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素质拓展课教学设计与反
思 人教六年级上回顾拓展八教学设

计(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年级素质拓展课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人教：《回顾・拓展七》教学设计-01-1517：52《回顾・拓
展七》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我们以前学习过许多描写动物的课文，例如丰自恺的《白
鹅》、布封的《松鼠》、老舍的《猫》，同学们还记得课文
的吗?(学生简单交流)

2.现在我们再次阅读这些文章，感受一下课文的和写法。

(学生再次自主阅读《白鹅》《猫》《松鼠》)

3.我们学习的本组课文也是描写动物的文章，现在同学们再
次快速浏览一下，回顾课文的和写法。

4.本组课文和以前学习的描写动物的课文在和写法上有什么
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1)小组选择其中的两篇进行合作学习，找出和写法上的相同
点和不同点。完成下表：

课题相同点不同点写法相同点写法不同点

(2)小组长将学习的结果进行总结，准备在全班汇报。

5.班内交流汇报

(1)名小组长将合作学习的结果汇报给全班同学。

(2)一名小组长汇报完毕，其他学生互相补充，发表看法。

(教师适时点拨引导。)

6.教师总结

我们阅读课文，要善于比较，在比较中总结，在比较中反思，
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

一、日积月累

引入：

以前我们积累了一些古诗，今天咱们一起再积累一首古诗，
它叫《马诗》，我们要比一比，看谁背诵得最快。

(1)学生自己试读，读准字音，读熟诗句。

(2)指名读全诗，正音。

(3)你认为这首诗该怎么读?



(4)指名读。

(5)这首诗中你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学生提出问题。

(6)交流一下对诗句的理解，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

(7)老师补充学生不理解的地方。

(8)学生自主背诵，小组内交流背诵的技巧，互相背诵。

(9)学生背诵展示。

二、教学课外书屋

1.老师读《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精彩片段

2.学生交流听后感受。

3.如果有学生已经看过，可以介绍自己阅读的和感受，

4.教师向学生简要介绍《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一书，引起学
生的读书兴趣。

6.交流阅读体会。

7.老师向学生推荐动物文学书目。

(1)中国作家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狼王梦》。

(2)加拿大作家西顿的《小战马》《红脖子》。

(3)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狼》。

(4)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孤岛野犬》《赤鸟》。



3.要求学生课外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这些书籍，利用课外时
间阅读。准备读书交流会。

学习目标

六年级素质拓展课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二

学习目标

1、激发学生交流自己在本单元学到的表达方法、学习收获和
体会。

2、了解广告语的风趣、幽默。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交流平台）

一、异域风情展示会

1、遐想回味

同学们在本组课文中我们领略了亚洲、欧洲、非洲的风情，
平时在电视、电影、书报、或外出旅游中，也一定看到、听
到、感受到了许多异域的风土人情，那儿的风俗习惯、独特
的民族文化，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的风光、歌舞、
民族服饰等，同学们一定难以忘怀，同时也一定很想把它们
说出来与大家共享。现在请同学们认真回忆回忆，在记忆的
长河中，异国、异地的风情，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2、异域风情交流

（1）小组交流：请喜欢外国风情的同学自由组合为一组，钟
情于国内风情的同学自由组合为一组，如果有对少数民族歌
舞特别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另外组合在一起，可以说一说，
也可以唱一唱，还可以跳一跳。

（2）班级交流：每组推荐大家感兴趣的节目上台表演。大体
分为下面三大部分：

夸一夸我眼中的异域风情；

唱一唱我心中的异域歌曲；

跳一跳我喜爱的`异域舞蹈。

二、阅读收获交流会

1、弹奏阅读交响前奏。

同学们是否发现，作者在描写异国风情时，用上了许多不同
的表达方法，比如作者写威尼斯的小艇时，作者紧扣小艇，
介绍了人们的生活与小艇息息相关，人和小艇奏成了一曲美
妙的生活乐章。同学们在本单元阅读中一定还发现了许多巧
妙的写法，有许多你们喜欢的方式，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
本单元和本学期的学习收获，开一个阅读收获茶话会。

2、召开茶话会。

老师出示第七单元课文片断：“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
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
都连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
道上，应接不暇。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
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



花。”同学们认真读读这段话，想想从这段话中，你可以尝
到哪些表达方法？（引导学生欣赏这段话中作者把花的美和
人的心灵美紧紧结合在一起，通过种花这件事来表现人物崇
高的思想境界这一写法。）

3、小组交流收获。

（1）读读品品：学生回忆本单元课文内容，找出自己最受感
动或最喜欢的精彩片断或篇章进行品读，看看作者运用什么
方法写得如此动人。

（2）畅谈本单元的学习收获。

4、全班交流学习收获。每组选派一至两位代表上台发言，其
他同学补充。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和趣味语文）

一、日积月累

1、导入

同学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知识是取之不尽
的源泉，用之不竭的财富。”“知识是有学问的人的第二个
太阳。”这些脍炙人口格言名句，曾经鼓励了多少人去拼搏
进取，发愤努力，成就了多少名人志士。今天，我们又要学
习一组中外名人的一组格言警句。这些句子会告诉我们如何
树立理想，如何看待生活、事业，如何快乐地面对烦恼，让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些名言警句吧！

2、学生一边默读名言警句，一边思考含义。

3、同桌交流读后的感想。

4、班级交流，讨论。



5、课外拓展：共同交流平时积累的格言，或名言警句。

6、抄录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

二、趣味语文

1、趣味导入：语言奥妙无穷，趣味横生。有一家钟表厂，为
了说明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打基础出了这么一条广
告：“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维修人员闲得无聊”。在我们的
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各种各样幽趣味的语言。

2、学生默读《最短的科幻小说》《交通告示》，理解含义。

3、交流读后的感受，说说读完后想到了什么。

4、拓展积累：在你的学习和生活中，你还看到了那些趣味语
文？

5、激发学生自己编一两广告语，师生共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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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回顾拓展八

二、教学目标:

1、完成日积月累。

2、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写作方法。

3、完成练习。

三、教学重点：完成日积月累、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
写作方法。



四、教学难点：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写作方法。

五、教学方法：朗读、阅读、总结归纳。

六、教学准备：课件ppt

七、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师谈话导入：

1、成语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是在近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
中形成的。它犹如我国灿烂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
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便于记忆和传
播；其中一些成语的背后还有生动的故事和传说，用起来极
为生动、形象。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成语大展台。

二、成语大闯关

（一）第一关：我会读

1、学生自读成语后

2、指名读成语,说说这些成语和什么有密切的联系

（二）第二关：我会猜

1、师出示图画

2、生根据图画说成语，并说说是根据什么来猜的。（形象地



理解成语意思）

（三）第三关：我会说

请生说说有关的成语故事或前面没有说过的成语的意思，还
可以用成语说话。（根据故事内容了解成语意思，加深理解，
并活学活用。）

（四）第四关：我会用

请生选用恰当的成语填空

1、小作者真是（），写出的文章构思（），内容（）。

2、音乐会上，既有（）的流行音乐，也有（）的世界名曲，
一曲终了，（），令人回味无穷。

3、这些冰雕艺术品太美了，真是（）、（）。

（五）第五关：我拓展

请生说说同类的成语。

（六）学《响遏行云》这个成语故事

1、学生自己读成语故事,并读懂内容。

2、说说这个成语的意思。（响是指声响；遏是指阻止，使停
止；行云是指流动的云彩。想遏行云指声音高亢阻拦了天上
的流云，多用形容声音响亮。）

3、再联系生活实际交流读后和受到的启发,并能用自己的话
讲一讲这个故事。

4、拓展练习：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故事。



（引导学生把阅读成语故事的兴趣延伸到课外，鼓励学生多
读书，多积累。）

（七）师总结

（八）作业

1、背背日积月累中的成语并继续搜集同类成语

2、继续搜集成语典故

[回顾拓展八教学设计(人教版六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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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流平台。

（一）读交流平台的内容，明白要求。

1、在课文中找出写联想和想象的句段，谈谈这样写的好处，
并结合自己的习作谈谈体会。

2、结合本学期的学习，跟同学交流自己学习语文的做法和经
验。

（二）找出课文中写联想和想象的句段，谈谈这样写的好处。

1、找出有关的句段，并读一读。

2、读后体会这些句子，说说这样写的好处。（同桌互相说）

3、全班交流。

（1）《月光曲》中的联想和想象的句段把《月光曲》那种不
断跳跃的音符所蕴涵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使我们虽然没有听到贝多芬的《月光曲》，但已经感受到了
乐曲的旋律就像大海一样由弱到强，由轻到重，起伏不定，
扣人心炫，并让学生明白写文章的时候，把自己看到的。听
到的`写具体，并恰当地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联想，文章的内容
就会更充实，表达的感情就会更深刻，更富有感染力。

（2）《蒙娜丽莎之约》一文中的联想和想象的句段，把对蒙
娜丽莎神秘而迷人的微笑诠释得淋漓尽致，使蒙娜丽莎的永
恒美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让学生明白恰当的联想和想
象，会是文章充实，意境更深刻。

4、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习作，举一些运用得比较好的例子，
或者让学生谈谈自己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的。

设计意图：抓住本单元训练要点：恰当的联想与想象和写实
相结合的写法，让学生回顾的同时理解更深刻，更利于在实
际中运用。

（三）教师创设宽松的交流氛围，让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交流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1、学生结合本学期的学习，说说自己课外是怎样学习语文的。
（小组说，集体交流）

2、根据学生的发言总结学生的成功做法，推广一些课外学习
语文的好习惯。有些学生课外阅读养成好习惯，有些学生生
活中交际能力很强，有些学生是有心人，经常采用采蜜本摘
抄好词佳句，有些学生坚持写日记或小练笔，有些学生注重
生活中积累语文知识。

3、通过交流让学生知道课外学习语文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学语文。

教学建议：交流学习语文的好习惯时，要多请学习语文有方



法的同学交流，最好让他们把自己的采蜜本、日记本等拿出
来展示，或者介绍自己如何在生活中积累语文知识的方法，
教师要适当梳理。

二、日积月累。

（一）学生自己读这些成语，说说这些成语和什么有密切的
联系。有关于音乐方面的，有关于绘画方面的，有关于建筑
方面的，有关于书法方面的，有的成语可以同时运用到多个
领域。

（二）自己理解这些成语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理解，
如查成语词典，还可以请教同学和老师。

（三）让学生说说在哪里读到过或听到过这些成语，说说这
些成语的出处，还可以让学生自主说一说同类的其他成语。

（四）背一背这些成语，看谁先记下来。

教学建议：教学时要让学生读准这些成语，对于不理解的成
语，让学生自己，还可以让学生说说在哪里读到或听到这些
成语，说说成语出处，再自主说一说同类的其他成语。通过
读、议、说、背，使学生积累词汇，丰富语言，加深对本组
单元主题思想的感悟。

三、成语故事。

（一）学生自己读成语故事，并读懂内容。

（二）说说这个成语的意思。（响是指声响；遏是指阻止，
使停止；行云是指流动的云彩。想遏行云指声音高亢阻拦了
天上的流云，多用形容声音响亮。）

（三）再联系生活实际交流读后和受到的启发，并能用自己



的话讲一讲这个故事。

（四）拓展练习：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故事。

教学建议：教学时应以学生独立阅读为主，自己读懂故事，
并进行简单复述。教师可引导学生把阅读成语故事的兴趣延
伸到课外，鼓励学生多读书，多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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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1．通过回顾、交流学习本组课文后的收获，引导学
生学习作者如何通过环境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描写。

2．读背并积累中华传统美德的名言警句。

重点分析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交流感悟。

难点分析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交流感悟。

教具准备收集与“诚信”有关的名言警句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交流平台

1．引导学生理解句子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出示：

a、“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食具在搁板上闪
闪发亮。”

b、“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
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c、“林子里静极了。沙沙的足音，听起来像一曲悠悠的小令”



2．组织交流感受

3．根据自身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

日积月累

1．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天我们一起欣赏有关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名言警句。

2．指导朗读句子

3．全班交流，交流句意。

4．组织学生自由吟诵。

6．指导交流课前收集的名言警句。

课外书屋

1．指导读文。

2．启发谈话,交流最感兴趣的地方。

3．拓展交流

4．拓展阅读：绿山墙的安妮（片段）1．学生读例句，讨论
这些句子对于抒发美好情感的作用。

a、侧面烘托出桑娜对家人的热爱

b、表明桑娜非常善良，宁愿自己吃苦也要帮助他人的品质

c、表现了“我”第一次到林中拉琴时那种兴奋的心情，暗
示“我”对拉好琴充满了信心



2．回忆本组课文，找出其他类似的句子，交流各自的体会和
感受

3．交流自己在习作中是如何运用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活动
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

4．自由读句子，把句子读通顺。

5．同桌互读，借助工具书理解交流句子的意思。

6．全班交流，交流句意。

“轻诺必寡信”意思是轻易向别人承诺的人，一定很少讲信
用。

“民无信不立”意思是如果百姓对当局失去信心，那么国家
就失去生存之本。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意思是不真诚就不能打动别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真诚，是万
事万物共同遵循的准则；真诚待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有所期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意思是答应
给别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少；与人约好的时间，一时
一刻也不能改。

7．学生自由吟诵。

8．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名言警句。

9．自由读阅读短文

10．交流最感兴趣的地方。



11．交流课外阅读的其他歌颂人的美好心灵的作品。

12．拓展阅读：绿山墙的安妮（片段）

教学反思

[回顾拓展三(人教实验版六年级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