调容易读错的字。



      

（3）学习多音字。

     

3.第三关：汉字书写我能行

（1）学生观察本单元生字的结构特点，并说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2）教师示范重点生字：忽、奶、旅、。 

提示：

忽：“勿”里面两撇左短右长，与首撇斜向平行；“心”居下居中，第二个点在竖中线上。

奶：左高右低，“乃”的横折折钩的第二折刚好在横中线上，最后一笔撇稍短。

旅：“方”先写横折钩再写撇。右部捺是主笔，要舒展。

4.第四关：识字加油站

 （1）出示“识字加油站”中的字词。

（2）读一读，比一比，认一认。看看有什么发现呢？  

伸——申（申请）  界——介（介 绍）

棕——宗（祖宗）  忆——乙（乙 方）

试——式（方式）  教——孝（孝 顺）

（3）借助拼音把 6个生字读正确。

（4）小组交流这些生字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记住这些生字呢？

（5）教师巡视、点拨。

（6）交流要点：

①每组中的第一个汉字去掉部首就是第二个汉字。



②每组的两个汉字在读音上相同或者相似，但是字义却发生了变化。

③前一个字是形声字，后一个是前一个字的声旁。

（7）试着用减一减的方法得到新字，并给新字组词。

赠-贝=（    ）（        ）

级-纟=（    ）（        ）

唤-口=（    ）（        ）

晨-日=（    ）（        ）

（8）出示“词句段运用”中第一部分的内容。

（9） 读一读，和同学交流你的发现。

（10）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巡视、点拨。

（11）交流要点：

这三组字都是带口字旁的形声字。

左边带口字旁的这一组字，表示嘴部的动作。

右边带口字旁的这一组字，都含有“叫”的意思。

下边带口字旁的这一组字，都是拟声词。

（12）你还知道哪些带口字旁的字呢？

示例：

喉、吃、喝、吸、唱、鸣、哼、叮、咣、喵、呀、叹、吐、吟、吻、咚、呵、呱、呼、咏、

鸣、哈、味、喂……

5.第五关：课文朗读我最棒

小组合作，画出你觉得课文中最具有丰富而奇妙的想象的部分，有感情地读给同学听。

板块四：日积月累

1.出示“日积月累”中的句子。

2.这三个句子都是关于“理”的谚语。

3.谚语是在群众中流传的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道理的固定语句。对于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在理解其意思的基础上积累背诵。

（1）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

这条谚语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最后才能弄

明白，得出正确的结论。



（2）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这条谚语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理字当先。讲理认理之人到哪儿都会被认可，反之到哪儿

都行不通。

（3）一时强弱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理。

这条谚语告诉我们：一时的胜负得失可能靠平常谁更强势，但长期的胜负还是看谁顺应潮

流，谁更在理。

4.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读成诵。

5.你还知道哪些与“道理”相关的名言警句？

例：

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

宁输拳头不输理。

田坎服水，道理服人。

以理服人心服，以力服人身服。

有理不怕势来压。

厚云才能将大雨，有理才能说服人。

第三单元  走进童话世界

单元导读明要素

基础大闯关      学习生字打基础

感情朗读趣读书

日积月累懂道理

A类：把课文中的生字词工整地抄写两遍。

B类：说说自己对每篇课文的初步印象，简单写一写。

C类：

1.查阅资料，了解本单元课文的作者及相关背景知识。

2.根据课文题目，猜测课文可能讲述的内容。



第二课时 课文内容梳理

1.梳理本单元课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2.明确单元重点和难点。

梳理课文主要内容。

    经过了初步的探索，我们现在来到了魔法学院的知识大厅。这里，我们将像智慧的魔法

师一样，对我们在童话世界中所经历的故事进行梳理。每一篇课文都像是一幅魔法画卷，我

们要仔细分析它的主要内容和结构，找出其中的关键线索和魔法元素。让我们一起用心去感

受这些故事的脉络，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为更深入地理解童话世界的奥秘打下坚实的基

础。

板块一：复习导入，回顾旧知

板块一：梳理《卖火柴的小女孩》

1.思考问题：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女孩共擦燃了几次火柴？每次都看到了什么？在幻觉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怎样？

2.讨论交流。

（1）《卖火柴的小女孩》讲述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

（2）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



       

3. 内容概括。

《卖火柴的小女孩》讲讲述了一年的最后一夜的街头又冷又黑，一个穷苦、美丽的卖火柴

的小女孩，在饥饿、寒冷、孤独中五次擦燃火柴，在火光中看到不同的幻象，最后在幻象中微

笑着冻死在街头的故事。

 板块二：梳理《卖火柴的小女孩》

1.思考问题：

（1）文中出现了几次“那一定会很好”？

（2）种子共有几个愿望呢？它的愿望实现了吗？

2.讨论交流。

明确：文中出现了四次“那一定会很好”，种子共有四个愿望。

（1）第一次“那一定会很好”

 种子被泥土紧紧地包裹着，它不得不把身体缩成一团。“这真难受。”种子想，“我一

定要站起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那一定会很好。”

① “紧紧地”“缩成一团”具体说明了“这真难受”，这也是种子萌生起“要站起来，

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这一想法的原因。

②“不得不”是双重否定句，表达的感情更强烈。

③种子的第一个愿望——站起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④种子的愿望实现了吗？

从“长出”“钻出”“站”等一系列的动词说明种子经过努力生长，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愿

望——站起来。

 （2）第二次“那一定会很好”

 高大的树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它看见人和动物在山路上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要是能

做一棵会跑的树，那一定会很好。”树这么想着。

① “高大的树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它看见人和动物在山路上走来走去，跑来跑去。” 说

明树并没有满足自己目前的舒适生活，它看得更远，又生出了更远大的目标。

②种子的第二个愿望——做一棵会跑的树。



③种子的愿望实现了吗？

农夫把树拖到自家院子里，花了好些日子，做成了一辆手推车。

从“做成了一辆手推车”“跑来跑去” 可以看出种子的第二个愿望实现了。

 （3）第三次“那一定会很好”

 手推车为农夫服务了很多年，它慢慢变老了，跑起来的时候，骨头会吱吱嘎嘎地响。“要

是我能停下来，坐着休息一会儿，那一定会很好。”手推车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费力地跑来跑

去。

① “吱吱嘎嘎地响”“费力”可以看出手推车变老了。 

②虽然“手推车的骨头吱吱嘎嘎地响了”，但是它依然“费力地跑来跑去”，它真是一个

尽职尽责的手推车啊！

③种子的第三个愿望——停下来，坐着休息。

④种子的愿望实现了吗？

过了些日子，农夫和儿子一起把手推车拆了，用拆下来的旧木料做了把椅子。

手推车被做成了一把椅子，终于可以坐着休息了，可以看出种子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

 （4）第四次“那一定会很好”

 椅子一放又是好多年。“我真是老了。”椅子想。它越来越觉得挺直腰背坐着很吃力，

“要是我能躺下，那一定会很好。”

① 椅子“挺直腰背坐着很吃力” 说明大树确实太疲劳了，它的想法又发生了改变。

②种子的第四个愿望——躺下。

③种子的愿望实现了吗？

他把坐上去会吱呀摇晃的椅子拆了，锯成小木片，拼成美丽的木地板，铺在阳台上。

椅子被拼成美丽的木地板，说明它的第四个愿望实现了。  

3.内容概括。

《那一定会很好》讲述了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大树,变成手推车、椅子、木地板的生命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不断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一个愿望的开始，每一个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板块三：梳理《在牛肚子里旅行》

1.思考问题：

（1）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想一想红头在牛肚子里的旅行路线是怎样的。



2.讨论交流。

（1）《在牛肚子里旅行》这篇课文主要讲了蟋蟀红头和好友青头捉迷藏，红头不小心被

牛吞进了肚子。危急关头，青头沉着地安慰红头，给红头出主意， 帮助红头从牛肚子里逃脱

出来。

（2）默读课文，想一想红头在牛肚子里的旅行路线是怎样的。圈出关键词后，小组合作

填空。

（牛嘴里）——（    ）——（    ）——（    ）—— （喷出来）

明确：红头在牛肚子里的旅行路线：

3.小知识：牛为反刍动物，共有四个胃，前三个胃为食道变异，即瘤胃（草肚）、网胃

（蜂巢胃、麻肚）、瓣胃（重瓣胃、百叶、毛肚），最后一个才是真胃（皱胃）。具有这种现

象的动物被统称为反刍动物，如骆驼、长颈鹿、羊驼、牛等。

 板块四：梳理《一块奶酪》

1.思考问题：

（1）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2）蚂蚁队长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讨论交流。

（1）《一块奶酪》这篇课文主要写了蚂蚁队长带领大家搬一块奶酪，严格遵守纪律，不

违反禁令，齐心协力把奶酪拖进了洞里的事。

（2）蚂蚁队长是一个公正无私、严于律己、关爱下属且极具领导力的优秀领导者。

小女孩在大年夜卖火柴的悲惨遭遇

内容梳理课        从一粒种子到阳台上的木地板的生命历程

红头在牛肚子里的奇妙旅行

蚂蚁队长以身作则、关爱弱小 

A类：列出每篇课文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



B类：从课文中找出你认为写得精彩的语句，并说明理由。

第三课时 重点讲练（一）

1.说出小女孩五次擦然火柴后看到的情形及表达的愿望，感受童话丰富的想象。

2.感受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说出小女孩五次擦然火柴后看到的情形及表达的愿望，感受童话丰富的想象。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魔法学院的技能训练场。在这里，我们要掌握童话世界中的强大

魔法技能。那些重点字词就像是威力强大的魔法符文，我们要认真学习它们的写法、词义和用

法，让它们成为我们魔法力量的一部分。句式分析就如同学习神秘的魔法咒语，比喻句、拟人

句、排比句等都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强大魔法语言。而描写方法的学习，则像是拿起魔法画笔，

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的童话人物和精彩的场景。让我们用心学习这些技能，为我们的童话之旅增

添更多的色彩。

复习回顾：

1.《卖火柴的小女孩》讲述了在旧年的最后一夜，又冷又黑，一个（ 赤着脚 ）的小女孩

在大街上卖火柴。小女孩（ 五 ）次擦然火柴看到的种种幻想。最后，小女孩（ 冻死在街

头）。

2.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生字，了整体感知了课文内容。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课文，去感受小

女孩悲惨的命运。

板块一：细读课文，了解小女孩悲惨处境



1.细读课文第 1—4自然段，边读边画出表现小女孩悲惨、可怜的语句。

2.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里交流讨论。

3.课堂交流。

交流预设：

（1）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

“一年的最后夜”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

这是环境描写，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烘托出小女孩的可怜和孤独。

（2）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她从家里出来的时

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是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那么大，一向是她妈妈穿的。

 “又冷又黑的晚上”“赤着脚在街上走”真让人心疼啊！

从“一向”可以看出，小女孩的家里非常的穷，她自己平时根本就没有鞋子，多可怜的孩

子呀！

（3）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

为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钱，爸爸一定会打她的。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

“缩成一团”说明小女孩特别冷；“爸爸一定会打她的”说明她缺乏亲人的关爱，她爸爸

并不疼爱她；“家里跟街上一样冷”说明小女孩家里十分穷。

（4）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

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头，看上去很美丽，不过她没注意到这些。每个窗子里透出灯光来，街

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夜——她可忘不了这个。

小女孩“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处境十分艰难。“每个窗子里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

一股烤鹅的香味”，富人家里灯火通明，烤鹅飘香，小女孩走在街头，又冷又饿，形成强烈的

对比，突出了小女孩的悲惨可怜。

板块二：入情入境，感受小女孩的愿望

1. 细读课文，走进小女孩的内心世界，思考：每次擦燃火柴后看到的幻想表现了小女孩

怎样的愿望。

2.先独立思考，然后小组交流讨论。教师巡视、点拨。

3.课堂交流。

交流要点:



（1）小女孩第一次擦燃火柴，她幻想自己坐在一个大火炉前。由此可见小女孩非常冷，

同时也表达了小女孩对温暖的极度渴望。这种幻觉和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小女

孩的不幸与可怜。可是一会儿“火柴灭了，火炉不见了”，温暖的火炉与寒冷的现实形成鲜明

的对比，更加突显小女孩的不幸。

  （2）小女孩第二次擦然火柴，她在幻想中看到了冒着香气的烤鹅，背上插着刀叉，摇

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她非常饥饿，渴望得到食物。

（3）小女孩第三次擦然火柴，看到了圣诞树。能在圣诞树下过圣诞节，是小女孩的渴望。

更从侧面说明小女孩在现实中多么孤独，她多么渴望得到快乐！

（4）“有一个什么人快要死了。”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她∶一

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

    这段话不仅起到了过渡的作用，还暗示了小女孩的死，也预示了在下一次小女孩擦燃

火柴时，看到的将是奶奶。

（5）小女孩第四次擦然火柴看到了慈祥的奶奶。现实中的小女孩非常悲惨，她多么渴望

得到奶奶的疼爱，她渴望奶奶带走她。见到亲爱的奶奶，她急迫地叫起来，她知道奶奶也会在

火柴熄灭时很快不见，所以恳求奶奶把她带走。在小女孩的话中，感叹号出现了四次，表达了

小女孩的渴盼。

（6）第五次擦然火柴，留住了奶奶。“她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

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女孩离开了人世，在美好

的幻觉中死去了。小女孩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寒冷，只有饥饿，只有痛苦。

板块三：合作探究，探寻文章主旨

1.小组合作探究：小女孩为什么接连不断地擦燃火柴？作者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

排在旧年的最后一夜？

 明确：

（1）寒冷使小女孩擦燃了第一根火柴，火柴擦燃后出现的幻象带给她片刻的幸福和欢愉，

所以她不假思索地一次又一次擦燃火柴。她渴望幻象中的一切变为现实，永不消失，尤其是慈

爱的奶奶，所以她不惜擦燃一大把火柴想要留住奶奶。小女孩连续擦燃火柴的举动表现了她对

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也反衬出当时社会现实的残酷。



（2）“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

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怎样理解这句话中的两个“幸福”？

明确：第一个“幸福”指小女孩临死前是在美好的幻象中度过的，是幸福的。第二个“幸

福”小女孩死了，就没有寒冷、饥饿和痛苦了，就彻底幸福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悲愤，感受到作者对穷苦人民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对

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3）旧年的最后一年意味着团圆、幸福、快乐、美满，而在这样的夜里，小女孩却孤苦

伶仃、忍饥受冻地在街头卖火柴，这样安排更能突出小女孩命运的悲惨。

4.总结主题思想。

本文讲述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街头的悲惨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

恶，表达了作者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板块四：课堂小练笔

1.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呢？请你发挥想象，以 “卖火柴

的小女孩来到了我们的世界” 为开头，写一段话。

2.提示

可以想象小女孩在我们的世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思考我们可以为小女孩做些什么。

描述小女孩的心情和变化。

3.示例答案

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到了我们的世界。她惊讶地看着眼前繁华的街道、明亮的灯光和川流不

息的人群。她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景象，眼中满是好奇。人们穿着温暖而漂亮的衣服，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小女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她不再感到寒冷和饥饿。我们看到了小女

孩，纷纷围过来，给她送上美味的食物、温暖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小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感

动的泪花，她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她找到了幸福和希望。

旧年的最后一夜冒雪卖火柴



      
第一根  大火炉

第二根  烤鹅

第三根  圣诞树

第四根  奶奶

第五根  跟奶奶飞走了



A类：用自己的话简单复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内容。

B类：假如你有机会遇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你会对她说什么？为她做什么？写一篇小短文。

第四课时 重点讲练（二）

1.能借助红头在牛肚子里旅行的路线图讲故事。

2.默读课文，能找出证明红头和红头是好朋友的词句，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默读课文，能找出证明红头和红头是好朋友的词句，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我们继续在魔法学院的深度探索室中前行。这里，我们要深入理解童话世界中的深刻寓意，

就像解开一个个神秘的魔法谜团。每一篇课文都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要仔细品味其中

的道理，培养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像勇敢的冒险者一样，不断拓

展我们的阅读领域，从更多的优秀童话作品中汲取魔法力量。

  复习回顾：想一想红头在牛肚子里的旅行路线是怎样的。

明确：

板块一：借助路线图讲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

冻死街头

残酷现实

美好幻想

悲惨命运
五次擦然火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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