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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语文“大自然的声音”教学案例 

芳草地国际学校   马琳 

一、内容与学生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学生在第一学段要能

“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在第二学

段要能“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本单元在“感受课文生动

的语言，积累喜欢的语句”这项关键能力的培养上，之前有基础，之后有

提升，在教材体系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标课标，本单元可以归属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

根据此学习任务群的定位和要求，创设“大自然的馈赠”单元学习主题，

引导学生在文学阅读中感受自然馈赠，在创意表达中获取深刻思考。 

本单元以“我与自然”为主题，编排了《大自然的声音》、《读不完

的大书》、《父亲、树林和鸟》三篇课文，语言各具特色，蕴含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感。语文要素是“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积累喜欢的

语句”。课后习题通过多角度帮助学生体会生动的语言：《大自然的声音》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读不完的大书》引导学

生体会课文生动的语言，《父亲、树林和鸟》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丰富性。

语文园地的“交流平台”引导学生梳理总结摘抄的基本方法，主动积累生

动的语句。 

《大自然的声音》是一篇极具感染力的散文，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

绘了大自然中风的声音、水的声音和动物的声音。通过分析课标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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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班学生情况和二语习得规律，我选取了本课第三自然段作为语料。

确定本节课的核心知识点是拟声词的认识、理解和运用。从学科逻辑来看，

拟声词作为汉语词汇中的特殊类别，是对自然界和生活中声音的模拟，它

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还能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文本所描绘的场景，

增强文本的画面感和生动性，增强了学生对大自然、汉语的热爱之情。 

（二）学生分析 

班级中的学生是第二语言习得者，且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可能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基础；而另一部分学生可能还处于语言学习的初级阶

段，因此在教学活动设计时需要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搭建支架。 

在学习本课前，学生在一二年级已经在生活和学习中接触过一些简单

的拟声词，且对声音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感知力。然而学生对拟声词的认

识较为零散、表面化，尚未系统地了解拟声词的概念、特点和作用。 

学生在一二年级已经在生活和学习中接触过一些简单的拟声词，但认

知较为零散，缺乏深入的理性理解和运用能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能够

准确识别拟声词，理解其在文本中的作用，并学会运用拟声词来丰富自己

的表达，更生动地描绘大自然的声音以及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从而提升自

己的语文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学习目标 

1.了解拟声词的定义、作用。 

2.在想象和理解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段。 

3.尝试用拟声词创作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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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过程 

（一）设计思路 

 

本节课包含四部分： 

课前创设情境，奠定基础（1 0 分钟）：播放音乐纪录片《森林狂想曲》，

创设大自然举办音乐会的情境，帮助学生舒缓情绪，引导学生感受大自然

的声音，为新课讲授铺垫。 

环节一：认识音乐家（10 分钟）：设置 “音乐盲盒猜一猜” 和 “用

眼睛‘看’声音” 两项活动。通过播放自然声音让学生猜测，以及看文字

猜声音并回忆旧知，让学生初步感受并学习拟声词，建立文字与声音的联

系。 

环节二：欣赏音乐家的作品（15 分钟）：安排学生自主阅读课文第三

段，圈出拟声词并有感情朗读。依托文本语料，让学生理解拟声词在文字

中的作用，认识其在汉语中的重要性。 

环节三：妙笔生花（15 分钟）：学生仿照《虫儿的音乐会》，借助教

师提供的不同难度学习单，运用拟声词创作童诗。完成后用豆包 AI 生成

诗歌插图，再将诗配画作品贴在黑板上投票评选。此环节旨在帮助不同水

平学生运用拟声词，增加活动趣味性，培养学生审美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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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环节阐述教学过程 

环节及时

间分配 

 

学习活动 
 

活动规则 
 

知识落实及设计

思路 

 

聆听音乐，

舒缓情绪 

1 分钟 

活动要求：学生放松地坐

在座位上，跟随着音乐纪

录片《森林狂想曲》感受

大自然的声音。 

跟随着音乐，请你放松地坐在座位上，感

受大自然的声音 

通过播放音乐纪录

片的形式，为学生

创设大自然举办音

乐会的情境，让学

生缓解紧张情绪，

静心感受大自然的

声音，为本节课新

知识的讲授做好铺

垫。 

环节一 

认识音乐家 

5 分钟 

活动一：音乐盲盒猜一猜 

活动要求：创设“大自然

召开一场音乐会”的情境，

逐一播放春雨、风声、打

雷、小溪的声音，学生猜

是什么声音。 

 

 

1.倾听并猜出是什么声音。+1 
让学生初步感受什

么是拟声词。 

 

活动二：用眼睛“看”声

音 

活动要求： 

1. 看文字，猜声音。 

2. 回忆一二年级学过的与

拟声词相关的知识。 

 

1. 能够阅读文字并猜出是什么声音。+1 

2. 能够回忆起学过的拟声词知识+1 

让文字和声音建立

联系，调动学生多

种感官学习什么是

拟声词。回忆旧知，

勾连新知。 

环节二 

欣赏音乐家

的作品 

8 分钟 

活动要求 

1.自主阅读课文第三段，

圈出拟声词； 

2.有感情地朗读。 

1. 找到课文第三自然段中的拟声词，并圈

出。+1 

2. 在想象和理解拟声词意思的基础上有

感情地朗读。+2 

3. 倾听、评价。+1 

依托语料让学生

了解拟声词在文

字中起到的作

用，认识拟声词

的在汉语中的重

要性。 

环节三 

妙笔生花 

5 分钟 

活动要求： 

1.仿照《虫儿的音乐会》，

用上拟声词写一首童诗。 

2.完成以后可以读给豆包

AI 听，生成诗歌插图。 

1. 教师提供了两种学习单，其中独立或合

作完成的原创作品+2；半命题填空完成的

个人或合作作品。+1 

2. 能够运用用豆包 AI 生成图片。+1 

3. 能够评价出喜欢的作品并投票。+1 

通过学习单为学生

提供不同难度的支

架，帮助不同水平

的学生运用拟声词

完成童诗创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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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诗配画作品贴在黑板

上，学生投票选出最喜爱

的作品。 

 

用豆包 AI 技术为

童诗配画，增加活

动趣味性，激发三

年级学生创作的浓

厚兴趣。最后学生

互相投票，培养学

生的鉴别能力，促

进共同进步。 

板书设计 

 

四、实施效果 

教学效果分析： 

1.创设情景，导入自然。本课用音乐纪录片和教师语言创设了大自然

的音乐会的情境，让学生消除紧张情绪的同时，为本节课的新知识讲授做

了铺垫，让学生在轻松愉悦氛围中主动探索知识。    

2.活动设计符合学情，课堂活动设计尽量选用符合三年级学生年龄段

特点的活动，如音乐盲盒猜一猜、童诗诗配画创作。让学生感到既熟悉又

有一定的挑战性。豆包 AI 技术的加入，符合当下热点，也是现在小学生们

关注的新技能。 

3.课程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从激趣-复习旧知，勾连新知-理解-运

用，脉络清晰，循序渐进地提升了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学生状态：课堂上学生热情高涨，“音乐盲盒猜一猜” 活动里，学生

们积极抢答；童诗创作环节，学生们思维活跃，或独立思考奋笔疾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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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热烈讨论，充分展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对比分析：相较于传统讲授式语文课堂，本次课堂更注重学生体验与

实践。学生在趣味活动中自主学习，课堂氛围更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课程结束后，对全班 2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90%（18 人）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这堂课，认为课堂既有趣又能学到

知识； 

 

75%（15 人）的学生感觉自己对拟声词的理解和运用有了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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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学生童诗创作的评价发现，75%（15 人）的学生能够正确运

用拟声词，部分学生的作品还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进一步证

实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