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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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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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强调从学生的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
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
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发展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使语言
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
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具有好奇、好活动、爱表现、善模仿等特
点。他们喜欢新鲜事物，对陌生语言的好奇心能激起他们对
外语的兴趣。他们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重视老师的表扬，
不怕犯错，很少有羞怯感。他们处在发育阶段，尚未定性，
发音器官较成人的灵活，因此模仿外语的语音语点远比成年
人容易。他们的记忆力好，形象思维好，但缺乏理性思维，
逻辑思维不强。他们爱玩、爱唱、爱游戏、爱活动，这些都
是他们长身体、长体力的需求，他们坐不住，坐不久。这一
切都是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六年级英语教材是在在五年级的对话的基础上，增加了阅读
的内容和难度。本册中所涉及的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
过去时等句型中对人称、是动词的变化、行为动词的运用对
小学生都是一个难点，要打好此部分的基础，为六年级的毕
业考试及初中的学习打好基础。

1、课堂尽量全英化，打好每名同学的英语基础，重点提高差



生的英语功底，同时适当地补充些课外内容，强化口语和应
试能力，对每一单元的内容力争人人过关。

2、练习形式多种多样，手、脑、眼、肢体并用，静态、动态
结合，基本功操练与自由练习结合，单项和综合练习结合。
通过大量地实践，使学生具有良好地语音、语调、书写和拼
读地基础，并能用英语表情达意，开展简单的交流活动。

3、创设英语情景和环境，使学生们在一定的英语语言环境里
习得“第二语言”。做到“生活中有英语，英语中有生活”。

4、鼓励学生大胆说英语，肯定他们的进步（尤其是英语基础
不好的学生），树立学生的信心，培养学生朗读和书写的习
惯。

5、注重教材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
需求。帮助英语基础不好的学生，提升英语基础好的学生。

本册教学重点：能按四会、三会的要求掌握所学单词。能按
四会要求掌握所学句型。能使用日常交际用语，活用四会句
型，进行简单的交流，做到大胆开口，发音正确。能在图片、
手势、情境等非语言提示的帮助下，听懂清晰的话语和录音。

1、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等几个小学阶段所学句型中对人
称、是动词的变化、行为动词的运用。

2、对四会要求掌握所学句型的灵活运用：对话、写作、阅读。

3、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层次的有机结合。

教学检查采取平时检测和期终检测相结合，评价学生的学习
态度，学习能力和方法，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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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了解我国领土四至点和主要陆上邻国和隔海相望的国家。

2、了解我国的三级行政区划，掌握我国省级行政单位的基本
情况。

3、了解我国人口政策和分布。

4、了解我国民族的数目和分布，知道我国的民族政策。

【教学重点】

我国的位置，重点省级单位的轮廓特征

【教学用具】

投影片，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1、回忆我国的位置，找出我国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分析
其优越性。

板书：一、辽阔的疆域

1、位置

找出我国领土四至点，看分别位于什么省，分析其纬度和经
度的差别。



讲述：我国位于北半球，面积广大，各地差别很大。

找出我国的陆上邻国和隔海相望的国家，注意其位置，和我
国的什么省份相邻。

回忆我国的行政区划，找出三级行政单位包含的机关。

板书：二、行政区划

1、三级行政区划

2、省级行政单位

找出我国重点的省级行政单位，记忆起轮廓，简称，行政中
心等。

读图练习：

板书：三、众多的人口

回忆世界人口的分布，十个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有几个在
亚洲。

我国人口增长的规律。

我国的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

板书：四、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找出我国民族的构成。知道个民族的丰富文化。

我国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复习课本，讨论得出，
纬度：北半球，中纬度。海陆：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



在图上找出我国的邻国，按照东，北。西北，西，西南，南，
几个位置记忆陆上邻国，按照东，东南来记忆隔海相望的国
家。

特殊的省份有，面积最大，跨经度最广，跨纬度最广，邻国
最多，临省最多。

重点省份有：广东，云南，湖北，山东，陕西，黑龙江。

有6个在亚洲。

黑河-腾冲一线

共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55个，最多的是壮族。

朝鲜族跳板，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蒙古族摔跤

【作业设计】

省级行政单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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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世界何时铸剑为犁

当猎猎东风吹拂起周公谨的衣襟：当曹孟德对酒当歌，横槊
赋诗时：当刘备与诸葛亮稳坐荆州，遥望江畔人马厮杀时，
众人不禁赞叹“千古风流人物”、“乱石豪杰”辈出。

一夜大火烧毁了几十里营寨，八十三万人马存活者有几?失败
的固是曹操，可是遭罪的不仅仅是曹操，而是无数的生灵!

世界何时铸剑为犁

在三国“英雄”们的眼里，百姓-—草民，只是一块块奠基石。



君不见，董卓率众“出征”无辜的草民，“男丁斩首，妇女
充当官妓”，君不见徐州城里冲天的火光，而其目的仅为一
座城池;君不见，战争起时，动辄“火烧连营”，“水淹七
军”：君不见敌人追来，留下饥民殿后，而敌将军无一不
是“趁势掩杀”一番。可是，那些为人主者，或者说渴望为
人主者，却依然能够全身而退，能够“卷土重来”，有道
是“江东弟子多才俊”，可这些才俊不是用来建设国家，发
展生产的，而是那些“人主们”踏上帝王宝座的一块块垫脚
石。

人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成就了“风流人物”，成就了一代代
天之骄子”，可是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人民的呢?所谓的“白骨
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过是一时的感慨罢了，之后还不是
年年征杀?坐拥天下后，还不是歌舞升平，声色犬马?而民众，
不过是由战时的炮灰，演变成“太平盛世”的一只犬而已，
在没有战争的年代继续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喟叹罢了。

陈尸遍野的土地何时能再长出稻粮?

河流里的血色浪花何时再唱出欢乐的歌谣?

人们多么想弃剑从犁，多么想铸剑为犁，再造田园美丽的风
光。

可贪婪的恶魔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战争，背弃了和平。

当“一战”的硝烟未落，“二战”的硝烟又起。

当“二战”的战犯审判还未结束，“朝鲜战争”、“越南战
争”又敲起了战鼓。

1991年的海湾战争还未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美英的飞机又
再度飞临中东的上空。而今“二河流域”硝烟再起，战争的
阴霾再次笼罩在古巴比伦的上空。生灵涂炭成为不可避免的



现实。

那些拨动国家机器的穷兵黩武者，放下你们手中的屠刀，让
和平鸽飞遍世界，让橄榄枝插遍世界，染绿世界!

让我们铸剑为犁，让世界洒满和平的阳光，让人间充满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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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是句子陈述的对象，说明是谁或什么。表示句子说的是"
什么人"、“什么事”、“什么东西”、“什么地方”等等。

名词、代词、数词、动名词、to do不定式、一个句子 都可以
做主语。

二、谓语

谓语是对主语动作或状态的陈述或说明,指出“做什
么”、“是什么”或“怎么样”. 谓语动词的位置一般在主
语之后。

三、宾语

宾语，又称受词，是指一个动作(动词)的接受者。宾语分为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间接宾语也称宾语补足语)两大类，其
中直接宾语指动作的直接对象，间接宾语说明动作的非直接，
但受动作影响的对象。一般而言，及物动词后面最少要有一
个宾语，而该宾语通常为直接宾语，有些及物动词要求两个
宾语，则这两个宾语通常一个为直接宾语，另一个为间接宾
语。名词、代词、数词、动名词、to do不定式、一个句子 都
可以做宾语，而to do不定式用于宾语补足语。

四、定语



定语是用来修饰、限定、说明名词或代词的品质与特征的。
主要有形容词此外还有名词、代词、数词、介词短语、动词
不定式(短语)、分词、定语从句或相当于形容词的词、短语
或句子都可以作定语。 汉语中常用„……的‟表示。定语和中
心语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在汉语中，
中心语与定语二者之间有的需要用结构助词“的”，有的不
需要，有的可要可不要。 “的”是定语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