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思想品德电子课本六年级 小
学六年级思想品德教案(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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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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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件演示教材提供的场景，学生观看。

看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师小结引入下一环节：是啊，刚才你们看到的小朋友都是值
得我们信任的人，那么在你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吧。

三、互动讨论，交流，理解诚信的内涵

1、说一说：回忆在自己的交往的人当中，谁是自己是信任的
人?举例说说为什么值得你信任。

引导学生说出信任的原因多样化：比如坦率、有借有还、说
话算话、诚实、不撒谎……

涉及的人可以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父母、亲朋好友等。

2、填一填：通过提供的范例和讨论，完成表格填写。

我信得过的人

姓名我信任他的原因



3、小组内交流，教师参与其中。

4、全班汇报：相机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明白什么
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

5、小结，理解信任的内涵

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实就是说话真实，待人真诚;守信就是
信守诺言，说到做到。

6、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诚信的内涵的?

四、自我反思

1、我是一个能得到别人信任的人吗?

2、反思：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如何改进?体
会待人真诚才能取信于人的道理。

五、总结

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

板书设计：我信得过他的是：

话题2

一、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讨论

1、请几名同学模拟表演，然后各抒己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让大家感受由于一些人对自己不讲诚信，给自己带来的不快
和伤害。)

2、活动：悄悄话信箱



a、把你遇到的类似的事情和当时自己的心情以及由此产生的
对这个人的看法写出来，不写姓名，放进“悄悄话”信
箱。(悄悄话，要注意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只是让学生讨论事
实，不要点出人名，不给有过不诚信行为的学生造成心理压
力。)

(引起学生对自己遇到的不诚不信对待的共鸣;引起学生对自
己不诚不信的言行的反思，从而获得“己所不欲，勿施与
人”体会。)

c、教师随机抽取阅读，谈自己的心情和感受。相机送出对同
学们的“悄悄话”，并板书。

二、课堂小结

1、通过刚才的活动你有什么感受?

2、“诚信”重要吗?自己应该怎么做?

三、课外阅读

找一找古今中外的名人有关“诚信”的故事或者格言读一读，
并说说自己的体会。

板书设计：

朋友失信当时

悄悄话：

诚信是人不可缺少的东西。

话题3



一、揭示主题

这里是诚信的乐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猜疑，没有欺骗，
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真诚相待。来，快进入“诚信乐园”
吧!

二、启发想象

想像人们生活充满乐欢笑;大家互相帮助，团结向上;到处是
鲜花和笑脸……(通过学生的交流，使学生对“诚信乐园”产
生向往之情。)

三、小组交流讨论

1、怎样做才是讲诚信?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走进“诚信乐园”?

2、小组选出代表汇报，全班共同拟订进入“诚信乐园”的条
件。

四、反思行为

生汇报：例：答应的事情，我会……

五、制作诚信卡

1、根据入园条件，想一想自己是否能进入“诚信乐园”，并
根据自己的情况，每人制作一张“诚信卡”，在上面写上自
己的承诺。

2、在班上展示，介绍自己制作的“诚信卡”。

六、拓展延伸。

每天查一查自己的承诺是不是做到了，并把自己履行的情况
记录在卡上。每周末，凭着这张卡进入“诚信乐园”的人，



都将被授予“诚信园民”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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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国旗、国徽。知道国旗、国徵出现的场合。

2、体会到国旗、国徽和祖国荣誉的关系。

3、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和切实有效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
对祖国的喜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通过活动让学生产生体验对祖国妈妈的热爱之情。

三、教学准备：

图片

四、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课。

1、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你们喜欢自己的妈妈吗?(喜
欢)

谁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妈妈?(指名说)(评价：响亮
说，辛苦、养育、爱我、喜欢、关心等)

过渡：妈妈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妈妈。

那我们共同的妈妈是谁?(板书：祖国妈妈)齐读

2、出示几幅祖国妈妈的山河图片。



(1)你看到了什么?觉得怎么样?(学生回答)

小结：美丽的城市、秀丽的山河把我们的祖国妈妈打扮得真
漂亮。

(2)祖国妈妈真美丽，我们都要把祖国妈妈记在心中，(板书
课题)齐读课题。

(3)有这么美丽的祖国妈妈你的心情怎么样?(骄傲、自豪，高
兴等)让我们再自豪地读课题。

过渡：孩子们，我们有这么美丽的祖国妈妈，你们知道她的
名字吗?

答：中国(妈妈的简称)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

(二)、认识国旗国徽，知道国名、首都、国庆节。

1、我们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祖国妈妈的名字。

2、祖国妈妈的首都是(北京)

3、前不久我们才过了国庆节，你们还记得它是哪一天吗?(十
月一日)这一天就是祖国妈妈的生日。

4、认识国徽：这幅图是什么?(国徽)国徽的上面是五角星，
下面是，周围是麦穗和齿轮。

6、认识国旗：这幅图是什么?国旗：旗面是什么颜色的?右上
方有五颗星。四颗小的围绕着一颗大的五角星。

过渡：国旗也是祖国妈妈的象征，我们一起来做国旗，把国
旗的样子记在心中，把祖国妈妈记在心中。(读课题)

过渡：国旗映红了我们的教室，孩子们，你们还在哪里见到



过国旗?(指名说，老师可补充，可以利用书上的图片)

(三)从我做起，尊重国旗(升旗仪式)。

1、国旗国旗真美丽，我向国旗敬个礼!在升国旗的时候，向
国旗敬礼是对国旗的尊敬就是对祖国妈妈的爱。

2、在升国旗时少先队员要敬队礼，不是少先队员行注目礼。

3、请学生示范。

4、升旗仪式。比比谁最爱我们的国旗。爱我们的祖国妈妈。

5、说悄悄话。(提醒没站端的或是没行礼的同学做好)

6、总结：孩子们都非常尊敬我们的国旗，非常爱我们的祖国
妈妈，让我们一起对祖国妈妈说：祖国妈妈在我心中。祖国
妈妈，我爱你!

五、自我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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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是二年级《道德与法治》第四单元《我们生活的地方》
的第二课。教材包含了“我的家乡产什么”以及“家乡物产
惹人爱”这两个活动主题。这些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通过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境，如餐桌上、商场里、市集等，
帮助学生了解家乡的物产，并为之自豪。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家乡的物产，并为之自豪;

3、学会与同学交流、分享自己收集的资料和成果。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调查、展示，在活动中了解家乡的物产。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教学重点】

让学生知道自己家乡都有哪些物产。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1、教师准备：在课前要了解学生准备资料的情况，事先准备
好一些音响、图片材料做成课件，在学生介绍时给予适当的
补充，帮助同学理解。

2、学生准备：课前收集的有关自己家乡的资料、实物。

一、导入

播放《沂蒙山小调》。

1、师：刚才同学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谁来夸一夸自己家乡最美的地方呢?(可以找多个学生夸家乡)

2、听了同学们的介绍，老师为我们美丽的家乡而骄傲，其实
我们的家乡不仅美丽，而且富饶，这一节课就让我们走进家
乡，走进家乡的物产。



二、新授

(一)我的家乡产什么

活动一：我是小导游(目的：引导学生学会与他人交流、分享
自己收集的资料和成果。)

这样吧!既然同学们都想当领航员做小导游，我想你们一定做
了充分的准备。下面，请同学们在小组内小声的、把自己收
集的材料进行交流与汇总。然后推选出一名小导游来做领航
员。(注：学生在课前根据自己家乡的不同，自愿结合成若干
小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查找。)

2、学生小组交流并填写“家乡物产调查表”(老师给予及时
地引导)

家乡物产调查表

调查地点发现的家乡物产

餐桌上

商场里

活动二：我的家乡物产多又多(目的：通过学生展示自己收集
的资料，了解一些家乡的风景名胜和自然资源，并为之自豪)

1、同学代表上来发言：说明并展示自己家乡物产的照片、图
片、实物等等，如果有同学带来了家乡的食品可以请同学们
尝一尝。最后讲一讲自己使用什么方法收集到这些材料的。

2、当一位同学发言完以后，其他同学可以给以补充。

3、课件演示：教师在课前要了解学生准备资料的情况，事先
准备好一些音响、图片材料做成课件，在学生介绍时给予适



当的补充，帮助同学理解。

4、投票评选：你最喜欢哪个地方的特产?为什么?

(二)家乡物产惹人爱

1、师：出示中国物产地图

师：同时展示收割麦子、采摘鲜果、开采石油等劳动的情景
图片。

师：通过刚才的观察，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师：刚才同学们观察的真是仔细啊，了解了祖国不仅物产丰
富，而且不同的环境物产不同。

2.师：下面请同学们小组讨论一下我们的家乡能种植香蕉吗?
为什么?

师再次补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图片，深刻理解环境不同
物产不同。

3师：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人们的生活息相息息相关。家乡的物
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好处?(阅读教材p56)

示例：小梅家靠卖家乡竹编发家致富;小华家乡的竹筒饭让他
胃口大开……

4，合作交流，感悟生活

活动三：编儿歌，玩游戏

示例：

家乡什么多?水多。



千条河，万条渠，

荷塘一个连一个，

处处碧水荡清波。

家乡什么多?鱼多，蟹多。

千条鱼，万只蟹，

装满一箩又一箩。

家乡什么多?贡锻多。

千匹布，万条绢，

陶朱贡锻远名扬。

家乡什么多?楼多，房多。

楼房一座连一座，

欢歌笑语飘满楼，

歌唱家乡新生活。

活动四：物产背后的故事

1、师：枸杞是我们家乡的一宝。你们了解它的来历及特点
吗?

生：枸杞椭圆形，表面红色或暗红色

师：你们知道枸杞都可以做什么用。



生：煮稀饭、泡酒、泡茶，八宝茶、枸杞奶，做枸杞酒、做
药材。

师：我们家乡还有哪些物产?你了解它们的来历吗?

2、阅读教材p57“千人糕”的来历，你有什么感想?

提示：家乡的物产也是许多人的劳动成果，我们要爱惜它们。

三、总结

同学们，短短的旅行即将结束，你是不是也像老师一样意犹
未尽呢?在这节课上，我们不仅对家乡多了一份了解，而且又
多了一份爱，增添了一份自豪。你们那些发自肺腑的言语感
动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与同学。今天，我们为自己的家
乡感到自豪;希望未来，家乡为你们的成长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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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国旗、国徽。知道国旗、国徵出现的场合。

2、体会到国旗、国徽和祖国荣誉的关系。

3、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和切实有效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
对祖国的喜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通过活动让学生产生体验对祖国妈妈的热爱之情。

三、教学准备：

图片



四、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课。

1、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你们喜欢自己的妈妈吗?(喜
欢)

谁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妈妈?(指名说)(评价：响亮
说，辛苦、养育、爱我、喜欢、关心等)

过渡：妈妈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妈妈。

那我们共同的妈妈是谁?(板书：祖国妈妈)齐读

2、出示几幅祖国妈妈的山河图片。

(1)你看到了什么?觉得怎么样?(学生回答)

小结：美丽的城市、秀丽的山河把我们的祖国妈妈打扮得真
漂亮。

(2)祖国妈妈真美丽，我们都要把祖国妈妈记在心中，(板书
课题)齐读课题。

(3)有这么美丽的祖国妈妈你的心情怎么样?(骄傲、自豪，高
兴等)让我们再自豪地读课题。

过渡：孩子们，我们有这么美丽的祖国妈妈，你们知道她的
名字吗?

答：中国(妈妈的简称)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

(二)、认识国旗国徽，知道国名、首都、国庆节。

1、我们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祖国妈妈的名字。



2、祖国妈妈的首都是(北京)

3、前不久我们才过了国庆节，你们还记得它是哪一天吗?(十
月一日)这一天就是祖国妈妈的生日。

4、认识国徽：这幅图是什么?(国徽)国徽的上面是五角星，
下面是，周围是麦穗和齿轮。

6、认识国旗：这幅图是什么?国旗：旗面是什么颜色的?右上
方有五颗星。四颗小的围绕着一颗大的五角星。

过渡：国旗也是祖国妈妈的象征，我们一起来做国旗，把国
旗的样子记在心中，把祖国妈妈记在心中。(读课题)

过渡：国旗映红了我们的教室，孩子们，你们还在哪里见到
过国旗?(指名说，老师可补充，可以利用书上的图片)

(三)从我做起，尊重国旗(升旗仪式)。

1、国旗国旗真美丽，我向国旗敬个礼!在升国旗的时候，向
国旗敬礼是对国旗的尊敬就是对祖国妈妈的爱。

2、在升国旗时少先队员要敬队礼，不是少先队员行注目礼。

3、请学生示范。

4、升旗仪式。比比谁最爱我们的国旗。爱我们的祖国妈妈。

5、说悄悄话。(提醒没站端的或是没行礼的同学做好)

6、总结：孩子们都非常尊敬我们的国旗，非常爱我们的祖国
妈妈，让我们一起对祖国妈妈说：祖国妈妈在我心中。祖国
妈妈，我爱你!

五、自我问答。



小学六年级思想品德教案

小学思想品德电子课本六年级篇五

一、指导思想

本计划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
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情
况，在人教版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力争在优化结构体系、
避免生硬说教、丰富联系内容、加强实践性等方面进行了探
索，力图“科学”、“便教”。

二、教材内容

本册教材十课，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从如下方面对学生进行
思想行为的熏陶教育：

1、遵守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

2、遵守学校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

3、遵守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

三、学生情况分析

本级学生是我接手教学的第二年，通过上几个学期与学生的
接触、教学，我感到学生还是比较喜欢上思想品德课的'。他
们很喜欢看书中提到的故事，往往还要问问是不是真的；他
们喜欢老师给他们讲述更多的有关的故事；平时布置收集资
料，学生也能尽其所能去做。但是，因为学生处在青春期变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个人意识为中心的观念，部分
学生俄自我控制力不强，对于学习，缺乏更高目标及追求，
另外，对于责任感与义务也缺乏一定的认识。



四、教学重点

1、加强学习目的性教学，激发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积
极进取，勤奋学习，争取优异成绩。

2、教育学生学会生活，在公共生活中注意道德规范。

五、教学措施

1、加强实践性，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让学生参与实践，
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增强学习的实效性。

2、整合课程，拓宽课程空间。依据学校安排制定每一周两课
时的计划，将相同德育目标的课程进行整合，满足学习的要
求；另外，还要加强学生在教材基础上的突破，利用网络、
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让学生走出书本，高于书本。

3、精选与教材内容相关及学生兴趣的话题，让学生进行讨论、
交流与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