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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园地三

学 案

学习目标

1.对本单元学习到的观察方法进行回顾与整理，培养认真、细

致、全面观察事物的良好习惯。

2.把握不同动物家的称谓，感受语文学习的趣味性。

3.理解不同词语的相同意思，并体会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4.积累关于天气的谚语。加强语言积累与运用，激发学生主动

学习的兴趣。

学习重难点

【重点】1.理解不同词语的相同意思，并体会词语在句子中的

意思。

【难点】1.积累关于天气的谚语。加强语言积累与运用，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再次朗读本单元的课文，并根据文字在脑海中想象画面。

二、借助工具书或上网查阅等方式了解不同动物家的称谓。

三、尝试用“词句段运用”第二题中加点的词语造句。

四、借助互联网收集更多关于天气的谚语。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日积月累，圈出生字词，不会读的字查字典解决，

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没把握的地方作批注。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日积月累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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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同学们，宋帆曾经说过：“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 丁朗艺

也告诫我们：“在观察中寻找奥秘，在奥秘中寻找快乐。”可见，观

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巧，在学习的过程中，善于观察不仅可以

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还有助于自己习作能力的提高。这节课，

我们一起来交流观察的话题吧。请大家看着大屏幕，让我们一起读

一读课文中的句子吧！

共学

【交流平台】

◆它用前足扒土，还用钳子似的大颚搬掉较大的土块。它用强

有力的后足踏地。后腿上有两排锯，用它们将泥土推到后面，倾斜

地铺开。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

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

◆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

的平台。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3.读一读。指名读，齐读。

4.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说一说自己的体会。

◆只有进行细致的观察，才能写得准确。

◆作者不但观察细致，还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

◆观察不仅要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用心想。

6.学生在小组内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7.全班交流。

8.鼓励学生养成勤于观察、善于观察的习惯，去发现更多的奥

秘。

【词句段运用】

1.连一连，为下面的动物找到家。

（1）读一读。指名读，齐读，男女生比赛读，老师随时纠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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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准确的字音。

（2）学生照样子，尝试独立连线。想一想这些词语有什么特点。

（3）小组交流，读一读词语，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4）老师：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意思吗？在小组内说一说吧！

（5）小组代表发言，老师点拨。

（6）再次读一读词语，说一说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词语，及时

适当补充。

蚕匾 鸡笼 兔窟 牛栏 蛇洞 龙潭 鱼池

2.读下面两组句子，注意加点的词语，体会每组句子意思的不

同。

（1）读一读每组句子。指名读，齐读，男女生比赛读。

（2）说一说，小组交流。读一读每组句子，想一想这些句子有

什么不同。

（3）小组代表发言，老师小结：

每组中的第二个句子比第一个句子多加了一个词语，表达的意

思更加具体、生动形象。

如，第一组中的“逐渐”写出了爬山虎的脚是一点儿一点儿变

成灰色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4）学生在学习小组内交流第二组句子后，在全班进行交流。

（5）引导学生进行拓展练习，强化认识。

①别的昆虫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 别的昆虫大多在临时的隐

蔽所藏身。

②他知道了事情的结局。 他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结局。

第一组句子中加点的“大多”说明绝大部分昆虫是这样，但不

是指所有的昆虫，表意更准确。第二组句子中的“大概”表示推测、

不确定，他也可能不知道事情的结局。

【日积月累】

一、日积月累

1.老师范读谚语，学生跟读。学生互相交流识记生字，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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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

2.这些句子都是关于天气的谚语，希望大家能够熟记下来。

3.部分谚语的意思。

立了秋，把扇丢：指立秋后，气温降低，炎热的天气就会逐渐

凉下来。

二八月，乱穿衣：形容初春和初秋时人们乱穿衣服的情况。如，

现在天气转暖，有的人便早早地脱了棉衣、毛衣，穿起了衬衣和裙

子，而有的人却捂得很严实。

二、拓展练习

1.学生与同桌交流自己知道的天气谚语。

2.老师根据学生的交流，适当进行补充：

（1）早晨立秋冷飕飕，晚上立秋热死牛。（2）早上立了秋，晚

上凉飕飕。

（3）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4)头伏芝麻二伏豆，晚粟种

到立秋后。

(5)中秋前后是白露，宜收棉花和甘薯。(6)重阳无雨看十三，

十三无雨一冬干。

(7)秋前北风马上雨，秋后北风无滴水。(8)秋前秋后一场雨，

白露前后一场风。

(9)十月三场雾，黄牛水上浮。(下年发大水)

【小结】

这节课的句子、词语的练习，让我们知道了不同动物家的称谓。

在日积月累中，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天气的谚语。

随堂练习

一、交流平台。

1.下列关于“观察”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只有进行细致的观察，才能写得准确。

B.观察不仅要细致，有时还需要连续观察一段时间。

C.观察只能用眼睛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D.观察不仅要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用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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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正确的观察方法。

A.细致观察法 B.连续观察法 C.实验观察法

（1）牵牛花开了！花形像个喇叭，红红的，白白的，真是风姿

妩媚，一朵一个姿态。（ ）

（2）妈妈给了我三个蒜瓣，让我把它养成小蒜苗。我给它浇上

水，一天天地观察。（ ）

（3）我开始观察含羞草，只见含羞草有一根细绳子似的主茎，

主茎上有许多的分茎，每根分茎上有许多的小叶子。我不由得摸了

一下叶子，叶子折向分茎，而分茎呢？卷向主茎。我心想：含羞草

的叶子为什么要收呢？（ ）

二、语句段运用。

1.为下面的动物找到家。

狗 鼠 鸟 猪 马 鱼 牛 虎

窝 穴 厩 塘 圈 洞 棚 巢

2.读下面两组句子，注意加点的词语，体会每组句子意思的不

同。

（1）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变成灰色。

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别的昆虫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

别的昆虫大多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去掉之后意思变化最小的一项是

（ ）。

A.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

B.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

C.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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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

三、口语交际。

1.如何保护视力呢？下面做法不当的一项是（ ）。

A.按时做眼保健操。

B.看书时，眼睛与书保持一定的距离。

C.用眼过度时，要适当看看绿色和远方。

D.在强烈的阳光下看书。

2.每年的 6月 6日为“全国爱眼日”，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

会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活动以“爱护眼睛，保护视力”为宗旨。

对于如何爱护眼睛，你也一定有许多方式吧！想一想，除了经常做

眼保健操之外，我们还有哪些保护眼睛的方式？把你想说的写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日积月累。

1.把下面的谚语补充完整。

（1）立了秋，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乱穿衣。

（3）夏雨__________，秋霜_______。

（4）八月里来雁门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十场秋雨要穿棉。

（6）八月_______，九月_______，十月还有___________。

2.选择上面的谚语填空。

（1）有一句谚语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秋雨过后，天气转冷，秋天即将走到尽头、冬天也就要来临，人们

就要穿上棉衣防寒了。

（2）已经是初春时节，走到大街上，只见人们有的还穿着厚棉

袄，有的穿着小夹克，还有的女孩子已经穿起了薄裙子，难怪人们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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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一、1.C

2.（1）A （2）B （3）C

二、1. 狗窝 鼠洞（鼠窝） 鸟巢（鸟窝） 猪圈 马厩 鱼塘 牛

棚 虎穴

2. （1）“逐渐”说明爬山虎的脚是一点儿一点儿变成灰色的。

（2）“大多”一词指大部分昆虫如此，也有个别的不是这样，体现了语言的

准确性。

3.B

三、1.D

2.示例：眼睛累了，多看看远处的事物、多看看绿色的植物，写作业看书要

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不要长时间看电视和看手机。

四、1.（1）把扇丢 （2）二八月 （3）少 早 （4）雁儿脚

上带霜来

（5）一场秋雨一场寒 （6）暖 温 小阳春

2.（1）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 （2）二八月，乱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