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优质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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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实践活动包括四个板块。分别是“准备材料”、“整理
材料”、“设计版面”、“评价”。通过活动，给学生走进
普通人、发现他们高尚精神的机会，培养学生口头、书面语
言表达能力和与人合作共同办墙报的能力。

1、通过活动，使学生明白做事要有计划性。

2．活动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会倾听，学会表达与
交流，学会进行人际沟通，学会合作，培养学生收集与整理
资料的能力。

3．通过活动，对高尚精神又明确的认识。

四课时

你、我、他，我们都是普通人。走进普通人，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中，可以发现许多普通人的高尚精神。让我们办一期板
报，主题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采用读书、看报、咨询、上网等方法搜集资料，选择目的地。

采访父母单位敬老爱幼的叔叔、阿姨，写成稿子。



给班里的热心人拍张照片、配上简练的文字。

从报纸上剪下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事迹。

……

1．根据稿件内容、形式进行筛选。

2.做到体裁多样，内容精彩，版面图文并茂，书写整洁。

3.按要求进行缩写、改写。

1.带领学生在黑板上做一个草图

2.提示进行小组分工

1、内容范围是否广泛

2、表达是否多样化

3、装饰排版是否合理

4、整体效果是否吸引人

5、书写是否整洁、及有突出的创意

1、组织学生观看

2、发评价表

3、请同学们写出自己的评价意见

单元小结（第4课时）

教学内容:



单元小结

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情况的'评价要贯穿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过
一段就要“回头看”，进行总结，如发现不足，就要调整学
习方法。一个单元学完了，做一个小结。

1.自评：说说自己开学以来的进步与不足。

要求：语言要通顺一些，说具体一些。

2.小组互评：组员们互相评价进步与不足，要实事求是，不
能以主观意愿去评价别人。

3.老师评价：客观的评价每个学生的进步与不足。

4.自己经几方面的评价总结一下。

5.写出自己的进步与不足，以及应该怎样努力。

要求写的具体不空洞。

6.老师全面总结班里的普遍进步现象以及个别不足的情况。

指明努力方向，尤其是表扬有进步的学生。

根据同学老师自己的评价，写一写自己在这一单元的学习小
结，语言要通顺，可以从学习这方面，可以学习，习惯等多
方面总结。

及时总结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可以使自己进步得更快。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

鲁宾孙漂流记一、教学目标：



1.通过阅读《鲁宾孙漂流记》，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渗透阅
读整本书的方法。

2.结合作品故事情节来理解人物形象。

3.启发引导学生在课外利用多种途径收集、整理学习资料，
了解外国名著。

4.巩固和丰富学生的积累，指导学生感悟、欣赏名著作品鲜
活的神韵，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名著的兴趣。

二、阅读准备：

学生带好《鲁宾孙漂流记》。

三、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揭示主题

2.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其中的一部名著，先请大家自读课文
《鲁宾孙漂流记》。

(二) 汇报了解，整体感知

1.书主要内容是什么?《鲁宾孙漂流记》主要写了哪些人物?

2、说说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情节。

3. 生交流，师适当引导个别学生介绍精彩故事的部分情节，
引起阅读兴趣。

(三)欣赏品味，交流体会

1.指导读精彩片段，抓题眼产生疑问读懂其中的人物和精彩
的情节。



2.交流精彩描写片段，体会原著的精彩。

3.激发学生读原著的兴趣。

4.指导朗读，体会人物特点，体会情节描写精彩的特点。

四、课后作业

1.课后继续阅读《鲁宾孙漂流记》，同学之间互相交流阅读
感受。

2.写写自己的读后感，评选优秀作文。

附学生的一篇读后感。

学会生存

——读《鲁宾孙漂流记》有感

六一班 熊吟清 指导老师 李朝晖

一个人，在荒岛上，从一无所有，到丰衣足食;一个人，被上
帝单独挑出来，在荒岛上生活了二十七年两个月零十九天之
多。这一切多似乎看似不可能，可却有一个人办到了，
他——就是鲁滨孙。

穿过汪洋，不要问舟船，要问毅力;勇攀高峰，不要问双手，
而要问意志;跑过峡谷，不要问双脚，而要问决心!

鲁滨孙之所以可以在荒岛上存活那麽久，不就是靠他的毅力
吗?

在生活中，只要我们多一点顽强，我们就能打造一片天空;在
生活中，只要我们多一些努力，我们也可以打造一片温馨家
园。



在“5·12”大地震中，只有乐观向上、勇敢镇定、刚毅坚强
的人活了下来，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去的信念、是自己
和亲人、朋友一起从鬼门关连拉带拽的回来了。他们用他们
的知识，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神话、传奇和一个个
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困难，要是都放弃的话，怎能活下去?所以，
我们要想鲁滨孙那样，面对困难去克服它，不慌张，沉着冷
静，勇敢镇定，这样才能在艰苦的环境生存下去。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三

1、引导学生学习少年满怀坚定的信念，执著追求理想的精神。

2、理解文中“大海”与“山”的象征意义，体会作者的感情。

3、理解反复手法的作用。

4、学习朗读技巧，正确处理重音、停顿。

导入：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该如何战胜自我，克服困难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只要翻过那座山》。

一、范读全文。

二、同桌互讲，再指名请同学们谈：你脑海中出现怎样一组
画面？

第一幅：清晨，在被青草湿气笼罩的崎岖山道上，一个少年
正一刻不停地赶路。他呼呼地喘着粗气，脸上、背上滚满汗
珠。

第二幅：离山顶只有几步了，少年开始快跑起来，然而，当
他站在山顶往前望去，前方仍是像波浪一样起伏，不见终点



的长长山道。

第三幅：少年继续赶路，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一座又一座
山顶，然而前方仍然是望不到边的起伏的山峦。

第四幅：少年猛地一_坐在路旁，垂头丧气、疲惫不堪，他在
想什么呢？突然，一只海鸥掠过，像一束亮光。

第五幅：少年蓦地站起来，望着前面的山道及山道上空淡蓝
色的天空，一片雪白的羽毛翩然落下，落入少年伸出的双手
中。

第六幅：少年手中紧握着小小的羽毛，沿着山道缓缓爬去。

三、想一想，这些画面是如何连接起来的？

1、这是少年清晨走路时心理活动的描摹，说明他是带着这个
信念上路的，作用是点题，引出下文。

朗读：少年带着美好的憧憬去看大海，要读得自信、坚定。
重读应是“山、大海”，语调稍慢。

2、这是少年的回忆。作用是为了引出插叙的内容——这是小
时候奶奶哄他入睡时的`念叨，就是这念叨使他产生了要去寻
找大海的梦想。

朗读：要读美好的梦想和憧憬。语调要舒缓、轻柔，“大
海”应重读。

3、这是少年在已经爬过两三座山头，仍不见大海踪影时，仍
然反复默念这句话、作用是推动情节发展。

朗读：语气要坚决，富有力量，有战胜困难的决心。语速要
稍慢。语调要稍重，“翻过”宜重读。



4、然而当少年翻过一座山，眼前仍是长长的山道，他又一次
聚积起力量，这一句的作用是，推动情节发展。

朗读：在双腿打颤情况下，仍然坚持攀登，说明少年坚决的
意志，因此，要读得更坚定，更有力量，“那座”要重读，
意在强调克服眼前的这座山。

5、仍然没有看见大海，眼前仍是望不到边的山峦，这一句是
在他多次失望之后，对这句话产生的怀疑，要读出半信半疑
的语气。

语气轻而快，重读“山”，“大海”，大海应读得稍微轻柔
一些，表现出一种疑问。

6、当海鸥和海鸥的羽毛带给他大海的消息，他再次聚积起全
身的气力，轻声吟诵起来。

这一句少年终于战胜了彷徨和动摇。作用是照应开头，成为
少年心中的一信念，又体现了少年的胸怀和感悟。

朗读：要舒缓、深情，富有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憧憬。要有
一种必胜的信念，所以语速舒缓，“山”、“大海”重读。

四、请同学朗读全文。（全体齐读，一名读六句话）

五、象征意义：

大海：理想。

山峦：通往理想道路上种种困难。

海鸥：希望的使者，幸福的向导。

六、这句话表现了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只要满怀坚定不移的信念，就能战胜困难和自我，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

七、讨论：

少年看到了大海吗？为什么？

结尾看不看得到，并不重要。

因为只要他牢牢坚守“只要翻过那座山，就能看见大海”的
信念，只要他为寻找大海征服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只要在
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开始轻轻回荡起大海的涛声”，至
于结果如何，又何必在乎呢？实现理想是水到渠成，自然而
然的事！

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作业：

写出你独特的体验和感悟，不少于300字！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四

一些普普通通的几何图形，不同的人看到它，会有不同的理
解。

看到一个圆，会想到太阳，会联想到团圆……

看到一条直线，会想到平坦的道路，会想到孙悟空的金箍
棒……

看到一条曲线，会想到起伏的海浪，会想到坎坷的道路……

看到一个三角形，会想到金字塔，会想到稳定……



看到这些图形后，你会想到什么呢？请你选择其中一个或几
个，从你的视角去感受它，描述它，或者把对几个图形的联
想组成一个小故事。

1.读书中两段话，可以使想象力更丰富，思考问题更深入。

2.习作时限写有图形想到了什么事物，然后再具体的描述你
想到的事物。

1.朗读自己的习作，卡堪忧图形联想到的事物是否自然、贴
切，所写的故事或感受是否具体。

2．比一比，谁的联想别具一格，又能使人受到启发。

我的小狗朋友

“汪汪！汪！”

“好好好！抱一下！”

"汪汪！”

每当我跨进姥姥家的大门，那只叫“点点”的小黑狗便兴冲
冲地奔来迎接我，让我抱抱它，摸摸它的头。

它之所以叫“点点”，因为它才一点点，很小，只有28厘米
长。而它似乎也很喜欢这个昵称，只要听到“点点”两个字，
它都会摇头摆尾地跑来。

点点是一只短毛犬。它的耳朵特别灵巧，短短的，下垂着；
在细细的眉毛下，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周围，以
防有“不速之客”——其他小动物抢走它的食物；一个三角
形的鼻子下方，有一张长长的嘴，好像让它一下子变成了狼
相；它腹部的毛是雪白色的，而背部与四肢的毛是黑的，好
像是一个穿白衬衣，黑西服的绅士；在身体最后面，有一个



蓬松的，上翘的小尾巴，要不是它，点点就成狼了。

点点很机灵聪明。那是在去年冬天，点点很无聊，无意中发
现在我的课桌上有一个毛线团。它努力地往上爬，试图爬上
去，可一次又一次地摔下来。怎么办？它灵机一动，先把我
找到，然后在我面前狂叫。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让它带
路。它把我带到书桌前，我以为它的目的是让我好好学习，
便摸摸它的头，坐下来，准备打开本下写作业。没想到刚坐
稳，它一个箭步冲上来，从我脚上跳到膝盖上，又爬到我身
后，揪着我后面的衣服往上爬，踏着我的头，跳到了书桌上，
叼起了小毛线团，又按“原路”返回地面，转过身来朝我叫
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便叼着线团跑了。好聪明的
点点！

点点母性十足。去年初秋，随着四句稚嫩的“汪汪”声，点
点生下了四只小狗崽——它做母亲了！做了母亲的点点，不
像我的朋友了，反倒似我的.敌人，不准许我靠近它的宝宝半
步。这天，我回来时，发现小狗崽与点点都不见了！我找遍
了每个屋子，连根狗毛都没看见，不禁有些伤感，心里空洞
极了：多年的好朋友离奇失踪了。

这时，从远处隐隐约约又传来了一阵混乱的“汪汪”声。我
没寄托太大希望，认为这又是一场泡影。我无任何表情地又
抬起头——还是什么都没有！我正准备低头，一想：这声音
好像是真的！我仔细一听：有雄浑的声音，像是只大狗；有
一片轻柔的声音，好像是一群小狗……难道是……点点与小
狗崽？我立即循声追去，一口气跑到河岸边。我一瞧：哇！
真是点点他们……我兴奋极了，连忙招呼它回家吃肉骨头。
它一看，就带着它们那一队回家了。好棒的母亲！

总之，他是我最要好的，最忠实的朋友。

表达创编故事



1.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创编故事。

2.想象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

3.认真修改，做到语句通顺，内容生动具体，层次清楚。

教学重点：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创编故事。

教学难点：想象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内容生动。

教学过程：

2.板书课题：创编故事

3.你对这个题目是怎样理解的？

（一）请你自己任选下面的一组词语，展开合理的想象，试
着创编一个小故事，题目自拟。

1.斧头森林农夫洪水

2.天空白云小鸟风筝

3.老虎河水小羊猎人

4.大海陆地帆船狂风

5.铅笔橡皮格尺小刀

（二）表达提示

1．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想象你要编写的故事大概故事情节。
比如，你选定“斧头、森林、农夫、洪水”这一组词语，脑
海中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并由此展开联想。先口述故事，然
后再详细地写出来。



2．想象尽可能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

3．创编故事可以选用一组词语，也可以自由挑选词语重新搭
配一组，还可以挑选上述5组词语以外的词语来。

1.把自己创编的故事讲给小组的同学听，根据大家的评改补
充修正故事。

2．读一读其他同学编的故事，看看你能受到什么启发。

范文:农夫与魔法森林

在一个远离繁华和喧嚷的世外桃源里住着一位贫穷农夫，辛
苦的劳作生活没有压倒他，反而给了他无尽的动力，他对生
活充满着希望，因为他坚信自己能走向富裕的生活。一天又
一天，一年有一年，农夫披着晨露进山耕作，和鸟儿一同回
家休息。这一天，正要外出的农夫听到了一些不属于山里的
声音，那好像只有在大城市才会出现的“大车”的声音。好
奇的他顺着声音走去。

日子又过去了一年有一年，农夫还是那个农夫，但也不再是
那个农夫了！因为他还是他，但他不再种地务农，而是干起
了伐木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不再贫穷了。他去过了所谓
的大城市，进过了那种只有高层次人物才能去的咖啡馆，抽
过几百元一根的雪茄，还知道了有一种不打渔的网，叫"因特
网"??他没有在意已经光秃秃的山，没有想过已经没有鸟儿陪
他回家了。

钱来的快，去的当然也快。不久，农夫的钱花光了，森林里
的树也伐光了，他不得不接受再次贫穷的事实。他觉得没什
么，毕竟他曾经有钱过，见识过，也努力过。他还可以回到
从前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生活。但是很快他发现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无论他起得多么早也不会有晨露了，寻
遍了山间也再也找不到可以伴他回家的小鸟了，有的只是不



停吹过的大风。

七月的雨总是那么多情，不知不觉已经下了半个月了。农夫
呆望着天上的乌云，心里说不出的压抑，他总觉得有什么事
要发生。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没了森林的庇护，连日的降
雨酿制了恶果，一场洪水淹没了农田，冲垮农夫的家。劫后
余生的农夫满脸的悔恨，终于知道自己错了，他伐来卖钱的
不是森林，而是他的命啊！

一年又一年，当初的秃山再换新颜，悔过的农夫决心将绿色
找回，浓密的森林再一次出现！“隆隆隆”那似曾相识的声
音在山前想起，已是满头白发的农夫满脸的追忆，但很快，
他的脸上充满坚决，坚定的像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我
不能再把命都卖了啊”农夫轻轻的呢喃着。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五

1、有感情、熟练地朗读课文。

2、理解故事内容，理清文章思路，感受爱国情。

2、学生复述课文。

3、理清文章思路及主要写作手法。

这篇文章主要采用了对话的形式贯穿全文的。

读课文质疑，我们暂且也把它看成是一堂语文的口语交际课。
那么，各个国家的同学在利用口语来展示自己国家的风采时，
你认为。

1、哪个国家的同学介绍得好？你为什么欣赏他的介绍呢？

2、哪一个国家的学生介绍得最精彩？最形象？



2、你能想象小朋友介绍自己国家时的心情吗？

4、模拟情境课堂，朗读课文。

“我的心突然一抖，从一开始我就思考，我将如何介绍我的
非洲，我的南非呢？”……结尾，“我不禁热泪盈眶”。

全班同学都沉浸在静静的氛围中。教师做资料补充

索普——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在1912年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最出色的人物是美国的天才运
动员——索普。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但在奥运会
冠军史册上并没有他的名字。

人们一在提到他，称颂他，他的名字比冠军还要响亮，是因
为人们同情他的不幸。他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他出生于印
第安贫穷家庭，他篮球、足球、游泳、跑步，样样都行。在
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时，他稳拿了2次全能冠军（跳远、200米、
1500米、铁饼、标枪）。但，他被人诬陷为职业运动员，奥
运会取消了他的冠军资格并把金牌转发给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但后者拒绝接受，他说：真正的冠军是索普，不是我也不是
其他任何人。

索普不仅被剥夺了金牌，而且被剥夺了参加业余比赛资格，
就这样，一代才华横溢的.运动员被扼杀了。此后，索普当过
职业棒球员，卖过苦力，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还
我金牌”。70年过去了，终于，在1982年国际奥委会决定为
索普恢复名誉。1983年1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赴洛
杉矶将追回的金牌重新授予索普留下的儿女。索普，一代天
才运动员就这样成为了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5、师：这些都是过去的南非，然而今天的南非，有着硕大的
钻石，经典的建筑，安逸的生活，的人物---刚刚获选的美国



黑人总统（将内容迁移了过来，阳光皮肤在同学的心里扎下
了根，真切地体会到了阳光下的皮肤都是美丽的，人们都有
一颗热爱和平和真诚的心，这就是阳光真情。）

6、讨论什么是阳光皮肤？为什么称自己的肤色是阳光皮肤？

讨论能不能说所有人的皮肤都是“阳光皮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