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优质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教材是五年级下册，上课的学生是三年级，是一次新的尝试，
有不足，也有惊喜。

学校比较偏远，孩子们的学习资源相对较少，所以，培养他
们对英语的兴趣，主动学英语，尤为关键。本节课中，以一
首欢快的英语歌引出，让孩子们在活跃的气氛中开始说英语，
学英语。课后认为可以平常多些英语歌的欣赏与学习，帮助
孩子大胆说英语，尽情享受英语的魅力。本课的'知识点重点
是学习名词性物主代以及复习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稍有些枯
燥，所以尝试用情景教学法，带入孩子的学习，用游戏的形
式，进行巩固练习。孩子的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不足是
孩子对英语的辨识度还需加强，所以在讲课时，有些地方采
用英语和汉语配合讲解。

课后和孩子交流，他们挺喜欢这样的教学形式学习，掌握得
也比较好。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愿意，提高自己，让孩
子享受到更高质量的英语学习。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自识字以来一直都在阅读，本组教材以“我爱阅读”为
专题，其目的一是引导学生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对书的



深厚情感；二是要在阅读中能够结合学习和生活实际，学得
一些读书和习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阅读的重要
意义，激起学生阅读的兴趣，逐步养成阅读的习惯，从而受
益终生。

在教学本组课文时，我做到了统筹安排，加强了教材的整合
和课内外学习的结合，努力把读与悟、读与写、读书与活动
结合起来。一边让学生学习课文，一边让学生收集有关读书
的名人名言。同时开展了“读书是否有益”的辩论会，激发
了学生阅读兴趣。同时让学生学习作者的读书和写作方法，
特别是加强了对反复读书的意义和方法的学习，学生深受感
染。对习作中要写真实的事，学生受益匪浅。

在教学本组课文时，我还注重了这高年级识字教学的探讨，
在教学《窃读》一文的第一课时，我将学生熟识的语言因素
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运用多种形
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做到了识
字教学与其它各个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这一课时教学中，贯
串课堂的始终是——读，体现了新课标中提出的'高年级要以
阅读为教学重点的要求，将识字教学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中去了：在导入时教写字，在读书中识字，在具体语境中知
意，抓重点指导写生字，并展开了各种训练，打破了目前高
年级板块式的识字教学模式。

这堂课“寓识于读，识读结合”，彰显了识字的最基本的目
的之一——阅读，使识字和阅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
过，我思考过：这样读时停顿，并掺着讲解，是否影响阅读
时情感的体验。通过我的反复实践，由于是初读课文，好像
没有什么影响。还待各位行家予以指点。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本组教材是围绕着“壮丽的祖国山河”这个专题编写的，由3
篇精读课文、1篇略读课文和1个语文园地组成。《望天门山》



《饮湖上初晴后雨》：赞颂长江的雄伟气势、西湖的旖旎多
姿。《富饶的西沙群岛》：反映了南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
《美丽的小兴安岭》：描绘了东北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美丽
景色和丰富物产。《香港，璀璨的明珠》：展示了现代都市
香港的美丽和繁华。

从导语到课文、到语文园地，各项语文活动的安排，都是围
绕着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培养学生爱祖
国的思想感情这一主旨编排的。这里有古人赞颂长江雄伟气
势、西湖迷人风采的古诗《望天门山》《饮湖上初晴后雨》；
有反映南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富饶的西沙群岛》；有
描绘北国各个季节不同景色的《美丽的小兴安岭》；还有展
示现代都市风采的略读课文《香港，璀璨的明珠》。单元内
各部分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听说读写各项能力
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在二年级上册第三组课文和二年级下册第三组课文的学习中，
学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学习本组课文，
可以将新旧两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祖国
的山河壮美。学习古诗，注重让学生读懂词句，理解内容，
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其他三篇写景的课文，注重
引导学生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在充分的阅读中，领
略美丽的自然风光，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学习过程中，
还注意引导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加深对祖国山河的了解。同
时，指导学生掌握一些积累语言的方法，培养学生积累语言
的习惯。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第八组”教材单元主题是“献出我们的爱”。分别由29课
《掌声》、30课《一次成功的实验》、31课《给予树》、32课
《好汉查理》（略读课文）和《语文园地八》组成。本组课
文告诉我们怎样去爱别人。让我们献出自己的爱，使生活变
得更美好。腿脚残疾的英子在三次掌声中留泪了，此泪化作



了她生活的勇气。一个有趣的实验终于在三个孩子的密切配
合下成功了，小女孩之所以得到老教育家的青眯是因为她有
着先人后己的品行。金吉娅在“给予树”上摘下了一个卡片，
用二十美元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买了一只洋娃娃。爱搞
恶作剧的查理在草地上抽刀出鞘，杰西坐在轮椅上，一起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信守诺言的他做了真正的好汉。在连
学了两篇充满异域情调的文章后，编者在《语文园地八》中
匠心别具的安排了一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我们感叹教材编写者的韬光眼界、匠
心别具。

在整体把握这组教材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时，没有过度阐
释人文层面上的东西。“人文”是潜移默化的、长远的、隐
性的东西。“人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经变迁，有着鲜明
的时代气息。那么，语文课中的人文因素，怎样才能形成于
学生的素养结构中去呢？最经常、最有效的方法是读——读
着读着体会到了；读着读着感悟到了；读着读着共鸣到
了……读能激起学生热爱世界先进文化，理解世界人民共同
的美好情感；读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逐步提升文化品位。
“读中自有真情感，读中自有真性情，读中自有真人文。”

六年级语文上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鲜花什么时间开放，蜜蜂有哪些奇特的飞行本领，玩耍却玩
出了大名堂，怎样巧妙找到丢失的骆驼，这是多么有趣的内
容啊。本组课文讲的就是这些内容。有的讲对植物有趣观察
和发现；有的讲对动物的细心观察和试验；有的讲在玩耍中
对物品的观察与发现。课文渗透了在观察中要用心思考、勤
于动手，才能有所发现的意识。全组紧扣细心观察这个专题，
共编排了3篇精读课文《花钟》《蜜蜂》《玩出了名堂》，五
篇略读课文《找骆驼》，且个语文园地（包括口语交际、习
作、日积月累、宽带网），内容丰富多彩。通过本组教学，
初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学会正确的观察方法。



《花钟》一课将学生引领进入“花钟”的奇妙世界之中，学
习课文是如何借助语言对花开进行丰富精妙的表达的，体会
汉语言文字的丰富，从而扎实学生语文功底，体现了语文学
科特点。教学《蜜蜂》时，我真实感受到了：只有放飞学生
的个性，才能使课堂灵动起来。《玩出了名堂》一课教学后，
让我反思到阅读教学是为了引导和帮助学生阅读，老师对课
文的解读，不能代替学生的阅读与理解。《找骆驼》一课教
学，教给了学生独立阅读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