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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六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第五单元

本组教材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专题，由《孔子拜师》《盘
古开天地》《赵州桥》《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四篇课文组成。

课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孔子拜师》和《盘古开天地》
是叙事性文章，《赵州桥》和《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说明
性文章。课文中既有描写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也有神话故事；
既有对古代建筑的介绍，也有对古代绘画艺术的描述。使学
生在学习本组课文的时候，能够从多个侧面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加深热爱祖国文化的情感和增强民族
自豪感。

本组安排了一次综合性学习，围绕“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来
展开。这个活动既和单元的专题密切相关，又和学生的生活
紧密结合，适合在不同地域开展。在课堂上，学生阅读有关
祖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在课余时间，和小伙伴一起通过各种
途径、采用多种方式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身边的传统文
化。这样做的目的是打通课内学习和课外生活，引导学生了
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和传承。

展，并在必要时调整活动方案；活动结束后，鼓励学生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汇报活动成果。



语文园地中安排的口语交际、习作和展示台的内容，都是紧
紧围绕本组专题，从交流、展示综合性学习所得的角度安排
的，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交流平台和展示空间。学生可以用
多种形式汇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综合性学习成果。

教学本组教材可用15—17课时。

17孔子拜师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拜老子为
师的故事，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老
子诲人不倦、爱护晚辈的品行，课文还渗透了“学无止境”
的精神。

教学目标：

1、会认7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远近闻名、相
距、学问、风尘仆仆、纳闷、迎候、等候、止境、长进、请
教、保留、传授、敬重、品行”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孔子拜师的经过，激发对大思想
家孔子和老子的崇敬之情。激发探索祖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3、能结合上下文，用查字典、联系生活等方法理解词句的意
思，学会运用抓重点词句来理解孔子与老子的品行的阅读方
法，积累课文中的好词佳句。

教学重点：学会运用抓重点词句来理解人物品行的阅读方法。
激发对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的崇敬之情，激发探索祖国传统
文化的兴趣。

课前预习：



1、读课文，画出生字词，借助音节或工具书读准字音。

2、读课文，标出自然段的序号；难读的句子、段落，多读几
次。

3、读课文，想一想，孔子和老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预习了课文，请你完成下列作业，检测一下自己的预习情况
吧！

预习作业：

1、读课文完成填空：

（1）孔子是我国伟大的和。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
编成《》，这本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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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泼水节的来历，傣族民间有一个动人的神话。

相传，创世初期，天地不分季节，世间不分冷暖，人类难以
生存。创世神见此情景，委派天神捧麻点腊（又名混桑或帕
雅桑）把一年划分为旱、雨、冷三季，为人间规定了农时，
让他按时降雨、放热、降温，使冷热、雨水与人间的农时相
符，为人间造福。捧麻点腊自恃法术高明，神通广大，既不
关心人类，又不遵守天规，乱显神通，为所欲为，想降雨就
降雨,想升温就升温，弄得人间雨旱失调，冷热不分，秧苗枯
死，人畜遭殃，各种灾难接踵而来。

有个智勇双全的傣族青年名叫帕雅晚，他亲身经历了人间的
种种灾难，决定把人间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用木板做成翅
膀，飞到天庭，找到创世神诉说了人间的灾难。于是创世神
免掉捧麻点腊的职务，另派英达提拉神掌管天地的风雨冷暖。



可是捧麻点腊不肯交出权力，仍在乱兴风雨。英达提拉决心
制裁捧麻点腊。他变成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去引逗捧麻点腊
的七个女儿。七位美丽的姑娘都深深爱上了这位聪慧、勇敢
的小伙子。小伙子眼看时机成熟，便把她们的父亲如何作恶
之事说了出来。七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早就对父亲的所作所
为深感不满，听了小伙子的话更是义愤填膺。为了清除人间
的灾难，她们决定大义灭亲。

从此之后，七姐妹对父亲百依百顺，深得父亲的欢心。捧麻
点腊见女儿们如此听话，感到非常高兴，在谈笑中不知不觉
泄露了自己的生死秘诀。他告诉七个女儿，火烧、水淹、刀
砍、箭射他一概不怕，怕的是用自己的头发做成“弓赛宰”
（“弓”为弓、“赛”为弦，“宰”为心，意为“心弦
弓”）。一天，姑娘们把父亲灌得酩酊大醉，趁父亲酣睡时
悄悄拔下父亲头上的一根头发做成了“心弦弓”，当她们
把“心弦弓”对准父亲的脖颈时，捧麻点腊的脖子就断了，
头颅一落地就冒起火来，邪火到处蔓延。为了扑灭邪火，七
个姑娘只好把头颅轮流抱在怀里，直到它腐烂。轮换时，姑
娘们都要打来清水，泼在怀抱头颅的姑娘身上，冲去她身上
的污迹遗臭。

捧麻点腊死后，英达提拉便开始掌管风雨冷暖大权。从此人
类又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后来，人们把捧麻点腊死的
这天定为全年之首--新年。为了纪念七位为民除害的仙女，
过新年时，人们都要互相泼水为她们洗去身上的污血，扑灭
她们身上的火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泼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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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这篇课文以人物姓名为题，重点写了詹天佑一生
中最主要的事迹——主持修筑了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
术人员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说明詹天佑是一位杰出的爱
国工程师，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通过本课的教学，
让学生了解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激发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立志为祖国作贡献的思想感情。学习
文章前后照应的写作方法。

在课上，我围绕文章的中心词“杰出”、“爱国”引导学生
自读自悟，主动探索，让学生体会詹天佑的杰出和爱国。这
样在学生的主动探索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习探究的能力，
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在学生互相讨论、合作、欣
赏中增强学习自信心。在课堂上，我力求做学生学习的合作
者、引导者与参与者。比如在与学生探讨两种开凿法时，既
注意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又注重适时的点拨，学生在读读、
说说、画画、看看中明白了两个隧道的掘进方法，体会到了
詹天佑工作的细致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深入实践、新
的思维。通过画图，再现了火车在“人“字型线路行驶的情
形。就这样，学生的疑难全在读书和动手实践中水到渠成地
解决了，课文的重点也得到了突出。在第四自然段教学中，
我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边读边做标记，并提出问题，在
读中理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了质疑、解疑的能力，
从而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回顾一节课的教学，还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例如，因为前面
用时过多，所以在面对詹天佑的铜像说出你想说的话这一环
节上，没有放开来谈，只是分别找了三名同学代表三个方面
的人物发表了见解。

对学生的口头表扬语出现重复，没新鲜感。但我会不懈的努
力，因为追求无止境。更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备课过程中备
学生备得不够。我将在以后的时间里积累相关的经验使自己
在教学方面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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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少年》教学反思本诗作者以新时代中华少年的视角激
情赞美了祖国，抒发了作为中华少年的由衷自豪之情，同时
也表达了中华少年建设中华的坚强决心。



本诗是一首朗诵诗，有感情的朗读，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
对祖国的一片深情。我采取小组淘汰赛，晋级的方法以激励
学生们的朗读热情。

（1）两人为一组任选其中一节有感情的朗读。（有感情、精
神饱满、吐字清晰、流利加分，在达到这些要求的基础上，
如能背下来，直接进入到第一名的挑战赛）

（2）第一轮淘汰的选手在另选一小节朗诵，晋级者进入到争
夺第二名的挑战赛。

（3）第二轮淘汰的选手直接读诗的最后两句。晋级者直接入
围第三名。

（4）争夺第一的场面，激烈、有趣，我让他们有感情的朗读
第五小节并加入自创的表演。别说这些选手实力相当，于是，
我让同学们选举，支持谁就站在谁的身后，这才选出了第一
名。

收获：原来一节有趣的课，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自在。

六年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教学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对教学中
的新发现可以写在教学反思中，怎样写教学反思才更能起到
其作用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六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
学反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二单元围绕“祖国在我心中”分别安排了《詹天佑》《怀
念母亲》《彩色的翅膀》《中华少年》，主要是让学生中华
儿女的爱国情怀，从而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再通过演
讲稿的形式表达出来。



可想而知，“爱国”“演讲稿”这两个词对于学生来说，既
陌生又难下笔，没有丰富的材料支撑，一篇好作文很难凑成。
于是在上完《詹天佑》一课之后，我就引导学生去搜集相关
的爱国人士的资料，再通过“讲故事”让学生将自己搜集的
材料用自己的话进行讲述（也当作是才艺表演。实际没有预
想那么好，学生大部分拿着资料读，自己无法概括）。

在学习《中华少年》一课时，我再次发现学生的课外积累非
常欠缺。《中华少年》是一篇诗歌，这个因为作者对祖国的
文化了解甚深，因此感情充沛，具有可读性。然而，在讲解
时，学生并不了解，所以讲起来比较费劲，即使他们读得很
起劲。因此，我又让孩子利用周末去查找了“四大发明、汉
服、唐代名人名作、唐服、清代文化、神舟飞船”等资料。

也刚好，我翻阅《社会与品德》一书时也发现第二课题适合
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因此也提前将这一课题让孩子学习了。

该有的材料有了，怎么让孩子写好演讲稿呢？在张老师的建
议下，我布置孩子回家抄一篇优秀范文，第二天在上作文课
的时候，学生可以学习范文的写法，再配合以前搜集的材料，
让孩子先确定演讲的一两个观点，然后再将相关的材料模仿
范文进行改写。这样一来，学生的写演讲稿的热情很快调动
起来，一节课没能完成，他们要求再给他们时间完成。

根据查阅作文的情况，虽然发现有些学生由于对材料读得不
透，出现材料安排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出现笑
柄，或者混乱的情况。但也惊奇的发现，以前学生找的材料，
甚至是课文的内容也让孩子们当作作文的丰富材料，如刘丹
写到“看！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卧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
之中；听！黄河那滔滔不绝的波浪一浪接一浪，不停拍打着
海岸边的岩石！望，昆仑山那峻拔的身躯，直插云天，高不
可攀。这都是我们祖国的山川。冰山上的雪莲教会了我们纯
洁，海风中的乳燕教会了我们乐观与勇敢，蓝天下翱翔的雏
鹰教会了我们顽强。”通过改写，形成了一篇不错的演讲稿。



因此，平时的资料积累对学生的作文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