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模板9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一

1、能进入角色品读剧本第二幕，为课后表演做好准备。

2、感悟廉颇和蔺相如的性格特点，懂得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3、积累词句，丰厚学生的语文底蕴。

进入角色品读课文，说好台词。

1、练读第二幕。

2、课件。

一、复习铺垫

蔺相如：忍辱负重、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大公无私、宽容
大度、一心为国

二、初读剧本

1、过渡：读了剧本的第一幕，廉颇和蔺相如留给我们的印象
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到了剧本的第二幕，随着故事情节的
不断发展，廉颇和蔺相如还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呢?请同
学们大声地朗读剧本的第二幕，一边读一边体会。



三、角色品读

1、过渡：像这样的廉颇和蔺相如，他们的台词我们应该怎样
来读呢?从他们的台词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什么呢?怎样才能
通过他们的台词把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呢?
这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2、感悟方法

〔幕启。几天以后。蔺相如在客厅踱步。一会儿，韩勃匆匆
走上。〕

韩 勃 (紧张地)大人!大人!

蔺相如 什么事?

韩 勃 廉将军来了!

蔺相如 (奇怪地)什么，廉将军来找我?

韩 勃 廉将军他没穿上衣，还背着一根荆条呢。

蔺相如 快请廉将军进来!

韩 勃 是!

教学思路：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二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课文资料，
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由来。

2、透过朗读理解剧本语言，体会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
大局的品质。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能分主角朗读课文。

1.认识剧本这种文学形式。

2.透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个人恩怨、委曲
求全的博大胸怀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简单提示阅读剧本的一般方法

这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是一个剧本。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我们以前学过什么剧本？（四年级下册的独幕剧《公仪休拒
收礼物》）剧本的一般特点是什么？阅读剧本的基本要求是
什么？（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剧本中的
人物。剧始和剧终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人物活动
状况，剧中的小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
本一般都是透过人物的语言，如对话、内心独白，来推动故
事的发展，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阅读时，要仔细品味人物
语言，弄清故事情节，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2、板书课题，启发谈话。

教师板书课题：《负荆请罪》。

学生齐读后师问：“荆”是什么结构？右边的“刂”表示什
么意思？左上角的`“艹”证明了什么？而“开”又告诉了我
们什么？（师相机介绍荆这种植物：荆，是一种落叶灌木，
它叶柄很长，叶片成手掌形，生有蓝紫色的花。



荆的枝条韧性很大，是编织箩筐、篮子的好材料。它之所以
被用来作打人的刑具，可能也是由于它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吧，
毕竟用它来打人不容易折断。另外，由于有的荆上长有刺，
与它共同生长在山野的棘也长有刺，人们又把荆、棘相提并
论，比作艰难险阻、障碍重重，有成语为“披荆斩棘”，比
喻在前进道路上或创业过程中扫除障碍，克服困难。“负”
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背着）让学生试解释“负荆请罪”
这个成语的意思。（背着荆条向对方请求责罚，期望得到对
方的原谅。）

看了课题，你明白谁向谁请罪吗？为什么请罪？请罪的结果
怎样？我们读完这个剧本就明白了。

二、自读课文，疏通词句

1、自由轻声读，要求：

（1）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3）边读边思考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生字。

（2）分析并指导书写“廉、惧、庸”等生字。

（3）指名读课文，适时正音。

（4）联系课文理解词义。

厉害：难以对付。



惧怕：害怕。

宽恕：宽容。

昏庸：糊涂而愚蠢。

府邸：指旧时高级官员的住所。

上卿：战国时，诸侯的高级长官称卿，分上中下三级，上卿
职位最高。

门客：古代寄食于豪门贵族之家并为之服务的人，又称为食
客。

针锋相对：针尖对针尖，比喻双方在观点、言论、行动上尖
锐对立。

唇枪舌剑：嘴唇像枪，舌头似剑。形容论辩时言辞锋利，争
辩激烈。

宽容大度：形容心胸开阔，度量大，能容人，能容事。

负荆请罪：背着荆条去请罪，表示愿意受责罚，也表示向人
认错赔罪。

三、感知课文，理清脉络

1、理解“负荆请罪”。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

（2）谁向谁请罪？

（3）为什么要请罪？



（3）结果怎样？

2、默读课文，想一想：这两幕剧讲了什么？它们之间有着怎
样的联系？

四、课堂小结，学生用钢笔进行生字描红。

五、作业

抄写词语、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板书课题，复习检查

1、板书：负荆请罪

学生读课题。

2.师问：

“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于什么？（历史
故事）

、谁向谁请罪？（廉颇向蔺相如请罪）让学生说说他们分别
是什么人。（师明确：一个是战功卓著，一个是谋略过人，
一个是大将军，一个是上卿，但同时他们都是赵惠文王的肱
股之臣，是赵国的擎天支柱。）

过渡：廉颇为什么请罪？他是怎样请罪的？结果怎样？从故
事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启示？这节课我们就来解决这几个主
要问题。

二、精读剧本第一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资料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有不懂的，也请在相应的地方做
上记号。

2、群众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重点讨论：从这段中，你认为蔺相如是一个怎样的人？廉颇
呢？你喜欢谁？为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廉颇：冲撞心胸狭窄

蔺相如：避让宽容大度

4.学生分主角朗读第一幕资料，一男生读蔺相如，一女生读
韩勃，其他学生读方括号里的资料，师读课题及报幕。

三、精读剧本第二幕

1.自由读这部分资料，找出廉颇评价蔺相如的那句话，齐读
这一句，思考：为什么说蔺相如“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
大度的人”？联系这两幕的相关资料来说。

2.在这一幕中，你对廉颇的态度怎样？为什么？（喜欢他了。
国为他知错就改。）

3.讨论：廉颇为什么对蔺相如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他最终明白了蔺相如避让他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怕他，而是
为了赵国的缘故。他深感自己当初的一切是多么的无知与荒
唐。于是亲自上门，负荆请罪。）

结合学生的回答，师板书：



廉颇：请罪知错就改

蔺相如：相迎深明大义

四、总结：学了本文后，你有哪些收获？根据学生的回答，
师引导学生编写对联来概括人物的品质。

蔺相如——唇枪舌剑斗秦王，宽容大度让廉颇。横批：一心
为国

廉颇——心胸狭窄小巷相遇来冲撞，知错就改相府门前负荆
条。

横批：国家至上

三、作业

将课文改写成一篇记叙文或者改编为一出三幕剧。

板书：

负荆请罪

廉颇-冲撞-请罪-心胸狭窄-知错就改

蔺相如-避让-相迎-宽容大度-深明大义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三

1、认真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通过读文，了解毛泽东、郭沫若和齐白石高尚的生活情趣
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3、认识“斟、酌、怔、敝、宗”5个字。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揭示课题，引导质疑。

1、同学们，你们知道毛泽东、郭沫若和齐白石这三位杰出的
人物吗？请你们介绍有关他们的资料。

2、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课文《争画》，亲自体验发生在这三
个人物之间的一件事。请大家齐读课题。

3、读了课题后，你有什么疑问吗？

4、学生质疑：这三个人为什么争画？争的是什么画？争画的
结果如何？

二、初读课文，初步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

1、扫清文字障碍。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
解决课文中遇到的生字词语。

宣纸：安徽省宣城、泾县生产的一种纸张，用于写毛笔字或
画国画。

中南海：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浅斟慢酌：斟，在这里指往杯子里倒酒；酌，在这里指喝酒。

其乐融融：形容气氛和谐，非常高兴。

怔：发愣。

金绫：黄色的像缎子，但比缎子薄的丝织品。

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风格。



失敬：客套话，向对方表示歉意，责备自己礼貌不周。

匠心独运：巧妙的心思独特的运用。

墨宝：指珍贵的字画。也用来尊称别人写的字或画的画。

良久：很久。

怡然自得：愉快自在的心情。

敝人：对人谦称自己。

煞有介事：好像真有这回事似的。

以壮行色：本课指齐白石希望毛、郭的题字为这幅画增添光
彩。

巧夺天工：精巧的人工胜过天然。形容技艺极其精巧。

大家：这里指著名的专家。

非白石莫属：意思是此画只能归我齐白石了。

示人：给别人看。

2、再次朗读课文，巩固字音。

3、围绕着“争画”，你能试着给课文分段吗？

第一段：（第一、二小节）齐白石亲自为主席刻了两枚印章
用宣纸包好，以示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主席在家设宴答
谢，并请郭沫若作陪。

第二段：（第三小节——“三人对视，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席间，三人争抢“废画”，表现出主席极高的艺术造诣，



郭老扎实的文学功底和齐白石老先生谦逊的风格。

第三段：（最后一节）齐白石老人得到这件珍品后经常拿出
来，深深沉思。

4、再试着给课文第二段分层，并写出层意。

第一层：（从“酒席间，三人浅斟慢酌”——“毛主席竟然
把它装裱得如此精美”）毛主席把齐白石老人用来包刻章
的“废画”装裱得异常精美。

第二层：（从“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可要下手抢
了！”）听了主席的赞扬，白石老人坐立不安，一定要重画
一张。

第三层：（从“郭沫若见状”——“把它带走了”）郭沫若
看了画作，因与“尚武”音近，所以想把画带走。

第四层：（从“且慢”——“又带进了北京”）主席陈述了
画作属于自己的理由。

第五层：（从“郭沫若这一番说明”——“禁不住哈哈大笑
起来”）齐白石请郭沫若、毛主席为画作题字，两人欣然应
允。

第六层：（从“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又一阵会
心的大笑”）拿着题好字的画轴，白石老人由衷地赞叹毛泽
东与郭沫若的艺术造诣。

三、再次感知课文的内容，分析人物的特点。

（一）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毛
主席、郭沫若与齐白石老人争着要齐白石的一幅被毛主席装
裱过的“废画”的事。）



（二）读了这个故事，你最敬佩谁？为什么？请你把有关的
语句画在书中，并记录自己的感受。

1、分析齐白石

学生可能会找到的句子：

（1）秘书遵命将画轴打开，只见这是一幅金绫装裱的纵幅国
画，上面画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形态各
异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摇头摆尾的老牛。那老牛正侧着
头，望着树上的小鸟出神。这幅画构思别具一格，栩栩如生，
颇有意境。（表现了这幅画构思巧妙，别具一格，栩栩如生，
颇有意境，可见齐白石不愧为艺术大师。）

（2）都怪我疏忽大意，用这“废画”做了包装，这画说什么
也不能给您，如果您喜欢这种笔墨，我可以回去，再给您重
画。（可见齐白石老先生精益求精的艺术作风。）

（3）说罢，他双手捧起画轴，对毛泽东和郭沫若说：“那么，
就请二位再在上面赏赐几个字，以壮行色，如何？”（可见
齐白石大师谦逊的为人。）

（4）白石老人得到这件珍品后，喜不自胜，视若瑰宝，轻易
不肯示人。只是自己不时地拿出来，默默凝视，深深沉
思……（齐白石大师由衷地敬佩主席、郭沫若先生的艺术造
诣以及对艺术的尊重。）

2、分析毛泽东

（1）这时毛泽东指着画有对郭老说：“此画颇有气势，出笔
不凡。你看，这一笔，从牛头至牛背再到牛尾，一笔勾出，
匠心独运，天衣无缝，足见画家功力过人啊！”（不难看出
主席对国画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



（2）“且慢！”毛泽东大手一挥，扯着画轴的另一边，也微
微一笑，说：“诗人不要夺人所爱，请你再仔细看看。那上
面明明标的是本人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快请放下吧!
（主席从画面中的内容，想到了自己的名字，可见主席有极
强的想象力、洞察力。）

（3）郭老一定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便不再推迟，接过郭老
递上的毛笔，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丹青意造本无法”
七个大字一挥而就。（主席的深厚的文学底蕴在这里显示无
遗，证实了主席才思敏捷、出手不凡的气度。）

3、分析郭沫若

（1）“树上画了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说到
“上”和“五”两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可见郭
沫若想象力异常丰富。）

（2）郭老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含蓄的作家。他的含蓄表现在
他轻易不说话，而在争画的关键时刻却“据理力争”。他的
才华出众表现在与毛泽东对诗这一段。“对仗极为工整，可
谓一丝不苟，巧夺天工！”足以表现他的才华。

四、总结课文。谈出自己的感受。

1、同学们，读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感受呢？

懂得应该珍惜朋友间的感情，朋友之间要相互尊重，尊重他
人从尊重他人的物品做起。

2、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语句读一读。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四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联系课文内容，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和由来。

3、学习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大局的精神品质。

1、感受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大局的精神品质。

2、在分角色表演中表现人物特点。

教学课件

一、读题激趣，质疑导课。

1、板书课题，齐读。

2、理解成语，谁来说说它的意思。（背着荆条上门请罪。表
示诚恳地赔礼道歉。）负：背着。

3、课文写的是谁向谁负荆请罪？（板书：廉颇蔺相如）

4、课前同学们查阅了资料，你知道这个故事出自哪里吗？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故事。

二、体会人物精神品质。

1、剧本是可以用来演的，但是要演好人物，首先要了解这个
人物。

这个剧本中出现了几个人物？(补充板书：韩勃)谁是主要人
物？（蔺相如、廉颇）

2、我们先来分析这两个人物，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一想，
蔺相如是个怎样的人？廉颇又是怎样的人？划出有关语句，
把体现人物品质的词写在旁边。



3、学生默读课文，做记号，师巡视。

4、交流。

（1）蔺相如：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a 、从哪里看出他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

蔺相如深明大义，他知道，出示填空：

（）秦王不敢侵犯我国，（）我们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
如。

如果把第一句话倒过来该怎么说？（）我们赵国武有廉颇，
文有蔺相如，（）秦王不敢侵犯我国。

谁来读一读这段话，读出一个深明大义的蔺相如？

2 b 、宽容大度。

出示词语：笑笑，依然笑笑

从这两次笑容中，你感受到什么？（毫不介意，心胸宽广）

谁带着这样的笑容来读他的话？

廉颇负荆请罪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宽容大度吗？

从哪里感受到的？能将这一段演一演吗？可以找同桌配合。

c 、足智多谋，胆识过人。

出示句子：想当年，秦王那么厉害，您毫不惧怕，针锋相对
地跟他斗，唇枪舌剑，寸步不让，多解气！



哪些词让你感受到他特别勇敢？（毫不惧怕、针锋相对、唇
枪舌剑、寸步不让）

当年和秦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谁将课前搜集的资料说出
来听听？（学生补充完璧归赵和渑池相会的故事）

你能换种说法吗？

你知道如果将相不和，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历史证明，正是因为当时的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赵
国才平安无事。后来蔺相如退休，廉颇被秦国使反间计离开
了赵国，赵国最终被秦国所灭。所以蔺相如的“怕”不是真
的`怕，而是他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表现。

（2）廉颇：知错就改爽直豪迈

a 、廉颇做了什么错事？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他在负荆请罪之前，一定说了蔺相如不少坏话。他可能会对
别人说什么？（想象说话。）

除了负荆之外，你还可以从哪些细小的地方感受到他的诚意
呢？读一读第二幕中描写廉颇的句子，圈一圈关键词。

交流，出示第二幕中描写廉颇的句子，关键词：狠狠地实在
老迈昏庸完全。

带着诚意自己读读廉颇的话。

3廉颇是一位极有威望的大将军，但他能知错就改，登门负荆
请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掩饰自己，



做错事情了，痛痛快快地认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作为武将
的爽直豪迈的性格特点。

谁能给大家读读他的话，表现出他的诚意，也表现出他性格
爽直的特点。可以自己先练一练。

（3）韩勃：性格直率打抱不平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次要人物。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
从哪里看出来的？

他是蔺相如的门客。你们知道什么是门客吗？

他为主人受到的委屈而气愤而不满。请你在第一幕找一找他
的话，来表现他的气愤和不满。

指名读，注意表情。

三、补充动作、表情，为表演做好准备。

怎样将故事表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呢？除了圆括号给的
提示，我们还可以加进自己的理解，进行补充，在细小的地
方都可以写一写人物的表情、动作。做好这样的准备，演起
来才得心应手。

尝试在第一幕补充表情、动作。

四、课堂练习

完成小练习册。

五、作业安排

将两个故事适当的地方做好补充，课后排练，下节课准备表
演。



5、负荆请罪

蔺相如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廉颇知错就改、爽直豪迈

韩勃性格直率、打抱不平

《负荆请罪》是一篇历史小话剧，我从理解课题出发，题目
是文章的眼睛。理解了“负荆请罪”的意思，就理解了文章
的大意。谁请罪，为什么请罪？带着问题去学习课文。接着，
我让学生说说本篇课文与平时学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借机了
解戏剧、剧本等相关知识。

4学生大都能理解。我告诉学生，要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就
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来体现。课余，我还组织学
生演课本剧，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高年级的阅读教学，我认为不能什么都讲，这样不但时间不
够，而且教师也讲得很累，应选择一个重点，组织学生训练，
使学有所获。教学中，我觉得只有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是很糟
糕的，学生的思维得不到训练，教师也不知学生心里想些什
么，教学就会显得盲目。所以，教师要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
生的参与度，使学生可以畅所欲言。阅读教学不能把理解课
文内容作为唯一的目标，应与习作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因为
每一篇课文其实就是一篇很好的范文，值得学生去学习，只
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使阅读与写作
不脱节。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五

主要内容:课文讲是毛泽东、齐白石、郭沫若三位当代名人争
一幅画的故事。反映了几位名人高尚的道德修养。深厚的文
化底蕴。敏捷的才思和鲜明的个性。



教学重点：抓住文中人物的言行体会。感受人物丰富的知识
与情感。

教学难点：理解课文内容，展示领袖和名人的共性以及各自
独特的个性。

重难点解析：

三个人的共同特点：互敬互重、才思敏捷，酷爱艺术、有着
深厚的文化地底蕴

（从三位的相互称谓、争画的过程、争画的过程中他们的语
言动作表现出来的）

毛泽东：风趣幽默、纯真。

郭沫若：灵活机智、善于应对。

齐白石：执著和童真。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但又是一篇较难读懂的课文。因此要
求学生读懂课文、教师抓住课文。就是要求教师抓住课文的
重点、难点使学生弄清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及事情的来龙去
脉。教师要重实际出发。

能力素质训练：

（1）词语填空。

（ ）不自（ ）（ ）的目光

一（ ）不（ ）（ ）的时候

（ ）夺天（ ）（ ）的小鸟



（ ）出（ ）外默默（ ）

心（ ）神（ ）悄悄（ ）

别（ ）一格深深（ ）

（2）从下面词语中任选两个造句。

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栩栩如声

匠心独运天衣无缝心领神会

（3）摘抄喜爱的句子。

参考资料：1、教师教学用书。

2、教案。

向你推荐的资料：

《毛泽东诗词选》《斯诺眼中的毛泽东》等。

人物简介：

齐白石：（1864——1957）中国画家，纂刻家。原名齐纯芝
字渭清号白石。曾被授于“中国人艺术民家”称号。

郭沫若：（1892——1978）中国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女神》，《屈原》，《蔡文姬》等。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六

教学目标：

1、认真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通过读文，了解毛泽东、郭沫若和齐白石高尚的生活情趣
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3、认识“斟、酌、怔、敝、宗”5个字。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引导质疑。

1、同学们，你们知道毛泽东、郭沫若和齐白石这三位杰出的
人物吗？请你们介绍有关他们的资料。

2、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课文《争画》，亲自体验发生在这三
个人物之间的一件事。请大家齐读课题。

3、读了课题后，你有什么疑问吗？

4、学生质疑：这三个人为什么？争的是什么画？的结果如何？

二、初读课文，初步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

1、扫清文字障碍。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
解决课文中遇到的生字词语。

宣纸：安徽省宣城、泾县生产的一种纸张，用于写毛笔字或
画国画。

中南海：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浅斟慢酌：斟，在这里指往杯子里倒酒；酌，在这里指喝酒。

其乐融融：形容气氛和谐，非常高兴。



怔：发愣。

金绫：黄色的像缎子，但比缎子薄的丝织品。

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风格。

失敬：客套话，向对方表示歉意，责备自己礼貌不周。

匠心独运：巧妙的心思独特的运用。

墨宝：指珍贵的字画。也用来尊称别人写的字或画的画。

良久：很久。

怡然自得：愉快自在的心情。

敝人：对人谦称自己。

煞有介事：好像真有这回事似的。

以壮行色：本课指齐白石希望毛、郭的题字为这幅画增添光
彩。

巧夺天工：精巧的人工胜过天然。形容技艺极其精巧。

大家：这里指的专家。

非白石莫属：意思是此画只能归我齐白石了。

示人：给别人看。

2、再次朗读课文，巩固字音。

3、围绕着，你能试着给课文分段吗？



第一段：（第一、二小节）齐白石亲自为主席刻了两枚印章
用宣纸包好，以示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主席在家设宴答
谢，并请郭沫若作陪。

第二段：（第三小节——“三人对视，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席间，三人争抢“废画”，表现出主席极高的艺术造诣，
郭老扎实的文学功底和齐白石老先生谦逊的风格。

第三段：（最后一节）齐白石老人得到这件珍品后经常拿出
来，深深沉思。

4、再试着给课文第二段分层，并写出层意。

第一层：（从“酒席间，三人浅斟慢酌”——“毛主席竟然
把它装裱得如此精美”）毛主席把齐白石老人用来包刻章
的“废画”装裱得异常精美。

第二层：（从“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可要下手抢
了！”）听了主席的赞扬，白石老人坐立不安，一定要重画
一张。

第三层：（从“郭沫若见状”——“把它带走了”）郭沫若
看了画作，因与“尚武”音近，所以想把画带走。

第四层：（从“且慢”——“又带进了北京”）主席陈述了
画作属于自己的理由。

第五层：（从“郭沫若这一番说明”——“禁不住哈哈大笑
起来”）齐白石请郭沫若、毛主席为画作题字，两人欣然应
允。

第六层：（从“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又一阵会
心的大笑”）拿着题好字的画轴，白石老人由衷地赞叹毛泽
东与郭沫若的艺术造诣。



三、再次感知课文的内容，分析人物的特点。

（一）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毛
主席、郭沫若与齐白石老人争着要齐白石的一幅被毛主席装
裱过的“废画”的事。）

（二）读了这个故事，你最敬佩谁？为什么？请你把有关的
语句画在书中，并记录自己的感受。

1、分析齐白石

学生可能会找到的句子：

（1）秘书遵命将画轴打开，只见这是一幅金绫装裱的纵幅国
画，上面画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形态各
异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摇头摆尾的老牛。那老牛正侧着
头，望着树上的小鸟出神。这幅画构思别具一格，栩栩如生，
颇有意境。（表现了这幅画构思巧妙，别具一格，栩栩如生，
颇有意境，可见齐白石不愧为艺术大师。）

（2）都怪我疏忽大意，用这“废画”做了包装，这画说什么
也不能给您，如果您喜欢这种笔墨，我可以回去，再给您重
画。（可见齐白石老先生精益求精的艺术作风。）

（3）说罢，他双手捧起画轴，对毛泽东和郭沫若说：“那么，
就请二位再在上面赏赐几个字，以壮行色，如何？”（可见
齐白石大师谦逊的为人。）

（4）白石老人得到这件珍品后，喜不自胜，视若瑰宝，轻易
不肯示人。只是自己不时地拿出来，默默凝视，深深沉
思……（齐白石大师由衷地敬佩主席、郭沫若先生的艺术造
诣以及对艺术的尊重。）

2、分析毛泽东



（1）这时毛泽东指着画有对郭老说：“此画颇有气势，出笔
不凡。你看，这一笔，从牛头至牛背再到牛尾，一笔勾出，
匠心独运，天衣无缝，足见画家功力过人啊！”（不难看出
主席对国画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

（2）“且慢！”毛泽东大手一挥，扯着画轴的另一边，也微
微一笑，说：“诗人不要夺人所爱，请你再仔细看看。那上
面明明标的是本人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快请放下吧!
（主席从画面中的内容，想到了自己的名字，可见主席有极
强的想象力、洞察力。）

（3）郭老一定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便不再推迟，接过郭老
递上的毛笔，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丹青意造本无法”
七个大字一挥而就。（主席的深厚的文学底蕴在这里显示无
遗，证实了主席才思敏捷、出手不凡的气度。）

3、分析郭沫若

（1）“树上画了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说到
“上”和“五”两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可见郭
沫若想象力异常丰富。）

（2）郭老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含蓄的作家。他的含蓄表现在
他轻易不说话，而在的关键时刻却“据理力争”。他的才华
出众表现在与毛泽东对诗这一段。“对仗极为工整，可谓一
丝不苟，巧夺天工！”足以表现他的才华。

四、总结课文。谈出自己的感受。

1、同学们，读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感受呢？

懂得应该珍惜朋友间的感情，朋友之间要相互尊重，尊重他
人从尊重他人的物品做起。



2、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语句读一读。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七

一、教学目标

（一）初读课文，了解“将”、“相”分别指的'是谁，全文
共讲了哪几个故事。

（二）自学本课生字词，理解“理屈”、“示弱”、“能
耐”、“绝口不提”、“完璧归赵”这几个词语的意思。

（三）按不同故事内容给文章分段。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一）自学和理解本课生字新词。

（二）按不同故事内容给课文分段。

三、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引发兴趣。

教师可以先板书课题，让同学齐读，之后问：看到课题，你
们想知道什么呢？设计这个问题，实际是在引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等他们提出一些问题，诸如：我想知道“将”
和“相”是谁；我想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和好等；教师可以适时激趣。请你们自己先读读
书，看能否找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二）学生初读课文之后，再给他们谈论的时间，然后教师
再给一些时间让同学们读一遍书，不认识的字标出来，并借
助字典和生字表自学。



1、指导读准字音。本课的生字虽然不多，只有7个，但有好
几个都是学生特别容易读错字音。允、颇、侮。

2、指导认清字形。本课有许多生字的字形都容易错，可采
用“以熟带生”的方法掌握字形。如“璧”与“壁”相
近，“壁”是熟字，墙壁，与“土”有关，所以是“土”字
底。而“璧”是一种宝玉，是无价宝，所以下面是“玉”。如
“允”与“充”相近，“侮”与“悔”相近，“颇”
与“波”相近，教师一定要指导同学进行区分，从而记住字
形。

3、理解词意。因为书后有一道题就是要求同学们理解词意的，
所以教师可以提出让同学查字典或词典理解词意。无价之
宝——形容物品特别珍贵，用多少钱也买不到。完璧归
赵——璧，古代玉器的一种，平圆形，中间有孔。本课的和
氏璧，指的是用楚国人卞和氏发现的一块玉制成的璧。“完
璧归赵”指把和氏璧完好地送回赵国。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
表示物归原主。理屈——理亏。绝口不提——因回避而不说。
示弱——表示比对方软弱，不敢较量。推辞——谦让不干。
抵御——抵挡，抵抗。理直气壮——理由充分，说话有气势。
能耐——技能，本领。攻无不克——攻城夺池，没有拿不下
来的。战无不胜——形容强大无比，每战必胜。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这两个成语多指善于打仗。负荆请罪——负。背着。
荆，荆条，用来打人的东西。本课指廉颇光着上身，背着荆
条，到蔺相如家请罪。现用来表示向人认错赔罪。同心协
力——协，合。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三）三读课文，把“将”、“相”的名字用________画下
来，同时想一想，这篇文章讲了几个小故事？学生读完之后，
找人回答这几个问题：“将”指的是廉颇。“相”指的是蔺
相如。本文一共讲了三个小故事。第一个：可以用“完璧归
赵”来概括。第二个：可以用“渑池之会”来概括。第三个：
可以用“将相和好”来概括。



（四）统观全文，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意。

全文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1～10）自然段，写蔺相如出使
秦国，机智勇敢，保护国宝，立了大功。第二段（11～15）
自然段，写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不畏强权，维护国威，又立
新功。第三段（16～18）自然段，写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
好。

（五）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抄写字词。

2．想一想每个小故事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八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词，抄写自己喜欢的句子。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知道这块琥珀的形成过程以及想象的`依据，
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想象能力。

4、了解本课叙述的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

琥珀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的条件。

教学准备：

收集有关琥珀的资料。



课时安排：

2课时。

一、揭示课题，质疑

1、揭题，板题。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可能提出的
问题：琥珀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发现的？）

2、认识琥珀。交流课前搜集的有关琥珀的资料。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过渡：课文讲的这一块琥珀跟一般的琥珀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在文中找出描写这块琥
珀的样子的语句。

（有两个小东西关在里面呢，一个苍蝇，一个蜘蛛。透明）

过渡：你们想知道这么漂亮的琥珀是怎么形成的吗？课文哪
些内容讲了琥珀的形成过程？请找出来。（第2至12自然段）

三、学习琥珀化石形成部分。

过渡：琥珀的形成也就是由松脂球的形成和化石的形成两部
分组成。那么课文哪几个自然段介绍了松脂球的形成条件？
（2至9自然段）

（一）默读课文2至9自然段。思考：松脂球的形成需要哪些
条件？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1）松树林。（琥珀是松脂化石，要具有松脂这个条件，必
须在松树林里。）

（2）天气炎热。（松树要渗出厚厚的松脂，还要不断地往下
滴，没有火辣辣的太阳是不行的。只有在炎热的夏天才会有
高温照射，才能流出松脂。）

（3）蜘蛛正扑过去准备吃掉苍蝇。（这个珍奇的琥珀就在于
它里面恰恰有两个小昆虫在一起。）

（4）松脂不断往下滴，把苍蝇和蜘蛛一齐包在里头才能积成
球。

3、大家把形成松脂球的四个必需条件都找到了。作者对它们
的描述，使得故事情节不但合情合理，而且生动有趣。现在
请大家有感情地朗读这部分内容，找找看，哪些地方写得好，
好在哪里。

4、感情朗读好句或好段

（二）学习化石的形成的部分

自由读第10至12自然段。

（1）问：我们已经学习了《黄河象》，还记得古生物要变成
化石必需有几个条件吗？

（a陷入淤泥里被河水淹没。b尸体腐烂了被埋在地底下。c岁月
漫长。d地壳发生过变化。）

（2）默读课文，看看松脂球变成化石是否也具备了这几个条
件，画出有关的句子。

1、讨论交流。



2、师小结。

变成化石的条件：

a、时间长。

b、陆沉水漫。

c、松树腐烂。

d、泥沙掩埋。

3、指导朗读这部分的内容。

四、延伸并总结

课文中描写的琥珀还有可能是怎样形成的？你是怎样想象的？
大家都说得很好，那么这块琥珀是谁发现的呢？下一节课我
们继续学习。

五、布置作业：

按一定的顺序，简要复述这块琥珀形成的过程。

六年级语文微型课教案分钟篇九

1、朗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语。

2、了解我国古代书法家及其书法特点。

3、激发学生热爱书法艺术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揭题:

1、“名碑”指什么?

2“荟萃”什么意义?

二、检查生词预习情况情况

三、朗读文章，整体感知，理清层次。

1、课文写了什么?

2、怎样来写的呢?

3、学习第一部分。

4、分组学习第二部分，4人一小组

第一大组学习王羲之;

第二大组学习欧阳询;

第三大组学习颜真卿;

第四大组学习柳公权;

朗读课文，并且说出每位书法家的书法特点。(朗读5分钟)

特点：

王羲之：博采众长、潇洒清秀

欧阳询：骨气劲削、法度严整

颜真卿：端庄雄伟、遒劲郁勃



柳公权：骨力遒劲、结构严谨

每个大组要1组同学来汇报。

5、你最喜欢哪一种字体?请你找到自己的伙伴，一起来担任
碑林的解说员，解说你最喜欢的那一个作品。

6、你们刚才介绍的名家，他们的作品在西安碑林中都有收藏。
这些名家书法艺术风格独特，字文皆美，因此，课文中的最
后一段这样说——齐读最后一段。

7、结合板书总结全文

四、谈谈你的收获(内容、思想、写作方法)

1、交流内容上的收获。

2、交流思想上的收获。

3、交流写作方法上的收获。

五、课后作业

六、通过课文的学习，我们领略了四种书体，你们知道还有
哪些名家名碑?欣赏图片。

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办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西安的这座书
法艺术宝库?请你为西安碑林设计一条广告语。交流。

板书设计

5、名碑荟萃

王羲之潇洒清秀



欧阳询骨气劲峭法度严整

颜真卿端庄雄伟遒劲郁勃(艺术瑰宝文化遗产)

柳公权骨力遒劲结构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