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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认识年、月、日》是三年级数学

下册五单元的起始课，借助年历卡

让学生观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

日。本课知识是建立在二年级下册

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的新的时间

单位。在教学中引入学校成立、习总

书记到太原考察等学生熟悉的事件

为背景。通过具体故事联系生活实

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过程中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学情分析：
本课是在学生已经在二年级下

学期学习了时、分、秒并在实际生活

中积累了年、月、日方面的感性经

验，具有学习较长时间观念的基础

上学习的。同时，学生对于我身边至

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认

知。本节课选择引入具体事件来学

习年、月、日的知识，让学生体会故

事背后的意义，感受家乡、祖国与我

们的息息相关，培育家国情怀。

教学目标：
1. 在讲述事件，认识时间单位

年、月、日，根据每个月天数，区分大

月和小月。

2.学生能依据所学知识快速判

断平年、闰年，二月及其它月份的

天数。

3. 通过向学生展示一系列照

片，了解身边的事件到国家重要事

件。在学习中产生自豪感，激发、培

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教学重点：
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

全年有 12个月，有大、小月之分，大

月有 31天，小月有 30天。

教学难点：
在学生了解一系列事件发生的

时间，同时掌握、运用年、月、日相关

知识。

教学流程：

一、情境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展示一些

照片。

第一张，2021 年 9 月 2 日上

午，公园路小学的领导班子、公园路

玉门花园小学的领导、教师和家长

和学生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

第二张：2020年 5月 12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山西太原考察时，同

企业职工亲切交流的照片。

【设计意图：通过向学生展示，

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发生日期，使学

生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意义的

事件，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激发、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合作探究

揭示课题，在记录事件发生时

有哪些时间单位？

关于年、月、日，你们有哪些了

解呢？

预设回答：一年有 365天，一个

月 30天，一年有 12个月等等。同时

伴随疑问，为什么一年有时是 365

天，有时是 366天？有的月是 30天，

有的是 31天？

【设计意图：通过对学生生活中

已有经验的总结，提出新的问题，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观察 2021年的年历卡，将观察

的每月天数情况统计在表内；

通过观察和统计发现：

1、3、5、7、8、10、12 月 都 是 31

天。每个月 31天的月份叫大月。

4、6、9、11月都是有 30天。每个

月 30天的月份叫小月。

二月不是 30天，也不是 31天，

是个特殊月，二月既不是大月，也不

是小月。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分析、总

结，让学生将各个月份按照天数分

类，回忆二年级下册《数据的收集与

整理》知识，同时为学生记忆、掌握

相关知识打好基础。】

向学生介绍拳头记忆法和儿歌

记忆法，帮助熟练记忆大小月。

把一年 12个月的天数加起来，

就是这一年全年的天数。

板书：平年全年 365天

【设计意图：通过两种简单有趣

的方法，让学生轻松地学习记忆年、

月、日。同时进一步了解、学习丰富

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计算、总结、

交流，学生自己得出平均一年有

365天。】

判断平年、闰年方法：

2020年，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

件大事，宛如一条巨龙纵贯城市南

北的太原地铁 2号线于 2020年 12

月 26日开通，是我省建成的首条地

铁线路。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2021年的

2 月有 28 天，2020 年的 2 月有 29

天。我们把 2月有 28天的那一年叫

做平年，把 2月有 29天的那一年叫

做闰年。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二月的天

数不一样，2 月份的天数有什么规

律？出示 2009－2024年二月份的

天数，让学生观察、讨论、发现四年

一闰的问题。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地铁 2 号

线开通，这一年是闰年。就在明年，

也就是 2024年，太原市地铁 1号线

也将全线将通车试运营。那 2024年

是平年还是闰年呢？

根据学生的回答补充板书，平

年全年 365天，闰年全年 366天。

课件演示：闰年来历。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发现平

年、闰年的排列规律，通过多媒体演

示，加深了学生对平闰年的判断方

法的理解，记忆，从而有效地突破教

学难点。】

闰年的出现规律———每 4年一

次，小组讨论闰年与 4有什么关系？

比较 1900 年与上面年份有什

么区别？观察 1900年年历卡，是闰

年还是平年？

小结：公历年份是 4的倍数的

一般都是闰年，但公历年份是整百

数的，必须是 40。

0的倍数才是闰年，这是为什

么呢？请听一段小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中的

1900 年，引出公历年份是整百数

的，必须是 400的倍数才是闰年的

知识。】

三、全课小结

最后展示两张照片，2022 年 2

月 5日，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2000

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以 2分 37秒

348的成绩，夺得本届冬奥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首金！

2022年 10月 16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

报告。

这些照片记录的是一个个平凡

而又特殊的日子。这一个个看似平

凡、普通的日子，却是我们的学校、

家乡、祖国的发展之路上值得铭记

的一刻。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爱国热情

的同时，给学生渗透珍惜时间、努力

学习、报效祖国情感。】

讲好家乡的故事，厚植爱国情怀
———三年级下册数学《认识年、月、日》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李娟 李岳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 在“课程性质”中

指出语文课程应通过积极的语言实

践，引导学生“积淀丰厚的文化底

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全面

提升核心素养。”由此可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充分发挥

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是语文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

是培育“三有”人才的重要载体，

我们应根据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

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中国故事元素，

深入理解故事中蕴含的中国精神，

帮助学生从小打好中国底色，植

入红色基因。公园路教育集团教

育科研指导组在深入课堂调研的

过程中和老师们一起研读教材，

帮助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中讲好中

国故事。

一、在识字与写字中探秘中国
故事
（一）渗透文化，开启汉字探

秘之旅

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打开部

编版一年级上册教材第一课，“天

地人”“你我他”6 个字格外醒

目。新学期的第一节识字课，从学

习这 6个汉字开始。

面对刚踏入校园的小学生，如

何能难易适度地渗透中华传统文

化？开课伊始，教师结合入学教育

激发学生兴趣，增强“我是中国

人”的自豪感，以及学习中国汉字

的迫切感。接着，借助甲骨文帮助

学生理解和识记“天、地、人”，

感受古人造字的智慧；通过小诗歌

“世界有了人，就有你我他。同在

天地间，我们是一家。我帮你，你

帮他，我们是一家”巩固记忆生

字，在诵读中引导学生初步感受天

地之间以人为贵，人人平等，和睦

相处，感受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故事启智，探寻汉字足迹

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

只要我们用心挖掘，便能在识字教

学中拓展汉字文化。学习“天、

地、人”时，播放神话故事《盘古

开天地》，学生不仅感受到汉字学

习的乐趣，还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勇于献身的精神。《仓颉造

字》的神话传说，能够引导学生了

解汉字背后的故事，激发探究汉字

来源的浓厚兴趣。

（三）写字传情，探秘汉字文

化内涵

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引导

学生方方正正写字，踏踏实实学

做人。通过写字教学，要让孩子

们感受到汉字的形体美以及文化

内涵。“人”“大”是一年级上

册 《秋天》 一课中的会写字。教

学时，教师先出示“人”的篆文，

引导学生在字形观察中体会弯腰

垂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

形象，又借助儿歌指导写字：长

撇起笔竖中线，捺随舒展稳如山。

撇高捺低紧相连，助人为乐人人

赞。学生边读儿歌边书写，寓教

于乐，且将汉字的字形、字理完

美展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再指

导“大”字，学生不仅能细致观

察两个生字中撇、捺笔画的细微

区别，还想到了“大”是顶天立

地的大人。这种“探秘”是何等

有趣，核心素养自然落地。

二、在阅读与鉴赏中探秘中国
故事
部编版语文教材中，许多课文

体现着丰厚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伟大的革命文化和与时俱进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师如能加以

重视，及时捕捉，对核心素养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年级上册“和大人一起读”

《剪窗花》，是一篇充满了童趣和传

统文化的儿童诗。研课时，我建议

老师们注意协调好课内与课外的关

系。可以先由老师在课堂上和学生

一起读，再回家和大人分享、交

流，可以设计“共读单”，给家长

提供恰当的共读方法。课堂上通过

聊窗花、读童诗，学生了解到窗花

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内涵，感悟到

剪纸艺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还是中国与世界各国

往来的文化使者，在学生幼小的

心灵里埋下热爱祖国的种子，带

着这样的情感再读儿歌，自豪之

情油然而生。

有些课文距离学生生活较远，

较难引起共鸣，更需要我们帮助学

生挖掘教材背后的故事。如教学五

年级上册《小岛》这一课，学生对

于海防前线的艰苦条件没有太多直

观认识，对海防边哨的重要性缺乏

了解。教师结合本单元的人文主题

和语文要素引导学生课前搜集“守

岛部队”的相关材料，一定程度上

帮助学生了解了我国守岛部队的生

活，体会到守岛战士的爱国情怀，

但感觉不够深入。议课时，再次仔

细研读教材，发现在解决“为什么

要坚守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小岛上”

这一问题时，可以补充中国备受屈

辱的近代割让土地的历史，补充邓

小平和习近平关于主权的讲话，让

学生意识到小岛是祖国领土的一部

分，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

而明确战士们守岛的意义。最后补

充 《联合国海洋公约》部分内容，

感悟到小岛虽小，意义不小；小岛

虽小，责任不小；小岛虽小，主权

不小。随着资料的层层铺展，学生

对国家和主权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

知，内心埋下一颗维护祖国领土完

整的种子，从而提升这篇文章的人

文内涵。

三、在诗词吟诵中探秘中国故事
诗词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瑰宝，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很多教师非常重视诗词的吟

诵指导，他们带领学生一起诵读

经典，感悟中国精神。从“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读出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红船

精神；从“粉骨碎身浑不怕，要

留清白在人间”感受到了崇高的

红岩精神；从“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又联想到平凡

人的奉献精神……

朱熹认为“读书之法，在循序

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课堂是个

有魅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带领学

生静心阅读文本，在字里行间获取

信息，在慢读细品中求得体验，在

圈点勾画里质疑思考，探究文本中

蕴藏的中国故事……未来，任重而

道远。

小课堂，大习得 跟着课本去探秘
———和语文教师一起挖掘教材中的“中国故事”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南校区 张莉

http://www.kydtw.com
mailto:sxkjbk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