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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一年下册第三单元作业设计

人文主题 伙伴 任务群类型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语文要素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积累和运用不同结构类型的词句；读好

角色的对话、读出儿童诗的情趣。

核心概念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读好角色的对话、读出儿童诗的情趣。

教学内容

序号 课时名称 对应教材内容

1 《小公鸡和小鸭子》 第4课

2 《树和喜鹊》 第5课

3 《怎么都快乐》 第6课

5 《语文园地三》 语文园地三

人文主题：本单元围绕“伙伴"这个主题编排了三篇课文。三篇课文从

不同角度引导学生明白要珍惜伙伴之间的情谊，要团结友爱、互帮互

助、快乐合作，才会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

语文要素：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有三条。一是“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

意思”，二是“积累和运用不同结构类型的词句”，三是“读好角色

的对话、读出儿童诗的情趣”。

统观小学教材，本单元第一次明确提出“联系上文了解词语的意

思”这一语文要素低年级在阅读理解方面以词句的理解为基础，而“联

系上文了解词语的意思”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一下第六单元



单

元

分

析

纵

向

分

析

联系生活实际了解词语的意思则是对该单元语文要素的补充，到了三

年级则是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来理解难懂的词句，从逻辑关系上看统编

教材螺旋式地培养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本单元选编的这三篇课文，可

分别作为方法的铺垫、方法的学习和方法的运用来进行有梯度的学习。

1.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册序 单元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一下 第三单元 伙伴 联系上下文了解词语的意思。

一下 第六单元 夏天 联系生活实际了解词语的意思。

二下 第六单元 大自然秘密 联系生活经验了解词语的意思。

三上 第二单元 金秋时节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

三下 第六单元 多彩童年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

2.积累和运用不同结构类型的词句。

对于积累和运用不同结构类型的词句，不仅是在一下的第三单元，

而是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全过程的重要学习目标，词语积累是阅读教

学和写话教学的基础，也是一年级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册序 单元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一下 第三单元 伙伴 词语的积累于运用。

一下 第四单元 家人 语言积累。

二下 第四单元 童心 运用学到的词语把想象的内容写下来。

三上 第一单元 学校生活 阅读时，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

三上 第七单元 我与自然 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积累喜欢的语句。

3.读好角色的对话，读出儿童诗的情趣。

从纵向关联来看，一上是要求学生达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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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好停顿。到了一下就注意读好长句子、抓住课文特点进行朗读指导、

读出疑问句和祈使句等特殊句式的语气。二上开始引导学生学习默读、

分角色朗读课文；二下需要学生能够读好句子的语气和重音，开始试

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三上第二单元开始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从三上第二单元开始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由此可知，朗读的要求

上是从读正确、读流利，到读得有语气，最后有感情。

册序 单元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一上 第四单元 自然 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一上 第六单元 想象 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停顿。

一下 第二单元 心愿 读好词语和句子的节奏，不连读唱读。

一下 第三单元 伙伴 读好角色对话，读出儿童诗的情趣。

二上 第八单元 相处 默读

二下 第一单元 相处 默读

二下 第二单元 春天 注重语气和重音。

三上 第二单元 金秋时节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横看本单元的三篇课文都将此项学习目标 在课后习题中予以

呈现，如《小公鸡与小鸭 子》课后“读一读，比一比”是引导学生体

会加上描述动作情状的词语使句子更生动 形象。需要通过朗读感受，

避免理性分析。《树和喜鹊》课后的“读一读，记一记”引导学生积

累意思相对的词语和 AABB 结构的词语。《怎么都快乐》课后“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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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意在积累动宾短语，并在此基础上再拓展这类词语，并引导

学生建立初步的词语归类意识。小学低段正是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时

期，培养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喜爱，对语感的正确把握，才能奠定以后

他们对语文的加倍热爱的情感基础。有了良好的基础，才可以逐渐地

进行运用和创造。但是积累的方法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不能仅限

于读读写写背背，需要通过创设语境，结合生活实际等方式在理解词

语的基础上进行读写运用的练习。

综合人文主题及语文要素 ,将本单元定位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

达”学习任务群 。

单 元 主题 任务群

第一单元 识字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第二单元 心愿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第三单元 伙伴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第四单元 家人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第五单元 识字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第六单元 夏天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第七单元 习惯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第八单元 问号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作业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 对应篇目 单元作业目标

1. 认识 35 个生字

和 4个偏旁，读准

4 个多音字，会写

21 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

读课文，读好“不、

一”的变调。能正

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背诵

指定的课文段落，

培养语感。

3. 学会使用简单的标

点符号，能根据课文内

容进行简单的问答和

表达。

4. 通过朗读感悟、角

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

式，引导学生理解课文

内容，提高阅读理解能

力。

5. 鼓励学生观察生

活，在实际情境中运用

所学字词，提升语言表

达和运用能力。

6. 让学生感受到伙伴

之间相互帮助、相互陪

伴的快乐，培养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的意识。

7. 激发学生对生活的

热爱之情，引导学生积

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享

受生活中的快乐。

《小公鸡和小鸭子》

《树和喜鹊》

《怎么都快乐》

《语文园地三》

《小公鸡和小鸭子》

《树和喜鹊》

《怎么都快乐》

《小公鸡和小鸭子》

《树和喜鹊》

《怎么都快乐》

、

《小公鸡和小鸭子》

《树和喜鹊》

《怎么都快乐》

1. 巩固本单元所学

的生字、新词，提升

学生的识字写字能

力，确保学生能够准

确书写和运用。

2. 通过多样化的作

业形式，帮助学生深

入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伙伴间的情谊和

生活的快乐，培养积

极的情感态度。

3. 锻炼学生的语言

表达、动手实践和创

新思维能力，促进学

生语文综合素养的

提升。



基础知识点

技能训练点

立德树人点

教学目标——单元要素

教学内容 基础知识点 技能训练点 立德树人点

小公鸡和

小鸭子

积累描述动作的

词语，体会句子的

生动。

能够联系上文

理解词语，知

道前后文的关

系。

了解运用礼貌

用语，体会汉

语的不同感情

表达。学会朋

友之间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

快乐合作。

树和喜鹊
积累短语，培养语

言的节奏。

能够结合上下

文的内容理解

词语的意思。

体会汉语的韵

味，乐于朗读

美文。体会每

个人都需要朋

友，有朋友才

会快乐。

怎么都快

乐

积累词语，学会有

节奏的朗读诗歌。

能够根据生活

积累和经验理

解词语的意

思。

生活中处处有

快乐，要有积

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语文园地三
背诵经典古诗句。 会用音序查字

法，养成勤查

字典的好习

惯。

体会亲子阅读

的愉悦，知道

帮助大人做力

所能及的事

情。

基础知识点：掌握生字词，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技能训练点：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读好角色的对话。

立德树人点：学会朋友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快乐合作。



课

时

作

业

目

标

课题 对应课时 课时作业目标

《小公鸡和小鸭子》 第一课时 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和肢体表现能力，增进亲

子间的互动与合作。

《小公鸡和小鸭子》 第二课时 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引导学

生珍惜身边的伙伴。

《树和喜鹊》 第一课时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思考陪伴的意义。

《树和喜鹊》 第二课时 增强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情感的感知力。

《怎么都快乐》 第一课时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记录生活的习惯。

《怎么都快乐》 第二课时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语文园地三》 第一课时 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

《语文园地三》

第二课时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感受语

文的魅力，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综合

素养。

单

元

作

业

重

点

难

点

课题 作业重点 作业难点 设计意图

《小公鸡和小鸭子》

扎实

掌握本课

字词，规范

书写，理解

其含义。

能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对

伙伴的情谊。

通过情景表演，让学生更加深

入地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角色

的情感，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

和文字表达能力，引导学生珍

惜身边的伙伴。

《树和喜鹊》

体会伙

伴之间的

友爱和陪

伴的重要

性。

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提

升语言表达

能力。

帮助学生将课文中的情

感体验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发

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陪伴，增

强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

情感的感知力。

《怎么都快乐》

培养学

生的观察

能力。

能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生

活中的快乐。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记

录生活的习惯，让学生从实际

生活中发现快乐，进一步体会

课文中所传达的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

《语文园地三》

培养学

生的创新

能力和语

言组织能

力。

提升学生对

语文学习的

兴趣和综合

素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语言组织能力，让学生在创编

和演唱儿歌的过程中感受语

文的魅力，提升学生对语文学

习的兴趣和综合素养。



主题

情景

作业

主题 主要“教—学—评”活动 语文要素

共

享

童

趣

相

伴

成

长

互

助

友

爱

快

乐

同

行

1.演一演：情景表演秀

2.做一做：制作友谊卡 评选制作小能手

培养学生的绘画能

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让学

生在创作过程中进一步

感受小公鸡和小鸭子之

间的深厚友谊，引导学生

珍惜身边的伙伴。

感

受

陪

伴

共

享

美

好

1.做一做：制作“陪伴”

2.找一找：寻找“陪伴” 评选最美“陪伴”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思考陪伴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

达能力，让学生感受陪伴

带来的温暖。

多

彩

生

活

快

乐

由

我

1.记一记：记录快乐

2.编一编：快乐游戏

评选最佳编剧奖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语言表达能力，让学

生感受创造的快乐，增进

与他人的互动交流。

趣

味

语

文

欢

乐

积

累

1.拼一拼：识字拼图

2.唱一唱：儿歌创编

评选拼图大王
创编可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想象力，锻炼他们

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课时作业

4.《小公鸡和小鸭子》

课时 作业内容 作业设计意图 时长

第

一

课

时

演一演：情景表演秀

学生邀请家人一起，分角色表演

《小公鸡和小鸭子》的故事。要求表

演时尽量模仿故事中角色的语气和

动作，把小公鸡和小鸭子互相帮助的

情节生动地展现出来。

通过情景表演，让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体会

角色的情感，同时锻炼学生

的口语表达和肢体表现能

力，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合

作。

15

分

钟

第

二

课

时

做一做：绘制友谊卡片

让学生制作一张友谊卡片，在卡

片上画一画小公鸡和小鸭子一起玩

耍的温馨场景，并写上自己对友谊的

理解，比如“好朋友要互相帮助”等

话语。

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和文

字表达能力，让学生在创作

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小公鸡和

小鸭子之间的深厚友谊，引

导学生珍惜身边的伙伴。

15

分

钟

5.《树和喜鹊》

课时 作业内容 作业设计意图 时长

第

一

课

时

做一做：制作“陪伴”心愿卡

学生准备一张彩色卡纸，制作

“陪伴”心愿卡。在心愿卡上写下自

己希望和谁一起度过美好时光，以及

想做的事情，然后画上相应的图案。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思

考陪伴的意义，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同时让

学生在制作过程中感受陪伴

带来的温暖。

10

分

钟

第

二

课

时

找一找：寻找生活中的“陪伴”

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体现陪伴的场

景，如家人一起吃饭、和小伙伴一起

玩耍等，用手机或相机拍下来，带到

学校与同学们分享，并简单说一说照

片里的陪伴故事。

帮助学生将课文中的情感体

验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发现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陪伴，增

强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

情感的感知力。

15

分

钟



6.《怎么都快乐》

课时 作业内容 作业设计意图 时长

第

一

课

时

记一记：快乐活动记录册

学生准备一本小本子，记录自己

在一周内做的各种快乐的事情，可以

是独自完成的，也可以是和伙伴一起

做的。每记录一件事，配上简单的图

画和简短的文字描述。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和记录生活的习惯，让学生

从实际生活中发现快乐，进

一步体会课文中所传达的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每天

记录时间约 18 - 10 分钟，

一周汇总整理时间约 30 分

钟

10

分

钟

第

二

课

时

编一编：“快乐游戏”创编

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创编一个新

的快乐游戏。学生要向家人或小伙伴

介绍游戏的名称、玩法和规则，然后

一起玩一玩自己创编的游戏。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在

创编和实践游戏的过程中

感受创造的快乐，同时增进

与他人的互动交流。

20分

钟

《语文园地三》

课时 作业内容 作业设计意图 时长

第

一

课

时

拼一拼：趣味识字拼图

将本单元的生字制作成拼图卡

片，让学生先把生字读准认会，然后

打乱顺序进行拼图游戏。拼完后，用

拼好的生字组一个词，并写在旁边。

通过有趣的拼图游戏，

增加识字的趣味性，帮助学

生巩固生字，同时锻炼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

15

分

钟

第

二

课

时

唱一唱：“欢乐儿歌”创编与演唱

引导学生仿照语文园地中的儿

歌，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创编一首

属于自己的欢乐儿歌。然后，邀请家

人一起，为儿歌配上简单的旋律，进

行演唱并录制下来。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语言组织能力，让学生在

创编和演唱儿歌的过程中

感受语文的魅力，提升学生

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综合

素养。

20

分

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