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六年级语文第四单元教案全套
(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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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看第4页上的图，让学生感知“不懂就问”的重要性

我们爱你啊，中国

1、听写词语。

2、朗读全诗，说说你知道了祖国哪些可爱的地方。

1、学习第2节。

（1）朗读第2节。提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并联系上下文解决问题。

（3）默读体会，第2节表现了什么？（祖国山河的雄浑壮丽）

（4）有感情朗读第2节。

（5）除了诗里写的，你还知道哪些祖国的美丽风景。

（6）朗读、背诵。

（7）小结学法：

朗读诗句，理解词语。



展开想象，再现画面。

联系积累，丰富画面。

感情朗读，联系背诵。

2、运用学法，自学3～6节。再交流讨论。

第3节：介绍祖国名产。理解：醇美光洁绚丽巧夺天工

第4节：各民族有代表性的风物。简介：傣家竹楼、布达拉宫、
吐鲁番、戈壁滩。理解“巍峨”。

第5节：古老灿烂的文化，改革开放的成就。介绍战国编钟。

第6节：伟大的民族精神。理解：“松树的伟岸、梅花的高洁，
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什么精神？
（刚强不屈、纯洁高尚、胸襟博大、气魄恢弘）举个例子说
说这些精神。

3、朗读第2～6节，进一步体会祖国的可爱。练习背诵。

1、朗读第七节，说说“骄傲、自豪”是针对什么说的，“奋
发、开拓”又是针对什么说的。

2、理解“我们爱你啊，中国”在全诗中的作用。（总结全诗、
呼应开头、升华主题）

3、有感情朗读，表现豪迈之气及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坚
定决心。

1、有感情朗读背诵课文。

2、利用班会时间，把自己游览过的某个地方，知道的某个特
产，古老的历史文物等，向同学们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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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朗读课文，圈画重点语段，理解感悟课文内容。

2、品味课文中优美而富有哲理的语言，积累语句。

3、领会和学习作者由丁香花引发联想，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
的写法。

理解古诗句，领悟文章的意境美。

品味精美的语言，感悟积极豁达的人生哲理。

图片，ppt

一、导入新课

出示几种花卉的图片，引出丁香花

出示丁香花图片，找同学说说对丁香花的看法和感受。作家
宗璞窗外的三棵白丁香与她朝夕相伴，又让她产生了怎样的
情思感悟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作家宗璞的散文《丁香结》，
让我们一起去课文中寻找答案吧！

导入新课文，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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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狐狸一家及它们与正太郎之间的感情，
懂得与其他生命互爱互助，和睦相处。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揣摩作者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真实
写具体的。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狐狸一家及它们与正太郎之
间的感情，懂得与其他生命互爱互助，和睦相处。

教学难点：揣摩作者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
情写真实写具体的。

教学准备：收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发生的真情故事。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流程：

(一)看视频《狐狸的故事》

导入新课

2、揭示课题——《金色的脚印》。

(二)初读课文，粗知大意(写了什么)

1、浏览课文，边读边想三个问题：课文重点写了哪几个角
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三)精读体会，抓住主题(为什么写)

细读课文，自主体会：

1、老狐狸为救小狐狸都做了些什么?哪些句子最让你感动的?

2. 正太郎为小狐狸做了些什么?



3.老狐狸为正太郎又做了些什么?哪些句子让你体会最深的?

2、小组交流，合作探究。

3、集体汇报，引导点拨。

预设一：动物之间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

(1)“调虎离山”救小狐狸

(2) 深入“虎穴”做窝、喂奶。

(3) 咬不断铁链就咬木桩。

预设二：人与动物之间亲密信任的友情：

(1) 正太郎同情小狐狸。

(2) 正太郎给狐狸送食物。

(3) 老狐狸救护正太郎

(4)正太郎要回小狐狸，让狐狸一家团聚。

四)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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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养成勤于观察思考和乐于动笔的习惯。

2.情感目标：理解无论音乐。美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有
撼动人心的力量。



【教学重难点】

1.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理解无论音乐。美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撼动人心的
力量。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高山流水》、《月光曲》抚慰我们的心灵，《蒙娜丽莎》
带给我们“神秘的微笑”，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同样舞台艺
术也有着神奇的吸引力。究竟舞台的魅力有多大呢?我们就一
起来看一看《我的舞台》这篇课文。

板书：28、我的舞台

2.解释课题理解“舞台”。

二、简介作者

(学生介绍老师补充。)

吴霜，吴祖光、新凤霞之女，著名歌唱家。剧作家。早年毕
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后留美6年学习
西乐。代表作品《光明三部曲》：《别为你的相貌发愁》。
《女人漂亮》。《父女惊魂》。著有《别问我的父母是谁》。
《吴霜看人》等作品以及电视剧《新凤霞传奇》等。

过渡：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艺术家们那不为人知的艰辛的
成功之路吧!



三、扫读课文，找出中心句

1.学生扫读课文，画出句子。

2.指名读句子，出示句子，齐读一遍。

过度：生活就是一个大舞台，同学们心中也有一个大舞台吧!
作者吴霜姐姐围绕心中神奇的舞台，写了一些什么事呢?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

四、自由读课文

1.思考： 课文讲了什么事?

2.指名回答。

过渡：课文围绕舞台对我的神奇的吸引力，娓娓叙述了作者
在艺术和生活舞台上的成长故事，请同学们再次读课文。

五、再次快速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边读边思考：

作者的舞台在哪里?都有哪些经历?

出示空表格，发带空表格的小黑板给学生填写：

什么时段 舞台在哪里 做什么

2.学生边读边填写。

3.交流归纳填写表格，弄清课文内容：

什么时段舞台在哪里 做什么



还没有出生时把娘胎当舞台在肚子里“登台唱戏”、“大闹
天宫”刚会走路时 把小床当舞台模仿母亲“演戏”

随母亲演出时每场必到舞台察言观色，学形记词

六岁时侯 把练功毯当舞台 拜师学艺，署去寒来，刻苦学习
学艺几年后 把客厅当舞台给到家的客人开“个人晚会” 小
结过渡：

是啊!作者的舞台无处不在，正如人所说的：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我的观众无处不在，体现出我对艺术的指着追求
和舞台对我的神奇的吸引力。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
对评剧的钟爱，也不难看出她的成功离不开艺术的熏陶，家
庭的影响，尤其是她的的母亲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
地感染着她，想听一听她的母亲新凤霞唱的《花为媒》吗?
播放评剧《花为媒》音乐。

过渡：

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具有北方地方特色的评剧，感受到了我
国戏剧艺术的魅力。同学们你们想过没有，在这美妙的音乐
和成功之后，艺术家们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和心血吗?请默读课
文，找出表现我学艺艰辛、吃苦耐劳的句子，批画感悟。

六、品析重点句，深入理解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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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朗读训练。

2、赏析语言美：领会作者由事物引发联想，抒发独特感受的
写作手法，品味优美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并进行仿写。

3、理解古诗句，体会文章的意境美。



4、品味文中哲思，领会作者感情以及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

ppt。

教学重点：

1、训练朗读。

2、品味优美而富有哲理的语言。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文章背后的哲思。

2课时。

1、查阅作者背景，了解作者。

2、熟读课文，画出写得好的词句和不理解的语句。

1、导入

疏通字词

让学生举出在文学作品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花草树木。

（菊花：坚贞；梅花：高洁；牡丹：富贵；雏菊：天真单纯；
百合花：冰清玉洁；玫瑰：爱情；四叶草：爱和幸运……）

展示图片，让学生对丁香花的形象有所了解。

2、人文初探“丁香结”

（1）看题目，“丁香结”是什么？让学生带着两个任务散读
全文：



读准字音；画出与丁香结相关的句子。

（2）与丁香结相关的句子都集中在文章哪部分？后半部分。

从而引出对文章结构的关注，

3、理清写作思路

（1）提问：作者在写丁香结之前，用较多的篇幅写什么？

引导学生试着划分文章结构，说出理由：

1―3丁香花（色彩和姿态―――花色花香―三棵白丁香树）？
赏花

4―6对丁香结的思考和感悟？？悟花

理清课文脉络。

（3）作者从哪几个方面描写丁香？赋予了丁香什么样的品格？

答：从色彩、形貌、气味、姿态等方面描写，赋予了丁香灵
动幽雅、洁白无瑕、可爱芬芳的品格。

4、赏析优美语句

先让学生找一找他们觉得好的句子，读一读，读出感情，试
着赏析。

再用提问法步步引导学生深入文本，品味语句，解读文本，
帮助学生突破阅读障碍。

（1）有的宅院里探出半树银妆，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
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过了还要回头望。（作者用了什么
修辞手法？好在哪里？）



拟人和比喻。将丁香花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娇俏灵动、
惹人怜爱的情态。将小花比作星星，形象地写出了丁香花小
巧、繁密、耀目的特点。

（2）第三段，积雪、莹白实际上是什么？代替丁香，有什么
好处？

首先，避免反复提到丁香而带来累赘感。

其次，修辞手法：积雪是借喻（借用喻体来替代本体，不出
现喻体和本体），莹白是借代（借用事物的特征来替代事物
本身）更直观更鲜明地突出丁香的特点：积雪不仅白，而且
多而纯净、轻柔；莹白不仅白而且光洁、令人眼前一亮。

文中你还能找到那些句子用了借喻或者借代吗？

（2）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照耀”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先让学生根据文字描述想象雨中丁香的画面，再反推印象
画的特点，最后准备印象派画作加以印证，解释朦胧、模糊
的艺术美感）

5、学生朗读全文，读出丁香的娇俏和雨中丁香结的美感。

6、板书设计

丁香结

宗璞

1―3丁香花（色彩和姿态―――花色花香―三棵白丁香树）
赏花

4―6对丁香结的思考和感悟悟花



修辞手法：比喻、拟人、

借喻、借代

7、作业

抄写本课字词4遍；字帖；思考“思考探究题”

三、积累拓展四。

第二课时

1、复习第一课时知识点：文章结构、修辞手法。

2、介绍宗璞和其行文风格

宗璞的散文诗特点：清新轻盈，在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之上进
行散文创作。（引导学生思考自己如何写作）

3、 总结主题内涵

围绕丁香结的意象展开梳理。

（1）出示丁香花蕾图和中式衣襟盘扣图。解释丁香结名字由
来。

（2）结合拓展积累第四题，让学生了解丁香结常出现在表达
愁思的作品中。

4、 写作思考：睹物联想。由丁香的色形味等特征展开丰富
的联想，将生活的小体会、人生的大感悟与眼前的事物联系
在一起，既贴近生活、易于理解，又富有内涵、耐人寻味。

5、板书设计



丁香结解不开的愁怨

从容、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

睹物联想

6、作业

语文练习册；选择一种喜欢的花草，学习本文的写法，写一
个小片段，200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