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思品教学计划人教版(通用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
加有条理地进行工作和生活，提高效率和质量。这里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六年级思品教学计划人教版篇一

1.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学习用品来之不易，纸张是宝贵的
资源；懂得爱惜学习用品，才能使学习用品更好地为自己的
学习服务。

2.激发学生对学习用品的爱惜之情。

养成教育训练点

教育学生从小养成爱惜学习用品，节约用纸，不乱扔，不浪
费，不故意损坏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1.使学生懂得爱惜学习用品，节约用纸，不乱扔，不浪费，
不故意损坏。

2.使学生知道为什么要爱惜学习用品。

教具准备：有关课件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东西是学习用品吗？

我们的学习离不开学习用品，它们是我们学习的好伙伴。

【讲授新课】

一、学习的好伙伴（板书）

2.学生交流

4.学生说说。

（课本上画的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学习用品，都是为我们
学习服务的，是人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我们应该
爱惜它们。）

二、爱惜学习用品（板书）

2.学生交流

（学生年龄小，理解“练习本的来历图”可能有些困难，老
师可做必要的讲解。）

4.给学生讲“铅笔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书本来之不易”
的知识。

（其它学习用品和练习本一样，都来之不易，我们都应该爱
惜他们。下面我们大家讨论一下，用过的练习本还可以干什
么用呢？）

5.学生讨论并交流

（旧的练习本我们可以送到回收站，做简单的手工，练写毛
笔字的练习本，用本子的背面进行数学题验算等等。爱惜学
习用品还需要我们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三、说一说

1.打开课本第十四页，我们看图中的同学在做什么，他们是
怎么对待学习用品的，这样做好吗？为什么？大家可以分组
讨论一下，然后说一说。

2.学生讨论交流

（老师：经过大家讨论，我们知道了：书包用脏了，及时清
洗；领到新书后给这些书包上书皮；把用过的废纸送到回收
站，这三种做法都是好的，因为他们非常爱惜学习用品。而
撕练习本叠飞机则是错误的、不爱惜学习用品的做法。）

3.说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4.老师带领同学们一起读儿歌“书本文具我爱你，就像爱护
我自己。我愿变成保护伞，每天每天爱护你。”）

【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知道了学习用品来之不易，应该爱
惜学习用品，节约用纸，不乱扔，不浪费，不故意损坏；只
有爱惜学习用品，才能使学习用品更好地为自己的学习服务。

板书设计：

4.学习的好伙伴

爱惜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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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在班集体中，能和同学交流、分享感受、想法和活动成果。

2、感受与体会到自己进步的脚印，并愿意朝着新的目标努力。

3、能够爱惜书本和文具。

德育目标：

1、通过交流与畅谈，增强努力向上的信心，逐步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2、爱护书籍，培养爱惜劳动成果的感情。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学会积累经验，不断总结自己的进步成果，增强
天天向上的信心，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学会爱惜书本和文具，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在暑假中的旅游照片、制作、作品等、心愿
卡(苹果形)、心愿树、成长袋的样子、课件、录音故事。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设计：

教师以自己的暑假生活导入----学生交流自己的暑假生活---
展示暑假作品---评选优秀作品---交流自己的心愿---成长
包---加强交流、激发信心，增强天天向上的信心。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展示自己暑假的一些旅游照片、作品，同学们，你们在
暑假里兴的事是什么?学到了什么本领?下面就请大家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交流。

二、小组进行交流，和同桌一起分享快乐。

1、交流自己兴的事。

2、交流暑假中的作品。

三、我们快乐的暑假生活

1、设置几个小组，每组为一个展台，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分类
摆放在九个桌上，每个桌上摆上一个字组成“我们快乐的暑
假生活”

2、指名讲讲作品中的故事

3、评选出优秀作品，每人发给九朵小红花，在每个组中选出
一件你最满意的作品，把花投进相应的小盒中。

4、把优秀作品做成展板。

四、美好的小心愿

1、我们的暑假过的真是丰富多彩，暑假已经过去，我们又迎
来了新的一学期，我们已经升入了二年级，我们有许多美好
的心愿，你的心愿是什么?交流自己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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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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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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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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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