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 六年级语文第
六单元活动总结(汇总17篇)

编辑是保证文本准确、流畅、连贯的必要环节。在编辑中，
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优秀的作品，学习其中的写作技巧和表达
方式。通过阅读这些编辑范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编辑技
巧的应用和效果，从而提升自己的编辑能力和水平。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尤以诗最为精辟，堪称中国文学之精粹。

从《诗经》到如今的现代诗，中国诗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
历久弥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朴素的诗
句道出了朴素的感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简短的诗句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的忠贞情怀。“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铿锵有力地说出了他
老当益壮的暮年志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
仿佛又可以看到陶渊明特有的那份闲适与自然。

诗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内容也更加多元化。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站在分道的路口，告诉
朋友切勿“儿女共沾巾”。“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身陷牢狱，只能望“蝉”兴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太白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
将他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志气娓娓道来。“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身处乱世的杜甫，只能空叹国破家亡之恨。
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参的“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
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这举不完的优美诗句都在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来到宋朝，诗以词的形式继续发展。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
涯路”，又让我们沉浸在宋朝这段半荣半辱的历史。

接下来的元朝诗以“曲”的形式著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将游子的思念描绘得淋漓尽
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又道出了百姓的
苦难。元朝以后，诗似乎逐渐没落，但却并未被人们遗忘。
清朝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更是让我们看到了诗的希望。
“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琅琅上口的诗句正表达着作者的心
声。

中国诗曾经的辉煌是无可磨灭的，现代诗也正被人推崇，我
相信诗的将来会更加美好。诗帮助我了解语文，了解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在读诗的过程中，思想和作者产生共鸣的刹
那，我也就懂得了语文之所以被人推崇的原因——她代表了
中华文明的永盛不衰。

通过这一次综合性学习，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诗歌，还学会
了诗歌的分类，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学习诗歌，也收集了很多
有关诗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自己写诗歌，因
为是个充满了诗情画意，充满了自己的渴望，在诗歌里，我
们可以放飞自己的心灵，我们的思维可以跳跃，我们的想象
力得到了丰富的伸展，我们可以在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渴望与
情感。我们也还学会了如何理解诗歌，读诗歌的方法：



1.理解词语的意思

2.联系生活实际为了很好地进行本次综合性学习：轻叩诗歌
的大门，老师特地带领我们去图书阅览室借阅了有关诗歌的
书回来，让我们用心品读。老师告诉我们：诗歌对于一个人
的影响力，甚至一个世界文学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所以说：
我们务必要认真读诗歌，有感情的朗读诗歌，多收集诗歌，
还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

3.想象画面

4.各种诗歌做对比。所以说，这一次综合性学习对我们的知
识增长有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有了放飞想象的方法，那就
是写诗歌。

这是一个让我们难忘的综合性学习，因为它可以影响我们一生
“轻叩诗歌的大门”活动落下了帷幕。

此次活动秉承中华诗歌优秀文化，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增强了同学们的审美意识，营造了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中
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诗歌总集《诗
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写的
古诗让我们过目难忘：冰心、金波、艾青、郭沫若……他们
的现代诗使我们难以忘怀。诗海拾贝、与诗同行，我们组织
小组收集、分类诗歌，学习、创作诗歌，等一系列的活动，
让我们进入了诗歌的店堂，感受诗歌的无限魅力。我们在收
集分类诗歌中感受了合作的快乐。在诗歌朗诵会中，我的诗
歌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诗歌
的伟大，诗歌的艺术魅力，我为自己身在一个拥有悠久诗歌
历史的过度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活动中，我们也学习到了
许多知识，古诗对仗工整、韵律严格：现代诗语言自由，形
式洒脱：儿童诗充满童趣，富有想象。还明白了诗歌的已经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和读懂古诗的方法。活动虽然已经结束，
但各种活动依然在我记忆深处。轻叩诗歌的大门，让我们在



诗歌的百花园中自由徜徉，让诗歌陪伴我们一生!

2.这学期,我们开展了“轻叩诗歌大门——与诗同行”的活动。
在这一次综合性语文学习活动中，我们广泛地阅读了诗歌，
不仅拓展了知识面，而且还深深地感受到祖国诗歌文化的博
大精深，体会诗中所蕴含的美丽与感情，了解诗歌的内涵，
真是受益匪浅。

首先，我们小组的四名同学制定了活动计划，进行了明确的
人员分工，各自回家搜集唐诗、宋词、元曲与现代诗，并将
搜集来的资料聚集在一起，在组长的带领下，进行阅读与交
流。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古诗与现代诗的不同之处：古
诗的语言比较凝炼、内涵丰富;现代诗的写法则比较自由，更
适合抒发诗人的情感;我们还了解到了诗歌的分类与诗歌的表
现手法……总之，我们学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这次
活动，使我们在诗歌的海洋中畅游的同时，也大开了眼界。

当然，我们也学会了许多阅读诗歌、体会诗歌的技巧。例如：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知道了去联系生活实际读、不同的诗比
较着读、边描绘画面边读等，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学习自己总
结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诗歌，
也可以让我们走进诗的意境中去，感受诗人当时的情感。

在学习了写诗歌的方法之后，我们还试着自己写了几首童趣
盎然的小诗，感受了一回当“小诗人”的感觉。我们的诗中
虽然还有着欠缺的地方，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童趣，令我们
自己赞叹不已。

虽然这次活动时间很短暂，但轻叩诗歌大门，在我们面前展
出了一个美丽的诗歌的世界，从而让我们挖掘到了诗歌海洋
中的无数珍宝。让我们徜徉在诗歌的百花园中，让生活充满
诗意，让诗歌陪伴我们成长!

3.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第一部



诗歌总集——《诗经》。诗歌在中国文化的宝库中，就像一
颗闪亮的.明珠，散发出璀璨的光辉。本学期我们展开了“与
诗同行”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走进了诗歌的国度，
去欣赏诗歌，体会诗歌所描述的意境，领略诗歌独有的魅力。

首先，我们自发地分了组，制定活动计划，确定了每个人应
该干的活，如：我们这组就由马昕宇等人收集现代诗，柯霁
虹等人收集古诗，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就开始行动了，大
家将收集来的资料按内容进行了归类整理，在网上将有关诗
歌简介和诗歌背景的资料整理成文，这些对我们理解和欣赏
诗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徐火通(teng)《御儿舟中别朗公》
我们就是通过收集来的资料，品出了作者对朋友依依不舍的
情感，诗人将自己对朋友的无限思念融入了钟声与鸡的鸣叫
声中，将自己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还收获了许多了知识，我们了解了诗歌的
起源，学习了如何去欣赏诗歌，尝试了自己写诗，在这当中，
让我受益匪浅的是欣赏诗歌的方法。就拿王昌龄的《出塞》
来说，这首诗我是通过收集诗歌背景资料来理解欣赏的。在
资料的帮助下，我体会到这是一首慨叹边战不断，国无良将
的边塞诗。诗的首句耐人寻味，有历史变迁，征战未断的感
叹，第二句写的是出征的人还未回来，多少个男儿战死沙场，
留下多少悲剧。第三、四句写出千百年来人们的共同心愿，
希望有“龙城飞将”的出现，平息胡乱，安定边防。当然，
欣赏诗歌的方法还有很多，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平时欣赏诗歌
时总结出来。尝试自己写诗也让我明白了写诗不一定要用多
么华丽的词语，而是要写出自己眼中的事物，写出自己独特
的感受。活动结束后，我进一步感受了中国诗歌带给人美的
享受，也让我明白了读一首诗，并不仅仅限于把这首诗背熟，
而是要体会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掌握并欣赏诗歌的方法。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二

教学准备：寻找值得尊敬的普通人的事例;制作课件。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单元内容，导入新课

在这一单元中我们围绕“高尚”这一主题，学习了哪些人物
的哪些高尚品质?(学生自由回答，可以是一个人物的一种品
质)

师：这些人物中有的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值得我们尊敬，有
的像桑娜、看林人这样平凡的人也值得我们尊敬。(板书：尊
敬)你认为还有哪些人值得我们尊敬?(学生自由回答)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尊敬普通人》。(板书:普通人)

二、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读课文，初步感知文章内容。

2、检查朗读，纠正学生的读音，并交流预习中画出的好词佳
句及生词，交流文中破折号的作用。

3、快速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4、交流文章主要内容。

三、质疑问难，合作讨论

1、分小组再读课文，互相检查阅读情况，在读中遇到的问题
能解决的小组内自行解决，不能解决的记下来班内交流。

2、在预习及互读中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
是难理解的句子?提出来全班交流。



四、深入阅读，体会感情

1、自学的提示要求：

(1)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尊敬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有什么特点?

(3)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综合出有价值的讨论。

学生默读文章，独立思考，在书的旁边做相应的批注。

2、小组合作探究。

小组内将自己读书的感受，理解提出来，小组内共同探讨。

3、全班交流，指导朗读。

注意指导小组内存在的问题，予以指导。

五、拓展延伸，升华感情

1、在文章中有“……”，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很多的普通
人也值得尊敬)

2、课堂小练笔：除了作者写的这些普通人，生活中我们还应
该尊敬那些普通人?模仿课文自己写一写。(注意：观察身边
的人，从他们身上找到值得你尊敬的地方，要合情合理)

3、学生自由写。

4、全班交流。

六、总结：师生互相谈谈这节课的收获。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三

中国古诗文的宝库可真是博大精深,星光灿烂.古诗文更是我
国文化的精髓。古诗文有一种精辟的美,一种其他文体无法取
代的美。

面对那些小说,故事，我更喜欢古诗文.喜欢它合辙押韵,朗朗
上口;我喜欢它词句精练,通俗易懂.我喜欢它意境优美,含有
哲理.古诗使人心胸豁然开朗,思想为之升华.甚至连外国人都
赞叹和欣赏.

通过诵读古诗文,给我了很大发。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让我知道了子女对母亲的深情;愚公移山的故事,让我
知道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道理;卖油翁的故事,生动形
象地告诉了我熟能生巧的道理。

古诗文不仅是我的良师，更是我的益友。它时时在提醒我、
教育我。记得有一次，我与同学为了一件小事闹翻了，心里
十分生气。这时，我想到了孔子的九思”一—视思明，听思
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岔思难，
见得思义。比起古人，我为一件小事与同学争吵，破坏了我
与同学之间多年的友谊，实在肤浅，真是不应该!最后，我主
动道歉，化干戈为玉帛”，与那位同学又和好如初了。

古诗文的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使我深深的陶醉其中。
每读一首好诗，都使我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羌管弄晴，
菱歌泛意，嬉嬉钓叟莲娃”这是对美丽的锦绣河山的赞美：
谈笑有鸿懦，往来无白丁”这是对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的咏
叹：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多么深沉激越的
报国情怀!

床前明月、水上芙蓉,生活中的一点景致足以引发古人无穷的
浮思;大江东去、破浪，古诗文当中记载了多少成败得失、警
世之理!知不觉中，古文已经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一个犹如亲朋



密友”的重要位置。学习古诗文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种
乐趣。古人的才情让我们许多后人都望尘莫及，欣赏古诗文，
就是享受生活，品味人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也。”古诗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骄傲!我爱古诗文，朋友们，
来吧，让我们一起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

希望更多的人会与古诗文为伴，与我国古代文化为伍，继承
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四

《诗经采薇》——

诗人抓住了春天和冬天有代表性的自然景物。“杨柳依依”和
“雨雪霏霏”表示军旅生活的漫长，出征时春意盎然。

这种以景传情的方法是本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春夜喜雨》——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

这首五言律诗写的是“春雨”。诗人抓住了雨的特征，抒发
了自己的喜悦心情。

注意“重”念zhong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最后一个字“见”同“现”

描写田园风光的词，读后感受到一种恬静的美。词的上片写
月明风清的夏夜，展现了山村夏夜的特有的情趣。流露出诗
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天净沙秋》——

这是一首描写秋景的小令，用飞鸿这一句，把静寂的景物和
飞翔的大雁联系起来。白草、红叶、黄花，展示了一幅秋天
的美丽画卷。

《太阳的话》——

作者艾青，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全诗运用拟人的手法

《白桦》——

叶赛宁俄国诗人，表现出一种高洁之美

《我们去看海》——

金波，热爱大海、热爱生活

《给诗加腰》——

苏小妹“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

《诗中的秋》——

欣赏诗歌的方法：要反复朗诵，体味诗句的意思，其次要入
情入境揣摩诗的意境。再次，要透过诗歌，体会诗人的思想
感情，了解诗人的境遇，懂得诗人是怎样把自己的情感表达
出来的。

概括为：联系生活读懂——描绘画面入境——比较着读会
情——了解背景通心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五

1、当我们浪费粮食时，爷爷经常用唐代李绅的诗句来教育我
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当我们在外地过节时，常引用唐代诗人王维的独在异乡为
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来表达对家人的怀念。

4、现在人们常用《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表达对远别好友的深情厚谊。

5、来到瀑布脚下，仰望瀑布倾泻而下，泼洒飞流，我不禁想
起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的诗句。

8、公园里，正进行菊展，到处是盛开的菊花，这让我想起了
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这是元稹写的。

3、暑假里，小东到了外婆家。那是一条小山村，溪旁屋后总
会种着竹，一些人家都喜欢养鸡养鸭的。一天，小东正走到
一座小桥上，下起了小雨，路旁吃食的鸡也叫了起来，这情
景真是：“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5、妈妈的生日，我会用这句诗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六

我天生就是冰冷而美丽的东西，

天空是我的母亲，



她让我降落下来造福人类。

我的兄弟姐妹们很多，

所以我很平凡。

那天，

我降落了下来，

从天空到地上，

那一瞬间我看清了世间万物。

我落了下来，

落到了一个孩子的手中，

她好奇的看着我。

之后我消失了，

我化作一滴水蒸发在那孩子的手中。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七

我愿意成为一棵大树，为你们遮挡阳光；

从我第一天诞生在这个幸福的世界上，

我就开始成了你们一生的负担了；

我愿意成为一把雨伞，为你们遮风挡雨；



不管在我快乐时、悲伤时、生病时是你们

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跟我分享快乐和悲痛；

我愿意成为一把椅子，你们累了，我让你

们坐下来休息；

教育我人生哲理的人，

是您呀！

教育我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的人；

也是您呀！

假如真的要我回报你们的话，

真的一千一万个愿意也报答不了你们对我的

恩，你们对我的情。

十多年来的恩情，

女儿永远难忘。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八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
“小餐桌、大文明”，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更承载着尊重劳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是彰显人大常
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文明素质的有效载体。为进一步深化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积极营造“节约用餐文明消费”的良好氛围，推动人大
常委会机关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我们向县人大常委会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发出倡议：

一、积极参与行动。每位干部职工都应从我做起，积极参与
文明餐桌行动，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实
践者、监督者，塑造文明干部形象。

二、坚持合理消费。培养节俭用餐习惯，坚持按需点餐、理
性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
完就打包，积极营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

三、倡导文明用餐。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爱护用餐环境，不
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不在禁烟场所吸烟;讲究用餐卫生，不
带宠物进餐厅，不随意造成用餐环境污染;杜绝随地吐痰等不
文明陋习;不劝酒，不酗酒。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

四、养成良好习惯。坚持低碳环保，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树立科学饮食养生新理念，荤素合理搭配，摒弃不良饮食陋
习。提倡少油、少盐、少糖、低脂食品，养成安全、理性、
健康的生活习惯。

告别用餐陋习，文明手拉手。让我们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文
明餐桌行动，树立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理念，为精神文
明建设添砖加瓦!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九

《诗经采薇》——

诗人抓住了春天和冬天有代表性的自然景物。“杨柳依依”和
“雨雪霏霏”表示军旅生活的漫长，出征时春意盎然。



这种以景传情的方法是本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春夜喜雨》——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

这首五言律诗写的是“春雨”。诗人抓住了雨的特征，抒发
了自己的喜悦心情。

注意“重”念zhong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最后一个字“见”同“现”

描写田园风光的词，读后感受到一种恬静的美。词的上片写
月明风清的夏夜，展现了山村夏夜的特有的情趣。流露出诗
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天净沙秋》——

这是一首描写秋景的小令，用飞鸿这一句，把静寂的景物和
飞翔的大雁联系起来。白草、红叶、黄花，展示了一幅秋天
的美丽画卷。

《太阳的话》——

作者艾青，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全诗运用拟人的手法

《白桦》——

叶赛宁俄国诗人，表现出一种高洁之美



《我们去看海》——

金波，热爱大海、热爱生活

《给诗加腰》——

苏小妹“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

《诗中的秋》——

欣赏诗歌的方法：要反复朗诵，体味诗句的意思，其次要入
情入境揣摩诗的意境。再次，要透过诗歌，体会诗人的思想
感情，了解诗人的境遇，懂得诗人是怎样把自己的情感表达
出来的。

概括为：联系生活读懂——描绘画面入境——比较着读会
情——了解背景通心

六年级语文学习方法

独立作业，不懂便问

上完课后，老师往往留作业，这些作业大多是对所学知识的
巩固、延伸、迁移，有利于对所学知识加深理解和记忆，同
学们一定要认真动脑，积极完成。在这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
是现在有很多的参考书，有现成的答案，写作业前不要去看，
须知别人嚼过的馍不香，照抄别人的东西必定使自己失去锻
炼的机会，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照样不会，如确需验证一下
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可待作完后翻看、修改。

如作业中遇到问题，就要及时的讨论、发问。“学问”一词
事实上就包含学与问的两个方面。陶行知说，做学问就是要
学要问。光学不问，只做到一半；光问不学，也只是一半。
又问又学，才是完整的学问。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注重问。



他曾“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还曾求教于一个七
岁的小孩子。当然，好问，不是瞎问、乱问，要问得有意义，
有价值，问到点子上。

语文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就生活在汉语的语境中，这一点和
别的科目有很大的不同，真正不懂的内容较少，大多难于理
解的是文章背后的东西，因此，我们应注意：

首先，要先问己，再问人，陈景润说：“不要一遇不懂的东
西，马上去问别人，自己不动脑子，专门依赖别人。而是要
先自己认真的思考一下，这样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
其中某些困难，对经过很大努力仍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虚心
请教别人，这样往往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和锻炼。”

其次，问要有目的、有中心。要抓住核心问题，容易有收获。

第三，追根寻源，一问到底。

六年级语文学习技巧

1、课前预习，除了结合脚注疏通文意之外，还应当进行详细
的圈点勾画，结合语境，反复揣摩，找出自己暂时还无法理
解的东西，对那些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加倍注意。
当然，有条件的话，还应当搜集相关的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在预习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了反复诵读课文，如果有时间，
还可以将不懂的地方制作成问题卡片，以便上课时及时与老
师交流或互动，切忌不懂装懂。

2、课后复习，不仅可以巩固学习成果，而且还可以加深理解，
触类旁通，培养自己的迁移能力。因此，同学们一定不要贪
图省事儿，要是上课听听就了事，那么，你就有可能到头来，
自己什么也得不到！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

亲爱的同学们：

在学校食堂里，你是否扔过吃过几口的馒头？你是否倒过还
未吃完的饭菜？可能在你看来，一个馒头、一点剩饭算不了
什么，但每天看到食堂里满桶的剩饭，实在让人心痛与可惜。

当我们在浪费粮食的时候，你是否考虑过父母挣钱的艰辛、
农民伯伯辛勤耕耘的劳动和全世界因为温饱而饱受饥饿的家
庭。

为了让我们珍惜、节约粮食，抑制我校食堂日趋严重的浪费
现象，校学生会特向全校同学发起如下倡议：

2.打饭要适量，吃多少打多少，做到不随便剩饭剩菜；

3.做到不偏食，不挑食；

4.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粮食的可怕
后果；

5.积极监督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的现象。

同学们，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品质，节约是一种责
任。让我们同心协力，拿出实际行动，从现在做起，从点滴
做起，让节约粮食成为自觉，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用实际
行动参与到节约活动中，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作出应有
的贡献！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一

尊敬的xxx：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
体现，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承载着尊重劳
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是彰显个人文明素质的有效载
体。作为一名光荣的'京东方人，我们更应该从我做起，积极
参与文明餐桌行动，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
实践者、监督者，塑造文明员工形象。为践行文明和谐的发
展理念，倡导文明用餐新风，特此发出倡议如下：

一、积极参与行动。每位员工都应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文
明餐桌行动，争做“小餐桌，大文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树立文明员工自我形象。

二、倡导文明用餐。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爱护用餐环境。向
以下图片中的陋习现象告别，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餐厅的
每个角落。

1.用餐后应自觉清理残羹剩菜。

2.用餐后将椅子及时归位。

3.珍惜粮食不浪费，勤俭节约从餐桌上做起。

4.不随意丢弃餐巾纸。

5.珍惜工作人员劳动成果。

三、养成良好习惯。饮食是一种文化，节约是一种美德。坚
持低碳环保，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提倡文明用餐，节约用
餐，养成健康用餐，愉快用餐的生活习惯。坚持餐桌文化，
共创整洁环境。



播种的是一种习惯，收获的是一种品格。温馨食堂，你我共
同营造，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与文明
握手，为文明环境的创建加油鼓劲!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二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又看到学校食堂的'工友们收集了三大桶剩菜剩饭，这
真是让人痛心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同感，是否也感到
痛心，也许你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一点
点算不了什么、可是，你知道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那天，全
世界已经有620万多人因饥饿而死亡、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发展
中国家，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偏紧状态、据测算，1公斤大米
约有米粒40000个，我国13亿人口，若每人每天节约1粒大米，
则全国每天可节约32500公斤大米，每年可节约1200万公斤大
米，可养活35000人、因此，六（3）班全体师生向同学们发
出倡议：

1、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2、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菜剩饭。

3、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起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

4、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向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
果。

伙伴们，只要我们努力，人人争做节约小公民的话，我们的
未来会更美好，我们的国家会更富强。

倡议人：xxx

日期：20xx年xx月x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三

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粮食得之不易，我想同学们应该是明白的，那么也希

望大家

在这件事上要去重视，去节约粮食。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有观察到很多的同学都有浪费粮食的行为，这让我看到真
的很心寒。粮食是多么珍贵，在以前贫困的时候，很多人都
是吃不饱的，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好，粮食也足够我们吃，
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粮食充足就肆意的浪费吧，我觉得把粮
食给浪费掉是可耻的。

从前的人是你们珍惜粮食，我们也应该继承前人这个良好的
习惯，努力去保持节约粮食的习惯。禾苗要变成米，要经过
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灌溉和施肥，等待这个成熟的过程就
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节约粮食的。
节约粮食是对种稻谷的农民伯伯的尊重，尊重他人劳动的这
个成果。所以我向大家倡议去节约粮食，不要轻易浪费饭菜。
以下是我对节约粮食的倡议和建议：

第一，盛饭只盛自己吃的量，不要打很多，不然吃不完就会
被打掉，这是一种粮食，真正的节约应该是吃多少就盛多少。

第二，积极参加光盘行动，吃饭努力光盘，把自己盘子里或
碗里的饭菜尽量吃光，不要剩饭菜，这也是在节约粮食。而
且光盘是让人觉得很骄傲的，看到自己把饭吃完，是不是很
有成就感。

第三，在外吃饭，对于剩下很多吃不完的菜，要记得打包，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行为，这样就能避免很多的浪费，带
回家的菜可以热一热在吃，或者是给家里的宠物吃，都是可
以的，只要不轻易倒了浪费，我觉得就是在节约粮食。

第四，对于饭菜实在吃不完，也不要倒在地上，尤其是在食
堂吃饭的同学，我以前有看到过有同学吃不完没有全部倒在
装剩饭剩菜的桶里，这是浪费。所以把粮食节约起来的正确
方式就是让剩饭剩菜准确的倒在桶里面，这些剩下来的饭菜，
可以经过好的加工饲养猪。

同学们，大家要记得对食物的浪费是让人不耻的，珍惜粮食
和节约粮食是我们的良好品德，我们要坚持做下去。所以从
今天开始，大家一起来节约我们的粮食，努力尊重他人的劳
动成果，不去肆意把粮食浪费了，对粮食节约就是种粮食人
的帮助和尊重，大家一起参加进来吧。

此致

敬礼！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四

分行全体员工：

冬季青年沙龙中大家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分行食堂采集到
了很多好点子，大家也得到了很多感悟。分行团委在此作一
倡议：

一、珍惜粮食、按需取菜，杜绝浪费、健康饮食;



二、剩菜归集于一碗，举手之劳为食堂减负;

三、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纸巾和塑料等与剩菜分开放置，
便于回收;

四、多提建议、创新菜品，积极向食堂推荐家乡土特产及家
乡菜，丰富菜盘，温暖心坎。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五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
体现，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承载着尊重劳
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是彰显个人文明素质的有效载
体。作为一名光荣的京东方人，我们更应该从我做起，积极
参与文明餐桌行动，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
实践者、监督者，塑造文明员工形象。为践行文明和谐的发
展理念，倡导文明用餐新风，特此发出倡议如下：

一、积极参与行动。每位员工都应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文
明餐桌行动，争做“小餐桌，大文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树立文明员工自我形象。

二、倡导文明用餐。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爱护用餐环境。向
以下图片中的陋习现象告别，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餐厅的`
每个角落。

1.用餐后应自觉清理残羹剩菜。

2.用餐后将椅子及时归位。



3.珍惜粮食不浪费，勤俭节约从餐桌上做起。

4.不随意丢弃餐巾纸。

5.珍惜工作人员劳动成果。

三、养成良好习惯。饮食是一种文化，节约是一种美德。坚
持低碳环保，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提倡文明用餐，节约用
餐，养成健康用餐，愉快用餐的生活习惯。坚持餐桌文化，
共创整洁环境。

播种的是一种习惯，收获的是一种品格。温馨食堂，你我共
同营造，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与文明
握手，为文明环境的创建加油鼓劲!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六

1.读读，写拼音。

铭 刻

难 堪

勤 勉

印 象

文 雅

惩 戒



寂 静

赫 然

矜 持

沐 浴

馥 郁

色 彩 斑 斓

绿 阴 如 盖

琳 琅 满 目

引 人 入 胜

迫 不 及 待

身 临 其 境

十 年 树 木 百 年 树 人

2.按要求写词语。

(1)六年的时光一闪而过，我们可以用哪些四字词语来形容时
间的飞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光阴似箭，六年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对某个同学肯定比较
熟悉，请你围绕某位同学，按要求写四字词语。

形容外貌神态的( )



形容个性品质的( )

形容彼此关系的( )

形容内心祝福的( )

(3)在括号里填入恰当的四字词语，连成一段话。

想到即将要与母校、老师和同学分别，我真有些( )。回想起
刚入学时，我们是一群( )的儿童，是老师( )地工作，把我
们培养成了( )的少年。还记得课堂上我们( )，常常为了一
个问题争得( );还记得绿茵场上留下了我们拼搏的汗水，每
年的运动会，我们全班同学(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六年的( )，我们已经成了( )的好朋友。在临别之际，我祝
愿每一位同学( )。

1、“启蒙”的意思是( )。启蒙老师让“我”难忘的是( )。
田老师讲课最吸引“我”的地方时( )，并在“我”幼小的心灵
( )，最后他却说( )。《新来的王老师》( )，“我”真佩服
他。《忘不了的`笑声》，因为这是( )!

《作文上的红双圈》中的“我”说自己后来能发表小说，成
了作家，应该永远感谢( )。这些都是学生生活，令这些作者
难以忘怀，因为这是他们成长的( )。

2、《给老师的一封信》中，最能突出露露感激老师哺育她成
长的一句话是( )。这时，你会想到的一句名言是( )。《在
小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有几处描写了槐树。作者是这
样描写的(四字词语)( )( )( )( )等。“今天，我们( );明
天，( )。”作者的感激之情是(用古诗句说)( )。

3、课内阅读练习。

(1)我一看作文，发现陈老师在末尾批了“嗅觉特长”四个字。



“嗅觉特长”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

(2)蔡林把信纸放回信封里，小心折叠起来，放进口袋，大踏
步回家去。他一面走，一面伸手摸着衣袋，好像里边装着宝
贝。

“小心折叠”，你体会到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象一下，蔡林“大踏步回家去”的样子，你能想象到蔡林
此时的心情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的衣袋里到底装着什么，为什么说“好像里边装着宝贝”，
它对蔡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吗?在不顺利的时候，给了你怎样的信心
和勇气?请拿起手中的笔，写一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们失去了一个奖杯，但收获了同学的友谊，收获了宝贵
的真情。

请用上带点的词语，仿写一个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
故人西辞黄鹤楼，_________。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际流。

《赠汪伦》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_________，忽
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_________。

《送元二使安西》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渭城朝
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_________，西出阳关无故人。

《静夜思》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床前明月
光，_________。举头望明月，_________。

《泊船瓜洲》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京口瓜洲一
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_________，明月何时照我还。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者_________，朝代_________，
独在异乡为异客，_________。_________，遍插茱萸少一人。

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篇十七

亲爱的同学们：

勤俭节俭、礼貌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尊
重劳动成果是社会礼貌的重要体现。为将节俭、礼貌落实到
实处，做礼貌学校的.开拓者、建设者、实践者，我们向全校
同学发出如下倡议：

一、勤俭节俭，倡导“光盘行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就餐时按实际饭量购买饭菜，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浪费。

二、礼貌就餐，自觉回收餐具。就餐后自觉收回餐具，清理
杂物，方便他人用餐。

三、谦逊礼让，窗口排队买饭。在窗口买饭时谦逊礼让，不
拥挤、不吵闹、不插队，坚持良好秩序。



四、讲究举止，爱护餐厅设施。自觉爱护餐厅公共设施，做到
“不蹬踏、不涂刻、不损坏、不丢失”，不将餐具带出餐厅。

五、礼貌待人，尊重工作人员。体谅工作人员辛劳，不为工
作人员增添劳动负担，礼貌礼貌，以平和心态、微笑脸庞应
对他人。

xx是我家，礼貌靠大家。同学们，“勤俭节俭，礼貌就餐”
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具体行动。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切实增强职责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从我做起，从一日三餐做
起，勤俭节俭，反对浪费，携手共建礼貌、和谐、温馨的美
丽学校。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