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 人教版
六年级藏戏语文教案(大全10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一

教学内容：《藏戏》

教学目标：

1.学习并积累“鼻祖、旷野、随心所欲”等词语和优美语句。

2.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体会在表
达上的特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学重点通过默读,了解藏戏的形成,
体会藏戏独具特

色的艺术形式。

教学重点：

了解藏戏的形成及其特色，体会传统戏剧艺术独特的魅力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

教学难点：

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形象的描述，积累语言，领悟表
达方法。



课前准备：

搜集关于藏戏的图片、音乐集文字资料；搜集感兴趣的其他
剧种的资料。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设计个性化修改

一、导入

昨天已经让大家对戏曲进行了相关的了解，今天在开课前老
师就想请大家来听听戏，看看大家能分辨出是什么戏吗。
（川剧、豫剧、越剧、京剧、黄梅戏）

其实，还有一种戏，它比京剧还早400多年，被称为藏族文化的
“活化石”，它叫“藏戏”（出示藏戏的有关图片）介绍：
藏戏是藏族的传统剧种，它简单到没有舞台灯光和道具，仅
一鼓一钹伴奏；复杂到每个角色都要带着象征身份的面具；
它漫长到要演出三五天还不会结束……藏戏，以不可抗拒的
魅力，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就让我们近距离的来接触这神
奇的剧种--藏戏。（板书课题）

二、整体阅读，初步感知

1．细心的同学发现，这篇课文带星号，我们知道阅读课文要
抓住什么？（课文前面的阅读提示）

2．我们要抓住其中的哪两个词来学习这一课？（形成和特色）

3．请大家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哪些段讲了藏戏的形成，哪
些段介绍了藏戏的艺术特色。（4-7段讲的是藏戏的形
成，8-20段讲的是藏戏的艺术特色）

三、自主研读4-7段，感受藏戏形成的神奇。



1．咱们还是从西藏高僧唐东杰布的传奇故事讲起吧。每场藏
戏开演前，雄谢巴都会先从戏神讲起；今天这出《藏戏》，
当然少不了“雄谢巴”。谁来担当“雄谢巴”向观众们来介
绍藏戏的形成。

那时候（关键词），雅鲁藏布江上没有桥梁，很多船只被掀
翻在江流中，百姓也不能过江。年轻时唐东杰布发誓：要为
百姓架桥。

于是（关键词），唐东杰布在山南琼结结识了七位能歌善舞
的姑娘，组成了西藏的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
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等，换来人们的善心和造桥的钱财。

就这样（关键词），身无分文的唐东杰布在雅鲁藏布江上留
下了58座铁索桥。同时，他成为藏戏的戏神。

其实，这三个词就是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2、这个传奇故事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学生自由表达，如唐
东杰布为民造福的美好心愿，七位姑娘的义举，……）

3．把你的感受带入文中，有感情地读一读吧。

4．这个传奇的故事深深扎根在藏民的心中，唐东杰布不愧被
誉为藏戏的开山鼻祖，时至今日，在每一个藏戏剧团，都会
供奉有他的画像，接受着一代代艺人的膜拜，也让我们顿生
出几分神圣和肃穆感。下面就让我们融入这藏戏之中，感受
藏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自主研读8-20段，感受藏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1．请大家读读1-3和8-20，说说发现了什么？（总分）

2．通过1-3自然段，总结出藏戏的特色。



找出与第一部分相对应的具体描写。（8-16自然段写的是藏
戏戴着面具演出的特点；17-18自然段写的是藏戏演出没有舞
台的特点；19-20自然段写的是藏戏一部戏要演出三五天的特
点。）

3.藏戏除了“演出时间长”和“没有舞台”外，最大特点就
是面具了。（面具图片）

看着七彩斑斓、风格迥异的面具时，请大家多读几遍课文：

善者的面具是白色的，白色代表纯洁；

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威严；

王妃的面具是绿色的，绿色代表柔顺；

**的面具是黄色的，黄色代表吉祥；

……

（1）作者是采用什么手法来写面具的？（排比）为什么要采
用这种手法？（一目了然，个性鲜明）

（2）通过这几段你了解到了什么？

了解藏戏的面具，我们可以感受到藏族人民的智慧，感受到
藏戏的独特魅力。现在老师就让大家看一段藏戏，看完后说
说自己的感觉。

4.看，作为观众的我们乐在其中，根本不在乎这出戏是否有
舞台。请大家来完成一道填空题：

（雪山江河）作背景，（草原大地）作背景。藏戏的艺人们
（席地而唱），不要幕布，不要灯光，不要道具，只要一鼓、



一钹为其伴奏。他们（别无所求），只要有观众就行。

5.填完词后，你们有没特别的感受？

6.对照开头，体会写法。评评这样开头的好处。

7.师生合作读，感受藏戏特点和相呼应的详略得当的表达方
式

（1）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生读：
8-16自然段。

（2）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演出时没有舞台呢？生读：
17和18自然段。

（3）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
有结束的呢？生读：20自然段。

8．总结：有着千年悠久历史的藏戏艺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的风雨洗礼之后，时至今日，犹如一朵盛开在西藏高原上
的雪莲花，深深地扎根在西藏人民的心灵深处。藏族人民通
过它歌颂生活的真、善、美，鞭笞现实中的假、恶、丑。可
以说，她是藏族群众衡量生活的一把尺度，是高原儿女创造
的一个艺术奇珍。（齐读课文最后一段话）

四、补充资料，更多的了解藏戏（机动，看时间而定）

五、课堂五分钟练习：写写学完藏戏后的收获。

作业布置

模仿本课的写法，写一写其它剧种的形成及特色。

板书设计



藏戏

怎样形成：唐东杰布

独特魅力：面具

（人物不同面具不同运用象征、夸张）

背景剧情固定程式

唱腔、动作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一出戏演三五天

教后反思

[藏戏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六年级下册)]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理解课文中每句话的大概意思。

3. 感受这则寓言告诫人们的道理，读书、学习浅尝辄止的人，
不可能有大成就。学识技艺，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教学重点：

借助书下注释，查找的相关资料，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理解文中每句话的大意。

教学难点：

部分句子的理解以及通过品词析句感受这则故事告诉我们的
道理。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相传为战国时期的郑国人列御寇所著，其中保存了许多先秦
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和民间故事。)

2.齐读课题。

3.能说说题目的意思吗?(就是薛谭学习歌唱。)“讴”就是歌
唱。

4.再齐读课题。理解了意思，再来读课题。

二、读通课文。

1.练读。学古文，读通是第一步，课前预习了吗?课文读得怎
么样了?自己先练习着读一读!生自由读课文。

2.指名读。谁愿意先来读一读?

预设：(读得好)读得很好，尤其是有几个比较难读的字，你
都读准了，很了不起!

预设：(读得不好)读得不错，但是有几个字比较难读，要把
字音读准。

我们一起来认读这几个字，跟我写：板书 饯 衢 遏(写、谁
会读，齐读)

把这几个字送回古文的句子中，读一读。同桌互相听听他读
得准不准



3.范读。古文的朗读，除了要读准确外，还要读出韵味，怎
样才能读出韵味

呢?(注意停顿才能读出韵味。还要根据它的意思断句)这样，
老师也想给你们读读，可以吗?(你也可以在文中用斜线做一
个停顿提示?)好吗?(师范读)

4.练读。老师相信您能比我读得更好，能做到吗?自己练习读
一读。

5.指名读。读得非常认真，谁愿意再来读一读?

生1 不好 师指导(你们也练习读一读这句)

生2 好 读得好不好

6.齐读。读得很好!还有谁想读?这么多同学，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三、读懂课文

(一)课文读通了，第二步是读懂。怎样弄懂古文的意思，你
有什么好办法?(看注释、读课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确实，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文言文的法宝，下面就让我们先在小组里
合作着弄懂课文的意思。

(二)谁来读一读自学提示。自学，小组讨论

(三)汇报交流。

【一句】

1.生说

2.看他写得你觉得他有没有说清楚、具体、明白。



3.补充、修改。 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评价：你能推敲语言，这就叫字斟句酌。真是精益求精啊!

4.重点理解：

于 向、跟 为什么不说“薛谭于秦青学讴”，

谓 “自己以为”是从哪些字来的?“自谓”，谓在这里
就“以为”的意思。

满意了吗?

【二句】

1.生说

2.看他写得你觉得他有没有说清楚、具体、明白。

3.补充、修改。 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评价：你能推敲语言，这就叫字斟句酌。真是精益求精啊!

4.重点理解：

于 “饯于郊忂”中的“于”与上句的“于”意思相同吗?与
古诗中的

意思一样吗?一词多义，这就是汉语的魅力。 记到书上

悲歌?

声震林木，响遏行云，怎么解释?这句话是形容什么?(声音极
具震撼力)



【三句】

1.生说

2.看他写得你觉得他有没有说清楚、具体、明白。

3.补充、修改。 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评价：你能推敲语言，这就叫字斟句酌。真是精益求精啊!

4.重点理解：

乃：于是、就的意思，看到“乃”字，你们能想起曾经学过
的哪句诗?

意思一样吗?学知识能够由此及彼，这就叫融汇贯通， 记到
书上

谢：道歉，谢罪。平时我们常说的谢谢的谢是什么意思?(感
谢)

【全文】齐读课文。

好，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原文已经译成了一篇现代文，数一
数我们在表述的时候用了多少字?和你们查的一样吗?原文用
了多少个字，我们看到现代文的特点是十分具体，你比较一
下文言文的特点是什么?(简练、读起来朗朗上口。)

文言文简约而不简单，几千年来它传递知识，传承文化，是
我们祖国文化的精华!好，让我们来齐读课文，感受文言文的
美。

四、拓展延伸

1.想象。文言文虽然简练，却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和补白的



空间。看到薛谭回来继续学习唱歌，秦青会说些什么呢?你能
想象一下并且试着用文言文表述出来吗? 评价：你们不仅能
学以致用，还能活学活用。真好!

2.第二段。其实，原文中下面还有一段话，想看看吗?老师来
读，你们结合注释想一想这个故事讲的大概是什么? (师读故
事)

3.说大意。谁能说说这段话的大概意思。 基本意思说出来了，
故事的确如此。

4. 成语。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用得很多成
语就来自古人的文章，你都知道那些成语出自古人的文
章?(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守株待兔、拔苗助长、
滥竽充数、刻舟求剑)那要是有人问你成语“余音绕梁，三日
不绝”出自哪里你知道吗?(薛谭学讴)(意思是形容歌声或者
是音乐优美，耐人寻味。)真聪明，其实在文章的第一段中也
有一个成语，知道是哪一个吗?响遏行云 (意思是形容歌声嘹
亮。)把这两个成语记在书上。

五、揭示道理、再读课文

短短五十一个字，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故事，到现在还在影响
着人们，这就是古代文化的魅力。

2.练习读课文。

同学们，如果我们能重现古人读书的情景那该有多美，比如
说，你就是私塾里的白胡子老先生，或者你就是在温习功课
准备上京赶考的书生。你将如何吟诵呢?练读。

3.指名读。谁先来试一试?(不好——好共三人)

4.齐读。你们也想吟诵一番吗?想读的站起来读，自己读自己



的，相信自

己，你就是最棒的。

六、背诵课文

1.练习背。读得这么好，能试着把它背下来吗?自己先练练。

2.指名背。谁来试一试?(不好——好共三人)

3.齐背。这么多都背下来了，我们一起来背好吗?

作业：

1.搜集名言。

2.预习《纪昌学射》。

自学提示：

1.请同学们先独立学习，弄懂课文的大意并用自己的话表述
清楚，具体、明白。

2 .在小组讨论交流时要轮流发言。每个同学都要把自己的想
法讲给小组同学听，或者为其它同学做补充。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三

教学要求：

精读课文，从文中找答案理解为什么说海洋是21世纪的希望。
完成练习。

教学过程：



一、复检：

1、默写词语

2、齐读第一段：

说说这一段的主要内容

二、精读训练：

学习第二段：

2、生自学课文第二段：

(1)思考上述问题，并从课文中找出相关的内容。(用括号标
出来)

(2)尝试用小标题概括。(写在有关语句边上)

3、交流：

“由于……都在闹‘能源危机’”、“一座座……已矗
立……”、“一艘艘……已驶向……”、“……已潜
入……”

(1)生说体会

(2)点拨：人类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开发利用海洋?

(3)生概括板书：

能源危机——开发海洋矿产资源

(4)指导朗读



“由于……正面临着食物匮乏的威胁”、“21世纪人类的餐
桌上……来自海洋”

(1)方法同上

(2)板书：食物匮乏——向海洋索取食物

“潮汐……、海水温差发电站……，……电力。”

(1)方法同上

(2)板书：能量浪费——利用海水发电

“用海水淡化的方法……水荒”、“在海底建设城市，……
生存空间。”

(1)方法同上

(2)板书：水荒——淡化海水

生存空间狭小——建设海底城市

4、齐读第二段：

根据板书综合回答：为什么说海洋是人类21世纪的希望?

学习第三段：

1、齐读

2、说说你的体会

——明确保护海洋、珍惜海洋的重要性。

三、总结：



海洋与人类有密切的关系，21世纪人类已迎来开发海洋、利
用海洋的新时代，海洋成了人类在新世纪里的希望。所以我
们要保护、珍惜海洋资源。

四、作业：

1、造句：

由于——

2、为什么说海洋是人类21世纪的.希望?联系课文内容写体会。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朗读、品味、比较、联想等多种方式学习课文，在学
懂的基础上熟读成诵。

2、初步运用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等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
感受常用的文言词汇，增加文言文的阅读体验。

3、紧扣单元教学目标，感受高山流水的知音文化，明确朋友
相交的真挚深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让学生凭借注释和工具书读通，读懂课文内容，
在此基础上背诵积累。

教学难点：感受朋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纯真友情。让
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去珍惜友情，呵护友情。

课前热身：这节课我要和我们六(1)班的同学给各位领导老师



献上一节精彩的课堂，同学们有没有信心?————有，好，
有点我们六(1)班的味道。那么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
位领导，各位老师的到来。(掌声)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同学们我们以前积累了不少古诗，下面老师就考考大家

填空： , 天涯若比邻。

相识满天下, .

桃花潭水深千尺，

，欲觅知音难上难。

谁能起来把它们补充完整啊?(分别抽学生)

补充完整后学生齐读》

师：那么谁能告诉老师以上这几句古诗都是描写什么的呢?生：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师：自古以来纯真的友谊被人们所歌颂、所颂扬，今天我们
要学习的伯牙绝弦就是描写真正友情的一篇古文。 师：板书：
伯牙绝弦，(出示课件)

二、理解课题

师：谁来读一读这个课题?(指名学生读课题。) 生：伯牙绝
弦。(师适时评价、纠正。再全班齐读)

师：谁能说说这个题目中绝的意思。



(指名回答，教师引导)

三、学习课文

生：自由读

师：哪个同学起来读一遍

生1：读，生2：读。

师：请同学起来读。

生1，生2.(适当评价，适当给以掌声，读古文不但要注意节
奏和停顿，还要注意读出感情)

师: 同学们齐读一遍

四、总结全文

师：正是这震-撼-人-心的痛，才演绎出这凄美动人的“伯牙
绝弦”。这真是让人痛不欲生、撕心裂肺啊。正是这破琴绝
弦，正是这得遇知音而又痛失知音才使得这个故事更加的荡
气回肠。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五

[教学目标]

一、让学生概括《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要情节，并谈谈读后
的感想。

2反复品读本文，把握作者伍尔夫解读《鲁滨孙漂流记》的
基本切入点——“小说家的透视法”。

3对比分析作家的透视法和读者的透视法之间的关系。 [教



学重点] 目标2。

[教学难点] 目标3。

[课时安排] 两课时。

课前准备：提前一周让学生阅读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或播
放碟片。

[教学内容与步骤]

第一课时

一、导入激趣

大家有过出外遨游，探险漂泊的梦想吗?那么试想一下，你们
都会有哪些经历呢?(学生自由发言)

但居住其间的人却“怡然自乐”。英国小说家笛福的名作
《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孙因着一心要遨游探险的想
法，几次出海，最终流落荒岛，关在那里经历了长达二十多
年的孤独生活。如何来解读这篇小说呢?英国意识流小说家、
小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伍尔夫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板书课
题)

二、重温原作，引入课文

1请学生概述《鲁滨孙漂流记》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

2(多媒体播放鲁滨孙的航船触礁这一情节)如果写到鲁滨孙
九死一生，爬上荒岛这一情节时，笛福请你为他往下续写，
你会如何写下去?(请2—3名学生简述续写思路)

3思考：为什么以上同学的续写各不相同?为什么他们与作
者笛福的思路也完全不同呢?



4我们能从今天要学的伍尔夫的文章里找到上面这一问题的
答案吗?(将问题引向本文)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边读边思考以下问题：

2小说家的透视法指什么?它对我们解读小说有什么作用?

四、课堂小结

《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小说经典之作。
有着丰富创作经验和崭新的小说创作理念的小说家伍尔夫对
其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解读和评论。她告诉我们全面掌握小说
家的透视法是我们解读小说的良法之一。课下让我们再读文
本，进一步了解作者是如何分析笛福的透视法的。

五、布置作业

反复研读课文，思考课后练习题一、二。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六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佑任先生浓浓
的爱国情感。

2、使促学生独立认识“兮、殇”2个生字;能正确、熟练并有
感情地背诵全首诗。

教学重点：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佑任先生浓浓的爱国情感。

教学难点：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认识诗人。简介诗人生平及写作本诗的背景。

二、学习诗歌

1、自学生字。注意字的音和形。

“兮”“殇”都是一声;“殇”shang,翘舌音。

2、自己读课文，注意把诗读正确、流利，了解每一小节诗的
大意。

3、体会诗歌感情。

(1)默读课文，思考：诗人有什么嘱咐?

(2)说一说诗人为什么要“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3)有感情地朗读一二节。

(4)齐读第三小节：诗人都望到了什么?

(见到“天”“地”的景象：天是深蓝色的，在天幕笼罩下的
大地，茫茫一片，望不到边，给人以视野宽大、心胸开阔的
感觉。)

指导学生看文中的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理解：“山之上，国有殇”

(体会诗人愿以身许国的情怀。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右任先
生浓浓的爱国情感。)

指导朗读

三、引导学生阅读“学习链接”

体会诗人强烈期望两岸统一的情感和渴望回归大陆的心情，
体会他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心中期望的失望情感，以及他未
能回到大陆、回到故乡、与故乡亲人相见的痛楚。

四、指导朗读、背诵

带着感情自己读读这首诗

朗读后试着背一背。

五、布置作业

能正确、熟练并有感情地背诵全首诗。

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