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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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3、学习课文有顺序、详略确得当的写法。

【教学重点】：了解老北京春节风俗习惯，感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教学难点】：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
当的

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教学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喜欢过春节吗?说说理由。(唤起学生对春节
热闹气氛的回忆。)



2、今天，我们跟随作家老舍，走进老北京，过一个韵味十足
的春节，感受民风民俗和魅力十足的年文化。(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自由读通课文

(1)把自然段标出来。

(2)把生字读正确，句子读通顺，并同桌间互读检查。

(3)想一想：北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这
是一个________的春节，)

2、理清脉络

(1)默读课文(快速浏览)，边看边画出：作者写了春节中哪些
重要日子活动，画出表示时间的词语。

(2)交流汇报

北京的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结束?

3、分清文章详略

老舍老生写了七天的风俗，在这七天风俗中，又重点写了哪
几个时间?(腊八、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

三、深入详写片断，感受北京春节的热闹，体会作者的表达
方法。

在老舍老生详写的四天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天呢?深入地读一
读，勾画出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结合自己过年的感受，做
一些批注，准备和大家交流。



四、总结拓展，升华感情

部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感悟作者语言的魅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

1、课前搜集资料，了解时代背景，把握课文主旨、

2、通过反复读文，在读中体验，在读中感悟、

3、通过小组学习，体会祥子的性格特征、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体会祥子的性格特征、

2、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

1、学习作者描写人物的方法、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

1课时、

2、谁能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指名学生回答，教
师指导，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作者叙述了祥子从租
车到下决心买车，经过努力工作而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的
过程、）

设计意图：通过中心话题让学生能够深入文章的字里行间去
品味、



1、小组交流、教师巡视，适时指导、

设计意图：进一步增强合作学习的能力，学生发表不同见解，
挖掘信息和潜能、

2、汇报交流结果，教师相机指导朗读、

（祥子淳朴，还可以从后来他租车拉车时的姿态可以看出来、
跑得快，座儿舒服，安全、跟别的拉车的不一样、）

学生：（祥子有心眼儿，有理想、当他有自己的打算时，不
好向别人讲，不喜欢和别人讨论，还有买新车时和老板的讨
价还价、）

（他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创立新
的生活、从"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
一千天……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
买车！"）

板书有新眼有理想

设计意图：通过反复读，体会心理描写对人物刻画的作用、

指导朗读最后自然段，体会祥子买车后的激动的心情、

设计意图：升华感情，加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1、课外阅读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2、有条件的观看电影《骆驼祥子》、

祥子买车

身体健壮



淳朴

有心眼儿

有理想

不怕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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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童谣 导入，激发兴趣

1、同学们喜欢童谣吗?老师这儿也有一首童谣，我们一起来
欣赏一下。 (出示童谣课件)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
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

2、导入：你们知道这首童谣写的是什么吗?(春节)

1、请同学们打开书，认真的朗读课文，注意以下要求(屏幕
出示要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看一看，按老规矩，
北京人是怎样过春节的?在课本上标注一下，然后小组内交流
讨论，准备汇报。

2、学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标注。

3、小组内交流讨论，释疑解惑。

4、班上交流汇报。



北京人是怎样过春节的?交流要点： 腊月初八：熬腊八粥、
泡腊八蒜

腊月初九至腊月二十二：孩子：买杂拌儿、买爆竹、卖各种
玩意儿 大人：预备过年的物品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放鞭炮，吃糖 过了二十三：大扫除，
预备足吃的

除夕：做年菜，穿新衣，贴对联，贴年画，灯火通宵，放鞭
炮，吃团圆饭，

师：(出示课件)老师听明白了，按老规矩，北京的春节从腊
月初就开始了，一直到正月十九才结束，这个年过的可真够
长的。请看大屏幕上的时间，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课文是
按时间顺序写的)同学们都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这么多的风
俗习惯，一会功夫就让我们全看明白了，这就是按时间顺序
写的好处。

(三)、研读赏析，感受年味

1、在老舍先生提到的这么多日子里，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
的? (腊月、除夕、正月初

一、正月十五)

(大屏幕出示要求)请选择春节中你印象最深的一个日子,有感
情地朗读出来。可以在旁边写一下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读给
同伴听。

2、生自由感情朗读，体味。

3、交流体会感受。 交流重点： 腊八

腊八粥：抓住“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体会



比喻的生动，老舍语言的幽默风趣以及人们丰收的喜悦，新
年的快乐，以及对来年农业生产的美好祝福。

腊八蒜：体会色如翡翠，色味双美，指导学生读“到年底，
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
要多吃几个饺子。”读出让我们垂涎三尺的浓浓的年味。

(四)、体会详略得当的表达效果

(生交流)这四部分作者写得特别详细，其它部分写得比较简
略。

2、那么，通过老舍先生的描述，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了什么
样的印象? 学生自由发言：是一个热闹的节日。 是一个喜庆
的节日。 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是一个祥和的节日。 是一个
隆重的节日。 (相机出示课件)

3、小结：老舍先生在整体介绍春节习俗的同时，着力突
出“腊八、除夕、正月初一和元宵”这四天，让春节的风俗
习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详略得当写法的好处。

(五)、拓展

同学们刚才的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独特的民风民俗，字
里行间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老舍先生的
这篇课文编成同学们喜欢的童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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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在读古诗的过程中读准“雪、灭、独、寒”4个生字的字
音，并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这4个生字。



2、能跟着录音或老师的范读，字字过目地朗读古诗。能背诵
古诗。

3、能根据画面大致了解古诗的意思，并能根据图画背诵符合
图意的诗句。

4、认识部首“雨字头”。练习描写“雪、灭”2个字。

教学重点难点：

能在老师的帮助下借助“注释”和“参考译文”大致了解诗
句的意思。体会老渔翁在寂静、寒冷的江面上孤舟独钓的情
景。

教学过程：

一、欣赏“江雪”图，学习“雪、寒”2个生字。

2、交流反馈，适时出示生字卡片“雪、寒”。

3、总结，板书古诗题目，学习“雨字头”。 师：同学们观
察得很仔细，说得也很完整。这幅画上画的是：寒冷的冬天
到了，大雪不停地下着，江边已积了厚厚的雪。今天我们要
学习一首古诗，题目是—— 板书——江雪 写“雪”时，用
红色标注“雨字头”，边写边说：第三笔是——横钩;这一点
一点的多像——小雨点啊!

师：有谁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把这部分用红笔写出来?(不知道
的，可以看看书。)

二、欣赏配乐古诗诵读，根据画面和老师的讲解大致了解诗
意。

1、播放媒体，学生赏听。



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唐朝的诗人柳宗元写的这首古诗，大
家要仔细看图，认真听录音。

2、再放媒体，老师讲解一句意思，再出示一句诗句。 师：
请大家仔细听老师讲解，再看着画，听录音，想想你明白了
什么? 师：寒冷的冬天到了，大学纷纷扬扬，山上早已不见
了小鸟的影子，山里的小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这真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师：在这冰天雪地里，有一个老
翁穿着蓑衣，头戴斗笠坐在一条小船上独自一人在江上钓鱼
呢——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3、交流听明白了什么。 先自己说说，再同桌交流。

三、指导朗读古诗

1、出示整首古诗，明确学习任务。

2、老师一句一句范读，学生跟读。

四、自由练习朗读，多种形式反馈朗读。

1、自由练读。

2、小组交流读。

3、全班交流读。

4、打擂台背诵古诗。

五、复习巩固认读生字，指导有意识记忆字形。

1、抽读生字

2、交流记字好方法。



六、巩固了解诗意。

1、根据老师讲的内容，背诵相关的诗句。

2、根据画面选择诗句。

七、指导描写“雪、灭”两个字。

部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五

1、认识7个生字。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重点感受母鸡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
体会母爱的伟大。

3、比较《母鸡》和《猫》在写法上的特点。

重点：了解作者从一向讨厌母鸡到不敢再讨厌母鸡的原因。

难点：感受母鸡爱护小雏鸡的伟大母爱。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我将主要引导学生读课文，并通过
设计问题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对文章的脉络有个大致的了。
再通过教师引读、抓住关键词等方法，深入地分析学习，从
而落实本文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过程：

最近我们学习了几篇描写小动物的文章，文章中表达了作者
对小动物喜爱之情，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永恒主题。
上一节课，我们在孟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课文《猫》。在
老舍先生的笔下，猫是一只怎样的动物呢？（生答：性格古



怪、可爱、淘气）今天我们将学习他的另一篇文章《母鸡》
（板书课题），那么在老舍的眼里，母鸡又是怎样的呢？表
达了作者对母鸡的什么态度？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
主题呢？（请一两位学生讲一下对母鸡的印象）

1、全班齐读课文。

要求：圈出新字生词

a、标出自然段的序号。b、想想作者对母鸡的态度前后发生了什
么变化？

哪些自然段是写作者讨厌母鸡的？写喜欢母鸡的自然段是？

2、反馈交流并板书。（包括学生不懂的或读错的药点拨）

过渡：为什么作者会讨厌这只母鸡，你从哪些词句中看出来
的？用笔画出来。

3、学习1—3自然段。

a、根据学生的回答点拨，深化认识：

抓住：颤颤巍巍、如怨如诉：体会母鸡无病呻吟（板书）

趁其不备、狠狠：体会母鸡欺软怕硬、暗箭伤人（板书）

就是聋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了：御用夸张的手法体现母鸡拼
命炫耀自己（板书）

b、读出母鸡以上的品行。

过渡：作者既然那么讨厌母鸡，后来为什么改变了对母鸡的
态度，你找到秘密了吗？



4、学习4—10自然段。

a、要求：自读用笔画一画，这些语句体现了母鸡什么样的魅
力与情怀？

b、点拨并让学生发挥想象，体会母鸡的勇敢、负责、慈爱、
辛苦：

母鸡可能覅怎样警告自己的鸡雏？小鸡躲在妈妈的怀抱里会
说些什么？（让学生上台模拟母鸡的想法和做法。）

a、看到这令人心灵震撼的一幕幕，作者此时还仅仅是喜欢那
么简单吗？（敬佩地读）

难怪作者会这样地赞叹道：读第九自然段

b、作者仅仅是在赞美鸡妈妈吗？带着对母爱的崇敬读。

分析第九、十自然段。

同学们，看，老舍先生通过对母鸡态度的变化，为我们塑造
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我们还学习了老舍先生的
另一篇文章《猫》。那么，这两篇文章在写法上各有什么特
点？请同学们分小组讨论。

1、交流：（1）结构上都有一个过渡句；（2）在叙述动物的
特点时，作者善于用中总分式；（3）都通过动作、神态的描
写，写出了动物的特点；（4）在语言运用上，用的是无雕饰
的生活化的'语言风格；（5）在情感上，《母鸡》是先讨厌
后喜欢，《猫》一向是喜欢。

2、师：我觉得这两篇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离不开敏锐细
致的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只要我们做生活的
有心人，也能像老舍先生这样写出优美的文章。



问题组：

1、作者笔下的母鸡是什么样子的？（画出相关语句）

2、作者刚开始对母鸡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呢？原因是什么？

比较《猫》和《母鸡》两篇课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