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 小
学六年级语文桥教学反思(汇总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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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一

?梅花魂》《荔枝》《长征》都是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这样文质兼美的课文，都让学生在读中悟境，议中悟情，写
中悟意。为了使学生更好的体会作者的情感，我们都设计
了“歌曲渲染”，“补充文章结尾”“看图写话”等环节。

我们通过这次小组教学，再一次领悟到“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读书是语文教学的根本，在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
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自然会水到渠成。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二

要允许学生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自定”所要达到的写
作目标，诸如文体、材料选择、表达手法运用、表达技巧的
借鉴等方面，不搞统一要求，也不提统一标准。一般地说学生
“自定”的目标总是较切合他们的实际水平，而且正因为
是“自定”的，若目标含有一定的挑战性，会极大地激发他
们的自觉性、征服心和自信心。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一是
可让学生变换题目写。对于同一事件，学生从不同角度，拟
出不同的题目进行写作。如“登山”，可按中心、时间、人
物、事件、感受等方面进行写作。二是可让学生从不同角度
写。从多角度认识和表达，如“校园”，可写校园的景色宜
人、过去的校园、未来的校园、校园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老师的辛勤劳动等。三是可让学生运用不同的技巧写。可按



顺序写，也可用倒序写;可先总后分也可先分后总等。四是对
课文进行补写、续写等。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三

这节语文课上的是郑振铎的名篇《燕子》。

读到第二节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燕子来
临会给春天增添许多生趣？我没有直接回答，示意他们继续
读书然后告诉我。孩子们开始读书了。一会儿，许多孩子举
起了手，我选择了一位很外向的孩子小迪。他笑嘻嘻地站起
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转向大家，高声说：你们喜欢
小燕子吗？我以为他在唤起同学的经验，暗暗为这个孩子叫
好。

没想到的是，竟有好多的孩子大声说：不喜欢！我还是没有
说什么，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理由把自己
的或者课本上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哪怕强加给的是孩子。

我示意他叫那些说不喜欢的孩子起来说说原因。几个孩子举
了手，其中有一位是很少举手的孩子小伟。而小迪就恰恰选
择了坐在他附近的小伟。一向不敢高声语的小伟竟会有这么
惊人的举动。我暗暗高兴。

小伟也是语出惊人：我以为是《环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呢。

班级里的笑声大家可以想象得出。小迪笑得尤其灿烂！

原来是有预谋的！

会飞的小燕子，我喜欢。看到大家的表现，小伟忙不迭地补
充说。孩子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课是没法上下去了。



我心里那个气呀！这不是成心和我捣蛋吗？但，我还是强忍
住自己的情绪。说：我们就以小燕子和小燕子为话题，说不
喜欢的理由、谈喜欢的原因。学生的兴趣又一次点燃了。说
小燕子的，说到了国旗事件、泼粪事件，甚至说到了当今走
红的星星们怎样摔话筒、耍脾气、作秀、偷税漏税等；说小
燕子的，说到了春天的美丽，燕子的轻盈、活泼，甚至说到
了郑振铎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和容易被感动的心灵，接着又围
绕怎样拥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进行讨论......

不知不觉一节课就下来了。

课堂是孩子的，除了正确引导，我能说什么呢？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四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更新观念，还学生以学习和发展的地
位，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对于学生五花八
门的答案，教师要充分肯定。即使学生回答的幼稚，肤浅，
甚至片面、错误，教师也切忌“一棒子”打下去，而应当热
情鼓励、引导、用心呵护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苗，这对学生的
影响将是巨大的。让学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获得审美的体验，
从而提高语文阅读的质量。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五

《手指》是丰子恺先生的`一篇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结构清
晰严谨，主题鲜明突出。是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最后一篇
课文。这篇课文比较简单，学生能够很轻松地了解五根手指
的特点。因此，在教学中我把这篇文章的教学定位为“指向
习作的教学”。

第一步，在初读课文，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之时，指导学生
要善于发现文章中的关键句。把握文章的关键句子能够帮助
我们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步，出示表格。默读课文，完成“填写五根手指长处和
短处”的表格。在这一环节，指导学生提取关键词，学习运
用关键词来概括手指的长处和短处。

通过以上两个环节的学习，培养学习把一篇文章读薄的能力。
从整体上了解文章。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步，体会作者写法：

1、以第二自然段写大拇指的这一片段为例，指导学生发现作
者运用修辞手法等来写作的方法，使文章生动具体。

2、结尾段与第一自然段对比阅读，感悟两个总写的不同。同
时也体会到文章详略分明的写作方法。

第四步，学习方法，迁移运用。学习作者总——分——总的
结构特点，学习作者运用修辞来具体生动地描写手指的方法，
分小组来写五官。孩子们兴致很高，首先可以模仿课文中的
写法，其次一个小组写一种器官，学生感觉很简单，所以课
堂上在展示时，很多孩子积极地举手发言，而且语言也非常
优美。最后布置作业，仿照本文以《五官》为题写一篇文章。
结果，交上来的作业，内容及其丰富，甚至有的学生洋洋洒
洒千字文，没有不交作业的学生。

通过这次教学，我体会到首先教师在课前要充分备课，了解
文本特点，预设科学合理的教学流程。其次，习作教学一直
是语文教学中的短板，学生感觉作文难写，教师感觉作文难
教，究其原因是教师不知从何讲起，空洞的讲解效果甚微。
如果在平时的阅读教学中适当地根据文本特点渗透习作教学
的指导，那么，在潜移默化与长期不断地练习中，学生的习
作能力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对于习作的畏惧感也会逐
渐消失。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六

本单元课文围绕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一主题，向读者
展示不同地方的民风民俗。如：老北京热闹的春节、古朴的
的藏戏以及别具一格的民居等。

《和田的维吾尔》一文，又向我们展示了维吾尔乡村浓郁的
西域风情和和田的维吾尔人热爱生活、豁达乐观的精神。为
了达到教学目的，在教学中，我设立的教学目标是：

第一、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词语的正确读音，在朗读中体会文
字之美。

第二、要求学生能通过品味文章的语言、尤其是品味富有表
现力的字、词感受维吾尔乡村的风情，并且理解和田维吾尔
的精神。为此，在教学中，在学习课文之前，我首先让学生
充分作了预习，学生广泛收集资料，课前让他们谈谈在他们
心目中的和田的样貌，从而对和田风情有个初步的了解。

教学中，通过抓中心句，重点词去理解，去品读，效果较好。
如，在学生交流了自学情况后，就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找
出能够反映和田维吾尔人性格或精神的语句。抓中心带动学
习的积极性。了解了维吾尔人的特点是：豪气与乐观的维吾
尔族，酷爱土地的维吾尔族，爱美的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的
维吾尔族。

有句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节课同样留下了
一些遗憾：对朗读的处理，我还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
特别是学生对作者用两个反问句和两个感叹号表达自己的惊
叹这一句式，只是让学生个人读和齐读两种方式，因而学生
还没有通过“读”完全体会到作者的惊叹。另外，我对学生
发言的评价用语很精炼，但不够精彩。这也是我在平时教学
中存在的缺点。



十几年的语文教学，让我发自内心地爱上语文，爱上语文教
学。我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我要和我的学生一起和语文
“回家”！

小学语文六年级第一单元测试题答案篇七

《匆匆》一文是我国作家朱自清先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
文章紧扣“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
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

这篇课文的含义很抽象，对于小学生阅读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把课文的阅读分为三个环节。

二是再读课文，弄清各个自然段大意;

三是细读课文，整体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重点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获得对文本的体验和感受。就这样，
我让学生在阅读中揣摩，在阅读中体会，在阅读中领悟，在
交流和讨论中说出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节课上
较好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

这篇课文最为感人的地方，一是其语言的优美，二是其情感
的浓厚。我把教学重点之一放在体会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上，
让学生在比较中感受到句子用修辞好在哪里。接着引导学生
深入地读，富有个性地悟，结合自己的内心情感体验去读，
去倾听作者的无奈、彷徨、伤感……树立学生珍惜时间的意
识。

最后我让学生把这篇优美的散文背下来。由于学生对文章的
体会较深刻，虽然文章较长，大部分学生在一天的时间内都
能很完整的背诵下来。因此，我认为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学



中要联系学生的生活体验，把课文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有机结
合起来，体现语文学习的综合性，这样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才能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