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通用11
篇)

通过高三教案，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明确的
规划和组织，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接下来是一系列精
心设计的四年级教案，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一

1、认识本课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摸瓜”和“送
瓜”时的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的描写，体会人物的情感变
化。

3、阅读课文，使学生懂得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做错事要
勇于主动承认错误。

4、收集身边的小故事，从故事中感悟道理。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的情感变化，感悟道理。

2、能结合生活中自己身边的小事谈感受。

自读感悟，读说结合。

课件

一、激情引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喜欢吃西瓜吗？谈一谈吃西瓜的感受吧！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一篇有关西瓜的文章。



2、板书课题——摸瓜。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3、再读课文，理清文章思路。

三、精读课文，体会情感变化

1、读课文，体会小伙伴想出办法摸瓜时的`高兴心情。

2、默读“摸瓜”部分，画出表现人物的动作、表情、心理活
动的句子，体会当时的心情。

3、为什么送瓜？体会情感变化。

四、扩展延伸，练习说话

1、文中的人物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如果换作你，你会怎么做？说一说。

五、作业

1、认读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二

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流露出的欣悦之情。



把握本文的说明方法，体味语言特色。

放飞想象，展望未来。

把握课文内容和说明方法，

体味本文的语言。

多媒体辅助教学。投影各种桥梁的图片，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帮助学生阅读文本。

朗读体味法。以读代讲，以读助讲。

讨论点拨法。以学生为中心，展开学习和讨论，提高学生思
辩能力，教师适当点拨。

延伸拓展法。围绕课后“思考和练习”二、四展开说话训练，
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对资料的搜集、整理、提升、概括
的能力。

一、导语：

从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说起。（抽学生用简洁的语言讲这
个故事）。教师板书“鹊桥”，并引申，板书文题和作者。
（播放黄梅戏《天仙配》片段，激趣）

二、读一读，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积累字词，圈点勾画，适当时作批注。
（投影字词积累）

2、齐读课文一遍。

3、把握文章内容，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



学生阅读文本，思考、交流，并与教师对话。

教师根据学生发言，板书：

第1段：“鹊桥”——引入

第2段：桥梁定义——打比方（形象化）

第3～13段：未来桥梁——作比较

三、议一议，突破重难点。

1、默读课文，思考：

a、作者在说明桥梁的三个要素时，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试
加以具体分析。

b、未来造桥会有哪些变化？未来的桥梁有哪些变化？

学生思考、讨论、交流，教师适当点拨。

点拨：桥梁的三个要素在文章第二段中已经说了，它包括：
基础、桥墩和桥面（桥梁）。

2、小结：

作者运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我们通过多媒体播放的现代
桥梁，对茅以升先生笔下的未来桥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感性
的认识。譬如作者在第7段中，写将来的桥梁造得很美，“桥
的构件不再是现在的'直直通通的棍子，而是柔和的，有如花
枝一般；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
未来造桥变化很大，速度快、质量好；造价便宜；讲究实用
和美观。未来桥梁变化：一是桥身低，但可以自动调节高度，
方便车船的过往；二是没有桥墩，即使有也是漂浮桥墩；三



是桥身弯曲，讲究美感，“九曲十八廊回”；四是袖珍桥，
便于携带，方便使用；五是“无梁飞渡”。总之，作者笔下
的未来桥梁，是集实用性、方便性、美观性于一身。

3、默读课文，体味文章的语言特色。

学生默读课文，自主品味，并与同桌交流。

4、小结：

口语化语言通俗易懂，形象化的打比方、作比较，恰当的引
用，都为文章增色。

四、拓展迁移，延伸教学。

1、课外查阅、搜集相关资料，看看作者的哪些“幻想”今天
变成了现实，并谈谈你的感想。

2、请以“的远景图”为话题，说一段话，展望某一技术今后
发展的趋势。

学生思考后进行说话训练，教师适当引导和评价。

五、课堂小结。

嫦娥奔月，是我们祖先共同的梦想。而今，嫦娥一号腾空而
起，奔向月球，带去了华夏五千年的梦幻。“一份耕耘，一
份收获”，愿明天的你们收获理想，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明天
更美好！

六、作业：

1、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三。

2、请以““的远景图”为题，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作文。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１、能正确地看拼音写词语，能根据意思写出词语，进一步
理解和积累本单元的词语。

２、训练正确地进行多种病因修改；体会排比、比喻、拟人
句子的作用，积累佳句，有余力的模仿样句写句子。

３、读懂短文，积累好词佳句，划准中心句，能将课文语言
内化为自己语言并进行说明。

教学重点：

完成第１、２、４、５（１）（２）题，继续理解积累好词
佳句。

教学难点：

准确修改病句，归纳说理。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指导并完成１——３题，掌握积累好词语的知识要求。

教学过程

一、揭题，讲清目标

进一步落实本单元“积累好词语”的训练要求，理解积累本
单元更多的词语。



二、看拼音写汉字

１、学生独立做，指名板演

２、反馈订正

三、根据意思写词语

１、完成书中练习中的４个词

２、补充下列解释：

1）青绿色的水波一起一伏地动。（）

2）招引朋友、同伴。（）

四、照样子写词语。

家家户户aabb：

活动活动abab：

闪闪亮aab：

金亮亮abb：

五、修改病句。

1、小黑板出示：

缺主语病句修改

1）从这件小事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育。

2）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读了《一件小事》使我提高了认识。

搭配不当的病句修改

1）联欢会上的音乐歌舞真好听。

2）天黑了，风雨越刮越猛。

3）小河两岸荡着醉人的桂花香。

4）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现的。

5）造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6）《养花》的作者是老舍写的。

关联词语使用错位的病句修改

7）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8）即使你是天才，却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培养。

9）尽管刮风下雨，民警总是站在马路上，指挥来往的车辆。

2、出示题目——各自阅读思考试改——四人小组议论，找出
一类病因及修改办法——个人修改订正。

2、独立完成作业本上第3题，修改病句。

3、交流讲评：说病因，讲修改办法及修改病句的结果。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１、指导完成4——4题。

２、积累佳句，划出中心句，进行说理训练。

教学过程

一、单元听写

二、读下面的句子，体会句子的写法。

1、比较下列句子的异同：

1）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2）春风吹拂着你。

3）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
趟儿。

4）桃树、杏树、梨树都开满了花。

两组句子的一、二句，句子意思都一样，但都是第一句生动，
读起来感到亲切。把春风比作慈爱的母亲的手，那多亲切。
把书上开满了花，写成花儿像人一样，赶趟儿的争相开放，
又生动又有意思。

自由读思考——同桌议论——全班交流——齐读课文中样句。

2、比较下面的句子与课文第四大段的异同。

春天是美丽的，充满着活力。你看春天万物苏醒，小草泛青，
花儿开放。春天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积极向前的力量。

相同：思想内容一致。



不同：课本中春天像娃娃，像小姑娘，像健壮的青年，很生
动很形象，也很容易懂，句子写得很美。课文中第四段读起
来有劲，越读越想读。

自读——互议——交流——齐读——小结

（教师简略讲述比喻、拟人、排比的修辞句式）

三、阅读短文

１、阅读短文，在文中划出“惊叹不已”、“前俯后
仰”、“津津有味”、“悠闲自得”的句子，联系上下文说
说词语的意思。

２、第二次阅读，划出中心句，校对说理。

３、指名读短文，思考第3小题。

出示说话训练的借用句式和词汇：

之所以……是因为……既……又……只有……才……

自由说——指名说——评议学说

四、课堂练习

完成课堂作业本

五、补充练习

2、模仿第4题写句子：

1）夏天的太阳像。

2）西北风像。



3）满天的星星。

4）当烈日炎炎的时候，树木为我们；当我们；当工厂喧嚣的
噪音向城市袭来时，树木为我们，绿叶你真是。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四

《草原》一课是北师大版小学四年级语文上册教材第三单元
中的一篇课文，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以他亲身经历和感受写
的一篇访问记，《草原》教学设计。文章记叙了他第一次访
问内蒙古草原时看到的美丽景色以及受到蒙古同胞热情欢迎
的情景。学生通过学习景美、人美两部分，体会隐藏在文字
背后的人文内涵。透过文字使学生感受到环境与生命相互依
存的关系，体会到蒙汉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感受到祖国是
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学会9个生字，会认3个字，能正确读写勾勒、骏马、迂腐、
鞭子、疾驰、墨线、无际、拘束、摔跤、襟飘带舞等词语。
背诵课文一、二自然段。

2、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草原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理
解"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的意思。受到热爱祖
国和民族团结、和谐的教育。

3、有感情地朗读草原美丽景色的段落，并且能背下来。

4、在草原自然美和人情美的熏陶下培养美感。初步感悟作者
的表达方法。

1、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展开丰富的想象，在脑海中再现课文
中描述的精彩情景，体会句中所含的意思。

2、理解"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的意思及在表
达上的作用。



1、同学们你去过草原吗？（指名回答）你知道草原是什么样
子的？（指名回答）

2、那么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先
生写的《草原》一课，一起感受一下草原的美景。

1、这篇课文是老舍爷爷写的，关于老舍你知道多少呢？教师
相机简介作者老舍。

2、我们以前学过他的什么文章？教师引导学生回忆以前学过
的老舍的文章。（《老北京的春节》、《鸟的天堂》等）

3、老舍爷爷一生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文章，是我国著名的语言
大师，学习他的文章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后。

2、草原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子？结合自己得到理解来谈一
谈。（指名回答）

3、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1961年夏天老舍先生访问陈巴尔虎旗的经过）

4、本篇课文作者写了草原哪几个方面的情况？

（本文主要写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风景很美，一是草原人
民的热情，教案《《草原》教学设计》。）

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归纳，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并板书。

板书：风光美、人情美。

5、课文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表现了作者对草原和草原人民的热爱，歌颂了蒙汉两族人
民的深厚友情。）

1、作者老舍初到草原的感受是独特的，你来读读课文的第一
自然段，看看课文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描写了草原之美的？划
出你认为描写优美的词句，印象深的地方多读几遍。

学生自由读课文，自学并批注。

汇报交流。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合作探究。

师：以小组为单位，学习你喜欢的部分。

（课件出示自学提示：第一部分：抓重点词句理解草原的美
丽景色。）

2、锁定重点，品读感悟。

根据汇报内容随机出示相关句子，进行学习。

（1）景美部分：

在汇报第一部分时，可通过"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那些
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
的中国画那样，到处青翠欲滴，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
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
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等句子引导学生理解品悟草原的
美景。渗透环保教育。

课件演示，再现草原之美：通过刚才的交流，同学们感受到
的草原之美，那么真实的草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想看
一看吗？（播放草原的有关录像资料）



谈一谈，看完录像的感受。

指名再来读读课文，要求学生边读边结合文中的语句，想象
画面的内容。

过渡：这么迷人的景色，这么优美的语句，我们真的应该多
读读。选择本段中自己喜欢的句子进行有感情地朗读，把自
己的感受读进去。

学生配乐朗读课文的情况，教师适时鼓励。

（2）人美部分

多么美丽的草原之景！多热情的草原人民呀！下面我们继续
学习课文，感受他们把酒话别的激动场面。自学课文的第二
三自然段，然后互相交流一下自己读后的感受。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相互交流。

汇报：这两自然段，主要写了草原人民热情迎接：

﹙学生汇报，教师点拨﹚

让学生读自己认为最能表现出蒙古人热情好客的句子，体会
人情美，渗透民族大团结的思想。

教师小结。

3、情感升华体会蒙汉情深

4、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场面。要求读出自己的体
验和个性的理解。师生评议朗读。

1、依据板书，讲清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借景、借事抒发情感的
写作手法。（板书：写景--抒情，写事--抒情）



2、归纳课文整体内容，并指出本课第一大段，写了草原的风
光美，第二大段写了草原的人情美，把这两部分联系起来，
作者实际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浓笔重彩、有声有色的草原风
情画。（板书：草原风情画，并用箭头连接有关内容）

（整个教学过程体现了完整的"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思
路，不论对全篇课文的认识还是对每一个大段、段中的每层，
都是引导学生先从整体上形成一定的认识，然后再进行具体
的学习，最后再从整体上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这在各个教
学步骤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五

这篇课文写的是黑孩子罗伯特将自己积攒的买飞机模型的钱
捐给白人女孩丽莎治病，从而表现了罗伯特纯真、善良、宽
容、富有同情心、诚恳面对生活的美德。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收集资料，了解时代背景。
感悟罗伯特纯真、善良、宽容、富有同情心、诚恳面对生活
的美德以及对残酷生活的积极、豁达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学
会正确、积极地实现自己的梦想，造福他人。学会生字新词，
积累美词佳句。体会课文通过人物的举止、言行、神态表现
人物的美好的心灵的方法。

了解罗伯特的美好品德。

了解在种族歧视阴影下儿童心灵的创伤以及罗伯特捐钱后的
哭泣。

搜集有关资料，按要求预习课文。

2课时

（一）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罗伯特的美好心灵。

学习过程：

1、导入新课。

黑孩子罗伯特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因为肤色问题常常受到同
学丽莎的奚落，但后来他为了救治得病的丽莎，却毅然捐出
了自己苦心积攒打算购买心爱玩具的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黑孩子罗伯特》，去了解事件的缘由。

2、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指读课文，正音。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

（2）学习生字新词。交流生字新词，认读。

（3）思考回答：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

3、精读课文，了解罗伯特的品质。

（1）罗伯特捐给丽莎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些钱罗伯特本来
想干什么？从哪看出罗伯特喜欢飞机模型？结合学生的朗读
交流，引导学生体会到罗伯特对飞机模型的喜爱以及他挣钱
的不容易。为学习捐钱做铺垫。

（2）读读罗伯特捐钱的部分，在旁边写一写批注。

（3）引导学生体会：丽莎是罗伯特的好朋友吗？她对待罗伯
特的态度怎样？你体会到什么？引导学生结合收集到的资料，
了解种族歧视。即使丽莎这样对待他，可是罗伯特心里是怎
样想的？你体会到什么？引导学生体会到：罗伯特渴望平等，
心地善良。罗伯特捐了钱，可是为什么却一路伤心地哭着回
了家？从中体会到什么？引导学生体会罗卜特既不能买飞机
模型、又担心丽莎因没钱治病而死去的复杂心理。引导学生



体会到：罗伯特的宽容、善良、纯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
人的品质。

（4）自己练习朗读。

（5）指名朗读，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课时小结：

板书设计：

黑孩子罗伯特

喜欢战斗机模型纯真

挣钱善良

捐给丽莎治病宽容

富有同情心

作业设计：

1、读熟课文。

2、抄写美词佳句。

课后反思：

（二）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深入理解课文，体会人物品质，体会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

学习过程：



1、复习导课。

说说文章讲了一个故事。你认为罗伯特是个怎样的孩子？
（本文叙述了黑孩子罗伯特为了救治得病的白人同学，毅然
捐出了苦心积攒打算购买心爱玩具的钱，刻画了一个天真、
善良、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的黑孩子形象。）

2、继续理解课文内容。

（2）小组讨论，全班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体会
到：丽莎的爸爸原来对待罗伯特态度不友好，在罗伯特行为
的影响下，改变了态度，使罗伯特很激动。

（3）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3、了解种族歧视对孩子的影响，体会课文的中心。

（1）丽莎的爸爸拥抱了罗伯特，罗伯特为什么很激动？

（3）学生自读课文，划出有关描写。

（3）全班交流，谈体会。引导学生抓住罗伯特生活的环境和
人们对他的态度来体会感受。

（5）者作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
生体会到作者希望消除种族歧视，黑人能和白人平等地生活。

（6）课文第一段在情节上和后面的几段联系不是很密切，能
否去掉？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体会到第一段点明中心，
突出中心，不能去掉。

6、领悟表达方法。

（1）你是怎样体会到罗伯特的品质的？课文抓住了哪些方面
进行记叙的？



（2）交流。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体会到课文是抓住人
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方面进行记叙，表现出人物
的品质。

（3）“教堂外面的玫瑰花开得好红阿！”这句话在课文中出
现了几次？你能体会到什么？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练读。

（2）在小组内进行朗读比赛。

（3）指名有感情的朗读。

6、交流“我的视角”。

（1）阅读丁丁、冬冬的视角，思考自己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在小组内交流。

（2）全班交流，填写“我的视角”。

7、质疑问难。

8、课时小结。

板书设计：

黑孩子罗伯特

纯真

善良动作

宽容语言



富有同情心心理

希望平等神态

消除种族歧视

作业设计：

1、《课堂同步学习与探究》。

2、预习下一篇课文。

3、读写结合小练笔。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六

把握课文内容和说明方法，

体味本文的语言。

方法措施：

一、导语：

从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说起。(抽学生用简洁的语言讲这个
故事)。教师板书“鹊桥”，并引申，板书文题和作者。(播
放黄梅戏《天仙配》片段，激趣)

二、读一读，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积累字词，圈点勾画，适当时作批
注。(投影字词积累)

2、齐读课文一遍。



3、把握文章内容，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

学生阅读文本，思考、交流，并与教师对话。

教师根据学生发言，板书：

第1段：“鹊桥”——引入

第2段：桥梁定义——打比方(形象化)

第3～13段：未来桥梁——作比较

三、议一议，突破重难点。

1、默读课文，思考：

a、作者在说明桥梁的三个要素时，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试加
以具体分析。

b、未来造桥会有哪些变化?未来的桥梁有哪些变化?

学生思考、讨论、交流，教师适当点拨。

点拨：桥梁的三个要素在文章第二段中已经说了，它包括：
基础、桥墩和桥面(桥梁)。

2、小结：

作者运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我们通过多媒体播放的现代
桥梁，对茅以升先生笔下的未来桥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感性
的认识。譬如作者在第7段中，写将来的桥梁造得很美，“桥
的构件不再是现在的直直通通的棍子，而是柔和的.，有如花
枝一般;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未
来造桥变化很大，速度快、质量好;造价便宜;讲究实用和美



观。未来桥梁变化：一是桥身低，但可以自动调节高度，方
便车船的过往;二是没有桥墩，即使有也是漂浮桥墩;三是桥
身弯曲，讲究美感，“九曲十八廊回”;四是袖珍桥，便于携
带，方便使用;五是“无梁飞渡”。总之，作者笔下的未来桥
梁，是集实用性、方便性、美观性于一身。

3、默读课文，体味文章的语言特色。

学生默读课文，自主品味，并与同桌交流。

4、小结：

口语化语言通俗易懂，形象化的打比方、作比较，恰当的引
用，都为文章增色。

四、拓展迁移，延伸教学。

1、课外查阅、搜集相关资料，看看作者的哪些“幻想”今天
变成了现实，并谈谈你的感想。

2、请以“的远景图”为话题，说一段话，展望某一技术今后
发展的趋势。

学生思考后进行说话训练，教师适当引导和评价。

五、课堂小结。

嫦娥奔月，是我们祖先共同的梦想。而今，嫦娥一号腾空而
起，奔向月球，带去了华夏五千年的梦幻。“一份耕耘，一
份收获”，愿明天的你们收获理想，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明天
更美好!

六、作业：

1、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三。



2、请以““的远景图”为题，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作文。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七

1.词语超市：复习巩固要求会认和会写的词。

2.金钥匙：培养学生在阅读好文章时，品味好词好句的能力。

3.语文故事：培养学生抓住文章主要内容的能力；通过
对“一字师”的理解，了解修改对写作的重要性。

4.古诗诵读：使学生在读背中感悟古诗的意境，领略西湖之
美，达到积累的目的。

5.语文生活：通过说毕业感言的活动，提高学生的演讲能力。

6.习作：写在小学六年中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注意写清事情
的经过，写出真实感受。

课前准备一些纸条，纸条上分别写上“向老师说”“向同学
说”“向母校说”“向家长说”“向自己说”等。

4课时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复习会认词、会写词。

2.多种方式认读第一组词语。指名读，检查掌握情况。

3.认读、练习第二组词语。可以听写检查，也可以做选词写
话练习。

1.导言：《秋天的怀念》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这篇课文
对母亲描写非常细致，词句也非常讲究。今天我们再一次品
读品读这些好句子。



2.自主朗读，抓住带点的地方细细品读，想想这些地方写出
了母亲的什么内心活动？

3.指名读，并谈谈读后的体会。

4.教师小结：阅读好文章时，一定要培养一边标记、一边思
考的习惯，这样既有助于对文章的理解和感悟，也可以从中
学习好的写作方法，积累好词佳句。

5.拓展：用一边标记、一边思考的方法从本单元的课文中找
出好句品味品味。

1.导语激趣。

“一字师”讲的是什么样的.老师？“一字师”讲述的又是怎
样的故事呢？

2.自读故事，完成以下自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读短文。

（2）边读边想：短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读了短文，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3.汇报交流自学情况。

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可以谈对故事的看法，也可
以联系自己的实际谈启发。

1.导言：《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饮湖上初晴后雨》这两
首诗你们会背吗？（指名背或齐背），这两首诗都描写了西
湖美丽的风光，今天我们再来学一首描写西湖的古诗，再一
次领略西湖的美。



2.自主朗读，读准字音，把这首诗读熟，质疑。

3.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在难读处指导，解疑。

（2）通过引读，指导学生读出韵味。

师：乌云汹涌像把墨汁泼翻，但不能遮住青山，白色的雨点
好似蹦跳的珍珠，打入游船。

生：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

4.品读，边读边想象诗句描绘的画面。

5.练习背诵。

（1）同桌合作背诵或自己背诵。

（2）齐背。

（语文生活）

六年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六年来多少事令我们回忆：老
师的关心、同学的友爱、有趣的活动……即将要分别了，你
一定有许多话想要对老师、对同学、对朋友说！

今天，就请同学们到讲台前，作一个简短的发言，说一说你
们想说的话。

1.抽签确定发言内容，内容有：向老师说、向同学说、向母
校说、向家长说、向自己说……抽签后，准备几分钟。



2.要抓住主要内容说，不必面面俱到。要根据抽到的说话对
象使用称谓语。

3.上台后不要慌张，态度自然，发言口齿要清楚，声音响亮，
语速不要太快。

4.认真听别人的发言，听完后要掌声鼓励。

5.发言后，同学之间相互评价一下，看看发言的内容是否符
合确定的内容，语言是否流畅，是否做到了表情自然、不怯
场。

1.四人为一小组，组内抽签，确定内容。

2.各自准备几分钟。

3.组内发言，同学评价。

1.指名发言（或小组内推荐发言人）。

2.全班同学评价。

这一次说毕业感言的活动，就是为了锻炼同学们即席演讲的
能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它需要我们平时善于观察、
积极思考，还要求我们有比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落落大方
的讲话姿态。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做个有心人，多找机会发表
自己的见解，多与人交流，就会提高自己的讲能力。

（习作）

1.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2.说一说你最难忘的那件事。（同学自由说，教师给予肯定
和鼓励，纠正学生表述不清的语句）



根据学生说的内容，教师要及时适当归纳。

1.学生构思后自主习作。

2.教师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根据情况进行个别指导。

（习作评改）

一、学生朗读习作，进行自改

二、指名朗读习作，师生共同评议

请3—4名学生读习作，一个一个评，相机指导，肯定优点，
引导补充修改。通过典型习作的评议，使学生明白评改作文
的要求和方法。

三、小组互读互评，对习作提出修改意见。

四、进一步修改习作。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八

1、学会本课的8个生字，理解字词，积累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文章悲壮激越、肃穆深沉的情感。

4、理解和认识为了缔造我们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所付出的
巨大代价。

1.重点:了解作者情感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

2.难点:激发使命感。



多媒体课件

两课时

主教案

一、情境导入

1、你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什么样的了解？

2、看彩图，谈谈你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初感受。

二、了解内容

1、问题设置：围绕“读碑”这个题目，文章写了什么内容？

2、学生自读，读准字音，理解词义，了解主要内容。

3、交流汇报。

1）读准生字的音，辨别字形。

绎（yi）沁(qin)翩(pian)蚀(shi)耕(geng)

储(chu)铭(ming)缔(di)

2）理解词语。

瞻仰：恭敬的看。

上溯：往上推求或回想。

逶逶迤迤：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
子。



缔造：创立，建立（多指伟大的事业）。

3）文章的主要内容。

引导学生注意文中的相关信息，如：人物、时间、地点、中
心事件。

三、理清思路

2、自主探究，在文中圈点、批注。

3、交流汇报。

4、指名小结“我”读碑过程中内心的感受的变化。

5、二人小组讨论总结理清思路的方法。

四、质疑问难

学生自读，提出问题。

五、课堂小结:让学生总结本节课的收获。

一、复习导入

1.听写生字词。

2.口述“我”读碑过程中内心感受的变化。

二、品读课文

1.学生自读，思考：

1)我”第一次读碑的情景是怎样的？你有什么体会？



2)去南泥湾时“我”又是怎样读碑的？你又有什么体会？

3)你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吗？“我”又是怎样解读的？

4)为什么说“南泥湾的九龙泉烈士纪念碑，是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一条极好的注释”？说说你的感悟。

2.小组交流，推荐代表班内汇报。

3.班内汇报，教师点拨。

1)1）反复强调“细细地”，突出我读碑时，回顾了每一段艰
苦卓绝的历史，领会了烈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

2)排比、反复的运用，刻画“我”对九龙泉纪念碑的解读。

3)几个反问句，接着“战不下的”反复强调，刻画“我”对
人民英雄纪念碑产生新的认识，这是从现实体验到理性认识
的升华。

3)去南泥湾后“我”读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密密麻麻的
字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亲人、有感情的血肉之躯化为尘土
的悲壮故事，是用千千万万血肉之躯筑成的屹立于人们心中
的丰碑。“我”心中腾起了一股悲壮感和使命感。作为现在
的学生更有一种震撼，有责任，有义务热爱幸福生活，创造
幸福生活，奉献社会。

4.激情朗读课文。

三、课堂小结：让学生将本节课的收获总结一下。

1、读碑

初读：20余年、后来庄严雄伟壮观伟大



又读：那年（南泥湾）悲壮凝重震撼升华

再读：现在悲壮感使命感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九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你是否有过童年的发现，将你的发现说给你的同桌听。

学生甲：我发现蜗牛爬行后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条延线。

学生乙：我发现小鸟在睡觉时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

学生丙：我发现了彩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文作者的发现吧！

二、初读课文，理清课文的脉络。

1．自由读全文。思考：童年时“我”发现了什么？

（达尔文有关胚胎发育的规律。）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祸患：灾难。

情不自禁：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绞尽脑汁：费思虑，费脑筋。

眉目：事情的头绪。



随心所欲：一切都由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妨碍：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阻碍。

困窘：为难。

驱逐：赶走。

3．按照课文的不同内容给文章分段。

第一段（1、2自然段）主要讲了“我”在九岁时发现了达尔
文有关胚胎发育的规律。然而这一发现却给“我”带来了惩
罚。

第二段（3—13自然段）“我”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总在飞翔，
问过老师后仍没有找到答案，“我”便自己观察，思考发现
了人类进化的规律。

第三段（14—19自然段）四年后，在生物课上当老师讲到人
的起源时，“我”想到了自己的发现便笑出了声。老师认
为“我”的笑不怀好意，便把“我”轰出了教室。

三、细读课文，体会课文的内容。

1．“我”是怎样发现胚胎发育规律的？又是怎样找到答案的。

分小组学习，将找到的句子读一读，并谈自己的体会。

（1）“我”是在做梦中发现自己总在飞翔，并且发现其他同
学也具有“飞行”的天赋，于是便产生了好奇，想解决这个
奇妙的问题。

（2）我们一起找到老师，请他给我们解答。

（3）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便激发了“我”的



想象力，渴望弄明白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4）“我”想得是那样痴迷，以至于亲自抓来鱼，仔细观察，
想从鱼身上发现人应具有的某些特征。

（5）“我”经过思考、推算，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2．从“我”的发现过程中，看出作者是个怎样的孩子？（他
善于观察，喜欢问为什么，并有着执著的精神。）

3．课文最后说：“我明白了—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
时还面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试举例说说你对这句
话的理解。

（1）师简介有关史料：

布鲁诺热情地宣传新天文学说，被教会视为异端，教会将他
押到了罗马的宗教法庭，在监禁的七年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毒
刑，最后被押至罗马百花广场的火刑柱下被活活烧死。布鲁
诺为了他的发现，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

（2）学生简介他们收集的资料。

4．通过学习课文，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养成缌观察的习惯，遇到问题要敢于动脑
思考，最为重要的是有坚持不懈的勤奋钻研的精神。

附：板书设计

教案点评：

本课是略读课文，教学过程 主要是指导学生自读自悟。以人
和生物发育及进化的图片、视频导入 新课后，先让学生读读
阅读提示，再按阅读提示多读几遍课文。然后围绕重难点读



一读，议一议。课文的重点是童年的发现，教师引导的着眼
点放在了发现的过程上。这样，通过读议，学生就知道
了“我”童年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发现：

1、敢于提问；

2、反复思考；

3、大胆想象。对课文中两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句子，通过组织
学生交流、讨论，教师相机点拨，加以理解。课后让学生收
集一些科学家发明、发现的故事进行交流。

探究活动

鲤鱼之死

鲤鱼早就听说大海浩瀚无边，那里有滚滚的波涛，有许许多
多的鱼朋友。他想：要是有机会到大海里痛痛快快地玩一番，
并表演那“鲤鱼跳龙门”的绝技，那该多好呀！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春风吹拂，阳光艳丽，海鸥捎来黄鱼
的口信，邀请鲤鱼到大海里作客。鲤鱼一听，乐得一蹦三丈
高……当即，它便让海鸥驮着它，把它带到大海边。

嗬，大海一片白茫茫，海面上不时地飞着一群群海鸟，行驶
着一条条船只……但此刻，鲤鱼无心欣赏这一切，它一头扎
进了海里……唉，说也怪，平日在海里游泳自如的它，现在
的动作却迟钝了。渐渐的，渐渐的，它感到呼吸困难，浑身
无力……唉，真想不到，还没有见到黄鱼，它竟死在大海里。

鲤鱼直到死时，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
事吗？

提示：



原来海水又咸又苦，淡水鱼鲤鱼的鳃片上没有特殊的排盐组
织，所以在大海里不久，便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十

1.自主识写生字，积累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蚕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体会作者
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趣。

4.领悟文章的说明方法，以及在说明中表达情感的写作方法。

1.了解蚕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领悟文章的说明方法，以及在说明中表达情感的方法。

1.领悟文章的说明方法，以及在说明中表达情感的方法。

2.感悟蚕的精神品质。

生字卡片、阅读材料

1课时

一、谈话导入，引入学习

同学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其
中，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人们把中国称为“丝国”。
同学们，中国能有这样的美誉，你们知道谁是其中的大功臣
吗？（蚕）对，蚕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功臣。今天，我们就来
增加一些对蚕的了解，一起来学习第8课《春蚕》。（板书课
题）



二、初读课文，检查预习

1.开火车读课文。

2.指名读生字，纠正错误读音。

3.齐读生字。

三、细读理解

1.自由读课文，看看你能从课文中了解蚕的哪些知识？

2.汇报交流：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板书（历史悠久、生长发育、生理特
点、赞美）

3.从老师的板书你对课文又有了哪些新的了解呢？

4.小结。

四、再读课文，赏读语言

1.默读课文，划出你认为写得好的句子？好在哪里？这个句
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请你在课文中划出来，并把你想到的
在旁边做出批注。

2.学生交流。

3.重点探究。

（1）为什么说蚕丝是用“蚕的生命化成的”？蚕为了吐丝，
耗尽了所有的生命，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默默
无闻、无私奉献）



（2）“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像春蚕这样的人，你觉得“春蚕到死丝
方尽”还可以用来赞美哪些人？

4.把你喜欢的语句再一次读出来。

五、拓展阅读

1.教师朗读《春蚕的歌》选段

2.谈话小结。

小学六年级语文草原教案篇十一

《画蛇添足》讲的是楚国的一个人画完蛇身上加上足的故事，
告诫人们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做多余的不恰当的事。

本班共15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6人。学习态度：全班大部
分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目的明确，上课专心听讲，遇到
不懂的问题能主动问老师，只有个别同学思想上不够积极。
双基情况：全班大多数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比较牢固，回答问
题比较准确，能背诵、默写规定的内容。反应快，上课回答
问题积极。自学能力强，遇到不懂的字词能查字典理解，有
几个学生基础比较差些。

讲授法、演示法、谈话法、练习法。

1、理解《画蛇添足》故事；

2、懂得寓言的道理；

3、举出一些画蛇添足的事例。

懂得寓言的道理。



多媒体动画课件、放大课文、表演用的笔、酒壶。

祖宗 赏给 仆人 没意思 提议 咕咚咕咚 一转眼

（一）寓言表演导入新课

（二）学习第一自然段

1、读第一自然段，思考：仆人们见酒太少，提议怎么办？

2、出示第一自然段，交流：“都说：要是每人尝一小口，那
才没意思呢，还不如让一个人喝个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
呢？”

（三）学习二、三自然段，分组交流

1、出示第二自然段，思考：有个人画得怎么样？（很快）

从哪个词语能看出这个人画得很快？（一转眼）

2、最先画好蛇的人见别人没有画好，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又
是怎么做的？

出示句子：他抬头一看，别人都没有画好，就想：“我给蛇

添上四只脚吧。”他左手拿起酒壶，右手拿着树枝，给蛇画
起脚来。

3、在他给蛇添足时，另一个人怎么样？（也把蛇画好了）完
成板书：画蛇。

4、思考：最先画好蛇的那个人有没有喝到酒？谁最后喝到了
酒？从哪些句子看出？出示第三自然段。完成板书：失酒、
喝酒。



5、思考：为什么最先画好蛇的人没喝到酒？

出示句子，重点讲解：“蛇是没有脚的，你干吗要画上脚呢？

第一个画好蛇的是我，不是你啦！”明确：给蛇添上脚就不
是蛇了。他给蛇添上脚是不恰当的。完成板书：不恰当。

6、再比较：最先画好蛇的人给蛇添上脚，没能喝到酒，而另
一个人画完蛇，没给蛇添足，并结合板书，完成板书。（多
此一举）

引出寓意：蛇本来就没有脚，“添”上脚就不是蛇了，所以
那个人并没有画成蛇。假设他不给蛇添足会怎样，（喝到
酒），而这一“添”反而画得慢了，也不像了，因此这
一“添”完全是多此一举，（完成板书：多此一举）

这个寓言告诉大家事情做好就行了，不要再去做多余的不恰
当的事。由此而来的成语“画蛇添足”，就是比喻做了多余
的事反而不恰当。

1、结合课后练习中的句子讲“画蛇添足”。

2、在我们平时生活学习中，我们常会碰到一些画蛇添足的事，
分组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哪些事属于“画蛇添足”的事。

3、分组汇报结果，并评点。

4、出示相关句子，让学生选择哪些属于“画蛇添足”，并说
明理由。

（1）在超市买了块咸肉，回家后，又在咸肉上酒了许多盐，
结果太咸了没法吃。（ ）

（2）天真冷，小明又加了件衣服。（ ）



（3）长裤外面再套上裙子。（ ）

（4）青菜炒得太淡了，我又加了些盐。（ ）

（5）衣服没洗干净就晾了起来，发现后再洗一遍。（ ）

（6）作文题目是《春天》，有个同学写好后，觉得内容不够
充实，又加了些描写冬天雪景的句子。（ ）

（7）值日生把教室地面已经拖得很干净了，但班长还是觉得
不够干净，就把教室泼满了水。（ ）

角色分配

那家人：老师；画蛇添足的人：学生张志佳；夺酒喝的人：
学生刘科鑫；

其它画画的人：曾令玉、钟凌云；

仆人们：黄孝敏、何丽芳。

师小结：张志佳同学表演得十分到位，能够把那个自作聪明
的人的骄傲又愚蠢的样子表演得惟妙惟肖，其它同学也表演
得很不错，看来你们真正理解了课文内容！

（多此一举）

有个人

画蛇添足

失酒

画蛇喝酒



（不恰当）

另一个人

画蛇

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