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 冀教版六年级
英语总复习总结(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篇一

背诵篇目：

1一去二三里【宋】邵雍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天上的小白羊

天上一群小白羊，有的站着有的躺。小白羊啊下来吧，别在
天上着了凉。地上草儿肥，地上水儿美，地上才是你们的家
乡。

3山青青

山青青，水青青，鸟儿鸣叫一声声。树青青，草青青，山花
多多笑盈盈。苗青青，田青青，春风春雨绿蒙蒙。

4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
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综合学习一读读背背

秋月白

秋月白，晚霞红。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5我是中国娃

我是中国娃，生着黑眼睛，长着黑头发。写的是中国字，说
的是中国话。不管在哪里，中国都是我的家。

6一起歌

男孩子，女孩子，手和手，拉一起。大孩子，小孩子，脸和
脸，贴一起。

白孩子，黑孩子，头和头，靠一起。全世界，小孩子，心和
心，连一起。

7地球妈妈

地球妈妈真好，她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小的家。

半空中的树杈上，有小鸟和松鼠的家。池塘里的荷叶下面，
有小鱼和小虾的家。地底下的泥洞里，有鼹鼠和兔子的家。
地上的小房子里，有我和小狗的家。

地球妈妈真好，她让所有的孩子共有一个大大的家。

8多想去看看

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北京城。我知道，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我多想去看看。



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地方，
有一座美丽的天山。我知道，冰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
多想去看看。

综合学习二读读背背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倦鸟知还，游子思亲。

9老师的话语

山谷的泉水，一点一点清清的。春天的花蜜，一滴一滴甜甜
的。

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亮亮的。老师的话语，一句一句暖暖
的。

10河水和小船

小船躺在河的怀里，慢慢地游。河水紧抱着小船，轻轻地流。
它们在说悄悄话：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妈妈的怀抱，是轻轻流动的河水。我就是那只喜欢撒娇的小
船。妈妈，妈妈，我们也是好朋友。

综合学习三读读背背母爱

小时候，母爱融在怀抱里，偎着它，身儿暖暖的。

上学后，母爱装在书包里，背着它，心儿甜甜的。

13哪儿去了

春娃娃的花篮哪儿去了?夏哥哥的绿叶儿遮住了。

夏哥哥的绿叶儿哪儿去了?秋姐姐借去做地毯了。



秋姐姐的地毯哪儿了?冬爷爷的白被子盖住了。

冬爷爷的白被子哪儿去了?装进春娃娃的花篮里了。

14柳树

柳树，站在池塘边。她弯着身子，垂下一根根绿色的线。

她在做什么?钓云朵，钓太阳，钓星星，钓月亮……

从白天钓到黑夜，从春天钓到冬天。

钓到了吗?没有。灰心了吗?也没有。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
看：绿色的钓线，越垂越多，越垂越长。

柳树，多天真，多漂亮，多逗人喜爱呀!

15雪地里的小画家

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啦!”

综合学习四读读背背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17心里的世界

看到一棵小草，我想到了草原。

看到一朵鲜花，我想到了果园。

看到一朵浪花，我想到了大海。

看到一缕阳光，我想到了蓝天。

看到眼前这小小的世界，我想得很远很远。

我要去拥抱草原、大海、果园，还有那晴朗的蓝天!

19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哪里是云儿的家，

为什么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它?

我想知道，鸟儿的力量有多大，

为什么凭着一双翅膀，就能追赶云霞?

我想知道，太阳妈妈用了怎样奇妙的办法，

为什么在同样的阳光下，会开出五颜六色的鲜花?

综合学习五

有趣的汉字

日月明手目看土也地田力男口十叶鱼羊鲜白水泉舌甘甜

读读背背



静夜思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综合学习六读读背背

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
父母，不算是好汉。

汉语拼音：

声母表23个

bpmfdtnlgkhjqxzhchshrzcsyw

韵母表24个

整体认读音节16个

反义词：

远—近去—来黑—白高—低(矮)大—小

哭—笑早—晚出—入左—右上—下

开—关多—少恨—爱好—坏答—问

有—无对—错热—冷暖—冷弯—直

短—长前—后明—暗男—女升—降

深—浅快—慢回—去反—正外—里



重—轻圆—扁东—西生—死胖—瘦头—尾宽—窄美—丑进—
出臭—香

空—满干—湿今—古闲—忙天—地

真—假朋友—敌人仔细—马虎

举头—低头开心—伤心

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篇二

二类字：

识字与学拼音：

1、家爸爸妈妈一个

2、我国子朵坡

3、白鹅河乐热

4、小丽五大地你

5、山上树东西住

6、去曲绿鱼

7、泼播门福

8、天了又的呢

9、鸽公鸡席

10、字丝吃日出



11、叶风吹飞开

12、秋手笑走双

13、节八月十夜儿

14、面云根琴春

15、青黄瓜灯笼

鸽子蝌蚪白鹅公鸡红旗凉席

写字刺猬吐丝

织毛衣吃苹果狮子日出

泼水扫院子贴福字听广播

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篇三

1.在数物体的时候，用来表示物体个数的数1,2,3,4,5，……，
叫做整数

3.零和正整数统称为自然数

4.正整数、负整数和零统称为整数

5.整数a除以整数b，如果除得的商正好是整数而没有余数，我
们就说a能被b整除，或者说b能整除a。

1.2因数和倍数

1.如果整数a能被整数b整除，a就叫做b倍数，b就叫做a的因数

3.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其中最小的因数是1，最大



的因数是它本身

4.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其中最小的倍数是它本身

1.3能被2,5整除的数

1.个位数字是0,2,4,6,8的数都能被2整除

2.在正整数中(除1外)，与奇数相邻的两个数是偶数

3.在正整数中，与偶数相邻的两个数是奇数

4.个位数字是0,5的数都能被5整除

5.0是偶数

1.4素数、合数与分解素因数

1.只含有因数1及本身的整数叫做素数或质数

2.除了1及本身还有别的因数，这样的数叫做合数

3.1既不是素数也不是合数

4.奇数和偶数统称为正整数，素数、合数和1统称为正整数

5.每个合数都可以写成几个素数相乘的形式，这几个素数都
叫做这个合数的素因数

6.把一个合数用素因数相乘的形式表示出来，叫做分解素因
数。

7.通常用什么方法分解素因数：树枝分解法，短除法

1.5公因数与最大公因数



1.几个数公有的因数，叫做这几个数的公因数，其最大的一
个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4.如果两个数中，较小数是较大数的因数，那么这两个数的
最大公因数较小的数

5.如果两个数是互素数，那么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是

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篇四

(1)清凉的山泉汩汩的溪流飞流的瀑布陡峭的悬崖悠悠的白云
淘气的云雀挺拔的身躯

(2)德高望重：道德高尚，名望很大。

波光明灭：水波忽明忽暗的样子。

津津乐道：很感兴趣地谈论。

幽径——隐蔽、僻静的小路。

(3)近义词

幽径——僻径唱和——应和吟诵——吟咏津津乐道——侃侃
而谈陡峭——峻峭

(4)反义词

流淌——凝固清凉——炎热精致——粗糙

2、句子

(1)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短暂而别有深意的仪
式;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
听见时间隆隆的回声。



理解：这句中，“它们”指的是落花和落叶，“仪式”指的
是落花、落叶从枝上掉下并融入泥土的过程。时间虽短，却
有深意。从“一朵落花”“一片落叶”“一块石头”中，作
者感受到了时间的变迁，生命的轮回。

(2)啊，老桥，你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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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脚下长出的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
胳膊变成树枝，血液变成树的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理解：这是作者走进树林，靠在一棵树上产生的联想。树为
人友，人为树友，人和树已融为一体。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
境界!从这些联想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和树之间的那
种“知已”情谊，那种走进大自然物我相融的境界。

(4)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

理解：一声“呼唤”，一个“眼神”，这种拟人化的方法，
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和鸟儿、露珠这两位朋友间的默契和情谊。

理解：这是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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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运用拟人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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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我热切地跟他们打招
呼：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
吗?你好，汩汩的溪流!你吟诵着一首首小诗，是邀我与你唱
和吗?你好，飞流的瀑布!你天生的金嗓子，雄浑的男高音多
么有气势。你好，陡峭的悬崖!深深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
躯，你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智慧。你好，悠悠的白云!你



洁白的身影，让天空充满宁静，变得更加湛蓝。喂，淘气的
云雀，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
行中看到的好风景。

理解：在这段话中，作者把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
云雀当作自己的朋友，跟他们热切地打招呼。这些朋友也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作者应和。从中我体会到了作者与山中朋
友们的深情厚谊。

3、课文

本文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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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研讨会主持词篇五

牛津小学英语这套教材，词汇量，句型、日常交际用语非常
多，在复习前，每位英语教师应对复习内容及复习安排做到
心中有数，目标明确。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针对他们在学习
上的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然后依照计划精心设计好每一节复习课进行有效的复习。要
避免复习的盲目性，不能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东一榔头西一
棒，造成知识点的疏漏。

复习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应各有侧重。我
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阶段我以教材为本，侧重于教材的复
习与梳理，把要考的内容快速地过一遍，通过教材的重现来
归纳语言点，讲透语言点运用，对各单元的知识要点进行梳
理，同时应注意基础单词、词组、句型的过关，让学生对所
学的英语知识进行“查漏补缺”。在实际复习教学中，有的
老师往往跳过课文直接讲知识点，语法，或者直接把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花在做练习、试题上，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复习教材上的对话和课文是最基础的复习，可以帮助回想所
学过的知识点，可以让学生印象更加深刻。

第二阶段进行横向复习，做到点面结合。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点的复习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就是面的复
习。第一阶段着重要求学生对每个知识的过关，那么在第二
阶段我就会根据各知识点的前后联系将散落于各册书中的语
言点进行整体归纳、小结，帮助学生构建紧密联系的“知识
串”。例如，我们复习代词的时候，我们可以连串地复习人
称代词的主格、宾格形式，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名词性物主
代词，让学生通过对比观察归纳这几类代词的不同用法。这
一阶段的复习中，教师要防止简单的重复，避免面面俱到，
应当遵循精讲多练的`原则，让学生通过听讲进一步加强理性
认识，通过练习在实践中掌握。

第三阶段的复习，我侧重对做题技巧的讲解和做一些学生易
出错的题目，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做笔试和听力题的要领。比
如做听力题听问句找答句时，教学生在准备时先把每题的三
项选择作比较反过来推敲它们答句的不同，在听的时候可以
事半功倍的找到相应答案，通过分析让学生掌握每题的做题
技巧。

上复习课单是老师讲学生听和做效果并不理想。新课标要求
老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所以我们开动脑筋,
变换教学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当学习
的主人。在复习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发挥
优秀学生的带动作用，通过学生小组学习，一起归纳总结，
一起分享学习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一起完成老师布置的复
习任务，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的。如：在复习中采用四人小组
选取一名组长负责，通过听写的方法先过单词和基本句型复
习的第一关，老师再对中下生进行把关。这样，老师就会减
轻负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复习项目上。有时，在复习



前先要求学生复习内容进行小组讨论、归纳、总结，比如，
有哪些名词的复数形式是加字母es的，先小组内由组长组织
自己归纳，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以展示学习成果的方式进行
复习，通过这个方法，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体现
了他们学习的主体地位，化被动为主动，使他们对知识的印
象更深刻。

当然，在复习的最后阶段，对于重难点、易混淆、易出错的
语言点,教师还应多加复习指导和练习，再拿出来跟学生细嚼，
让他们重点消化吸收。

在复习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还应注意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
进行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注重培养学生语言交际时
的语感、对语篇的理解能力以及能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解决
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1、教师要给予学生关爱和鼓励。复习阶段学生压力大，情绪
波动大，因此,教师要为学生营造宽松的复习氛围，增进与学
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尊重理解学生，对一些基础较差要多给
他们的学生鼓励。对于英语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此文转自
斐.斐课件.园帮助他们克服心理的障碍，教会他们学习的方
法，激发他们学好英语的动力。此外，复习安排还要注意劳
逸结合，减轻学生的复习压力和负担，帮助他们克服紧张情
绪，让每位学生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2、采取多样的复习形式，保持学生学习的兴趣。很多老师的
新授课上得生动有趣,很吸引学生。其实我们设计复习课也一
样可以生动有趣，采用说说、唱唱、演演等方式,激发并持久
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提高复习效率。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陋的做法，希望能给各位老师提供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