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 语文六
年级的教案(精选9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
骤，并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一

一、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凭借课文的语言文字，让学生充分感受人间真情，知道当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给予无私的帮助。

4、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学习通过描写人
物的神态、动作和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品质的写法。

二、教学重难点：

1、凭借课文的语言文字，让学生充分感受人间真情，知道当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给予无私的帮助。

2、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学习通过描写人
物的神态、动作和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品质的写法。

三、教具：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2、师：听着大家这一个个爱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多媒体出示图片,配乐述说)

师：爱是什么?

爱是一束淡淡的茉莉，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大爱无言，那时蔺相如对廉颇默默的忍让。

至爱无声，那时沉船时，哈尔威船长伟岸的身影。

3、师：今天，在这浓浓的爱的氛围中，老师又带来了一篇
和“爱”有关的故事(板书课题)。

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1、师：打开课本，自由朗读课文。要求：

(1)认真、大声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或较长的
句子多读几遍，并找出那些深深打动你的句子，作上记号。

(2)找出课文中出现了哪几个人物，并思考：围绕这几个人主
要讲了哪几个关于“爱”的故事。

2、学生自由读课文，师巡视指导。

3、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词语。

a、雪花飞舞纷纷扬扬颠簸寒战

师：这些词语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提醒：“颠簸”的“簸”字是多音字，还有个音是第四声，
可以组词“簸箕“。

这些词语都出现在课文第一小节，通过你的朗读把这种冷的
感觉读出来。

具体找找，从哪些字词能感觉到冷?(天冷，身冷，心冷)

抓住这些关键词再次朗读。

b、倒闭凄凉

师：文中的谁也正面临如此处境呢?

c、车胎瘪了脚腕蹭破没穿袜子沾满油污

师：读了这些词语，你的眼前看到了怎样的画面?

d、荒芜人烟天经地义潸然泪下

师：说说你对它们的理解。

(2)、师：爱是温馨的，爱是深情的，爱是博大的。在刚才的
朗读中，有哪些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你?再去投入地读一读那些
打动你的句子或小节，把你的感受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4、说说课文中出现了哪几个人物?



再次浏览全文，用简练的语言说说围绕这几个人物主要讲了
哪几个关于“爱”的故事。

5、讨论课文脉络。

根据几个故事的主要内容，给课文划分层次：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江雪》。

2、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3、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思想
感情。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诗中字词的意思。

体会诗所描绘景色及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读诗想画面，入境悟情感。

1、谈话激趣

同学们，这两天我们刚刚经历了20xx年的第一场雪，下雪了，
你都干了点什么?

看来雪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可是，有一个人，他和大家做的事一点儿也不一样，他呀，
顶风冒雪独自一人在江上钓鱼。他是谁呢?他是一首诗的主人
公，这首诗叫《江雪》。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古诗——
《江雪》。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以前我们也学过许多古诗，谁来说一说学一首古诗都要学些
什么?

2、目标呈现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江雪》。

学会生字“孤”。理解诗句的主要意思。

抓住诗中关键字词，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色及表达的思想感
情。

3、预期效果

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完成完成这些目标。有信心吗?

任务一：正确、流利地朗读这首古诗。

任务呈现：请大家翻开课本。可能有一部分同学已经接触过
这首诗。会读的同学想一想怎样读得更好;不会读的试着把它
读正确、读流利。

民主学习：学生自由读诗。

展示交流：

1、指名分句读诗，适时纠正。

2、指名领读整首诗。

3、同桌互读检查。

任务二、想象画面，适时理解重点字词和诗意。



任务呈现：

古人说：“诗中有画”，你能把《江雪》想象成一副画吗?试
着想一想，说一说。

展示交流：

1、指名说想象到的画面，并说清这样想的理由。适时指导理
解：千山、万径、绝、灭、蓑笠翁。其他同学认真听，等他
说完，你来说说他哪些地方说得好。不好的地方，你来说得
更好一些。

2、听了画面描述，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板书：寒
冷凄凉。

民主学习：学生轻声朗读、思考以上问题。

展示交流

1、这个老翁很孤独。这个老翁很勇敢，这么冷的天还坚持钓
鱼。我体会到一种悲凉的气氛。)

把四句诗当中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读看，你们有没有新的发
现?——千万孤独，渔翁可不是一般的孤独，是“千万孤独”
啊!板书：孤独寂寞，学习生字“孤”。

谁能把渔翁的孤独寂寞读出来。(朗读指导)

请大家大胆地设想一下原因，也可以与同桌讨论一下。

1、捕鱼为生

2、独享清静

3、排解忧伤



4、喜爱钓鱼

5、心中孤单

了解诗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对理解古诗是很有用的。那就让
我们看一看柳宗元的简介。

课件出示资料一：柳宗元生平简介。“

现在你比较赞同哪一种理解?或者有什么新的看法。

小结：这首诗是他当时所处的寒冷凄凉的环境的真实写照，
是他孤独寂寞的心情的自然流露。

那么，面对寒冷，他畏惧了吗?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退缩了吗?
看资料二。

从他身上，你体会到了什么精神?(身处逆境而顽强不屈)

现在你就是孤傲的柳宗元，你能把自己的心情通过朗读表现
出来吗?

练习有感情地配乐朗诵。

练习背诵。

4、小结：刚才我们通过朗读，结合插图，特别是借助诗人的
简介充分地理解了这首诗。

1.请你把这首诗背给同桌听。

2.《江雪》的'作者是()朝诗人()。前两句让我们感受到()，
后两句则体现了诗人()的情调。诗中迎风抗雪、孤舟独钓的
渔翁形象，正是诗人()的人格化身。



3、课外延伸：拓展学习《题秋江独钓图》，激发学习古诗的
兴趣。

题秋江独钓图

[清]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壶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这一首诗与《江雪》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

小结：这两首诗虽然描写的都是在钓鱼的景象，但是心境不
同：一个是借钓鱼表现高傲的骨气;一个是借钓鱼欣赏优美的
秋景，这真是各有所得。

同学们，古诗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一首好诗，就
蕴含着一种心情，一个故事，甚至是一段历史，让人回味无
穷。希望同学们注意积累，相信大家会受益匪浅。

板书设计：

环境——寒冷凄凉

心情——孤独寂寞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三

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在朗读中初步理解文意。



2.通过“读、译、思、谈、聊”五步骤，结合小组合作方式
研读课文，并掌握“亡、吊、居、将、富、折、引”等字词
的解释。

3.探究“福祸相依”的寓意，体会劝说辞的妙处，用辩证的
眼光看得失，保持平和达观的心态。

读、翻译课文，理解寓意。

朗读法、启发法

1课时

一、看图猜成语

猜成语，发现寓言的故事的规律，导入塞翁失马。（出示投
影图片学生回答，得出寓言的概念。）

1.守株待兔。

2.亡羊补牢。

3.寓言概念。（读）

二、预习检测

1.读：字音、节奏准确，适时点拨书写“父、遽、堕、折、
弦、跛”读音。

2.教师示范读课文，学生再齐读。

三、介绍《淮南子》

编者、主要内容、道家思想、神话材料。



四、课文解读

1.读课文。（自由读，结合注释，揣测大意）

2.翻译课文，准确理解。

活动：小组合作翻译，1-4组前4句，5-8组后5句。注意翻译
原则（留、删、替、补、调），直译为主。重点字词翻译准
确。

展示

生1回答翻译、强调重点词语（预设；小组间质疑，补充）

生3回答翻译、强调重点词语（预设：小组见质疑，补充）

大屏幕出示课文翻译，生齐读加深理解。

3.思考问题。

（1）文章讲了几件事？分别是……

（2）一般人看来哪些是福？哪些祸？

（3）“其父”又是怎样看待的？

失马得马折髀相保

一般人祸福祸福

塞翁福祸福福

4.谈寓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猜一猜省略的`原文是



什么？

（1）原文：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2）有关福祸的成语。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因祸得福。。...

寓言说辞的魅力：间接劝诫的好处，给人以警示，发人深省，
又委婉耐听。

5.聊收获。

结合课文给我们的启示，以后在生活中遭遇看似“不好”的
事情，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聊聊你类似于“塞翁失马”的经
历。

五、作业布置

识记实词、虚词及文学常识。推荐阅读书目《中国古今寓
言》，下一期读书会分享。

板书设计：

塞翁失马

淮南子

失马得马折髀相保

一般人祸福祸福



其父福祸福福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四

教学目标：

1、了解黄山奇松的特点，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认识10个生字。

教学重点：了解黄山各松树的特点。

教学难点：体会黄山归来不看松的含义。

教学方法：教授法、自学指导法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学生收集的有关黄山松
的资料

教学过程：

1、学生交流收集的资料，教师加以概括谈话导入

2、同学们，通过我们刚才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快乐
读书屋三去领略黄山松的美。

3、板书课题

1、自读课文。读懂课文，读通句子，不懂的句子多读几遍。

2、指名分段读课文，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3、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1、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介绍了黄山有哪些名松？这些
名松有哪些特点？(引导学生理清课文思路，学习作者布局谋
篇的方法。)

2、在读课文，加深理解。

(1)、再读具体描写黄山松的段落，并画出描写黄山松特点的
语句。

(2)、小组合作学习，选择最恰当的一个词来概括每种松树的
特点。

例如：热情好客的“迎客松”；执着探寻的“探海松”
等。(答案不，只要合理即可，启发学生谈出个性化理解。)

(3)、找出每种松树的关键词后，重点指导学生朗读相应语句，
读中体会作者描写的每种松的特点。

(4)、作者为什么说“黄山归来不看松”，你是怎样理解这句
话的？

(引导学生从黄山松的外在美与内在气节两方面来谈)

3、播放黄山美景的课件，学生欣赏。(进一步体会黄山松的
美)

4、有感情朗读全文

教师出示文中出现的生字活着带有生字的词语，指名读。也
可以同桌合作互读，记住词语。

1、收集描写松树的优美片段进行阅读，同学之间交流，并与
《黄山松》进行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



2、把本课中你认为优美的词语、句子摘抄下来。

板书设计黄山松

迎客松热情

探海松执著黄山归来不看松

黑虎松高大

连理松缠绕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五

（一）阅读例文，整体感知

1、根据拼音，借助字典，扫清阅读障碍，不理解的词语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解决。

2、【出示课件2】

例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以具体事例写出了一个擅长订计划、执行计划的爸爸形象。
）

（板书：爸爸擅长订计划、执行计划）

（二）探究讨论，找中心句

学生探究，交流：文章主要讲了哪几方面的内容？画出相关
的中心句。

【出示课件3】



（1）我爸爸是一个工厂的计划科科长，擅长订计划。

（2）爸爸执行计划一丝不苟。

（3）在爸爸的计划之下，我能有自己的计划吗？

（三）分析课文，突破难点

各部分内容中，为了说明一个中心意思，分别选取了哪些事
例或从哪些方面来写？

学生结合课文的批注，讨论，汇报，教师点拨指导：

（1）我爸爸是一个工厂的计划科科长，擅长订计划。

指名读一读爸爸在家里给每个人订的计划，从中你看出了爸
爸的什么特点？

（列出爸爸给每个人订的计划，凸显爸爸爱订计划的特点）

（板书：给每人订计划）

（2）爸爸执行计划一丝不苟。

（事例一：计划先关气窗后关门窗，不管打雷下雨，哪怕雨
水打湿了床、正在订的计划也不改变计划。事例二：计划每
个人都用自己的牙膏，爸爸偶尔用了妈妈的牙膏，还要再还
给妈妈。）

（板书：严格执行计划）

（3）在爸爸的计划之下，我能有自己的计划吗？

借订暑假计划这件事，说明爸爸订的计划最全面，我不可能
有自己的计划。这件事是重点，所以写的最具体。



（板书：制订暑假计划）

（四）课堂小结，明确写法

1、课文从哪些方面写出了爸爸爱订计划的特点？

引导学生理解：【出示课件4】

（1）爸爸给每个人都订了计划，并且给我制订了好多计划。

（2）爸爸执行计划一丝不苟。

（3）爸爸给我制订了非常全面的暑假计划，我不可能有自己
的计划。

2、课文的主要写法是怎样的`？

从不同方面或选取不同事例，表达中心意思。

二、按照这节课的学习方法，自学例文《小站》，讨论解决
例文后面的问题。

爸爸擅长订计划

给每人订计划

严格执行计划

制订暑假计划

本单元习作例文有两篇，即《爸爸的计划》和《小站》。这
两篇课文作为例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围绕中心意思
选择材料”和“从不同方面或选取不同事例，表达中心意
思”的写作方法。



教学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一篇例文的教学上。我先让学
生整体感知课文，知道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让学生了解课
文各部分的中心意思，分析课文，突破教学重点。

最后，要求学生以学习《爸爸的计划》的方法来学习第二篇
例文《小站》。。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六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7个生字，另外再认识4个生字，理解文中的词
语。

3、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朗读体会一些句子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4、从具体语言材料的朗读品味中体会天游峰的扫路人那种自
强不息的精神和自信、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语言感悟课文所蕴涵的深刻哲理。教学
难点：

通过朗读体会作者对天游峰的扫路人的赞美之情。教学准备：

有关天游峰的图片材料、课文的朗读录音等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仔细听老师说一句话，“没攀登过天游峰的.人，不能算
到过武夷山”。你听懂了什么意思?(板书：天游峰)看天游峰
景色的图片，再说说看后的感受，或想到了什么诗句。

2、相信我们读了课文后，一定会对天游峰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还要跟作者一起去认识一位可敬的老人——天游
峰的扫路人，(板书完课题)，他一定也会给你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

1、带着问题用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准生字词的音，读通句
子。

2、自己喜欢哪一段就多读几遍，准备读给同学听。

3、交流指读喜欢的段落，说说自己的理由，让同学评议读书
情况，结合纠错。

1、学生默读课文，联系上下文想想词语的意思，圈划文中的
好句子，找出读不懂的句子或有疑问的句子准备质疑。对自
己理解的句子可以在旁边写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准备交流。

2、小组讨论一下各自的问题，看看能否解决别人的问题，对
小组讨论后解决不了的问题准备质疑。

3、交流：可以读好句子，说理由;也可以质疑提问或解答别
人的问题，还可以谈自己的理解，老师结合评议交流情况，
解决一些浅显的问题，鼓励并表扬会提问、肯动脑的学生。

1、默读课文，从文中找出能反映天游峰特点和老人特点的句
子来读读，读出你的感受来。

美、乐观、开朗、豁达、爱工作、勤锻炼……)

3、老师有一个问题，你们能帮我解答吗?老人扫天游峰到底



累不累?(分成两组：一组认为累，一组认为不累)4、学生再
读课文，分别从课文中找出认为累或不累的理由来。5、交流
读句，说出理由，让人听出累或不累。

6、评价学生读书情况，鼓励学生读书要边读边想，要读出自
己的理解来。

1、摘抄描写老人外貌的句子和描写天游峰特点的句子。2、
熟读课文。

第三课时

用一句话写出自己学了课文后的感受。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七

1.学习交流做课堂笔记的方法。

2.通过交流，懂得一些和戏曲有关的词语，了解戏曲。

3.学习运用合适的语言把要说明的事情讲清楚讲准确。

4.理解并积累一些与艺术有关的成语。

1.学习运用准确的说明语言。

2.理解并积累与艺术有关的四字词语。

运用合适的语言把要说明的事情写得清楚明白。

多媒体课件

教学设计



导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文园地”。（板书：语文园
地）【出示课件1：课题】

交流平台

2.同位或前后位同学互相说一说自己是怎样记课堂笔记的。

3.教师结合实际例子总结讲解。

4.出示【课件2】

课堂笔记要记什么？

1.老师讲的重要内容。

2.有疑问需要继续思考的或者需要查资料的内容。

3.听课过程中产生的想法。

5.学生交流：说一说自己在学习本单元课文时，记的笔记有
哪些，并说一说为什么要记这些。

（板书：做好课堂笔记）

词句段运用

一、学习与戏曲有关的词语

1.学生读一读课件出示的词语。

【课件3】

亮相行当压轴捧场行头

跑龙套唱白脸花架子对台戏打圆场



粉墨登场字正腔圆曲终人散有板有眼科班出身

2.指名读词语，教师纠正。

3.小组内交流，把自己理解的词语和同学说一说。大家都不
理解的可以查查字典。

4.每小组推荐一名同学汇报，每一小组汇报一行词语，小组
内其他同学可以补充解释。

5.没有解释清楚的词语或大家不理解的词语教师来讲明白。

（板书：了解戏曲名词）

二、学会把事情说清楚

1.仔细读题目中的要求，看看题目中要我们做什么。

2.结合小台灯图画，独立阅读《玩具小台灯制作说明书》，
找出小台灯做错的地方。

3.交流：制作者制作小灯泡是根据《说明书》上哪句话制作
的，为什么做错了？

（把铅丝的另一端插入乒乓球的小洞里。把洞的两边粘牢。
铅丝的头上用红橡皮泥做一个小灯泡）

没讲清楚铅丝的另一端从乒乓球的哪一边插入，小灯泡要在
灯罩内还是在灯罩外。

4.思考：这句话怎样改才能让制作者看明白应该怎样做？

5.学生修改说明书上的相关部分。

6.汇报，交流修改的情况。教师评价，指导。



（板书：学习说明语言）

日积月累

1.出示成语

【课件4】

高山流水天籁之音余音绕梁黄钟大吕

轻歌曼舞行云流水巧夺天工惟妙惟肖

画龙点睛笔走龙蛇妙笔生花栩栩如生

2.学生自读，读不准的可以查字典，也可以问同学。

3.小组交流：正确认读和理解词语。

4.每小组推荐一名同学汇报：先正确读出，然后说出成语的
意思。

5.教师纠正指导。

（板书：积累艺术词语）

做好课堂笔记

了解戏曲名词

学习说明语言

积累艺术词语

在口语交际时，我创设情境，先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做
课堂笔记的，激起学生说话的兴趣。在交际过程中，学生调



动了平时的学习积累，积极地说出了自己的做法，丰富了交
际的内容，学生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想交际，也乐于交际。
“词句段运用”部分有两项内容。第一部分是同学们相互交
流一组与戏曲有关的词语，教学时注意适时地补充拓展戏曲
知识，让学生理解艺术之美。第二部分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
发现错误，并学会自己去改正错误。“日积月累”这部分，
学生始终站在“主角”的位置，正确读写、理解成语，不断
地发现这些成语的妙处，体验了发现的乐趣，感受了成功的
喜悦。语文园地是学生自我学习和展示的特色平台，在这片
园地里，学生不断参与探究、积累、创造，体验着成功，享
受着快乐。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八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通过朗读体会诗歌的
内容和情感。

2、能联系现实生活理解诗歌中的道理。

3、使学生受到感染，心灵得到净化。

通过朗读体会诗歌的内容和情感。

联系现实生活理解诗歌中的道理。

狄更斯头像

一、谈话导入

1、板书“挤”，谈自己在生活中听过、看过或亲身做过
的“挤”的'现象，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2、板书“别”“啦”，学生齐读课题。



二、初步感知

1、你对狄更斯了解多少？

2、媒体演示：狄更斯的头像。

3、你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怎样的人？挖掘课程资源，使学生对
狄更斯有所了解，产生敬佩之感。

4、你们能把这首诗歌读正确、流利吗？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朗读诗歌。

5、说说你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小组汇报：解决的问题，朗读
诗歌。

三、细读课文

1、提出细读课文的要求，并对课文做出批注。

2、说说自己的体会、看法、收获。这是本课的重点环节。读
文、悟文、联系生活要有机的融于这个过程中。

3、能把这首诗背诵下来吗？尝试背诵。

四、谈话结束

1、结合板书总结。

2、齐读（或背诵）诗歌。融入自己的理解朗读或背诵诗歌，
情感得到升华，心灵受到净化。

语文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九

1、浏览课文，快速了解课文内容。



2、在课文内容的启发下，畅想未来的交通工具。

师生共同搜集有关交通工具的资料。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现在，我们有哪些方式出行？未来，人们又会用哪些方式出
行呢？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朗读课文，说说未来的出行方式给我们怎样的感觉？

三、依照提示，自学讨论

你最喜欢哪种出行方式？想一想，课文介绍了这种出行方式
的哪些情况？

四、全班交流，点拨指导

五、小结感悟，延伸拓展

未来我们怎样出行

“海底”列车

“地下”飞机

“公交”飞碟

“飞行”汽车 适用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