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 六年级语文教
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篇一

一直喜欢《企鹅爸爸》中对于父爱的表达，那是一种无声的
爱，如山的爱。与很多写妈妈的不同，文中展现了动物界中
的一个特例，一下子将大家带进父爱的世界。从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角度入手，体悟父爱；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的
层次审视这节课，我有了一些思考与尝试。

首先，我引导孩子从课题入手，引发问题意识，与生活中的
习惯产生冲突，进而调动读文的兴趣。接着，带着问题走进
文本，整体感知文本内容，进行第一次对话。为什么要写企
鹅爸爸？企鹅爸爸做了些什么？一番交流之后，孩子们对于
文题中的疑问有了答案。鼓励孩子走进文中寻找生发点，勾
画出难忘的语句，精彩的画面，把感悟简单地批注在书旁。
第三次与文本对话，是在圈点勾画中，是在静思默想中，是
在妙笔生花中，让每个孩子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班内交流时，孩子们有了更多底气。一个孩子从四个“64”
中体会到企鹅爸爸的艰辛，有的孩子则抓住“不能进食的白
昼，不能安眠的夜晚”感受到企鹅爸爸的`爱子如命，还有的
孩子则抓住“没有知觉的冰雕”，发现了比喻修辞的精妙。
多个角度，多种发现，展现了集体智慧的力量，彰显了个性
风采。



在进行第二段的交流中，孩子们将关注点转移到描写色彩的
词上，想象“银装素裹、冰清玉洁”的南极中“粉嫩、金黄、
浅蓝”带来的温暖与鲜亮。抓住关键词语，融入丰富的想象，
汇入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去，让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

“企鹅爸爸是怎样孵育小企鹅的呢？下节课我们继续交
流！”第一课时的学习结束了，一个问题留给孩子们思考。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篇二

每一次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每一次唱起庄严的国歌，爱国
之情便在我们的胸怀激荡。我们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
豪，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感到骄傲。这是写在语文第11册
第二组课文前的单元导读。

真的很感谢编导对这套新教材的用心编排。他们通过一个专
题单元的形式，通过4篇极具代表性的文章，向孩子们讲述着
一个又一个朴实而又真挚的爱国故事，使爱国主义教育如春
风细雨般地悄悄地浸入了孩子的.血液。排在第一的是艰苦岁
月中，用智慧和责任谱写爱国行动的《詹天佑》，其次是留
学在外，思念祖国如同思念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季羡林与他的
《怀念母亲》，接着是通过一个驻扎在海岛上的边防战士热
爱荒岛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的《彩色的翅膀》和让孩子们
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中华少年》。

学习中，我重在引导孩子通过体会关键词句来理解文章主人
翁的爱国情怀！第5课我紧紧围绕“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
的工程师。”展开教学。引导学生找出哪些段落写出了他的
爱国，哪些段落写出了他的杰出。由于抓到了主线，孩子们
学起来特别轻松，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答案。接着我结合内容
和学生情况，细细品读文字。直到詹天佑的高大形象树立在
孩子心中为止。其他的课文品读都有效地进行着。对于阅读
链接，我也特别重视，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的歌词
《我的中国人》。我不仅解读了歌词，还带着孩子一起学会



了这首歌！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有这样一颗中国
人。后来，学习第8课后，孩子们一起畅谈祖国的变化，一起
动情诵读，感觉特别幸福！

整个单元学完后，我们又写了“祖国在我心中”的演讲稿，
结合祖国60周年庆典，开展了演讲比赛。活动特别成功，孩
子们的爱国情怀早已春意浓浓。感谢便委的智慧编排！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教学一定要有目标，依据是课程标准，是每个学生要达
到的底线，教师在备课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同时要用活的眼
光看学生，灵活的驾驭课堂，艺术的体现教学目标的落实。

教学手段的实施是为了教学目标的实现，背离了这一点，一
节课是不成功的，于是我设定了“通过人物对话和战争场面
感知郑成功这个人物形象。”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的
设计更为科学。通过朗读了解两军作战的情景，抓住重点词
语，想象作战的激烈和艰难，感受郑军官兵的机智英勇，从
而感知人物形象。为了能够灵活的驾驭课堂，我做到每字每
句分析透，设想学生会谈什么问题，站在更高的点审视这篇
文章，在课堂上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收
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语文教学必须突现语文课程特点，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这是
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但是怎样融合怎样实施呢？
在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根本特点是工具性，
这是任何学科所没有的。对于这一特点，我们决不能含糊，
要作为第一任务来完成，要把思想教育蕴涵在听说读写的训
练中，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品课。

《课标》中对小学高年级段的阅读要求明确了标点、词语、
句子、篇章布局、表达方式的训练。教材则紧紧围绕着《课
标》，精心设计每课的课后习题，我们要在备课中要潜心钻



研课后题，明确本课的教学重点、训练要点，在实际教学中
落实。抓住了这个航标，何愁课堂教学不有效？以本课为例，
课后题4就是针对本文的结构特点设计的练习题，这是同单元
其它课文没有的，为此，我突出了结构的学习。在教案的结
构设计上，我以文章的最后一节带动全文的学习；在感知人
物形象上，我抓住文章重点章节让学生理解体会。这样的课
堂教学是有效的。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篇四

文言文的读法与现代文不同，所以指导学生朗读尤为重要。
指导文言文的朗读方法：一要把读的速度放慢，二要停顿得
当老师通过流畅自如，声情并茂的范读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在这堂课中，我采用以教师为主线，以读为面的教学方法，
收到良好效果，同时使学生明白其中的道理。《学奕》讲了
奕秋教两个人下棋的事，说明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
心二意的道理。是对学生从小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教育。
《两小儿辩日》中我们看到文句对仗工整，两小儿的辩论言
之有理。这也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好的典范。可见古代
儿童说话就讲求逻辑推理性，虽然当时的科学不发达，没有
先进的仪器进行测量、考证，但是他们善于思考，积极动脑
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知道创造发明就是从质疑
开始的。

从文言文的教学中，学生有了一个初步地认识中国古代的为
人处事的一些方法，也对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有了更多的感
性认识。

文言文的教学重在阅读背诵，而怎样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轻松背诵，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文言文的教学重
在教给学生方法，并使之有效地进行学习，而积累课外的文
言文知识也是一条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积极之路。只要有自



己的思想，只要有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去模仿别人，不跟从
老的教学模式，有自己的创新，我想，文言文教学定能走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六年级语文教育教学反思篇五

教《桃花心木》时，我有意识地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来理解，
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只是树，
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我带领学生朗读了这句
话以后，提出下列问题让学生议论：1、树木的“不确定”是
指什么？人的“不确定”又是指什么？2、联系生活实际，说
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
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第一题学生能通过树木的“不确
定”指上文“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
定”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经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第二题
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
立的人的事例，有的学生还能从反面谈到一些人被优越条件
娇惯成了“温室里的花草”，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两
相对比，最后归纳到第三题的问题上“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
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学生通过事例很快就明
白了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的人，接受的考验和磨练更多，为
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克服依赖性，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自己亲自
去实践，去竞争，去拼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对社会
环境、人际关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尊重”、
“艰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作，体验到
奋斗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学生在理解了这句话后
又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即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会有
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本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得到生存与发
展。反之，长期在确定中生活的人，依赖性强，生存能力差，
甚至会成为废物，被社会淘汰。这一课所费时间不多，却使
学生从文和道两方面受到启迪，既学习了语言，又受了教育，
所以联系现实生活来学习语文课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