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人教版道德书电子课本 小学六年
级人教版语文电子版教案(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年级人教版道德书电子课本篇一

教学要求：

1、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沙俄时代渔民的悲惨生活；认识穷苦
人宁可自己多吃苦也要帮助别人的高尚品德。

教学重点、难点：通过对9---11自然段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理
解，体会桑娜的忐忑不安与善良。

教具：文字片一张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质疑：

二、理解课文

1、桑娜和西蒙两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打开书，放开声音
读1——7自然段，边读边填空，先自己填，然后同桌交流。



2、他们的确是穷啊，可是当西蒙死后，桑娜是怎样对待西蒙
家的两个孩子的呢？迅速浏览有关段落，用一句话来概括。

（1）指名读划下来的句子。

（2）出示投影：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做，但是她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指名读——齐读——指名说：你觉得桑娜是怎样的一个人？

把这种善良读出来。通过你的读要让人感到桑娜的善良，应
该怎样读。练读——指名读——说：你为什么这样读。

4、桑娜的确是善良，可是当她真的把孩子抱回家的时候，她
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

出示投影：“她忐忑不安的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
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
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
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揍我一顿也好！”

（1）指名读——想：桑娜的内心有什么变化

（2）再读这段话：读出由害怕、紧张、矛盾到坚定。

（3）自己再读读这段话，看看还有那些不懂的。

（4）处理五个省略号

a、看第一个省略号，他忐忑不安的想……受得了吗……如果
你是桑娜你会怎么想——学生说第一个省略号。

b、一个省略号看出桑娜思绪万千，以下四个你任选一个，就
照刚才的方法，想一想桑娜会想些什么？但要记住你就是桑



娜。

（先自己准备，准备好后同桌交流。）

c、通过对省略号的理解，我们知道了，桑娜抱回这两个孩子
心里充满了矛盾，那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一读到省略号
就要想一想，要读出桑娜矛盾的心理。自己试着读读-指名读。

6当桑娜把西蒙家的情况告诉丈夫后，她的丈夫有什么表现呢？
齐读24自然段。

（1）处理“熬”。这个字还可以换成什么，为什么用“熬”
不用别的。

（2）通过这个熬，将来渔夫和桑娜的生活将怎样？（生命受
到威胁，流落街头。板书：牺牲自己）

师：课文学完了，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
课文通篇除了课题之外，找不到一个穷字，然而在字里行间
却处处反映了穷人的贫穷和困苦；全文也没有一个美字，而
文章通篇却赞美了穷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美好情感，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业：学习第9段的写法，写一个心理活动的片段。

六年级人教版道德书电子课本篇二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少年闰土的特点，体会“我”与闰土
之间深厚的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一自然段。



3、运用多种方式（联系上下文、借助背景资料、抓住关键词
等）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4、学习抓住人物特点（外貌、动作、语言）描写人物的方法。

5、初识鲁迅，了解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难点：通过课文的语言文字，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及学习写作方法。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参赛课时）

一、展示图片，引出闰土

1、出示鲁迅照片，师生交流鲁迅资料。引出感叹词“啊”。

2、展示“看瓜刺猹”图，了解鲁迅笔下的闰土。

二、整体感知，初识闰土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闰土留给你印象最深
的是什么，用笔做上记号。

2、交流印象深刻的内容，并梳理出课文结构，其间注意生字
的读音和长、难句的指导。

3、归纳出对闰土的总体印象，回扣“啊”字。

三、顺学而导，了解闰土

1、找出文中带有“啊”的句子，引导学生质疑。

2、以闰土语言为突破口体会人物特点：



（1）指名轮读闰土的话，让学生明白闰土的话中包含着“雪
地捕鸟、海边拾贝、看瓜刺猹、看跳鱼儿”四件事。

（2）自读闰土的话，边读边想象画面。问：你最感兴趣的是
闰土的哪些话？生读师相机指导。重点指导“雪地捕鸟”
和“看瓜刺猹”，采用“情境渲染、联系实际、引入背景资
料、对应比照”等多种方法理解感悟、入情入境朗读。

3、用上“啊”说说对闰土的感受。

4、出示课文插图体会两人对话时的神情、动作，问：闰土
和“我”的对话中，“我”的语言很少，只有一些感受，你
能根据“我”的想法想像出“我”当时说了什么吗？写
在“我”的感受旁。

5、同桌分角色朗读、指名读。

四、多元解析，记住闰土

1、师小结引说，比照“我”与闰土的不同。

（1）你从这个“啊”中读出了什么，如果用语言表示“我”
的感叹，你会怎么说？让生带着各自体会有感情读句。

（2）借助多种方式（联系上下文、图片对比、联系生活等）
体会“四角的天空”的深刻内涵。

2、引导生回扣第一自然段并背诵。

五、拓展延伸，再识闰土

2、让生快速阅读《故乡》原文片段：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
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



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
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
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
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
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
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
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
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
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
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
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1、找出闰土和“我”的语言，用上“啊”表示自己的心情。

2、布置学生读小说《故乡》，自主探究原因。

六、小结全课，升华认识

师以“啊”作小结。（主要从鲁迅、闰土、学生表现及展望
未来等方面去说。）



第二课时（简案）

一、简要复习全文，听写部分新词，指名背诵第一自然段。

二、寻找文中描写人物外貌、动作的部分，深入探究其妙处，
小练笔实践：请学生或老师做模特，生口述后写片段，师生
共同评议。

三、结合《故乡》进一步让学生认识作品内涵、了解鲁迅。

四、简介鲁迅部分代表作中的典型人物，如；阿q、祥林嫂，
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其作品，观看其影视作品。

六年级人教版道德书电子课本篇三

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下面是课件网小
编为您推荐人教版九年级下册历史教学设计：《亚非拉的奋
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亚洲的振兴与崛起、非洲
民族独立浪潮与影响、拉美民族独立运动与成果等历史知识。

能力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建
立与崩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情感目标：通过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历史和评价
历史事件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
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重点：印度的独立与经济发展；非洲民族独立浪潮



2、难点：印巴分治；巴拿马人民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不仅有前几课我们了解的资
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而且也使殖民地与半殖
民地人民深受鼓舞，纷纷掀起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并
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亚非拉不仅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独
立国家，而且使资本主义列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
的殖民体系宣告瓦解。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第12课“亚非
拉的奋起”。

亚非拉地区长期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但是
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亚非拉地区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
发展，以及为摆脱经济上压迫的斗争道路，其中亚洲走在最
前列。

（展示板书：一、亚洲国家的独立与振兴1、印巴分治）

（1）战后亚洲首先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历史上看，二战前，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诸国，都成为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于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剥削和奴役，它们具有要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愿望。其次，
二战前及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对东亚和东南亚进行疯
狂侵略，被侵略地区的人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
抗击侵略者。这对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产生了明显
的影响。

二战结束，一些国家抓住日本投降后殖民统治崩溃的短暂时
机，迅速掀起了争取独立的运动。但是，英、法、荷、美等



帝国主义却卷土重来，妄图恢复殖民统治。这样，民族解放
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它迅速从东亚、东南亚、南亚，扩展
到西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印巴分治。

（3）谁领导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

印巴分别独立，但是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
几度用战争来解决。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克什米尔土邦的归
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印巴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克什米尔
的归属仍是不时诱发地区冲突的悬案。印巴矛盾与冲突，成
为南亚地区和平的最大障碍。当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
世界主题后，印巴缓和逐渐成为主流，虽然最终和解为期尚
远，但毕竟双方的关系开始趋于和解。

（展示板书：2、印度经济的发展）

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的情况：

（展示板书：3、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立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体系遭到了毁灭性
的打击，为亚洲新兴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铺平了道路。但
是，亚洲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最先起飞的是新加坡、韩
国。

师：就在亚洲国家纷纷独立，并走上发展道路的同时，非洲
地区也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二战后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

师：殖民主义者奴役非洲的情况。15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
者在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最早踏上非洲大陆，此后西方殖
民主义者接踵而来。其罪恶活动有始于16世纪的黑奴贩卖活
动，19世纪末掀起的瓜分狂潮，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等。



师：二战结束后，非洲地区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民族独立
运动高潮：从50年代到60年代，有39国获得独立；70～80年
代，有9国获独立；90年代纳米比亚独立，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取得最终胜利。

展示板书：2、非洲民族独立的四个阶段）

师：非洲独立运动，大致经历了一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二战结束至50年代前期，一些北非国家先后取得独立。其中
重要的包括埃及独立和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阿尔及利亚的
独立等。

1、埃及独立

1952年纳赛尔率领埃及革命力量，赢得埃及真正独立。

2、收回苏伊士运河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非洲大陆诞生
了30多个独立国家。其中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
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

第三阶段，70年代主要是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时
期。1975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
赢得独立，结束了葡萄牙在非洲长达500年的殖民统治。

第四阶段，90年代初。是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最终崩
溃的时期，其标志是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1994年，在南
非举行了第一次各个种族都参加的全国大选，非洲人国民大
会主席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标志着南非
种族隔离制的消除，这揭开了南非历史新的一页。

虽然拉美早在19世纪前期就展开了民族独立运动，但独立后
的国家又陷入欧美列强的控制之中，加之本国落后的大地产



制和军事独裁统治，拉美许多国家仍处于发展的落后阶段。
在控制拉美的列强中，尤以美国最主要。美国通过政治干涉、
军事进攻和经济渗透，控制了拉美许多国家。但是，二战后，
也有一些国家为了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与发展，开始寻求摆
脱美国的控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
命和巴拿马人民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斗争。

展示板书：三、拉丁美洲捍卫民族主权的斗争

1、古巴革命

2、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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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品悟语言，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句，
体会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看图片描述以及小组讨论等方法使
黄继光的英雄形象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来。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使学生感受黄继光为了战斗的胜利英
勇献身的光辉形象。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幻灯片，学生熟读课文。



教学重点：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体会黄继光英勇献身的精神。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整体感知：

现在让我再一次走进课文，走近黄继光，从人物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中体会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会给他一个什
么样的称号。

学生自由读课文。

读后交流。（预想：学生们可能会称黄继光为英雄、勇敢的
人、伟大的人等）随学生回答完成板书。

三、细读品味：

学生默读思考。

读后小组讨论。

全班交流。

预计从以下几方面引导孩子体会人物形象：

一、课文五六自然段：抓愤怒的注视坚定地对指导员说让祖
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从指导
员紧握着黄继光的手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体会炸掉敌人火力点
的艰巨性。



二、课文八九自然段：第八自然段中黄继光负伤前，通过子
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他用尽全身力气。还有二十米、十米体
会前进的艰难。第九自然段中两次对黄继光站起来进行描写，
体会这样描写的作用。

三、课文第十一自然段黄继光第二次站起来，通过读课文、
体会人物内心、等方法使英雄形象向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来。

四、情感升华：

黄继光如此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战友
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所以（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战斗胜利了，而我们可爱的战士黄继光一个真正的英雄却再
也不会站起来了，面对他你想说些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五、拓展练习：

幻灯出示一首小诗，学生自由朗读。

你能写一首诗赞美一下这位英雄吗?或编一首小曲或画一幅画
来表达一下你此时的感受。

六年级人教版道德书电子课本篇五

能力目标：

1.了解和掌握1924～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相对稳定；

2.掌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

3.掌握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影响；

4.掌握罗斯福新政的目的、措施、效果等史实。



能力目标

2.引导学生通过对《国家工业复兴法》的讨论、分析，评价
罗斯福新政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培养学生初步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能力。

情感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危机以
及自我调节和改良的历程有较辩证和全面的认识。“经济危
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
危机就不可避免。

教学重难点

重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

难点：经济危机中一些经济方面的知识；罗斯福新政的一些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