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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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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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篇一

《提出不同意见》是本单元“能说会写”中的口语交际课。
本课的学习提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三层意思，一是
提出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二是提出不同意见时需要注意的
事项；三是提供了三种练说事例。第二部分为一幅情境图。
本次口语交际旨在通过口语实践，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引导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积极动脑，提出合理意见，处理好
遇到的问题。

口语交际能力是一种在交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机智的
听说和待人处事能力。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与学生的生活、
学习联系紧密，学生会感到有兴趣，有话可说。因此，本设
计力求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多向互动，能用普通
话与人交谈，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并能就遇到的问题提出
合理意见，能就不同的意见与人商讨。

1.通过这次口语交际训练，培养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可以适
时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意识。

2.训练学生在口语交际中应对能力和与别人合作的能力。

3.培养学生尊重他人，认真倾听别人讲话的良好习惯。

多媒体课件等。



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引入话题

1.同学们，今天龙龙和文文也来到了我们的课堂，让我们用
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课件出示龙龙和文文向大家
打招呼的动画）

2.可是龙龙和文文却遇到了难题，（课件出示放学时老师留
作业较多的情景）这可怎么办呢？龙龙和文文想请大家帮帮
忙，请同学们先想一想，然后再说一说。（给生三两分钟思
考，然后指名说。）

3.你们的办法可真多，都能针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
今天我们就以“提出不同意见”为题来进行一次口语交际。
（板书课题）

二、自读提示，明确要求

2.请同学们读课文第1自然段。看你能读懂什么。

3.根据学生的回答，明确本次口语交际的注意事项，并一一
板书。

三、自主探究、自由练说

1.在你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下列情况？（课件
出示教材中提供的三种情况动画）

2.遇到这些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学生选择其一，自由练
说。）

四、合作交流，组内练说

1.小组合作，练说表演。（引导学生提出不同意见时，注意



自己的语言、态度，其他同学注意倾听。）

2.组间交流，充分练说。（分组表演，师生评议。就语言、
态度、条理几方面进行评议。）

3.全班展示，演中体会，其他学生评议。

五、拓展练说，课外练笔

1.引导学生说一说在日常生活中还遇到过哪些与别人意见不
一致的情况。说说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是怎么做的。

2.知识内化，由说到演。

3.师总结结束。

作文

xx真聪明

教学目标：

1、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调动学生多观察思考、遇事积极
动脑。

2、叙事清楚完整、符合要求。

3、培养学生独立构思和认真修改自己习作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叙事中体现人物的聪明，叙事生动具体。

教学准备：学生准备以前读过的课内外写人的优秀习作。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1、明确要求，确定内容

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明确写话的内容和要求。启发回忆，
确定写作素材。

2、补充题目

二、读写联系，体会写法。

1、启发学生从学过的写人的课文中领悟写法，如本单元的课
文。

2、从课外的优秀习作中体会写法、总结写法。

要表现人物的聪明，必须选取典型示例，抓住人物的语言、
动作、神态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可出示一篇典型的病例，
然后让学生讨论，体会写法。

三、先说后写，修改完善。

1、个人练说互评；

2、选出好中差学生试说，师生共同评议；

3、动笔写话，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4、学生自己修改习作；

5、品读赏析，体验成功。

四、朗读习作，集体评议。

五、修改完善，同桌或小组学生互相传阅，和大家分享作文



快乐。

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篇二

1、学会和别人协商事情，准确把握别人的观点，不歪曲，不
断章取义。

2、学会尊重不同的意见，讨论问题时，态度要平和。

3、表达观点时，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板块一创设情境，引出话题

1、创设情境，播放视频。(视频内容：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物
在为“国庆长假要不要出游”而争吵。）

2、学生观看视频，说说视频大意，并讨论视频中人物争吵的
观点。引导发现争吵的原因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3、发现原因后，从而引出话题，意见不同怎么办？今天一起
学一学。

板块二角色扮演，提炼交际要点

活动一：阅读第一个事例，了解其中的角色及其观点。

1、你觉得春节该不该燃放烟花爆竹呢？（学生自由交流）

2、刚刚我们争论的是自己的观点，那么想一想春节燃放烟花
这件事，还会涉及哪些人？(普通市民、消防队员，环卫工
人……)

3、说说他们对燃放烟花这件事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活动二：角色扮演，展示交际过程。



1、学生选择角色，明确自己的身份及观点。

2、学生在小组内发表自己的观点，用上“我是——，我认
为——，因为——”

3、上台角色扮演，表达各自观点，其他学生当观众注意倾听。

4、引导评价，你觉得他讲明白了么？用什么方法讲明白的？

师小结：在陈述时，他们有用上名言、用上事例、引用名言，
利用数据，有理有据，让自己的陈述更加有条理。（板书：
以理服人）

让学生展示，体验就一个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当遇到意见
不同时会怎么办的情景，学生在此环节能获得初步的体验，
这是为下一步深度交流做准备。而在这个环节中，显而易见
能看出学生仍然像刚开头的视频那样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在
陈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觉得”，并没有进行换位
思考，协商解决，接下来的环节就需要引导学生提炼并用上
协商交际用语，推进下一步的协商解决。

活动三：交流评点，提炼交际要点。

根据学生交流，及时反馈优点和不足。

1、你们觉得他们在交流过程中语气是怎么样的呢？想让别人
更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就应该先缓和语气（板书：态度平和）

2、尊重不同：面对不同的意见，怎么说才能让对方听起来舒
服呢？

ppt出示：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看我的想法是否也有道理
呢？



ppt出示：根据你提出的……我想要不这样……

老师小结：面对不同的意见，要准确把握别人的观点，还要
积极寻找解决的方法。（板书：准确把握求同存异）

4、小组交流，实战运用。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学生再次进行
各方人士的讨论会。

5、学生上台展示，评选“协商交际小达人”。（出示：星级
评定表）

教师总结：这样换位思考，才能达到有效沟通，事情协商起
来也就没那么困难了。（板书：换位思考有效沟通）

设计意图

这个板块，学生能通过角色融入，明确交际要点。在交流中
学会准确把握别人的观点，并做到心平气和地换位思考。

板块三自主表达，分享交际感受

联系生活，交流意见不同的场景，回忆生活中自己或他人的
可取和不足之处，分享巩固本节课学习到的协商法宝。

教师总结：生活中意见不同的情景常常存在，以后再遇到诸
如此类的情况，可以试着用今天我们学到的方法与他人有效
沟通，合理协商。

我认为在教学口语交际时，作为教师，我们不能仅仅只把内
容停留在课堂中，最终目标还是指向生活中的交际应用。但
是生活中学生在交际时，我们也无法时时刻刻跟在左右，给
予正确指导，仅上过一次课，学生也未必会记住课堂上的交
际小妙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不能口头实战指导，但是
把文字书写下来指导还是可行的。就如本次“要路还是树”



的活动，首次创作到二次创作到小组口头实践，再到全班口
头实践，多次演绎，交际要点的`应用效果肯定是倍增的。等
下次在生活中再次遇到诸如此类的协商事件，那几句烂熟于
心的协商交际用语肯定也能脱口而出了，课内课外的交际互
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于学生而言，他们不仅在课堂上收获了“协商”这个话题的
交流妙招，而且在课后的活动中也增强了一定的综合实践的
能力。以口语交际话题展开，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就大家共
同关注的话题进行组织讨论，辨别是非，这都是课程标准中
对高段年级的综合实践要求。本次活动，我们交流着，我们
实践着，学生收获其中。

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篇三

1、知识与能力

（1）掌握写文章首先要确定好主旨的基本方法。

（2）围绕中心选择好的材料。

2、过程与方法

评改结合，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3、情感与价值

在习作中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培养写作的兴趣，提高写作
的能力。

引导学生学习围绕中心把内容写具体的表达方法。

引导学生围绕中心进行习作。



（一）复习学过的课文领悟写法

（二）初试身手

1、给出题目，给出材料，围绕中心作判断：戏迷爷爷

2、给出题目，围绕中心选择材料：好动的公鸡

3、围绕中心选材料应注意：

（三）明确习作内容与要求

1、甜乐泪暖悔望迷妙变忙寻让

2、选择一个感受最深的汉字写一篇习作。首先根据汉字的文
化内涵确定自己要写的中心意思。

3、根据中心意思，先列提纲，确定出自己选择的事例或哪几
个方面。

（四）确定中心，列出提纲

提纲示例：甜

（五）交流提纲，互提建议

1、把写好的提纲和同学交换，请同学读一读。

2、看看同学的提纲，选择的材料是不是能够表达中心意思，
提出合理的建议。

3、根据同学合理的建议做修改。

（六）独立思考，认真写作



1、根据修改后的提纲写作文。

2、注意重点部分一定要写详细、具体。

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篇四

1.懂得在大家意见不同时，要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2.学习运用讨论问题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讨论问题时能够态度平和，有理有据地讲出自己的看法。

学习运用讨论问题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课件

1.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和别人意见不一致
的情况？和你的同桌说一说。

2.你和别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讨论：意见不同怎么办？（板书：意见
不同怎么办）

1.出示具体事例，学生读一读。

问题一：春节该不该燃放烟花爆竹？

问题缘起：烟花爆竹给人们带来浓浓的年味和喜庆气氛，但
在环保、安全等方面带来诸多问题和隐患。

问题二：要路还是要树？

问题缘起：南方某些城市为了拓宽城市道路，砍掉生长了几
十年的大树。这件事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为拓宽城市道路，



促进经济繁荣，砍树是值得的；有人认为，这些树已经长了
几十年，栽树不容易，树木有利于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不
应该砍树。发展交通要另想办法。

2.想一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自由交流。

1.分组分角色：全班分成几个小组，先选择本小组要练习交
际的材料，然后按课本上的“相关方”逐一确定角色。

2.每个角色准备好自己的发言材料，准备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3.针对事例，参与讨论，阐述对问题的看法。

4.提示：

准确把握别人的观点，不弯曲，不断章取义。

尊重不同意见，讨论问题时，态度要平和，以理服人。

表达观点时，要简洁明了，要有根据。

（适时板书：尊重别人换位思考态度平和以理服人有理有据
简洁明了）

针对事例一的口语交际，

普通市民：我认为春节应该燃放鞭炮，多年来流传下来的老
规矩了，再说，如果没有鞭炮声，过年的味道就没有了。

环保局局长：我认为不应该放，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
的有毒的烟雾，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对广大市民身体会造成
一定的伤害。另外，烟花爆竹燃放后还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给环卫工人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消防队员：每年都会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灾，所以为了安



全考虑，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了。

眼科医生：每到春节期间，我们眼科都会接收一些因燃放烟
花爆竹受伤的患者，有的相当严重，个别会失明。我的看法
是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了。

环卫工人：燃放以后，纸皮到处飞，好多的烟花箱子、筒子
很难清理，也看见有着火的现象。

鞭炮厂工人：我们对燃放烟花爆竹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们考
虑的是我们的饭碗问题。如果能给我们安排好其他出路，不
至于让我们自谋生活的话，我们也不支持燃放烟花爆竹。

……

1.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与自己不一致的意见，千万不要因此
而生气，仇恨别人。

2.要静下心来，学会换位思考，态度平和，以理服人。

3.课下围绕“小学生该不该上网”与同学练习口语交际。

意见不同怎么办,尊重别人换位思考,态度平和以理服人,有理
有据简洁明了。

这节口语交际课的重点是学习协商解决意见有分歧的事情，
提高口语交际的能力。具体任务是就课本提供的两件事例来
讨论解决的办法。

我认为这节课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每个同学都积极主动地
参与了讨论，并发表了自己所任角色的意见，有理有据，比
较成功。

不足之处是学生没有深层次的思考，对真正锻炼口语交际所



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今后，我要切实从课堂实际情况出发，
提高自己驾驭课堂的能力，遇到任何事情都能随机处理，通
过多种渠道、利用多种方法来达到教学目的。

六上语文丁香结教学设计篇五

设计理念：语文课堂要体现开放襟怀，把课外的学习引进课
内，使古诗的教学变得“充实”“厚实”起来。而且诗人的
生平与他诗作蕴涵的精神一脉相承，感悟诗中内涵，学习诗
人借物喻人、咏物明志的写法，达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设计特色：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如竹与石的对话、把自己
假想成郑燮，用情景的创设来加强对文本的体验。教学过程
讲究承接、回环，从入课时赏画到结课时在画上题诗，前后
呼应，浑然一体。

教学准备：

1、课前搜集郑燮的故事，有关竹的诗句

2、小黑板或课件

一、导入：

1看图：图上有什么？(板书：竹石郑燮说到诗人，他还有一
个比他的名“燮”更有名的号——板桥)

2你知道郑板桥的故事吗？学生交流，老师适时补充(1)江苏
兴化人，扬州八大怪之一……(2)写过“难得糊涂”(原意
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3)早年家贫，中进士，曾
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帮助县民诉讼得罪地方豪绅而
罢官(辞行前，百姓跪请挽留，板桥当即题诗：“乌纱掷去不
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鱼
竿”说他两袖清风回扬州吟诗作画去了，表现得十分坦荡、



洒脱)(4)故事：一天，郑板桥听说镇江江心有座焦山，风景
优美，栽了许多竹子。于是他每天逛竹林，摊开纸作画，画
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竹的形象。那一竿竿墨竹翠茎葱葱，枝叶
扶疏，配上一两块清奇古怪的石头，题上几句妙趣横生的诗
文，让人耳目一新。

3郑板桥人称“诗书画三绝”，特别是他画的竹兰、山石，形
象逼真，姿态万千。留下了许多名画——竹石图、丛竹图、
墨竹图、兰竹芳香图……课件欣赏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
一首题写在竹石图上的诗。师吟诗，生读读古诗。

二、学诗

2学生说说学古诗的有效方法。

3学生自渎，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弄懂诗意。合作学习、
自我体会均可。

三、体情

1合作表演竹与石的对话。

3怀着对劲竹、对诗人的敬佩之情朗读全诗(对读、指名读、
齐读)

4你喜欢竹子吗？你认为竹子具有哪些品质？(如：竹是空心
的，很谦虚；竹在生命的旅程中每成长一步会留下印记；竹
不开花，朴素，保持本色；竹扎根很深，打好了坚实的基
础……)四、拓展“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有竹，“岁寒
三友——竹松梅”也有竹。有多少人吟诵过这看似普通的竹
子！交流诵读我们课外搜集的竹的典故，竹的诗句。

典故：宋代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



诗句：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
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
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苏轼《於潜僧绿筠
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李白《慈老竹》“里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翠色落波深，
虚声带寒早。”郑燮《竹》“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
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刘禹锡《庭竹》“露涤铅粉节，
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五、巩固

在画的空白处题写《竹石》，要求默写。也可以题写你喜欢
的写竹的诗句。

板书：

咬定千磨万击坚劲立根东西南北风咏物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