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 六年级小
学语文教案(实用13篇)

突出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这里，我
们推荐一些备受教育界赞誉的四年级教案模板，供大家参考
借鉴。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一

1.通过比较阅读，用精练的语言概括对各种稀粥的制作、吃
各地粥的不同感受以及所反映的世情变化。(穿插在品味语句
过程中，请学生直接回答)

2.想象“我”在吃粥时的心理，如果不吃粥会怎样?

3.可用制表的形式来概括以上内容

地名制粥吃粥的感受世情变迁

江南一带烧泡饭，“把剩下的大米饭搅松，然后用水烧
开。”外婆“烧”白米粥，“熄火后的粥是不能马上就喝的，
微微地焖上一阵。”在外婆家喝白米粥，“天然地清爽可口，
就像是白芍药加百合花再加莲子熬出来的汁，滚烫地喝下去
似乎五脏六腑都被清洗了一遍。”五六十年代(省吃俭用)

北大荒“熬”豌豆糖粥，“熬”上一锅粥，待粥快熟时，把
豌豆掺进去，又加上不知从哪弄来的一点白糖。“煮”大楂
子粥，“急火煮开锅了，便改为文火焖，焖的时间似乎越长
越好。”在北大荒喝大楂子粥，“它的米粒饱满又实沉，咬
下去富有弹性和韧劲，嚼起来挺过瘾。”喝小米粥，“比之
大楂子粥喝起来感觉要温柔些，细腻些……在挂满白霜的土
屋里，冰凉的手捧起一碗黄澄澄冒着热气的小米粥，我觉得
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热粥一滴滴温热我的身体烤干



我的眼泪暖透我的心。”时期(大米粥极偶然才炮制一回)

广州(湖南)熬鱼生粥，“从锅里舀起一勺滚滚的薄粥，对着
碗里的生鱼片浇下去……再加少许精盐、胡椒和味精，用筷
子翻动搅拌一会”;新会老家亲戚家“煲”具有广东地方家庭
特色的粥，“把淘好的米放在罐子里，加了适量的水，再拔
罐子放在封好底火的炉子上，……早上起床，只须将准备好
的青菜碎丁、切碎的松花蛋、海米丁，还有少量肉末，一起
放入罐内，加上些作料”。还有湖南“舂”出来的米粥。其
味鲜美无比……一碗粥喝下去周身通达舒畅，与世无争、别
无他求。在亲戚家喝特色粥，“不但味道清香爽口，让人喝
了一碗还想再喝……而且内容丰富，色泽鲜艳。”改革开放
年代(稀粥的功能也从一般聊以糊口、解决温饱的实用性，开
始迈向对稀粥的审美、欣赏，以及精神享受的“高度”。)

4.比较的结果：“我”吃粥从江南一带——北大荒——广
州(湖南)，反映了五十年代的人们省吃俭用置产业的心
理——时期极偶然炮制，反映物质的贫乏——“改革开放”
年代吃粥是审美、欣赏、享受，反映了“改革开放”不仅使
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
发展起来了。表达了作者赞美“改革开放”国策给国家和人
民带来了巨大变化的思想感情。

(适时指出这样的写作方法是“以小见大”和“对比”，即
以“吃粥”这一常见的、普遍的生活小事的.变化，通过不同
地区、不同年代的制粥方法比较，来反映世情的巨变、国家
的发展变化。)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二

同学们，你们能够回忆起妈妈写得那段话中有哪些“”吗？

2、合作背诵



可以同桌之间一起回忆背诵。

3、问题研究

1）现在我们知道了，妈妈那么多的爱，都是的！

2）提问：我们说文中有两份账单，我们已经研究了妈妈的账
单，再让我们来看看儿子的

账单，儿子在写这份账单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满怀期待）
“满怀期待”是什么意思？儿子期待什么？最后他得到了他
想要的东西了吗？他得到了什么？（妈妈的账单）儿子在接
到妈妈的账单时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噙满泪水，妈妈我
爱你，账已付清）噙满泪水是什么意思？从满怀期待到噙满
泪水，儿子的心理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后悔了，觉得自
己不应该把账单给妈妈）

3）提问：请同学们来为妈妈的账单来估估价？（妈妈的爱是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4）提问：其实这文章里只有一个“”？为什么？（这就是妈
妈对子女的爱）

5）交流：这笔账他付得清吗？

4、联系自己

2）提问：你欠父母多少账呢？你打算怎么还？

3）把你们心里的账记下来吧！写下你对父母的爱，并付上自
己的“还账计划书”。

5、完成作业

1）习题



2）选做作业：金钱是万能的吗？

教后记：这节课共有两个课时，在第一个课时的教学中，生
字教学任务的完成还行，但是对于情感目标的完成，还是远
远不够的。一课旨在让学生从妈妈写给儿子的账单中体会到
母亲给予子女的爱都是的、无私的、不需要回报的，让学生
体会到母爱的伟大。但由于自己在指导学生研究妈妈这份账
单时的引导和设计不够，因而导致了很多学生不能从账单中
体会到母亲无私的爱。在我要求学生结合自己妈妈为自己所
做的事来理解这份账单时，很少有人说得出来，即使说了，
词句也是比较苍白无力的，不能让其它同学有所触动。所以
在第二节课时，我就布置了写一写的任务，让学生好好回想
选取在生活中妈妈让你感动的一个细节或是片断来写一写，
要求写出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完成后我请几个写得比
较不错的同学起来汇报、读一读，让大家从这些事例中有一
个比较感性的认识，最后再结合文章中对于儿子心理变化过
程理解的引导，这才让学生对于母爱的感情认识有了提高。
在两节课的教学细节方面，存在的不足是（1）自己的教学语
言还不够儿童化，不能让学生清楚地体会到老师的意思，比
如：我问“在读了这文章后，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对于
其中的哪一个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话都过于成人话，
应该改成：“读了这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账
单中的那一个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是你对于哪一个还
不太理解？”（2）在抓住学生的回答进行及时反馈这一环节
上，做得还不够到位，比如：学生在读到妈妈为了她的
病“心急如焚”时，老师完全可以抓住这个词来引导学生，
体会妈妈对我们是多么的关心，但我却忽视了这个好机会。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三

1）师：来猜一猜，老师手中的这包咖啡是怎么来的？

预设：是买来的，是捡来的，是别人送的……



师：这包咖啡啊，是老师去超市购物时，促销人员送给老师
品尝的。

师：谁来说一说“”是什么意思？（免缴费用，不收费），
你享受过的待遇吗？

2、初读课文

1）预习过的同学一定知道，在我们的课本中就有一则关
于“”的故事，让我们翻??

课本，再来读一读这课文，注意思考：这课文说了一件什么
事？在读课文时，请注意读准生字的字音，认清字形。

商店购物垃圾优??

3、再读课文

1）对于这课文，同学们都有了自己初步的理解。现在就让我
们来好好研究研究。

2）提问：课文中有两位主人公，一位妈妈，一位儿子，在文
中他们是怎么进行交流的？

（利用账单进行交流，一共有两份账单，一份是妈妈的，一
份是儿子的）

4）小组讨论研究

5）全班交流

预设：妈妈怀我们的时候，行动不便，很辛苦……

我们生病时妈妈抱着我去看医生，紧张极了……



（交流汇报时，引导学生想象其中一个或几个的画面）

6）我们说最让人感动的是妈妈的那份账单，那几个不仅让我
们感到了妈妈对子女多年来辛苦的付出，更让我们觉得母亲
的爱是那样的厚重和无私。让我们把感情融入到朗读中，深
情地读好每一句话。（指导朗读）

7）把你最喜欢的妈妈的一句话背下来，背给你的同桌听一听，
让他给你作个。

4、三读课文

1）请同学们快速地默读课文，想一想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四

1、自主品味，进行个性化解读。

教师引导学生探究：读了此文后，你心目中的海燕形象是什
么样的形象？你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让学生深入接触
文本，与文本进行对话）

2、联系时代背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初步把握海燕形象
的特定内涵。师生共同明确：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
海面上飞翔，这本是自然现象。因此“海燕”一词在俄文中
含有“暴风雨的预言者”之意。高尔基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
夕，塑造了海燕这个“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精灵”般的艺
术形象，旨在呼唤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为登高一呼的无产
阶级革命先驱者高唱赞歌。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五

小说《猎鹰》是作家马文强的长篇小说。本书围绕着在固仓
草原上关于猎鹰的和保护的故事而展开。青年画家燕昭到当



年父亲插队的西部小村庄去创作、采风。在那里，他结识了
当地的驯鹰艺人，为他们精湛的驯鹰技术和对鹰的热爱而折
服;在那里，他也见证了人性的丑恶，那些猎鹰者为了高额利
润而不惜铤而走险。他甚至卷入一场与鹰有关的**之中。在
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之后，燕昭对鹰、对鹰文化、
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均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为了这部作品，马文强在西北一待就是7年，行程数万里，几
经打磨，终于有了这部关于猎鹰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在书
中，马文强向读者缓缓地铺展开了一幅辽阔的西部画面：
那“绵羊毛一样的云朵簇拥着，云朵下的草场，草场上的花
草牛羊……”新疆阿合奇县的苏木塔什乡，是中国猎鹰之乡。
马文强在那里见到了柯尔克孜族的驯鹰艺人们，他们痴迷于
驯鹰，养鹰，也爱鹰，那种爱，是存于骨髓里的爱，是人与
鹰、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让人感到诗一般的柔软和美丽。

而在新疆的其他地方，马文强也见到了人与鹰的另一种关系。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分子冒着高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将猎
鹰一只只地贩运到境外去。一年年过去了，猎鹰一只只地减
少，猎鹰的价格越来越高，分子则越来越疯狂!捕杀、网套、
围猎、暗养、运输，许多的环节都会导致猎鹰的死亡……作
者借燕昭之口，表达了对猎鹰这种古老文化行将消失的担忧
和遗憾。

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给人带
来精神上的幸福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生态失衡、物种灭绝、
能源枯竭和人们精神层面的道德沦丧，可以说，人类整体处
在安全感缺失的边缘。近年来，一些作家以一些行将灭绝的
动物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都带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在自然失
衡的忧患悲戚中隐含着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担忧，像贾平凹的
小说《怀念狼》等。在《猎鹰》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作者
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猎鹰》从表象来看，讲述的是与鹰
有关的故事，其实，隐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鹰文
化”的濒临失传，正是对人与自然一步步失去和谐的反思。



鹰，在故事的曲折发展中一步一步直抵我们心灵深处，不由
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六

1.学习文章中好的开头和好的结尾,并在习作中能加以运用,
让自己的文章更加精彩。

2.了解古诗词中借他物来表达志向、情感的写法——“托物
言志”,并加以运用。

3.学习课文中主人公外貌描写跟文章主题的紧密关系,以及在
整个文章中的表达效果。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谈话导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本单元的三首古诗
和三篇现代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文园地的内容。

2.请同学们先回忆一下本单元的三篇古诗和三篇现代文,想一
想:每篇课文的最后都有什么要求?(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
查看课后练习,并能用简洁的语言流畅地回答课后习题。)

二、学习“交流平台”。

1.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你发现第四单元的课文在文章的开头
和结尾有哪些特点?

(学生自由交流,并推选出迅速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

(1)《十六年前的回忆》的开头是直接点题(“离现在已经十
六年了”),结尾呼应开头(“妈,昨天是4月28日”)。

(2)《为人民服务》的开头是直接点题(“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结尾升华主题(“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3)《金色的鱼钩》开头是交代事情的起因(“指导员派炊事
班长照顾我们”),文章是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写的,结尾起到
了呼应和升华标题的作用(“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
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2.表扬回答正确的同学,让学生交流如何写好开头和结尾。

3.如何写好文章中的开头和结尾,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在
这方面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请女生、男生分别读出开头和结尾。

三、学习“词句段运用”。

(一)第一题。

1.细细品味诗句,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下面的诗句。

课件展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学生齐读后思考:诗句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诗人托“竹”言自
己正直、倔强的性格,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傲风骨和
品质。)

2.品味课本“词句段运用”中的其他诗句,先读一读,再和同
桌一起交流诗句的主要意思。

3.检查反馈,全班交流。

(1)“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赞美墨梅不求人
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诗人借梅自喻,表达自己的
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

(2)“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荷花凋谢,连那
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的菊花花枝还傲霜斗寒。



诗人苏轼借用“傲霜枝”来歌颂刘景文孤高傲世的高洁品格。
)

4.在本单元的课文中,还有不少值得细品的语句,找出来与周
围的同学交流、品味,说说这些语句的主要意思。

5.学生互相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二)第二题。

1.教师展示:“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
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
脸。”

(作用:通过外貌描写可以看出父亲虽受尽敌人的折磨,但依旧
沉着、慈祥。“平静”说明李大钊经历残酷的折磨后依旧坚
强;“慈祥”充分体现了李大钊对亲人的爱。如果删去,则不
能很好地表现人物的品质,会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

2.教师展示:“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
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
的两个耳朵,向两边拉。”

(作用:通过外貌描写,扁鼻子军官凶神龌龊的丑陋形象展现在
我们面前,让读者由衷开始担心雨来的命运。删去,就没有这
个效果了。)

3.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
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
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

(这段话是对祥子的外貌描写,表现了他的健硕和无限的活力。
外貌描写能够很好地表明人物的特点。如果删去,就没这种表
达效果了。)



4.学生齐读这三段话,体会人物的外貌描写在刻画人物形象,
表现文章主题方面的作用。全班交流。

5.拓展练习。

(1)学生从学过的课文中找出成功的外貌描写的段落。

(2)一位学生描述另一个同学的外貌,其他同学猜一猜他说的
是谁。互相交流,教师点拨。

四、学习“日积月累”。

1.学生齐读“日积月累”的句子,注意读
准“栽”“柳”“逆”等的读音。

2.学生交流句子意思,明白这些句子都是名言警句。

第一个句子出自《增广贤文》。意思是:人们刻意用心去栽培
花朵不一定成活,而无意间插在土里的柳树苗却在不知不觉中
长成了一片绿荫。告诉我们有时刻意为之不能称心如意,顺其
自然反而比较容易成功。

第二个句子出自《孔子家语》。这句话是说良药多数是带苦
味的,但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
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现在
常用来说明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第三个句子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
止”是以树欲静,而风不休不止吹之为喻说明事与愿违,或客
观情况与主观愿望相悖。“子欲养而亲不待”则是叹人子欲
孝敬双亲时,其父母已亡故。

第四个句子出自《名贤集》。意思是在过富有的生活时要想
到以后可能会过贫穷的日子,不要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再来回



想以前的美好生活。在物资丰富时要考虑到缺乏时的日子,不
要到了缺乏时才后悔。意为应注意节约,不要浪费。

第五个句子出自《警世贤文》。意思是,所学知识只有到用的
时候才后悔自己懂得太少了,事情如果不亲身去经历就不知道
有多难。

(学生在交流句子意思时,只要大致说对就好。)

3.你还积累了哪些名言警句?全班交流。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结合实际,学生谈谈对一些名言警句的理解。

1.“词句段运用”中,学生关于外貌描写对表现人物特点的作
用体会不够深刻,应多举事例,让学生加以体会。

2.学生对“日积月累”中的名句体会较深刻,能快速组织背诵。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七

回顾总结：

我们今天学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航天梦想，谁来总结一下这
中间体现了哪些航天精神?

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

对，正是这些航天精神，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刻苦钻
研，默默奋斗，直到最后圆梦。而载人航天之后，我们还将
发射空间站，探索月球，火星，航天精神，将会一直延续下
去。好的，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八

猎鹰是一种猛禽，很难被人驯服。但是一旦被人驯服，便会
绝对效忠主人，很少有背叛主人的现象发生。

一种飞禽族动物，猎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被
视为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训练一只猎鹰需要大量的
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因此在阿联酋猎鹰的生意十分红火，在
当地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古老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部落生存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其艰
难程度难以想象。因此阿拉伯人使用猎鹰进行狩猎，主要猎
捕鸨。另外阿拉伯人将用猎鹰进行狩猎以及驯服猎鹰当作是
一种运动，可以强身健体，锻炼意志，阿联酋总统曾经撰写过
《隼猎体育运动史》，对外界介绍阿拉伯人如何进行狩猎以
及训练猎鹰的运动。狩猎是一项集体运动，至少10人，至
多60人，参与者无论是国王酋长，还是学生百姓，均在一起
进行，一视同仁。对于驯服猎鹰，阿拉伯人使用各种手段：
首先不提供饮用水和食物，必要时也只能提供少许，以打掉
它的傲气，使猎鹰听从主人的召唤。在阿联酋当地还有专门
的猎鹰研究所和猎鹰医院。

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阿拉伯国家在
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中国的反国家法的坚决支持，作为对阿
拉伯国家一种回报，中国政府曾经赠送过阿联酋政府一对猎
隼。

凡是阿联酋人要带出境的猎鹰，需办理护照方可自由出入。

在中国，猎隼是国家保护动物，严禁私自捕猎。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九

掌握孟子的文学常识及其政治主张，准确把握文章的写作意



图推行孟子心中的仁政。

理清论证思路，掌握通过类比论证、正反论证、举例论证的
方法证明观点的方法。

体会论证过程中双重否定句、排比句的表达效果。

：掌握通过类比论证、正反论证、举例论证的方法证明观点
的方法。

：准确把握文章的写作意图，掌握通过类比论证、正反论证、
举例论证的方法证明观点的方法。

一、导入

1、复习：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谁?

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叫做“仁”?

3、身处战国的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面
对一心只想通过战争征服他国的战国君王们，智慧又擅长辩
论的孟子会用什么办法来推行儒家“行仁政，爱百姓”的政
治主张呢?他是怎么把齐桓公、晋文公、梁惠王、滕文公等各
国君主“骗”得一愣一愣的呢?今天我们这节课与其叫《天时
不如地利》，不如叫做“狡猾的孟子”

二、初读课文、翻译疏通

1、自读课文，读出孟子向君王游说说理时的自信。

2、集体朗读，读出说理的气势，注意排比句的朗读方法。

3、同学互译，圈划不理解的字词句，互助解答



4、指名翻译，重点强调。

城、郭、是、池、环、兵、委、去、域、亲戚、至、顺、畔、
夫

三、把握中心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施仁政、民贵君轻——爱百姓

这是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道”

3、本文的论证中心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合”，要
表达的道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写作的意图是规劝
当时的统治者施行仁政。

4、作为一篇议论文，一般会有提出论点、分析论证、得出结
论的议论过程。本文孟子是如何提出论点、分析论证、得出
结论的?再读文章。

四、论证过程

通过军事引起君王的兴趣，再通过层层说理慢慢将君王引入
自己设下的“仁政”的“圈套”。

举出事实论据，分别举例论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正反论证，加强说服力。双重否定句增强语气。

4、你认为为什么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中，人和的作
用?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
内因决定外因。

有了“人和”，其他问题能够通过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迎刃而
解。

道理论证;增强语势，更有说服力

正反论证。

7、至此你认为孟子的道理说清楚了吗?请理出孟子的论证过
程。

8、“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句话是主张打仗的还是不
主张打仗的，为什么?

看似教君王怎么打仗，其实文字背后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君
子是不会随随便便打仗的，君子爱好和平，只有万不得已才
打仗，如果君王热衷于打仗，那你就不是君子——可见孟子的
“狡猾”

五、复习总结

君王听说孟子要谈论打仗的办法，一定认真聆听，经过孟子
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论证，以及从军事类比到治国方略，便
会被孟子严密的论证牵着鼻子走，打心底里认为要打胜仗，
治理好国家确实需要“人和”。这时，落入孟子事先布置好
的圈套的君王自然而然就要追问“人和”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了。孟子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并从正反两
个方面加以论述。

2、通过这篇文章，你学到了哪些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

《天时不如地利》是一篇文质兼美的经典之作,鉴于是诵读欣



赏篇目,在设计教案时,注重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味,在读中
感悟;在备课中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同时,以诵读为主线,采
用合作探究的方式,采取诵读、点拨、讨论、质疑等方法,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整节课的教学实施过程由几个板块内
容构成:第一板块“整体感知,诵读训练”;第二板块“深入文
本,品读赏析”,具体又分合作探究、疑难字词释义,探究文章
主旨、赏析论证艺术,吟哦讽诵、积累经典;第三板块“古为
今用,拓展迁移”,设计一道开放性思考题谈谈“和”的新意,
力争让学生学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运用现代观念的角度来
理解和评价文章内容,注重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培养学生主动阅读文言经典的兴趣;增强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吸取民族智慧;丰富学生传统文化积累,积淀传
统文化底蕴,应当成为所有教师在教授经典文言文时的终极追
求。

由此，我想到备课不但包括备教材、备学生，而且还应该包
括备自己——以最好的状态进入课堂。不管是穿着、心情还
是精神气质，都要使自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课堂是神
圣的，师者的形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窦桂梅老师说：
“站在讲台上，我就是语文。”一个举止从容大方、吐高雅、
智幽默的教师肯定会赢得学生敬佩和爱戴。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节课上不在状态呢?其实每一周的开
始上课的状态都不是太好。这可能与双休日的休息有关。在
家还没有休息够，又要进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了，心理上多少
有些不情愿。我了解到有不少老师也有这种表现。其次课前
的注意力没有在备课上。以为课已经准备好了，教案也写成，
课文以往教了好几遍，也再熟悉不过了，认为没有必要准备
了。于是就不再思考教学上的事情了。

还有，在课堂开始时导语没有做好。开头很重要，它甚至影
响着一节课的质量。在上课时我说：“在战国时代，战争频
繁，人民深受战争之苦。继孔子之后，一位儒家大师出现了。



大家说他是谁?”学生很容易就能回答是出孟子。“他有什么
政治主张呢?”我接着问。这下学生没有回答上来。出乎了我
的意料，因为学生在七年级时学过中国古代史，回答这个问
题并不难。但是70多个学生中就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这令
我比较失望，影响了接下来的上课心情。

大凡成功的教师都善于调节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教学进
度，调节教学策略，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是教学机智，唯有
在实践中不断地锻炼才能养成。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十

1．指导

让学生读这两段话，指出选自哪里？

引导学生读帖。通过观察让学生说出书写的格式。通过观察，
让学生说出书写的格式，/article/字与字之间，字与标点之间
的距离以及每个字在一行中的位置，那些字不宜和其他字写
整齐，写成一样大小。

2．练习

（1）学生练习描红，教师巡视指导

（2）教师及时小结，再让学生仿写

3．反馈

（1）展示写得好的字，并请学生说说好在哪里。纠正写得不
够好的字。

（2）教师范写。



（3）学生再次描红临写。

二．教学第五题。学写毛笔字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十一

介绍《海燕》的深远影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它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所写的一首散文诗。
它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有如春天的旋律，时代的前
奏曲，革命的宣言书。自问世以来，它便以深刻的思想锐利
的锋芒和激越的诗情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它的读者，超越
国界、超越时代，超越年龄、性别、种族。它属于过去、属
于未来、属于全世界。它是美的典范之作。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十二

1、本单元主题：

本单元课文主要是围绕“走进大自然”这个专题进行编排的，
主要由《草原》《丁香结》《古诗词三首》《花之歌》四篇
课文组成。编排意图是引导学生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感受
大自然的奇妙与美丽；培养学生观察和想象的能力；激发学
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情感。

2、本单元重点：

（1）反复朗读理解课文内容。本单元的四篇课文都意蕴深厚，
令人回味，只有反复朗读才能逐渐感受到自然景观的奇妙和
美好。大草原的碧绿与辽阔、丁香结的幽怨、古诗词中描述
出的自然画卷，花之歌的丰富内涵，都要通过反复朗读才能
感受到。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一定要分配充裕
的时间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



（2）体会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感受。每篇课文中作者在
描写自然景物时都运用了想象，写出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教
学中要抓住课文重点，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真实的体
验和感受，还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育资源，用声音和光影把
学生带入到课文描述的情境中，让学生去感受和体会，并学
会在今后的习作中尝试运用想象的手法。

1、草原

1、正确读写“毯、境、陈”等14个生字，理解字义，识记字
形。理解“境界、襟飘带舞”等词语。

2、自读感悟，想象草原迷人的景色，受到美的熏陶。背诵
第1自然段。

3、揣摩优美的语句，体会课文表达上的一些特点，学习作者
抒发情感的方法。

4、通过理解蒙汉人民的深情厚谊，激发学生对草原的热爱之
情。

第一课时

1、正确读写“毯、境、陈”等14个生字，理解“境界、襟飘
带舞”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厘清文章结构。背诵课
文第一自然段。

3、想象草原迷人的景色，受到美的熏陶。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出示课件2】教师播放腾格尔的歌曲《天堂》，请同学
们欣赏。



2、播放完毕后谈话导入：这首歌唱出了什么地方的美丽景色？
对，是草原。你们一定知道咱们今天要上哪一课了。（板书
课题：草原）学生齐读课题“草原”。请同学们分小组交流
一下自己课前了解到的关于草原的资料，谈谈自己对草原的
感知。

今天，我们就和作家老舍一起，走进内蒙古，走进那辽阔的
大草原。

2、简介作者以及写作背景【出示课件3】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
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
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国际影响。老舍的文学语言
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四十多年前，老舍先生到内蒙古草原参观访问，记录了当时
在草原上的所见所感。今天，我们就紧随老舍先生的脚步，
走进“草原”，感受大草原无与伦比的美丽风光和淳朴热情
的民族风情。

【设计意图】

以草原歌曲导入，创设出大草原蓝天白云、一碧千里的氛围，
学生初步感受草原的美，激发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大声流利地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遇到自己喜欢的语句，多读几遍。

2、自学课文生字词，可以用笔在文中圈出来，然后用合适的
方法来解决生字词。

3、检查学习效果，相机指导。【出示课件4、5】

“（1）翠色欲流：欲流，快要流出来。形容绿色浓润得像要
流淌下来似的。

（2）渲染：国画的一种画法，用水墨或淡的`色彩涂染画面，
使它分出层次，以加强艺术效果。比喻夸大地形容。

（3）洒脱：（言谈、举止、风格）自然，无拘无束。

（4）迂回：回旋，环绕。

（5）一碧千里：千里，形容宽广。形容十分广阔的一片绿色。

（6）襟飘带舞：衣襟和裙带迎风飘动。

（7）鄂温克：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省。

（8）天涯：形容极远的地方。

（9）勾勒：用线条画出轮廓。

三、再读感知，理清结构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交流读后的收获，教师巡视指导。

3、小组推荐一名同学汇报交流的结果，其他同学做补充。

4、教师总结。



（板书：初见草原--迎客--待客--话别）

四、细读课文，品味美景

1、老舍先生笔下的草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请同学们仔细阅
读文章第一自然段，想想草原的景色到底美在哪里，你是从
哪些语句中感受到的。画出有关句子，并想一想这些语句带
给你怎样的感受。

2、学生作批注，自我品读探究。

3、学生小组交流自学结果，教师适时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交
流自己的感受。

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教案篇十三

本文讲的是作者由北京申奥成功，想到自己身为10年的体育
记者以及采访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经历，想到一个国家、一个
城市能申办一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学会本课9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奥运、举办权、
水花四溅、嘹亮、魅力、拆除、申请”。理解课文内容，培
养学生从小爱祖国、热爱体育、热爱和平、友谊、进步和发
展等的优秀品质。对学生进行有关奥运方面的教育，唤起对
北京奥运会的向往之情。

理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申办一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
么了不起的事情。”的含义。

先让学生自己阅读本文，理解本文的内容，然后查字典理解
词语的意思，体会课后练习题中句子的意思。然后小组间讨
论交流，集体订正。学生查找相关资料，补充认识。

多媒体课件、搜集有关奥运会和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料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引导疑读，确定精读感悟内容，培
养学生合作探究的精神。

学生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出示多媒体课件)同学们，这是个什么标志?它代表什么
意义?这个标志呢?

2、2003年7月1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请同学们看图片，
萨马兰奇主席宣布北京为2008年奥运主办国，你们能谈一谈
去年7月13日那个不眠之夜你的心情吗?(请学生回答，说说那
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全国人民的心情也是这样激动，让我们看
看当时全国人民欢乐的场面。

3、是啊，多少年的追求，多少年的渴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我们感到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曾亲临奥运赛场，采访过奥
运明星的体育记者又会有什么感受呢?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课文。

4、出示课题。

二、读悟品味，激发向往奥运的情感：

1、自己用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边读边画出感受最深的有关语句，并在旁边写出自己的想法。

溢彩流光：光彩闪烁流动，形容非常好看



沁透心脾：欣赏美妙的乐曲，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

等量齐观：不管事物间的差异，同等对待

锱铢必较：在细微的差别中决出高低

2、同位议议初读感受。

3、组织交流：

(1)本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2)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从哪些语句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感
情?

三、研读品悟，把握情感内涵。

1、理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申办一次奥运会，该是一件
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的含义，思考：作者是怎样说明的?作
者采访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经历，想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
申办一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2、说说你对这句话的体会。

1、查找有关奥运的资料。

2、感情朗读课文。

6、向往奥运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申办一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
起的`事情。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学生以朗读为主，抒发向往奥运之情，出示奥运资料，学生
读后再次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拓展延伸，激发爱国之情。

学生学习内容：

一、读书讨论，感悟体育精神与奥运魅力。

1、再读2-5自然段，思考：作者到底向往奥运的什么?

2、在作者的向往之中，哪一点也是你最向往的?反复阅读相
关段落，然后结合实际说说你的理由。

3、相机播放申奥录像。

二、交流收集的资料，深入体会作者的感受。

1、小组内的同学间互相交流资料。

2、教师出示补充材料，学生阅读。

3、再谈谈你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申办一次奥运会，该
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句话的理解。

4、小结：是的，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由“东亚病
夫”成为体育强国，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综合
实力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北京，能够举办2008年奥
运会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共同期待奥运圣火在
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

三、再读课文，随文积累：

1、感情朗读课文。



2、摘抄优美的句子段落。

四、写写想象作文《2008，我的奥运》

1、指名说说自己梦想中的奥运会。

2、谈谈2008年，你会为奥运做些什么?

3、学生写作文。

1、你喜欢哪些奥运明星?选择其中的一位，与班中的体育爱
好者就2008奥运会搞一次模拟采访。

2、收集有关奥运的资料，办一期手抄报。

6、向往奥运

体育：相对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客观性

奥林匹克精神：和平、友谊、进步、发展

向往奥运，好梦成真——北京申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