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 苏教版
六年级语文麋鹿教学反思(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篇一

一、感知“麋鹿的生活天堂”

1）学生用第一节的内容来回答

2）然后指导朗读

3）看视频（看过后谈体会：你觉得这怎么样？）

二、认识麋鹿：

（过渡：你真的认识麋鹿吗？请你看看图，再看看书，然后
辨认一下，哪头是麋鹿？说话要有依据。）

1、课件展示几头鹿的图片。学生结合图片和课文进行对照，
寻找辨别的依据。

2、小小组交流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3、班级交流认识和体会。（课件随机展示图片）

4、最后处理“四不像”

预案：* 学生每交流一个麋鹿的特点，提示学生概括。



有些特点教师需要重点强调，比如：角、尾、蹄、毛色等特
征。

他们生活的环境要联系到文章的前面和资料提供的，黄海滩
涂是世界上最好的适合麋鹿生活的地方。为麋鹿的回归打下
伏笔。

麋鹿繁殖力低是他珍贵的一个原因。

三、帮姜子牙解说麋鹿。

1、姜子牙从人间找到了麋鹿，带回了天庭，向各位神仙夸耀
它，他可以怎么说呢？请大家好好想想，然后小组同学练习
一下，再举手。

2、学生练习

3、学生班级交流自己想的演说稿。（教师重点提示说清楚麋
鹿独特的特征）

四、体会麋鹿的传奇经历：

麋鹿曾经是姜子牙的坐骑，但是后来它的经历却充满传奇色
彩。你们是如何理解“传奇”的呢？麋鹿的命运和什么有着
密切的联系呢？（或者说：麋鹿就让他在外国呆着贝，干吗
要让它回来呢？）

1、你们可以先看书，有什么感想，感受，或想说些什么，先
与你的同桌交流一下，然后再起来交流一下。

2、班级交流

3、总结：麋鹿传奇--重用、与姜子牙有关

灭绝、与国家被列强欺负有关



国外、与人们喜爱才生存下来

回归、与国家强盛有关

三、深化延伸，升华感知

2、引导学生尽可能说，然后教师补充

四、选定一个解说员的角色来想大家介绍麋鹿。

1、要求：

请你选定一个解说员的角色，向同学或者是外宾，或者是老
师介绍麋鹿。（课件展示要求）可以是麋鹿的一个方面的特
点，比如为什么叫“四不像”、也可以是麋鹿的外形和生活
特性、也可以是麋鹿的传奇经历，也可以综合讲。

2、自己练习：

3、同桌练习：

4、班级交流

五：总结课文：热爱麋鹿，保护麋鹿，保护一切野生动物。

六：作业：把你向人们介绍的关于麋鹿的演说稿用笔写下来。

板书设计：

11 麋鹿

外形奇特：四不像

角、尾巴、蹄子、毛色



生活习性：常在水中……

繁殖能力低

传奇经历：回归故土、回归自然

教学反思

通过让学生找麋鹿特点，出示图片使学生对麋鹿外形有深刻
了解，在此基础上读，练习讲解，当众讲解。针对如何练习
讲解，我采用以下的方法：同座互练，指名上台讲，评论，
再请学生上台讲，评比。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学生的兴趣摆在
首位，对于学生能力采取了不断地锻炼，这样取得较好的效
果。

[麋鹿(苏教版六年级上册)]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篇二

泾源三小 杨秀萍

教学内容：第三单元词语盘点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能正确书写“书籍、含糊、抽屉、精兵简政”等
词语，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并能正确地运用。

过程方法：通过读一读，说一说，写一写、用一用等方法，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词语，并积累下来，能够灵活运用。

教学重、难点：能正确书写“书籍、含糊、抽屉、精兵简
政”等词语，并能在习作中准确地运用所积累的词语。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读读写写

1、学生自由认读词语，并和同学互相检查。

2、教师出示词语，指名读一读。

3、大家一起读一读词语。

4、引导学生观察这些词语，想一想词语中生字的读音、书写
要点。

字音：糊 削 兴 蓬 书写：魔 屉 籍

5、指名反馈，教师强调。

6、要求学生动笔把上面强调的词语写一写，教师巡视辅导。

7、教师根据巡视的情况，进行讲评再强调。

8、再读词语，巩固书写。

9、教师：在这些词语中，有三个成语，我们一起读一读。

10、指名说说成语的意思。

11、指名用这些词语造句（选3——4个连词成段）

二、读读记记

1、学生自由地读一读。

2、指名读，集体评议。

3、教师出示下列词语，指名读，并说说这些词语的意思。



4、再读词语。

三、学习收获

回顾课文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用自己的语言概括，
加深对“词语盘点”中词语的理解并运用。

四、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又积累了许多词语，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它们记在脑海里，并能在日常的表达
以及习作中灵活运用它们。

五、布置作业

把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抄写两遍，并让家长听写。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篇三

【导语】本站的会员“欧阳锋”为你整理了“人教版六年级
语文上册教学反思集锦”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在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自己思考，文中闰土分别告诉
了“我”哪几件事情。学生由于课前预习，很快地就说出了
文中的四件事：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瓜刺猹、看跳鱼儿。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心里十分清楚，学生的这些答案无非是
自己看了相关的参考书。看似学生的回答让我很满意，然而
我对于这样的结果却是很失望的。如果学生不懂得解决此类
问题的方法，那么在今后的学习或考试中遇到相类似的题目，
学生可能还是不会。于是，我就反问了学生：你是怎么得到
这样的答案的？大部分学生一下子就被我问住了，竟说不出
个所以然来。接着，我告诉了学生对文中故事拟小标题的方
法。我先让学生自己比较这四个小标题，它们之间有什么共



同点。有的学生很快就发现了这四个小标题中，每个标题都
有一个动词。我引导着学生原本完整的标题应该是“谁（什
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状态）做什么”，因为主语是
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省去 了。在我的引导之下，大部分学生
都懂得了拟小标题的方法。为了进一步地使学生学会相关的
方法，我立刻引导学生进行实践巩固。我让学生们自己阅读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分别给文中的四个事件起一个小标
题。学生将所学习到的方法进行了较好地运用，很快就拟好
了四个小标题，分别是：谈《水浒传》、笑谈“碰壁”、救
助车夫、关心女佣。为了使学生进一步地熟练掌握，我又向
学生出示了鲁迅《藤野先生》中的两段话，分别让学生进行
拟小标题。学生很快就拟好了两个标题，分别是：修改讲义、
纠正解剖图。通过这样反复地实践练习，班上的大部分学生
基本上掌握住了给文中故事拟小标题的方法。

学习完拟小标题这个内容之后，我又向学生抛出了一个问题：
在这篇文中，“‘我’认为闰土是个什么样的人？”学生通
过预习和思考后，也分别说出了闰土是一个机智勇敢、见多
识广的人。接着，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雪地捕
鸟、海边拾贝、看瓜刺猹、看跳鱼儿这四件事有没有内在联
系？在学生自己的思考和交流及我的引导之下，学生明白了
这四件事都是为了突出闰土的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品质。
接着，我又让学生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先让他们找出
文中的中心句。学生很快找到了文中中心句是最后一段“的.
确，我的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
想得多。”我又让学生思考文中的四件事与这个中心句的内
在联系，学生很快就说出了这四件事都是为了突出鲁迅先生
是一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紧接着，我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少年闰土》中，加
上一个故事写闰土读书非常用功；《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
加上一个故事写鲁迅一生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很多粉
丝。你觉得合适吗？学生纷纷说道不合适，因为与文中所要
表现的人物品质不统一。我又让学生回到文中，比较一下四
个故事作者在写的时候着重点是否一样。学生很快发现了，



《少年闰土》中重点写“看瓜刺猹”的故事，《我的伯父鲁
迅先生》重点写“救助车夫”的故事。我告诉学生，用几个
不同的事件来突出一个人的品质时，每个事件指向的都应是
人物的同一品质，并且几个不同事件在写的时候要抓住最突
出的事件来写，这便是文章的写作思路。

学生懂得之后，我让学生自己思考，如果你要写某个同学，
你准备用几个不同的事件来突出他的品质，你打算怎么写。
学生经过讨论交流之后，分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整个构思
比较清晰合理。

六年级语文上册《穷人》教学反思

六年级上册语文教学工作总结苏教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

六年级上册数学教学反思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篇四

《春的消息》是一首写景抒情的儿童诗，语言简洁，节奏明
快，读来琅琅上口，是学生积累语言的好材料。“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是本堂课的一个主要教学目标。教
学中，我分“读通课文，读出感受，记诵诗句”三个层次，
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课文，帮助学生在读中体验、感受。每一
次读都有不同的要求、明确的目标，螺旋上升，步步提升。
学生从读得不熟练，到读得流利乃至于读出感情，实实在在
地经历了整个读书过程。学生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充分地
触摸语言，感悟文本，表达情感。

其次，采用写一写的方式，通过运用语言，将观察能力与表
达能力有机结合，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在教学结尾处，



我让学生结合平时对生活的观察，说说春天里还有哪些特有
的景物并谈谈发现春天已经来临时的心情，最后用儿歌的形
式写一写自己喜爱的春天，目的就在于：希望学生通过用眼
看，用嘴说，用手写，使听说读写能力均得到提高。让学生
通过课后当当小诗人，小画家，小歌手，小收藏员……让课
堂无限延伸，在平时的生活中也能快乐的寻找春天。

湘教版语文六年级下期教学反思篇五

《春到梅花山》是一篇写景文，第一段写了梅花盛开时的动
人景象，第二段写了人们对梅花的喜爱之情。教学的重点是
感受梅花开放时的动人景象，借助课文中的插图，紧扣词句，
指导孩子们边想边读，比较容易入境入情，读来生动而有感
情。最难的倒是最后一句比喻句“一到休息日，通往梅花山
的大道上，便涌动着看花的人流，梅花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是这样讲解的：你们从哪里看得出“人们喜爱报春的梅花？
刚开始，他们不明白，只是重复读这一句中心句。他们心里
大概在想，课文中说喜爱啊！不过，也有能够明白我意思的，
小年龄的操丹感悟能力特别强，马上就说了“通往梅花山的
大道上涌动着看花的人流。我追问：“这句话哪里可以看出
人们喜爱梅花？操丹语塞了。这句要理解的确有点难度，我
不为难她了，便开始带着他们分析。我板书了“涌，指名读，
并想想什么意思？孩子们大多都知道“涌与水有关，我补充
说道：“一般的水缓缓地流动，等到水特别多，特别急时就
叫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