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 小
学六年级语文教案(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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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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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一

1、了解黄山奇松的特点，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认识10个生字。

了解黄山各松树的特点。

体会黄山归来不看松的含义。

教授法、自学指导法

一、谈话导入

1、学生交流收集的资料，教师加以概括谈话导入

2、同学们，通过我们刚才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快乐
读书屋三去领略黄山松的美。

3、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读懂课文，读通句子，不懂的句子多读几遍。

2、指名分段读课文，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3、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探究重点，分析理解课文

1、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介绍了黄山有哪些名松?这些
名松有哪些特点?(引导学生理清课文思路，学习作者布局谋
篇的方法。)

2、在读课文，加深理解

(1)、再读具体描写黄山松的段落，并画出描写黄山松特点的
语句。

(2)、小组合作学习，选择最恰当的一个词来概括每种松树的
特点。

例如：热情好客的“迎客松”;执着探寻的“探海松”
等。(答案不，只要合理即可，启发学生谈出个性化理解。)

(3)、找出每种松树的关键词后，重点指导学生朗读相应语句，
读中体会作者描写的每种松的特点。

(4)、作者为什么说“黄山归来不看松”，你是怎样理解这句
话的?

(引导学生从黄山松的外在美与内在气节两方面来谈)

3、播放黄山美景的课件，学生欣赏。(进一步体会黄山松的
美)



4、有感情朗读全文

四、检查识字

教师出示文中出现的生字活着带有生字的词语，指名读。也
可以同桌合作互读，记住词语。

五、拓展延伸，增加积累

1、收集描写松树的优美片段进行阅读，同学之间交流，并与
《黄山松》进行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

2、把本课中你认为优美的词语、句子摘抄下来。

板书设计黄山松

迎客松热情

探海松执著黄山归来不看松

黑虎松高大

连理松缠绕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二

1.自学本课生字，摘录重点词语并解释。

2.南沙海军在驻守中遭受了哪些困难?

二、引入新课，板书课题

三、比读书，比认字(第一次先学后教)学生默读课文，划出
喜欢的字词。



(展示前置性作业1)

1.正确读出以下字的读音并组词：

礁、痒、蘸、攒、癣、腻、肆、苋、袒

2.会写以下词语并理解词义：

名副其实、千方百计、肆虐、恩赐、袒护、积攒、千方百计、
烟波浩渺、油腻。

四、默读课文，划分层次。(第二次先学后教)

五、默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小组讨论解决。

1.解放军驻守南沙的原因是啥?

2.南沙海军在驻守中遭受了哪些困难?

1.缺淡水：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汇报。

(1)每日只有5公斤淡水

(2)洗衣难，战士干活不穿军装，怕洗衣费水。

(3)洗澡难

战士们用雨水洗澡。出示句子，练习朗读，体现战士们盼望
洗雨水澡的焦渴心情。南沙桑拿，主要体会南沙桑拿给战士
们带来的饿困难，重点体会“烤箱”这一词语。何正会的遗
体。重点体会“长癣、发炎、惟一”等词语。

(4)自己蓄水



小结：

2.缺蔬菜

出示句子，练习朗读

“半天、切得不能再薄、舍不得”应重读

3.生活单调

训练、放哨、巡逻、侦察，数星、望月、听涛、思乡，体会
到什么?

六、再读课文，体会感情。

七、总结

文章通过细节描写、动作描写再现了英雄的本色，为了祖国
人民的饿幸福。为了捍卫国家海洋权益。战士们用自己的口
号诠释了英雄的真谛，那就是“吃苦不是标准，主动作为、
艰苦奋斗、创造一流成绩才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战士们的
精神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种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的追
求精神铸造了南沙的军魂，他们不愧是祖国的饿英雄、不愧
是南沙卫士。

八、课堂练习

配套练习1、2、3。

九、布置作业

优美词语两遍

板书设计：



南沙卫士

(坚忍不拔、舍己为人)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三

了解江南的雪有什么特点，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和蕴含着的
感情。

了解江南的雪有什么特点。

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和蕴含着的感情。

一、整体感知，理清条理。

1、从古到今有多少文人赞美过雪花，有多少赞美雪花的诗句
名垂千古，谁能说出关于寻雪的诗句呢?(学生读搜集的有关
诗句)

2、在生活中，你看到的雪又是怎样的(学生自由说)

3、今天我们共同来欣赏鲁迅的《雪》，请认真读课文，看看
课文写到了哪几种雪?据此给课文分段。

(板书：江南的雪朔方的雪)

二、学习第1-3自然段。

1、先读一读第1自然段，找到文中的一个词来说明“江南的
雪”的特点。(板书：滋润美艳)

2、哪些词句描写出“滋润美艳”呢?请再仔细读一读作者描
写雪野时，用了哪些颜色，写了哪些事物?(边说边读)：血红的
(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浑黄的(磬口腊梅花)、



冷绿的(杂草)。

3、单是看这些字眼，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江南雪野的美，若
你再边读边想象一下啊!这雪中的鲜花，鲜花中的白雪，交相
辉映相互衬托，你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呀?(学生读
到哪，就指导到哪)

4、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画面吗?

5、是啊、看到这些雪中的花儿，我不仅想到雪莱的诗句“冬
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江南的雪真是“滋润美艳”，我们
来一起读一读吧。

6、作者写了这雪中的花，觉得还没有写尽江南雪野，他接着
又写到了什么?(蜜蜂)

7、如此一来就有了矛盾，这样的冬季，哪来的蜜蜂呢?(出示
句子，突出“仿佛”二字)

江南的雪野如此充满生机活力，虽不是春天，我们却闻到了
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活力，所以作者说——(读)“江南
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那是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

8、再细细品味一下这一段，看看你还能从哪些词句中读出江
南雪“滋润美艳“的特点呢?

9、喜欢这美丽的江南雪野吗?再有感情地读一读，背一背吧!

10、鲁迅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绍兴度过的，成年的鲁迅，为
了寻找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不得不漂泊在遥远寒冷的北京，
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先生想起了故乡的雪，他还会想起什么
呢?(他在故乡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在这样的雪天，孩
子们最爱的游戏是什么?(生：塑雪罗汉)



11、从文中的哪些句子可以看出孩子们对于堆雪人的喜爱
呢?(用“”画出，与同桌小声交流)

12、用雪堆雪罗汉，自然也有江南的雪“雪润美艳”的特点，
从哪里可看出?(很清白、明艳，以身、自身的滋润相粘结，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

13、给孩子们带来如许快乐的雪人，遇上连日的晴天，便挽
留不住，令人难免生出淡淡的哀愁，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
的，但也是——(脆弱的，生命力不强)

三、小结

江南的雪象征了哪些美好而又缺乏生命力的事物，让人一边
向往，却又一边惆怅。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四

1、了解祖国各地的著名特产

2、学会介绍本地的一种特产，并能为家乡的特产写一份广告

3、学会有目的地收集材料，并进行整理

1、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通过了解本地的特产，增强家乡的自豪感

一、谈话导入

2、生：背诵诗歌二、学习《江南》和《江上渔者》

1、指名读诗歌《江南》

2、解释“汉乐府”的意思



3、结合插图，理解诗句的意思

4、重点词“田田”

5、指导背诵

6、指名读《江上渔者》

7、结合插图，自读自悟诗句的意思

8、重点词：“但”

9、指导背诵

10、讨论：从两首诗歌中，你了解江南有什么特产？

三、成立“特产探宝组”

2、观察地图，说说我们的省份和直辖市

3、老师小结：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国家，我国
共有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我们的
祖国可真大啊！同学们你的老家在哪啊？谁来指一指，给大
家看看。

4、指出家乡所在的位置

6、学生自由组合，成立“特产探宝组”，发动学生共同研究
全国各地的农作物特产

7、小组制定计划（研究对象，研究项目，研究方法，研究小
结）

一、“特产探宝组”汇报会



1、请各小组的组长汇报资料

2、交流研究方法

3、同学说一说自己的收获

二、完成书上的'练习

1、把这些水果和其最有名的产地连一起

2、写一写下列物产的产地辣椒、枸杞、茶叶、香菇

3、自己归纳一下不同地区的同样物产

三、成立新的研究小组，研究我国的著名特产

1、对照书上“刺绣、铁画、湖笔……”的著名特产制定自己
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2、成立新的研究小组

3、制定研究对象，研究项目，研究方法，研究小结

4、思考怎样把特产介绍清楚

一、特产交流会

1、小组汇报

2、同学交流研究方法

3、谈谈收获

二、完成书上的练习



三、讨论：怎样把一种特产介绍清楚

1、指名发言

一、“我的家乡美”厦门特产介绍会

1、小组交流

2、指名发言

3、交流收获

二、我们一起说一说

1、请介绍同一种特产的学生互相补充，介绍特产

2、其他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请小组的同学回答

三、制作小册子

一、学习《我爱故乡的杨梅》

1、齐读课文

2、思考：我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杨梅？我是怎么具体介绍杨梅
的特点的？

3、指名发言

4、老师小结：介绍杨梅的生长特点，外形，味道

二、你学会了怎样介绍特产

1、仔细观察



2、抓住特点

3、具体介绍

三、观察你最感兴趣的一种特产，收集相关资料，准备习作

一、范文欣赏，积累优美词句

二、指导写作

三、学生习作训练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五

1.交流平台：阅读文章，要抓住场面描写。

2.词句段运用：体会词句重复的妙处;谈谈人物说话时“说”
的不同表达方式。

3.书写提示：举办书写作品展览，注意行款整齐、正确、工
整。

4.通过理解、感悟、诵读，积累“爱国”的名人名言。

1.重点：阅读文章，关注场面描写;背诵关于“爱国”的名人
名言。

2.难点：体会词句重复的妙处，以及说的不同表达方式。

1.准备书法作品的课件。

2.词句段运用课件。

第一课时



一、揭题导入

今天我们学习“语文园地”的内容。(板书：语文园地)

二、学习“交流平台”

1.复习本单元学习的课文。

2.本单元学习的方法。

关注场面描写

3.阅读“交流平台”的内容，你明白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吗?

(1)指导学生一边读，一边圈画重点语句。

(2)可以围绕重点写写批注，或感受。

4.交流。

(1)阅读文章，要关注场面描写。

(2)要学会在作文中进行场面描写。

5.怎样在习作中进行场面描写呢?

(1)注重对整个场面进行概括性地描写，这便是“面”的描写。

(2)注重对某个人物或具体的事情进行细致地描写，这
是“点”的描写。

(3)注重点面结合，活动过程才会给人留下完整的印象，才能
够把重点部分写具体。

6.阅读下面的一段话，谈谈场面描写的作用。



冼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
有感情。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到
位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
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
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
演出伴奏;几番回荡往返,一直辐射到遥远的地方。

生：这段话有点的描写，也有面的描写，有点有面，所以能
够很生动地描绘出大合唱的气势雄壮，也能够反映出大家的
团结一致。

生：这是对延安歌唱场面的描写。既有鸟瞰式的描绘,又有特
写的镜头,点面结合,层次分明,把一个热闹非凡的伟大场面,
写得十分动人,从而表现了延安军民的革命精神面貌。

三、学习“词句段运用”

1.出示课件。

读句子，注意红色画线的部分，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a.起初是全场肃静，只听见炮声，只听见国旗和许多旗帜飘
拂的声音。

b.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
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

2.朗读，理解句子意思。

3.讨论词句反复运用的妙处。

反复，是根据表达需要，有意让一个句子或词语重复出现的
修辞方法，反复就是为了强调某种意思，突出某种情感，特
意重复使用某些词语、句子或者段落等。



4.反复与排比的不同。

数量不一样，反复，相同的词语出现两次就行。排比，结构
相似的短语或句子必须三项，或三项以上。

四、继续学习“词句段运用”

1.出示“词句段运用”课件。

写人物说话时，可以不用“说”来表达。读句子，仿照着写
一写。

a.清明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又漫步在广场上，忽然背后传来
一声赞叹：“多好啊!”

b.“我还有作业没完成，不能和你一起去玩了。”我婉言谢绝
了伙伴的'邀请。

c.“既然这样，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玩了!”话一出口，我就
后悔了。

d.满腹下甚至盯着我的眼睛，一脸焦急：“你的眼睛怎么肿
了?”

2.朗读，理解其意思。

3.分析不同的“说”。

a句是“赞叹”，b句是“婉言谢绝”，c句是“话一出口”，d句没
有用“说”，只是用“：”引出说的内容。

4.生活中形容“说”的词语比较多，如“窃窃私语”、“谈
论”、“争吵”……请选择表示“说”的一个词语写人物
的“说”。



五、总结训练点，布置作业。

1.本节课学习了阅读文章要关注场面描写，以及词语反复的
妙处。

2.“说”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表达，请写一句人物的说话。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1.交流词语反复的妙处。

2.谈谈课文《开国大典》中的场面描写。

二、学习“书写提示”

1.出示书法作品的课件。

2.学生朗读。

3.交流两幅书法作品的相同点、不同点和妙处。

相同点：作品后面都有题款。

不同点：《游子吟》是一首诗，是竖着写的。

《草原》(节选)是课文的一句话，是横着写的。

妙处：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注意行距，给人以整齐端庄的
感觉。

4.老师指导：完成书法作品时，要注意选择合理的款式，同
时要全面。另外要注意以下几点：



(1)行款整齐，布局合理。

(2)书写正确，不出现错别字，不规范的字。

(3)养成自我检视的习惯，不断提高书写水平。

5.学生临摹，注意要求。

6.老师及时点拨。

三、学习“日积月累”。

1.旧知导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选自文天祥的
《过零丁洋》，这句诗诠释了文天祥的爱国之心，捍卫了中
华民族的尊严，证明了中国人是有民族骨气的!接下来我们再
来学习几则爱国名言。

2.教师范读。

3.学生齐读。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诸葛亮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三国】曹植

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宋】李纲

位卑未敢忘忧国。——【宋】陆游

4.学生理解意思，交流感受。

鞠躬：弯着身子，表示恭敬、谨慎;尽瘁：竭尽劳苦;已：停
止。指全心全意地贡献出全部力量;到死为止。



为了解除国难献身，把死亡看作回家一样。这句话可以看出
曹植非常的热爱国家。

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守住，一寸土地也不
能让给别人。这句话告诉了后人要保卫祖国的疆土，神圣不
可让敌人侵犯。

尽管地位低下，但不敢忘记处于患难中的国家。这句话充分
说明了每个人都有为祖国担忧的意识，因为维护祖国的尊严
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5.讲一则爱国故事，学生谈感悟。

爱国的杜子威

在苏州，流传着一位归国博士的动人事迹。他叫杜子威，是
苏州医学院副院长。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获得博士学
位。1972年，他离开日本，和妻子一起回到了祖国。

侨居在日本的父亲为杜子威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建造了一座
研究室花了整整一百万元人民币。杜子威不要一点报酬，把
研究室献给了国家。有人以为杜子威很有钱，问他：“你戴
的是什么牌的手表?”他爽朗地笑道：“国产的，苏州牌，
才45元，走得相当准。”杜子威把价值一百万元的研究室献
给了国家，自己却省吃俭用戴的是45元的手表。人们被他这
种崇高精神所感动。敬佩地伸出了大拇指。

1979年，杜子威率领医学代表闭访问日本，他离开日本七年
了，家里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准备好饭菜等着他。可
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他的身影。原来，访日时间只有半
个月。杜子威舍不得这点宝贵的时间，全安排了工作，只是
在归国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上街参观去了，他才回
家吃了一顿饭。



1982年，杜子威再次到日本。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从宾
馆搬到父母家住。临走前，父亲给他一台彩色电视机。杜子
威却说：“电视机我有了，我缺的是专业资料，今后给我寄
点”。

四、总结训练点，布置作业。

1.书写作品要行款整齐、布局合理，还要正确。

2.理解、背诵关于“爱国”的名言。

语文园地二

阅读文章——关注场面描写

词语反复不同的“说”

书写提示——行款整齐、布局合理、正确规范

爱国名言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六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无不和无不
等词语造句。

2．理解课文重点句子的意思。

3．欣赏夹竹桃的可贵韧性，体味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培养审美情趣。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一、谈话导入：



1.今天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很美丽的植物,请看大
屏幕.仔细观察这种植物的叶和花,看哪位细心的同学能有所
发现.(叶子像竹子的叶子.板:竹;花像桃花,板:桃)

2.的确,这种植物的叶片像竹,花朵如桃.如果请你就这两个方
面的特征，试着给它取个名字的话，你想到了什么名字呢？
（竹桃。桃竹。竹桃连理等）

3、这美丽而高雅的植物受到人们的垂爱，人们根据它叶和花
的特征，给它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夹竹桃。（板：夹）

4、想不想和这美丽的夹竹桃做零距离的接触呢？这节课就让
我们跟随着当代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一同走进他家的那方
夹竹桃世界吧！

二、自读课文：

三、检查自学

1、读准下列字音:

玉簪花

荇藻

参差不齐

鸡冠花

奉陪

榆叶

梅



江西

腊海棠

花团锦簇

菊花飞

蛾

乍起

2、交流:是什么原因令作者爱上夹竹桃的？用文中的一句话
来告诉老师。

3、生答后出示：这样的韧性，又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我爱
上了夹竹桃。

4、指读，齐读。

5、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吗？（一、夹竹桃的韧性体
现在哪里？二、月光下的夹竹桃给人带来哪些幻想？）（生
边提问题师边板书：韧性？幻想？）你们刚才提的这两个问
题很有价值，让我们先来见识一下夹竹桃的韧性。同时理解
韧性这个词。

四、品读课文：

（一）韧性

1、课文哪一自然段具体写了夹竹桃的韧性？（第四自然段）
细读课文第四自然段,你能从哪些词句中品出夹竹桃的韧性？
（可以圈、划、批注）。

2、交流



第一句：然而，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悄悄
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
长出一嘟噜。

（默默绽放，不张扬，不起眼，从不与白花争艳，常年不败，
坚持开放。）

该怎样读好这句话呢？练读，指名读。

指导朗读后齐读。（悄悄地一声不响要读得轻柔些，而又开
出、又长出要读得重些。）

第二句：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
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衰
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吐艳。

从这句话里又能体会到什么呢？（生命力顽强，一年三季充
满生机，花期长。）

无日不迎风吐艳是什么意思？（边叙述边板书：无日不迎风
吐艳）为什么不说每天都迎风土艳？（哦，双重否定，语气
更加强烈，更能体现夹竹桃可贵的韧性。）

不管怎样的季节，怎样的环境，夹竹桃都始终如一，迎风吐
艳。多么顽强的生命力！你能读好它吗？（要读出不同季节
不同环境的坚强）各自练读，男女生分读。

师引导后齐读：春天到了，暖风习习，夹竹桃（迎风吐艳）；
夏天到了，赤日炎炎，大雨倾盆，夹竹桃（迎风吐艳）；秋
天到了，凄清寒冷，夹竹桃（迎风吐艳）。

无不奉陪无不是什么意思？（板：无不）无不奉陪呢？（板：
奉陪）（又一次用了双重否定，强调了不管什么季节夹竹桃
都一一奉陪，突出了花期之长，没有哪一种季节性的花可以



与之相比，又一次表达了作者对夹竹桃韧性的赞美。）

指读，齐读。

练习用无不和无不分别说个句子。

小结过渡：夹竹桃的花期真长呀，所以在作者的心理又有什
么新感受呢？

第四句：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的那些花比起来，不是显得
非常可贵吗？

能不用问号换种说法吗？哪种效果好？一起读。

3、夹竹桃的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的确显得
非常可贵。（板：可贵）文中哪一小节写了院子里的花？
（生：第三小节）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第四自然段开头的词语然而，用然而过渡
到夹竹桃，就说明第三自然段写了其他花。

请同学们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写了多少花，有没有写夹竹
桃？

（一百几十个字，写了十四种花，却没有一个字写夹竹桃的。
）

课文重点写夹竹桃，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小院里的花写得这么
美呢？是不是离题了？老师让你们看一看院子里的花。（课
件展示十四种花）（这样写，其实是将其他的花跟夹竹桃作
对比，衬托夹竹桃的花期之长。）

4、让我们再读一读这句反问句。

5、细细品味，我们不得不佩服季老先生的独具匠心：写百花，



只为一花。同学们，我们描写一种事物，可以象第四节那样
直接描写，也可以像第三节那样衬托描写。

7、师领读：院子里的花虽然一年三季，万紫千红，却（只在
一个季节开放）唯有夹竹桃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
一嘟噜花黄了，（又开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
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无日不迎风吐艳。）从春天
（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
不奉陪。）

五、总结,设置悬念：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的学习，我们见识了夹竹桃可贵的韧性，
（去掉第一个？）读到这你们是不是也喜欢上了这夹竹桃？
告诉大家，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月光下的夹竹桃别有
一番情趣，让我们下节课再接着去领略夹竹桃月光下扑朔迷
离的花影吧！

六、作业：

1、读一读：季羡林的《夹竹桃的传说》。

2、写一写:请你试着描写一种植物，抓住它的特点写具体。
（可以是一个小片段）

七、板书：

无日不迎风吐艳

韧性

可贵

无不奉陪



夹竹桃

幻想？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英语单词表篇七

知识与技能：

1、学会本课9个生字，正确读写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部分。

过程与方法：

1、教师教法

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在读中
理解，读中感悟，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2、学生学法

自读自悟，小组合作学习，全班汇报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课文借种树喻育人说明的深刻道理，能
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课文借种树喻育人说明的深刻道理，能
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

2课时

cai课件。



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含义深刻的句子，通过自读自悟、合作解
疑、联系实际谈感想等形式进行深入的探究，指导学生通过
编演课本剧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悟。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新课

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篇蕴含深刻道理的文章。（板书：6
桃花心木）

（二）初读，自学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通课文，要求读准生字的字音，画出
带有生字的词语，个别不理解的新词用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
的方法理解。

2.再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自主学习，谈感悟

1.抓段落，谈感悟。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鼓励学
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说说自己喜欢的部分，并陈述自己
喜欢的原因。

2.抓句子，谈感悟。在学生畅谈自己喜欢段落的基础上，先
引导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认为含义深刻的句子，反复
阅读，细细品味，再组织学生讨论，谈感受，谈见解。

着重理解以下句子：

（1）“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
树就不成问题了。”

（2）“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就



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一旦
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
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3）“不止是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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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抓品读，促感悟。教师引导学生品读，让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段落或句子，自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然后在小组中读，
推荐读的好的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比赛读。

第二课时

（一）主动探究，悟道理

2.读了这篇文章，联系生活实际，你想到了什么？

（二）综合实践，练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合作编写课本剧，练写作。

2.小组内排练课本剧，练表演，练表达。

3.班上演出，赛水平。

（三）总结拓展

学了这篇课文后，你有何感受，请写一篇读后感。

（四）记忆生字，指导书写

1.小组内交流你是怎样记忆本课的生字的。

2.指导书写，重点指导“萎”“锻炼”等字。



（五）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

2、抄写生字。

6 桃花心木

种树：浇水不定时、不定量 长成百年大树

人：在不确定中生活 经得起考验

（借种树喻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