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
等奖 六年级语文复习教案(优质17篇)

理想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它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实
现理想需要积极主动的行动，不断努力和学习，不怕失败，
坚持不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关于理想实现的
心得体会。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一

教学目标：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作者围绕缺水
描述的几件事情，进一步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了解南沙卫士的艰苦生活，体会他们艰苦奋斗、热
爱生活、无私奉献的精神。

教学难点:弄懂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看——(放映南沙群岛图片)在祖国领土的最南端，有



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烟波浩淼、一片汪洋，有丰富的渔业
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等矿藏，这片神奇的国土就是祖国
的南疆——南沙群岛。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这里以前没
有土壤也没有生命，是日夜守卫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创造了
奇迹，是他们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这节课我们就走进他们的
生活，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跟老师一起板书课题：南沙
卫士。

二、合作交流，自主学习

1.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是怎样描写南
沙群岛缺水的?

海军在驻守中遭受了哪些困难，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可以
体现出战士们具有哪些精神品质，结合课文的内容谈一谈。
再有感情的读一读课文，看怎样读才能更好的体现战士们的
精神品质。最后在小组内交流学习所得。

2.学生自主读书交流，教师巡视指导，及时发现并表扬表现
优秀的小组。

3.小结：大家学得很认真，在文中留下了你们阅读的痕迹，
还与同学进行了讨论交流，现在请向全班同学展示你们的学
习成果吧!

三、学生汇报。

1.缺淡水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汇报：

(1)每日只有5公斤淡水。(体会你勾画的表现缺淡水的句子，
有感情的朗读。)



(2)洗衣难，战士干活不穿军装，怕洗衣费水。

(4)自己蓄水

2.缺蔬菜

3.生活单调

出示：训练放哨巡逻侦察，数星望月听涛思乡，海岛的生活
是单调和寂寞的。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体会。

四、欣赏录像，激情朗读。

1.播放《南沙掠影》观看战士生活状况。环境恶劣，生活艰
难，战士们对祖国亲人却如此慷慨，祖国亲人说——齐
读“妈祖救助渔民……怀抱中航行。”

2.战士们的付出祖国亲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六岁小女孩的
画中有多少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呀!带着对战士的敬佩朗读最
后一段。

3.这些战士甘愿吃苦受累为的是什么?读“我们甘愿奉献每一
滴水，每一滴血。我们渴，我们热，就是为了你们永远幸
福!”

五、总结延伸。

1.总结：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为了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这
种无私奉献、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铸造了战士们
的英雄本色，他们不愧是祖国的英雄，不愧是南沙卫士!

2.作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南沙卫士的生存条件今
非昔比，请同学们课下搜集有关南沙现状的资料与同学分享。



板书设计：

南沙卫士

困难南沙卫士的品质(学生汇报时填写)

()()()()

缺淡水

缺蔬菜

生活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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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二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象力、充满好奇心的
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中
的“朋友”，与“朋友”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
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1、作者为什么把进山看风景说成是“山中访友”?

作者之所以将古桥、树木、山泉、小溪、白云、瀑布……这
些自然景物看成是自己的“山中朋友”，将进山看景，说成是
“山中访友”，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德高望重的老
桥，你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你累吗?”

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二人称;用第二人称，似面对面的倾诉，更
亲切自然，更利于抒发强烈的感情。



3、啊，老桥，你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把“老桥”比喻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不但写出了桥
的古老，而且也突出了它默默无闻为大众服务的品质，充分
表达了作者对桥的赞美和敬佩。

4、“走进这片树林，每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我闭上眼睛，
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脚长出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
呼吸地层深处的元气，我的头发长成树冠，我的手变成树枝，
我的血液变成树汁，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本段文字作者运用想像手法，将自己写成一棵树，这充分表
现作者与树木融为一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热爱自然的感情。

这一组句子是写“我”跟山中的“朋友”在打招呼，内容一
致，结构相似，是一组排比句，同时运用拟人手法，
把“我”和山里“朋友”之间的那种深厚情谊淋漓尽致地表
达了出来。采用第二人称，读来倍感亲切、热情。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三

1、基础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和探索大自然奥秘
的热望。

2、发展目标：

(1)凭借课文的语言材料，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理解能力
以及朗读感悟能力。



(2)使学生能自主的采用小组讨论、朗读、想象等阅读方式学
习课文，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探究能力和表现能力。

课后查阅资料，扩展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丰富有关知识，
体验自主学习的快乐。

让学生理解塞特凯达斯大瀑布的原来、几年之后的景象，为
什么会有这种变化，通过让学生演讲的方式，提高学生保护
环境的责任感。

读出瀑布“原来”、“几年后”的不同感触。

让学生查找大瀑布的资料、准备课件、在黑板上画花圈、让
学生准备地图。

(一)、激趣设疑，导入新课。

2、板课题，读课题

3、看题质疑。

(二)、自主学习课文。

1、快速阅读课文，看看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是不懂
的?

2、学生读书，自学，教师巡视。

3、学生汇报读懂的地方。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四

一、复习、积累成语。

1、前几天我们学了课文《明天，我们毕业》，想到20天后我



们也将分别，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慨。是啊，这六年的时
光过得太快，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你能用一个成语来概
括时光的飞逝吗?(时光如梭，岁月如流，光阴似箭，白驹过
隙……)

2、用这些成语来形容时光的短暂是多么恰当啊!成语是祖国
语言文字的瑰宝。本学期我们就学习了许多，课文中有，每
个单元的练习中也罗列了不少。老师让你们回去归类、整理
了。谁来介绍一下你把哪些成语归为一类?请你来教大家怎样
记住它们。

3、请学生介绍自己归类的成语，教大家记住它们。

(“一”开头，aabc……)

(近、反以词，按同学的性格特征，按成语典故，褒义、贬义，
编故事……)

4、小结：成语有很多归类方法，适合自己记忆的就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好方法来不及介绍，可以课后把它教给你的好朋友。
关键看谁记得最多、最牢。当然光积累很多成语还不够，真
正有才华的人会恰当使用它们。

5、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有才华呢?老师这儿有几组题目，你
们每一个四人小组将通过选择序号来决定你们答题的类型。
这儿有a、b、c、d、四个序号可供选择。

a组：根据下列情景，写出你想到的成语。

b组：请把下列成语，编成一个简短的小故事。

(可以先构思好情节，组织好语言，再动笔写。)

c组：请选择合适的成语填入空格，连成一段话。



d组：把下面的成语补充完整，看看你填的是哪些人名和地名。

7、小组合作完成练习，按顺序全班交流。

8、总结：通过刚才的活动，老师发现你们会用了许多成语，
但有些同学可能发觉自己的成语知识还有疏漏。希望你能用
这最后的20天，更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学习，去积累。

二、复习、积累古诗。

(出示三首诗)：

2、都是描写春天的诗，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3、有感情地背诵。(指名背，推荐背，齐背)

5、指名交流，有感情地背诵。

(老师知道你们认真地找了很多，课后来背给我听好吗?)

6、小结：古诗语言简洁，意蕴深厚，多积累一些对我们学习
语文很有帮助。如果你能把小学生必背的70首古诗分分类，
都背下来，一定会受益匪浅。

三、复习、积累名言警句。

1、前一阶段，我看见很多同学都在写临别赠言，但写的时候
挺发愁，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古人送别时会赠给
友人什么话吗?他们会送自己最喜欢的诗句，或勉励友人，或
与友人共勉的话。

3、除了这些，你一定有自己最喜欢的名言想送给好朋友，我
们来交流一下。

4、学生补充课外名言警句。



四、语言积累的运用，写临别赠言。

1、这节课我们把以前学过的许多成语、古诗、名言整理、复
习了，并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如何运用。我想此刻让你再为好
友写上一段临别赠言，你会有许多话要讲：或许你会用一些
成语来赞扬他的为人，祝福他有美好前程;或许你会用一些诗
句来表达离别之情;或许你会送上一句与他共勉的话语。

2、请你用心地、真诚地为你的好友写一段临别赠言。

3、学生写临别赠言。

4、学生交流临别赠言。

5、总结：我相信这些真情而意蕴无穷的话语，会让你在多年
后再次翻开同学录时，回想起母校，回想起同学。或许，好
朋友的一句话会陪伴你一生，激励你一生。

成语练习题

a根据下列情景，写出你想到的成语。

1、小黄和王明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间的关系十分亲
密。()()

2、中国申奥成功，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十分高兴。()()

3、张丽的这个新朋友非常有学问，知识面很广。()

[小学六年级语文冲刺复习教案]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劝学》这首古诗的学习，体会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准确、流利地朗读、背诵古诗，初步理解诗意。

3、在识字、写字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识字与写字的方法。

4、认识10个生字，会写更、书、劝、学、首、迟、发7个生
字，掌握一个新部首。

教学重点：

1、认识10个要求会认的字，会写7个要求会写的字。学会新
部首。

2、在识字、写字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识字与写字的方法。

教学准备：

1、关于读书、学习的名人名言。

2、生字卡片。

3、学生提前查阅有关读书的名人名言，以及颜真卿的资料。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同学们，大家进入学校，每天都在读书、学习，大家知道关
于读书、学习的名人名言吗?

大家知道的可真不少!教师也找到了一些这们的名人名言。出
示：学而不厌;天才出于勤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



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学过书法的同学都知道，颜真卿是唐代著名的大书法家，他
创造的书法具有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
体。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成绩都来自于他从
少的.勤奋好学，后来他把自己的学习经历和体会写了出来，
为后人留下《劝学》这首诗。

二、朗读古诗，初步体会诗意。

1、教师示范读诗，诗的节奏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
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教师领读。

3、学生自由读诗。

4、个别学生读诗，教师纠正字音。

5、学生齐读古诗。

6、学生自由读诗，同时找出要求会写的字。

三、在文本中学习要求会写的字。

2、学习学：朗读诗的前两句。

3、学习更：指导发音。

4、学习书：前两句诗的意思是晚上要挑灯夜读，早上鸡叫就
要起订读书。

5、学习发：发是多音字。

6、学习首。



7、学习迟：后两名诗的意思是有的人青少年时期不勤奋，等
到白头时再想学习，恐怕已经晚了。

8、认读要求会认的字：学习灯读勤悔。

四、再读古诗，感情诗意。

诗的用意是勉励青少年及早努力，不虚度光阴。

五、背诵古诗。

六、巩固生字

1、送字宝宝回家。将诗文抄在黑板上，学生将生字卡片贴到
正确的位置。

2、多音字练习。

3、字理识字练习。

出示道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练习讲述。

七、课后作业

熟练背诵古诗。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六

命题落点

1．关注与化学有关的新技术，关注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

2．化学学科研究的领域，



3．化学新技术与其解决的问题，

4．以科技新成果为背景进行设计命题，

课题2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命题落点

2．对科学探究既需要观察和实验，又需要进行推理和判断的
考查，

3．考查对实验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及结论的得出及对控制变
量的实验探究的考查

课题3走进化学实验室

命题落点

1．仪器的分类，

2．酒精灯火焰的区分，

3．固体粉末取用、试管里滴加液体的基本操作及不正确操作
带来的后果的考查，

4．液体的倾倒、酒精灯的熄灭、试管中液体的加热的基本操
作的考查，

5.基本操作与实验相结合内容的考查。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七

1、《秋天的图画》给我们展现了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体现了
(人们喜悦的心情)，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赞美之情。
秋天的图画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画上有(金黄)的



梨，(红红)的苹果，(金色)的稻谷和(火红)的高粱。这是人
们用汗水绘出的山水画，也是山野对人们辛勤劳动的报答。

2、《黄山奇石》向我们介绍了黄山的奇石、怪石及奇异景色，
展现了(大自然的伟大)。课文条理清晰，先总写(黄山景区的
怪石有趣);再分别描绘(“仙桃石”、“猴子观海”、“仙人
指路”和“金鸡叫天都”)这几块奇石头;最后表示(还有许多
黄山奇石)等待着人们去欣赏。读着本文，惊叹于黄山的神奇，
也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大。我们仿佛被带到了神奇的黄山，美
美地欣赏着那些奇石。

3、《植物妈妈有办法》中，作者把科学知道用韵文的形式生
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了(蒲公英)、(苍耳)、(豌
豆)传播种子的方法。从“植物妈妈”的各种办法中，我们能
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同时激发了我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
兴趣)。

4、《赠刘景文》作者通过对“荷枯、菊败、橙黄、橘绿”的
描写，突出了菊花傲霜凌寒的气概，表达了(对友人的敬佩之
情);《山行》描写了(深秋)时节，作者在山中行走时所看到
的美丽景色，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热爱之情)。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八

一、复习课文

1、《长江之歌》运用了（拟人）的手法，采用了（第二人
称），以（对长江赞美、依恋的真挚感情）为主线，描绘了
长江（波澜壮阔、奔腾不息、源远流长）的风采，歌颂了
（长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表现了作者（对长江的热爱），
抒发了（对祖**亲河的深切爱恋之情）。

2、《五彩池》讲述了“我”在藏龙山上看到的五彩池，作者
用生动的语言、优美的词句描述了五彩池的（数量、颜色、



大小、深浅、形状以及池水显现出神奇色彩的奥秘），表达
了作者（对五彩池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以及（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3、《七月的天山》中，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方法展示了天
山景物的三个不同方面，依次描绘了（天山的雪峰、雪水和
雪水汇成的溪流）、（天山幽林的美景）和（天山深处的景
象），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4《绍兴的船啊绍兴的桥》一文主要运用了什么写法？（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将作者对绍兴的赞美之情融入对“绍兴的
船”和“绍兴的桥”的描述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江南水乡
的独特风情。）

5、《山海关》一文中作者是怎样细致地写出山海关气势的雄
伟和地形的险要的？（开门见山，交代了描写对象――山海
关，同时奠定了抒情的基调，然后用充满感情的句子领起下
文，再强调雄关的气势和地势的'无与伦比，接着写雄伟的箭
楼，随后移步换景横向发展，遥望“北面”和“南面”，分
别写了山海关的“连绵起伏”的山与“苍茫无垠”的水势，
集中突出了山海关的险要地势。

二、背诵、背写

1、背诵：《长江之歌》；《五彩池》第三、四自然段；《绍
兴的船啊绍兴的桥》第三、六、七自然段。

2、背写《天净沙・秋》

三、听写

风采气概甘甜哺育健美依恋荡涤回荡磅礴尘埃灌溉沐浴闪耀
险峻矗立凝结



细腻挺拔苍翠奇异玲珑炽热呈现铺展炎暑凉爽飞泻清澈柔嫩
萦绕绵延绚烂

粗糙黝黑老茧燥热潺潺把舵嘎吱白皑皑萤火虫漫山遍野腾云
驾雾眼花缭乱

五彩斑斓无限生机重重叠叠斑斑点点纵横交错名不虚传巍然
耸立引人瞩目

雄厚苍劲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浑然一体昂首远眺情不自禁苍茫
无垠烽台烟墩

纵缰驰马逶迤翻腾碧波万顷慷慨悲歌干戈扰攘身披盔甲乱石
纵横野草丛生

热血沸腾顶天立地可歌可泣

四、比较组词

哺育洗涤尘埃磅礴昆仑葫芦镰刀沐浴毛毯舀水险峻细腻菠菜
衣裳规矩潺潺

辅导条理挨近浅薄仓库胡同廉洁休息谈话滔天俊俏贰心波浪
党员拒绝孱弱

咯吱粗糙腋窝舵手辛苦泡桐荧幕急躁

树枝创造夜晚驼铃蚕茧叶柄萤火虫干燥

五、多音字

奔跑投奔磅礴磅秤躲藏宝藏饮马饮水夹杂夹袄

单薄薄荷薄纸屏息屏幕脖颈儿长颈鹿



六、形容气势的词语

气势磅礴威武雄壮雷霆万钧浩浩荡荡势如破竹汹涌澎湃所向
披靡摧枯拉朽

横扫千军惊天动地风卷残云排山倒海风起云涌无往不胜铺天
盖地波澜壮阔

七、填空

1、填入合适的动词。

（哺育）儿女（挽起）高山（荡涤）尘埃（舀）起来（张开）
花瓣

（捧）鲜花（撑起）船篷（划）桨（拖）椅子（扶着）垛口

（登临）长城（抵御）入侵

2、填入合适的修饰词

（甘甜）的乳汁（健美）的臂膀（纯洁）的清泉（磅礴）的
力量

（美丽）的五彩池（奇异）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矗立）
的宝塔

（险峻）的山峰（诱人）的香味（苍翠）的雪松（清澈）的
池水

（粗糙）的大手（习习）的凉风（雄伟）的气势（古老）的
民族

（伟大）的体魄（忠贞）的灵魂（可歌可泣）的历史（顶天
立地）的英雄



（轻轻）地歌唱（巧妙）地结合（熟练）地伸缩（远远）地
撇下

（渐渐）地暗下来（匆匆）地吃完（情不自禁）地赞叹

八、特殊词语

abb式：白皑皑火辣辣

aabb式：重重叠叠密密层层清清楚楚

abab式：嘎吱嘎吱黝黑黝黑咿呀咿呀

九、仿写造句：

1、池里生着许多石笋，它们的形状有的像刚刚出土的竹笋，
有的像险峻的山峰，有的像矗立的宝塔，有的像一簇簇珊瑚。
（仿写）

2、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好像渔网上的丝；大河小河，横横
竖竖，恰如棋盘上的线。（仿写）

3、虽然天山这是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
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用“虽然……但是……”造句）

十、句子运用

1、同样的水，在不同的池子里会显出各种不同的颜色。（缩
写句子）

2、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之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改
为陈述句）

十一、近义词



风采-神采气概-气魄哺育-养育依恋-留恋荡涤-洗涤纯洁-纯
净

惊奇-惊讶矗立-耸立玲珑-精巧挺拔-挺立炽热-火热灿烂-辉
煌

感叹-感慨险峻-险要生机-生气蜿蜒-盘旋幽静-寂静萦绕-环
绕

绚烂-灿烂矫健-强健规矩-规则熟练-娴熟寻找-寻觅丢失-遗
失

威武-威风坚固-牢固捍卫-保卫神圣-庄严

十二、反义词

赞美-批评无穷-有限纯洁-污秽奇异-普通细腻-粗糙炽热-冰
冷

呈现-消失灿烂-暗淡鲜艳-淡雅挺拔-弯曲活泼-呆板缓慢-急
速

欢快-沉闷俯视-仰望清澈-浑浊寂静-喧闹蜿蜒-笔直粗糙-光
滑

沉重-轻松熟练-生疏燥热-凉爽伟大-渺小沸腾-沉寂慷慨-吝
啬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九

1、（观察）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信息，（观察）会使我们发
现大树原来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2、大树由（树冠、树干、树根）三部分组成。地球上的植物



一般都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6部分）组成。

3、拓印树皮的方法：把白纸紧压在树干上，先用手指在白纸
上反复按压，再用蜡笔在纸上涂擦，使凸起的部分染上颜色。

4、树的相同之处：它们都长在泥土里，都需要阳光、水，都
有木质的干，一般是多年生的。

5、树的不同之处：树冠有大小，树干有粗细,有的树皮光滑，
有的粗糙，结的果实不同，叶片不一样。

6、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像狗尾草一样的茎叫（草质
茎）。像樟树茎一样的茎叫（木质茎）。树是（木本植物），
草是（草本植物）。

7、观察大树用到了（放大镜、软尺、蜡笔、白纸等工具）。

8、比较大树和小草的相同与不同。

小草植株矮小，茎细、较软，寿命短，是草本植物。

大树植株高大，茎粗、很硬，多年生寿命长，是木本植物。
长在土壤里，需要阳光、水分，有根、茎、叶，有的会开花
结果，有种子。

9、水葫芦（叶柄部位膨大的海绵体充满空气）是浮在水面上
的原因。

10、除了水葫芦、金鱼藻以外水生植物还有（水花生、浮萍、
莲、荷花、菱、菖蒲、茭白等）。

11、比较水葫芦与狗尾草（也就是水生植物与陆生植物的不
同与相同）相同与不同。水葫芦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
囊，能浮在水面上。



相同点：生长都需要水分、阳光和空气，有根、茎、叶，都
会繁殖后代，寿命都短，都是草本植物。

狗尾草长在土壤里，植株矮小，茎细，较软，会开花结果，
有种子。

12、水葫芦的特点：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囊，能浮在
水面上；有根、茎、叶；会繁殖后代，会死亡；生长需要阳
光、水和空气等。

13、植物的叶一般有（叶片）和（叶柄）组成，叶片上有
（叶脉）。

14、叶是（有生命的）。新鲜的叶是（活的），落叶是（死
的'）。

15、植物的一生大约经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等方面。

16、植物按生存环境不同，可以分为陆生植物和水生植物。

17、植物的共同特征是：生长在一定的环境里，都需要水分、
阳光、空气和营养，都会生长发育，都会繁殖后代，都有从
生到死的生命过程。

18、世界上最大的花叫（大王花）。

19、用（量叶片的长度和宽度的）方法比较叶片的大小。

20、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属于草本植物。

21、植物的一生经历：种子――生根――新芽出土――子叶
张开――长成幼苗――出现花蕾――开花――结果――果实
成熟。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

1、文学常识《山中访友》作者李汉荣，著名诗人、散文家;
《山雨》作者是赵丽宏;《草虫的村落》作者郭枫著名诗人、
作家;《索溪峪的“野”》作者曹敬庄，作家、教授，编有
《现代散文精选》。

2、日积月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龚自珍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新雷》张维屏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月夜》刘方平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秋夜洛城闻笛》李白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陈与义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元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一

1、这是一篇诗化的散文，有着雄浑伟奇的画面，对生命与力
量的赞美倾泻而出欲止不能。所以教学分为四个活动板块：
字词擂台赛；走进录音棚；我是评论家；文化小使者。整个
过程以“朗读”一线贯穿读、说、析、品、评，让学生受到
美的熏陶。

2、在语文学习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采用小组合作，
突出教师的点拨与小结。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章基调，感受安塞腰鼓的恢宏
气势。

2、理解文中短句的运用及比喻、排比、反复修辞的作用。

3、通过学习感受生命与力量的美，深入体会作者所歌颂的生
命力量。激发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做优秀的文化传承者。

1、品味文章优美的语言。

2、理解各种修辞的作用，熟读成诵重点句。

引导学生深入领会作者所歌颂的生命力量。

诵读法、小组合作学习

一课时

一、激情导入

(出示安塞腰鼓的图片，)请同学们去看一幅图片，这是(腰
鼓)，它属于哪个地区(陕北)，这是静态的安塞腰鼓，那么动
起来的安塞腰鼓是何其壮观、何其豪放啊！(放舞动的安塞腰



鼓的视频，放完后)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
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
性。(师说，然后学生读“安塞腰鼓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大型舞
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

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
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黑色字屏
幕出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去感受它
的风采，它的魅力。 (板书课题)

二、字词擂台赛(会读、会写生字词)

1、老师手中拿着本课的生字卡，如果你认识，你就勇敢地站
起来读，如果读对了，其他同学跟读两遍。(利用生字卡检查
字词)

2、我们学习字词要做到温故而知新，请看屏幕，齐读两
遍。(看屏幕齐读两遍)

三、走进录音棚

(1)如果第一个学生读的很好，其他同学进行评价好在哪里？
点拨：他完全可以是一名播音员了，注意了读音、节奏、重
音情感。

(2)如果第一个同学读的不好，例如情感不到位，(上面两种
情况不管出现哪一种，顺势而推)我们来感受一下名家对于安
塞腰鼓的朗诵。(播放视频)

2、我是小小播音员：预设几个段落，指导学生朗读；

(1)第7段，从一路高昂和先缓慢后高昂两个不同方面进行指



导，来理解安塞腰鼓带给我们的感受。

(2)文章反复出现的核心句子朗诵示范，不同的重音停顿，效
果不同。

(3)29、30段舒缓的语气去读，读出静中的动感想象。

四、我是小小评论家

1、用词。如：动词、叠词？？

2、修辞。如：排比、比喻、反复？？

3、句式。利用短句的形式

4、动静映衬。

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然后多读，通过读体现自己的理解。

1、从用词方面说；

(1)“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鼓，呆呆地，似乎从来不曾响
过”一句中“呆呆地”用得好，好在它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写
出了安静时安塞腰鼓的状态。

(2)“茂腾腾的后生”“咝溜溜的南风”中的“茂腾腾”“咝
溜溜”用得好，好在叠词的运用使语言亲切富有韵味。

2、从句式上说

“交织！旋转！凝聚！奔突！辐射！翻飞！升华！”这些短
句用得好，好在它们使文章语句铿锵，气势强劲，突出了安
塞腰鼓的豪放美。

3、从修辞上说



(1)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
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
一样，是强健的风姿”写得好，好在比喻使对象更加形象具
体，从而铺排出一系列异彩纷呈的画面。

(2)文中的反复用得好，好在使语言节奏明快，形象深刻清晰。

(3)文章中排比用得好，好在形式多样的排比增强了语势，更
突出了安塞腰鼓恢宏磅礴的气势。排比，是把结构相同或相
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关联的一组句子或词语排列起来，
以增强语势，加深感情。本文有句内部、句与句、段与段之
间的排比。

(l)句内部的排比：“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
了！”

(2)句与句之间的排比：“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
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
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
”

(3)段与段之间的排比：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使人想
起：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
了又晦暗、而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

4、从写法上说；

(1)能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增加了文章的内涵。例
如：“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使人想起：千
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
暗、尔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

(2)动静结合。例如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的静态描写



5、文章的情感：本文通过一系列对安塞腰鼓赞美的语词，来
表现对安塞腰鼓的赞美，同时赞美安塞腰鼓给人的激情和力
量，赞美黄土高原，赞美强健有力充满希望的黄土地人民。

五、主题探究，做文化的小使者

文章仅仅是在写安塞腰鼓吗？他为什么要写？让我们走进刘
成章，(刘成章，当代诗人、散文家、共产党员，陕西省延安
市人。他的第一篇散文《转九曲》获得了散文优秀作品一等
奖。散文集《羊想云彩》和散文《安塞腰鼓》获鲁迅文学奖。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
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作者
是陕北人，在他的生活中安塞腰鼓不陌生，我们从其字里行
间看到的是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和倾心爱恋。
唯有如此，他才写的酣畅淋漓，曲尽其妙。老师写了一首小
诗，与大家分享。

好一个安塞腰鼓，这是生命和力量的渲泄；

好一个安塞腰鼓，这是人情和自由的挥洒；

好一个安塞腰鼓，这是文明和文化的传承；

好一个安塞腰鼓，这是慷概激昂和气壮山河的时代之歌；

好一个安塞腰鼓，这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和魂魄！

我们一起读起来，希望每一个同学都做一名文明文化的传播
者和传承者！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二

指导学生把话语转化成画面，有感情地朗读36节。教学目标：

1、通过指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实践活动，感悟民族英
雄郑成功的伟大。

2、引导学生重点抓住36段，联系上下文进行有感情地朗读。

1、指导学生解读第5节战斗画面。

2、选择完成一道情景写话题。

郑成功彩像(主题音乐)第三节文字三道情景写话题郑成功不
同时期的塑像。

一、导入

1、导语。

2、齐读课题。

3、过渡。

二、导读36节

1、布置用心读文，边读边想：从这节文字中能看到哪些画
面?

2、交流，板书：眺望出征战斗欢迎

3、导读第3节。

(1)出示文字：



一天，他登上军营附近的一座山头，临风眺望。

相关链接：他望到了望到了望到了

(2)指名读句子，问：什么叫眺望?他望到了什么?(联系第2
节)

(3)追问：郑成功仅仅是在眺望吗?(心在牵挂)

(4)出示文字：郑成功慷慨激昂地宝岛台湾!

(5)让学生划出慷慨激昂，问：是什么意思?能把这种语气读
出来吗?(练读、指读)

(6)情境描述，联系岳飞、戚继光、吉鸿昌等留下的.名句引
导学生入情入境。

(7)布置齐读。(读出慷慨激昂)

(8)过渡。

4、导读第4句。

(1)注意一个词语瞭望，这时候，郑成功又瞭望到了什么?

(2)交流后指导三次齐读。

a、突出舰队庞大;

b、仅仅是庞大吗?突出纪律严明;

c、作为读者，你还体会到了什么?把自己的体会读出来。

(3)小结过渡。



5、导读第5节。

(1)默读，边读边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2)交流：追问：透过英勇这一表象，你还能读出什么来?

(哪些词句可以看出)

(3)指名读，读出郑军的英勇善战。

(4)播放录像。

(5)大声练读。

(6)齐读。

(7)过渡。

6、导读第6节。

(1)默读，再联系上下文自主选择完成一道写话练习题。

情景2：用几句话具体描绘台湾同胞欢庆胜利的画面。

情景3：高山族的弟兄们接过郑成功送来的犁、耙等农具，眼
含热泪，深情地说：。

(3)交流。

三、总结

出示郑成功不同时期的画像，总结：

在中华民族的抗争，郑成功用言行骄傲地书写着英雄两个大
字，让我们永远铭记住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三

(1)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c)

a．从这后每天抱着幼麋靠近群狗，经常性地把幼麋给狗看，
只是让它别乱动。

b．从这后每天抱着幼麋走近群狗，给狗看幼麋(让它们彼此)
熟悉，并让狗不要乱动。

c．从这后每天抱着幼麋走近群狗，经常性地把幼麋给狗看，
并让狗不要乱动。

d．从这后每天抱着幼麋靠近群狗，给狗看幼麇(让它们彼此)
习惯，只是让幼麋别乱动。

(2)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b)

a．群狗害怕主人，和主人在一起时或俯或仰很恭敬，但时常
舔着它们的舌头。

b．群狗害怕主人，与幼麋在一起时或俯或仰很友善，但时常
舔着它们的舌头。

c．群狗害怕主人，和主人在一起时或俯或仰很恭敬，但时常
用舌头去舔幼麇。

d．群狗害怕主人，与幼麋在一起时或俯或仰很友善，但时常
用舌头去舔幼麇。

4．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分析，错误的一项是。(a)

a.幼麇能和家犬一起玩耍，是因为家犬和幼麋相处久了，彼



此较熟悉，也较友善。

b．幼麋“至死不悟”，是因为它始终未搞懂家犬与外犬有什
么区别。

c．临江之人对幼麇不恰当的庇护和宠爱，是导致幼麇悲惨遭
遇的原因之一。

d．本文的寓意是说明不增强自身的生存斗争能力，一味倚仗
权势而随心所欲，只能落得悲惨的下场。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四

1、阅读课文，使学生理解“我爱我的小屋，爱那个装满整个
童年的小屋”的含义。

2、通过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体会作者对装满童年的
小屋的留恋和喜爱之情。

3、培养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陶冶学生热爱生活、珍惜时光
的情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6、9自然段。

5、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1、通过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体会作者对装满童年的
小屋的留恋和喜爱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6、9自然段。

理解“我爱我的小屋，爱那个装满童年的小屋”的含义。

自读自悟



小黑板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谈话导入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最令人羡慕的时期，每个人
的童年都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今天，让我们一起步入绿
油油的田野深处那件装满作者整个童年的小屋，去感受作者
对快乐童年的美好回忆。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正确，读流畅。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深究，品味感悟

1、小屋里都有什么？体会小屋的简陋。

2、让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感受小屋带给作者的快乐童年。

3、离开小屋时，作者的心情如何？体会作者离开小屋时的感
受。

4、朗读指导。重点指导要背诵的段落，适时给学生背诵的机
会，引导学生交流背诵的技巧，帮助学生积累词句，便于学
以致用。

四、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谈一谈在你的家里，给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说给同学听
一听。鼓励学生联系自己的学习实际谈感受。



五、小结

说一说这篇课文写了什么事？

六、作业

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回顾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

二、积累内化

1、认读生字。

2、指导书写生字。重点指导“巢、蹈、躁、睬、傻、蜗”的
写法。

3、摘抄文中的好词佳句。

三、练一练

蹈、躁、睬

滔、噪、踩

四、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与同学交流，锻炼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陶冶学生热爱生活、珍惜时光的情操。

五、全课总结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

六、布置作业

1、读课文，写生字。

2、预习12课。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五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这块琥珀的特点和价值，认识琥珀的
形成过程。培养学生阅读科普读物的兴趣和能力。

2、体会科学家是怎样进行合理想象的。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琥珀的形成及特有价值。

2、体会文章的叙述顺序。

一课时

一预习探究

检查预习

指名读课文，读后思考讨论：

1、课文中讲的这块琥珀有什么特点？（透明的琥珀里有一只
苍蝇、一只蜘蛛躺在里面。）

2、那么，这块琥珀有什么价值呢？（人们可以知道，在远古
时代，世界上已经有苍蝇和蜘蛛了，这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
究提供了依据。）



二合作交流

启发谈话：

这篇课文的作者通过仔细观察这块琥珀的样子，运用了丰富
合理的想象，告诉了我们这块琥珀的形成经过及发现过程。
自由朗读课文，画出生字词，不明白的同桌交流。

三品读体验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2、读后讨论：“约摸”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万年前要用
上“约摸”这个词？

（“约摸”，大概估计。从课文中可以看出这个松脂球挂在
一棵老松树立过了几千年，后来地壳发生变动，松树腐烂，
松脂球淹没在泥沙下面又过了几千年，这样合起来肯定超过
一万年了。）

3、老师小结：因此，科学家的推测和估算是有根据的。

4、指名读第2－11自然段。读后思考：

（1）我们知道，琥珀是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要形成琥珀，
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松柏树，从课文中找出描写
松树的句子。

（2）课文中有几处写了太阳光的热？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

（3）为什么科学家想象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晌
午，“太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整个森林？”（因为松树、柏
树只有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才能渗出树脂，而夏天的晌午正是
太阳光最热的时候。）



5、老师小结：因此，炎热的夏天是科学家想象琥珀形成必须
具备的第二个条件。

6、课文中还有一句写“海在很远的地方翻腾怒吼”，科学家
想象的根据是什么？（由松脂球变成化石，要经过很长时间，
而且要淹没在地层里面，所以科学家想象，离森林很远的地
方有海在翻腾怒吼，这就为下文琥珀出现在海滩上伏下了一
笔。）

7、指名读第3－4自然段。

8、老师小结：作者对苍蝇的出场，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细致
地描写了小苍蝇的外貌、动作、心情，写得活灵活现。

9、指名读第8自然段。

10、老师小结：作者对蜘蛛的描写，突出地刻画出了它小心
翼翼的动作，生怕惊飞了苍蝇而挨饿的心理，写得十分传神。

继续学习课文

（松树渗出的一滴树脂能同时包住一只苍蝇和一只蜘蛛，这
滴松脂一定是很大的。而蜘蛛要吃苍蝇又必然要挨得非常近。
这样就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巧遇。这是完全可能的，因而想象
是有根据的，十分的合理。）

2、老师小结；松脂把两只小虫包在里头，再加上松脂继续地
往下滴，又把原来的盖住了，就积成了一个松脂球。

3、思考讨论：松脂球是怎样变成了化石的？

（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地壳发生变化，陆地沉下去，海水
漫上来，森林被海水淹没，松脂球淹没在泥沙下面，这就形
成了儿石。）



启发谈话

对于这块琥珀的形成，科学家的想象也很合理。

思考讨论：

1、这块琥珀是怎样被发现的？（风吹浪卷到岸边，孩子踩着
后挖了出来，孩子的爸爸认出这是一块琥珀。）

2、渔民看到这块琥珀，为什么说“这是很少见的？（一块琥
珀包裹两只虫子是很少的，再次表现出了这块琥珀的不可多
得，极有价值。）

六、齐读最后一段

四、巩固延伸

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老师小结：

这块琥珀给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的依据。既然在一万年前形
成的琥珀里已经有苍蝇和蜘蛛，那么苍蝇和蜘蛛的存在一定
有一万年以上了。这是这块琥珀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

琥珀

时间———形成松脂球（松树、炎热、巧合）

形成化石（时间之长、地质变化、陆沉水浸、海沙淹没）

被人发现——科学价值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六

《山雨》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独特的感受、
神奇的想象和联想、清新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
的山林雨景图，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山雨、对大自然那份
浓浓的喜爱之情。课文是按雨来、雨中、雨后的顺序写的。

1、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
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

这句话描写雨声。作者把雨中的山石树木比做“奇妙无比的
琴键”，把雨丝比做“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
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作
者用优美的文笔描绘了雨声的韵律与意境，抒发了热爱大自
然的美好感情。

2、这清新的绿色仿佛在雨雾中流动，流进我的眼睛，流进我
的心胸。

这句话讲雨中的色彩。细密的雨丝在“飘飘洒洒”地落下，
整个山林的色彩都融化在雨雾中，惟有“清新的绿色”在雨
雾中“流动”：“流进我的眼睛”，意思是映入我的眼
帘;“流进我的心胸”，意思是“我”用整个心胸去感受
这“清新的绿色”。这是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

《草虫的村落》是一篇散文，它在表达上颇具特色。充分发
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将一个草虫世
界生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作者以奇异的想象，追随着一只
爬行的小虫，对草虫的村落作了一次奇异的游历，从中反映
了作者对大自然、对小生物的喜爱之情。

1、在无限的静谧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

“静谧”不仅是环境的清幽，更是心境的宁静，在这样的环



境与心境中，作者摆脱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所带来的心灵重
负和枯寂，使自己的身心重新融于大自然之中。

2、空间在我眼前扩大了，细密的草茎组成了茂盛的森林。一
只小虫，一只生着坚硬黑甲的小虫，迷失在这座森林里。

这个空间是在作者的想象中通过放大构筑而成的。这时，细
密的草茎组成了茂盛的森林，延绵的草丛变成了一座座森林。
迷路的一只小虫，就像一位游侠，穿行在这森林中间。

《索溪峪的“野”》题目中的“野”意思是“野性的”，是
天然的、自然的意思。作者认为索溪峪的美就在于它
的“野”;它的野体现在四个方面：山是野的，水是野的，动
物是野的，人也变“野”了。本文围绕索溪峪的“野”，依
次描绘了那儿的山、水、野物及人的“野”，体现了一种天
然之美。表达了作者对索溪峪自然景色的无比喜爱和轻松愉
快的心情。

1、几十丈高的断壁悬崖拔地而起，半边悬空的巨石在山风中
摇摇晃晃，游人仰头而掉帽，望石而惊心。

“巨石在山风中摇摇晃晃”是夸张的写法。这句话，集中描
写了索溪峪的山有着惊险的美。从断壁悬崖、悬空的巨石以
及游人的感受来写，形象生动，让人读了的确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这几句话，分别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的写法，把索溪峪的山说
成是“戏白云”、“弄倩影”，像人一样的聪明可爱，并把
它比做“热恋情人”、“窈窕淑女”，流露出作者对山的喜
爱之情。

六年级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篇十七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自主学会本课生字。联系上下文或利用工具书，理解文中
的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说出丝瓜的神奇
之处。

3、能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过程与方法

1、抓住线索，理解内容，体会情感。

2、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思想感情。

2、学习作者在观察细致、生动描写的过程中抒发感情的写作
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丝瓜的神奇，体会作者的感情。

难点：学习作者在观察细致、生动描写的过程中抒发感情的
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

丝瓜的图片、课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体会作者对丝瓜的喜爱情感。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质疑激思

1、引入。大家见过丝瓜吗?说说自己见到过的丝瓜是什么样
的?用一个词概括一下自己见到过的丝瓜。(平凡、普通等)

2、质疑。可在季羡林先生笔下，丝瓜却是“神奇”的。板书
课题，简介作者季羡林。

二、出示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体会作者对丝瓜的喜爱情感。

三、自学指导一

1、自由读文，把课文读通读顺。

2、说说课文主要内容。



四、自学指导二

自读课文，标画生字新词，借助工具书理解词义。

1、自读课文，标画生字新词。并借助工具书理解词义。

2、小组内交流。

3、汇报

五、自学指导三

再读课文，说说丝瓜的生长过程。

1、自读课文，说说丝瓜的生长过程。

2、小组内讨论交流。

3、汇报

六、小结。

七、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