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 小学六
年级语文讲课教案(模板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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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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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一

1、引导背诵第15自然段。

2、想象课文描写的“我”在祖父花园里的生活情景，体
会“我”在花园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童年生
活的情趣。

3、学习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生活，以及真实地表达
自己的感受的表达方式。

教学重难点

体会作者对景物的描写，感受文章中的“自由”，体会作者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直接导入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生：我和祖父的花
园)(事先板书)。

师：萧红写的童年故事发生在哪?(生：花园)。谁和谁发生的
故事?(生：我和祖父)。我、祖父、花园构成了多彩的童年生
活。那么，通过上堂课的学习，谁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
这是一个怎样的花园?(板书：花园)

(生：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花园。)这里真是丰
富多彩的世界。这节课老师要和大家继续走近这美丽的花园。

二、深入课文，读中悟情

师：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气的花园里，“我”都做了什么呢?请
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用“﹏﹏”画出来。指名答。

生：栽花、拔草、下种、铲地、追蜻蜓、捉蚂蚱、浇菜„„。

师：呀，小作者可真能干呀，能做这么多的事，对吗?其实她
是在干什么?

生：淘气、瞎闹。

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她是怎么淘气的吧。

课件出示一段：祖父一天都在花园里边„„反而被踢飞了。

师：谁愿意读给大家听?指名读。

师：你们也种过菜或播撒过什么种子吗?

生：有。生谈经历，谈感受。“溜平”你知道是怎么溜吗?„„

师：有些同学没有过这样的体会，那也没关系，你们可以从
萧红的文字中体



会到这种快乐。谁想再来读一读?指名读。

师：这是一个怎样的小萧红?

生：(“我”爱模仿祖父的行为)可爱、天真、幼稚、淘气、
调皮。

师：从哪能感受到她的淘气?

生：踢飞了。

师：这哪是在种菜，简直就是在瞎闹。菜种都被我踢飞了，
调不调皮?谁愿意再来读读这有趣的画面。课件出示：当祖父
下种„„反而被踢飞了。

师：除了下种我还做什么了?

生：铲地。

师：我是怎么铲的呢?

课件出示一段：祖父铲地，我也„„当做谷穗留着。

师：谁想读给大家听?指名读。我是怎么铲的?找动词。

生：爬在地上，乱勾一阵。

师：你们见过这样铲地的吗?(生：没有)。这样铲地的结果就
是?“苗、草不分，结果留着一片草。这哪里是铲地啊，真是
帮倒忙。

师：谁想再来读读这句。课件出示：其实哪里是铲„„当做谷
穗留着。指名读。

师：你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干着傻事的小姑娘。



师：我又做出了什么举动呢?

课件出示：玩腻了„„“下雨了，下雨了。”

师：我是怎么浇菜的?找找有哪些动词，从中你能体会出什
么?

生：跑、闹、抢、浇、拿、拼、扬、喊。从中能感受
到“我”的无拘无束与自由。(板书：自由)

师：谁能有感情地来读一读呢?

师：这一大瓢的水冲下来，“我”会怎样?

生：园子里的“我”好像落汤鸡一样。

师：你做过这样的事吗?想象一下小萧红大喊着“下雨”时的
心情是怎样的?

生：高兴、开心。(板书：快乐)

师：真正有感情的朗读都离不开想象，我们也要学着想象去
读。把你内心的率性、自由、快乐给读出来。指名读。

师：你不敢洒吗?胆子大一点，再读一读

师：我们共同做着动作齐读“下雨了!下雨了!”

师：你们体会到她的快乐了吗?没人管，没人束缚，这是何等
的自由啊!

师：看来，想象朗读，模仿动作朗读都是读好书的法宝，也
是学好语文的法宝。瞧，你们的发梢还滴着水呢，多么淘气
的孩子，但是小萧红还是乐在其中，此时，你认为这是一个
怎样的花园?(板书：乐园)



师：小姑娘在花园里这么调皮，这么快乐，离不开的这个人
就是——

生：祖父。

师：祖父是怎样一个人?从文中哪些语句能体会到?用心读读
课文，找一找。

生：我从„„看出祖父是个宽容、宠爱萧红、很有方法，不打
不骂„„的人。

课件出示第6—8自然段。

师：祖父大笑起来，笑够了，还在笑，三个笑，看出了什么?
慈祥、慈爱。

师：当我跑回屋拿了一个谷穗抛给祖父时，祖父是怎么做的?

生：慢慢地把我叫过去。

师：为什么慢慢地?(不着急，很有耐心。)„„

(板书：爱园)

生：„„出示15自然段。谁想用你那美妙的声音读给大家听?指
名读。

师：这一段也是写园子的，一共10句话，都是围绕一句话来
写的。哪句?齐读出示：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
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师：花、鸟、虫子都活了吗?怎么活的?这个“活”怎么理解?

生：有生命力，充满生机。



师：所以在作者眼中：花开了，就像——(生接：花睡醒了似
的)。鸟飞了，就像——(生接：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
就像——(生接：虫子在说话似的)。这三个句子结构相似，
连在一起叫——(生：排比句)。

师：还有一个排比句谁找到了?指名答。

师：知道什么是“谎花”吗?(不结果实的花)你们了解的真多。

师：花园里的植物多自由啊，那玉米呢?

生：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
有人管。

生：长上天去，这不可能。这样写我们感觉玉米生长多么自
由。

师：蝴蝶也是随意地飞。说明它们也是——生：自由的。

师：它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段中共有11个“就”字，你
认为是不是太啰嗦了?

生：不啰嗦。

师：那这十个“就”字你能体会出什么?

生：一切都是自由的。

师：在这个花园里，不但我是自由快乐的，就连植物、动物
都是自由快乐的。

师：既然是写自己的童年生活，那又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笔墨
来写这个园子里的动植物呢?

生：写园子丰富多彩，衬托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



师：写花园里庄稼自由自在，其实就是写作者的童年生活自
由自在。

师：谁能填一填?课件出示要求背诵段落15自然段，原文填空。

师：除了这些动、植物，作者还写了哪些事物?

生：天空、白云。

出示16、17自然段。齐读。

师：这里仅仅写天空的蓝悠悠和又高又远吗?

生：我们更能看到作者快乐的心境，那种对自由的渴望。

师：像作者这样把人物情感寄托在事物上，借助事物来表达
人物的情怀，这种写法就叫——借物抒情。

生：因为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
写好文章的首要条件，所以同学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留心
感受生活中的人、事、物。

三、课外延伸，聆听作者的心声

师：然而萧红的童年却不都是快乐的，你们想知道这快乐背
后的故事吗? 课件介绍：萧红一生悲苦，8岁丧母，父亲因她
是女孩就歧视她，继母更不喜欢她，父亲对她很冷酷。偶尔
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萧红在一篇文
章中回忆：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的房里，一直
面向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祖父时时把多纹的手放在我肩
上，——对我说“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她的童年是在
可怜的阴影中长大的，在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零地挣扎
过来的。只有从她的祖父那里，可以得到温暖和爱，祖父和
他的花园是她童年时代的一束阳光，因而她对于和祖父一起



时的那段童年时光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

师：听到这些，此时你有什么感受?正是因为她有这样悲伤的
童年，所以她对和祖父在花园里的快乐生活难以忘怀。这是
一座乐园、爱园，更是一座精神的家园。(板书：家园)。

师：最后，请你们记住这个乐园、爱园、这座精神的家园。
记住这个的现代文学女作家萧红。好，下课!

四、板书设计

我和祖父的花园

自由 乐园、爱园、家园

花园 快乐 借物抒情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二

《体育颂》这首散文诗热烈、充满激情的歌颂了体育，把体
育看成是美丽、正义、勇气、荣誉、健康、进步与和平的化
身。全诗高度评价了体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这篇课文是一首散文诗，诗人用充满诗意的形象化的语言赞
颂体育，每段以“啊”字开头奠定了抒情色彩，每一自然段
都可以从句末找到押韵的文字，例如第一段就
有“力”、“地”、“已”、“意”、“地”，其它的段落
也具有同样的语言标志。体育被诗人拟人化，运用第二人称，
使文章亲切而热烈，情真而意浓。全文采用比较简短的句子
构成段落排比，以简洁明快的节奏表现高昂、欢快、活泼的
激情，读起来琅琅上口，音韵铿锵有力。

此篇散文诗，主要以朗读的方法来体会文章的情感，把握朗
读的基调，体会作者的激越、高昂对体育充满赞美的激情。



以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主

激发学生热爱体育的愿望，培养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鼓励
学生投身体育事业，树立为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理想。

1.抓住各段领起句，把握它们在文中的意义和作用，感受作
者的情感。

2.引导正确领会体育真正的内涵，认识现代体育对人类产生
的巨大影响。

1.有条件的学生可上网查寻有关奥运会及顾拜旦的资料，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此环节在课前完成)

2.朗读指导，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品味文章内容及感情。

3.合作探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交流的热情，在合作中探
究。

4.品读，让学生选择自己体会较深或喜欢的段落进行品读有
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

5.课时安排：两课时

一、情景引入。

1.多媒体展示引入

2.速读资料，了解作者。

3.学生初读，处理生字词。

4.教师范读，把握基调。

二、研读课文。



1.生自由朗读课文，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赞颂体育的，
写出内容提要。

(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

从以下九个方面赞颂体育的：

(1)体育是生命的动力。

(2)体育能塑造美丽。

(3)体育能体现正义。

(4)体育能使人赢得荣誉。

(5)体育能培养人的勇气。

(6)体育能给人带来乐趣。

(7)体育能增强体质。

(8)体育可以推动进步。

(9)体育可以促进和平。

2.学生激情朗诵：

(1)学生任选一段自己最喜欢或者理解最透彻的段落反复品读，
在全班交流时做到先表情朗读，再对文段进行理解。

(学生展示)

(2)学生质疑并解疑。

三、学生感受文本亮点：



(1)语言隽永，句式整齐，读来琅琅上口，韵味无穷，如“想
起你，内心充满欢喜，血液循环加剧，思路更加开阔，条
理……且段末押韵。

(2)拟人和排比等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使文章
具体、形象、生动，一气呵成、有气势。

(3)运用第二人称，使文章亲切而热烈，情真而意浓。

(4)段首中心句构成排比段。

四、总结课文：

这首散文诗热烈歌颂了体育，阐明了体育的内涵，揭示了体
育对个人乃至民族的重要意义。

五、巩固练习

模仿本文散文诗的形式，结合自己对“幸福”的切身体验写
一小段文字歌颂幸福。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振颤，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幸福常
常是朦胧的，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
在很高的天空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的外衣，亲切温
暖地包裹起我们。)

体育是生命的动力。

(1)体育是和平。

(2)体育是美丽。

(3)体育是正义。

(4)体育是荣誉。



(5)体育是勇气。

(6)体育是乐趣。

(7)体育是健康。

(8)体育是进步。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三

1.通过自主阅读和集体交流，品味生动有趣的“童年生活故
事”，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感受美好的童年时光，绚丽多
彩、自由快乐的童年生活。

2.在感受美好童年的过程中，掌握读书方法。

【教学重难点】

阅读本文后学生能在会心的微笑中感受游戏的快乐，并对自
己感兴趣的内容做一些评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课前播放歌曲《童年》，背景为学生平时生活照片。

师：看到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你们是否想起美好的童年，这
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多彩的童年，享受童年的快乐吧！板
书：竹节人。

二、潜心交流。

1.谈话带入。



光阴似箭，一晃，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童
年，是那么美好！在你们的童年里有哪些有趣的往事赶快和
大家一起分享下吧！

2.回顾概括。

（1）提炼关键词：

瞧，一提起童年，大伙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还是先来回想
一下作家笔下的童年是什么。课件出示：林海音的《冬
阳·童年·骆驼队》告诉了我们她的童年是（怀念向往），
费奥多罗夫在《童年的发现》中发现了什么？让我们懂得了
童年是（敢于探索），萧红在《祖父的园子》里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童年是（自由快乐）。

（2）总结方法：

你们看，我们抓住了这几个关键词就把握了文章的主
题，“抓关键词”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板书（抓关键
词）。

3.阅读概括。

（1）阅读文章：

（2）重点生词注音与释义。

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先带领学生过一遍本课重点字词。

读写下列字词：

豁威风凛凛疙瘩棍别出心裁技高一筹橡皮雕跺脚颓然沮丧趴
屉

字词释义：



豁：裂开。

叉：分开。

俨然：形容很像。

叱咤风云：形容声势、威力很大。

弄巧成拙：想用巧妙的手段，结果反而坏了事。

作鸟兽散：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四散逃离。

虎视眈眈：形容贪婪而凶狠地注视。

悻悻然：怨恨失落的样子。

酣：尽兴，畅快。

鏖战：激烈地战斗。

赫赫：显著盛大的样子。

（3）交流概括：

童年是什么？谁能像刚才那样用一个词来告诉我们。《竹节
人》——充满童趣（评价：“抓关键词”这种读书方法，同
学们运用得真好！）

三、感悟方法。

1.学生用心品读。

2.读后自由交流，教师相机评价，总结读书方法。

第一，抓句子“把穿着九个竹节的鞋线嵌入课桌裂缝里，在



下面一拉紧，那立在裂缝上的竹节们就站成一个壮士模样，
叉腿张胳膊，威风凛凛，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
身疙瘩肉的小伙子差不多。”

（1）你们见过竹节人是什么样的吗？文章的哪一段告诉了我
们？

（2）教师课件出示描写竹节人的句子，这就是描写竹节人的。

（3）指名朗读，其他学生闭眼想象画面。

（4）总结方法：你看到了怎样的竹节人？语言文字就像一幅
灵动的画面，我们在读书时，边读边想象画面就能加深对句
子的理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板书：想象画面）

第二，抓句子“下课时，教室里摆开场子，吸引了一圈黑脑
袋，攒着观战，还跺脚拍手，咋咋呼呼，好不热闹。常要等
老师进来，才知道已经上课，便一哄作鸟兽散。”

（1）同学们，你们课下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都在干什么？
感觉怎么样？带着这种感觉再来读读这部分。

（2）再次读句子，你又有什么感受？

（3）总结方法：看，联系自己的生活实践，也能加深我们的
读书感悟。这又是一种读书方法。（板书：联系生活）

3.总结：走进竹节人，我们不但分享了快乐，还收获了两种
读书方法，想象画面和联系生活。

四、践行阅读，推荐阅读。

走进童年，我们充满了美丽的梦想；走进童年，我们享受着
无穷的欢乐！课下，让我们继续阅读童年，可以读读高尔基的
《童年》，林海音的《童年乐事》，不让童年的欢乐悄悄溜



走，愿你们在快乐阅读中继续享受童年！

【作业布置】

阅读是一种选择，不同的阅读目的，有不同的阅读关注。从
下列任务中选取一个，关注课文相关内容，结合自己的生活
经验，写一段介绍或讲述的文字。不少于200字。

1.写一篇玩具制作指南；

2.介绍传统玩具的乐趣；

3.讲述课文中老师的故事。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四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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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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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法：

自读感悟，读说结合。

教学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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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设计：

准备摸瓜

摸瓜 摸瓜经过 乡情淳朴

往回送瓜 人情浓郁

请我们吃瓜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五

1.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感知文章内容，了解作者钟情于
胡杨的几个方面。

2.用简短的话概括4、5、7自然段的意思。

（一）创设情境，引入文眼

1.背景音乐起，师：在茫茫的大沙漠，当黄沙袭来的时候，
所有的生命都折服于沙漠的肆虐的时候，河流退却了，人群
退却了，就连那雄伟的城郭也被掩埋了……有一个绿色的精
灵，以不屈的精神与沙漠抗衡，与风暴搏斗，生生不息。它
就是——胡杨。（出示胡杨组图）



2.师：人们崇敬胡杨，留下了许多赞美的文字。（揭示课题，
齐读）

（二）紧扣文眼，整体感知

1.过渡：读读这篇赞美的文字，看看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
地方？

2.生自主读文三遍（出示阅读要求）。

（1）大声朗读，读准字音，读连贯、流利。

（2）同桌读（齐读，分段读），纠正字音，联系上下文交流
新词的意思，说说每段的意思。

（3）自主默读，思考：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地方？

3.汇报初读情况。

（1）指名分段朗读，纠正字音，师相机引导学生用简短的话
说出4、5、7段的意思。

（2）问：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地方？（师相机板演：无人
关照弓腰驼背粗茶淡饭默默奉献）

（三）自主品读，披文入情

1.过渡：作者钟情于无人关照的胡杨，弓腰驼背的胡杨，粗
茶淡饭的胡杨，默默奉献的胡杨，读了课文，你对怎样的胡
杨动情了，请找到相关的段落读一读，把你动情的原因写下
来，再动情地读一读。

2.生自主阅读，勾画、作批注，有感情地朗读。

3.同桌交流感受体会，有感情地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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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语：同学们，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青松迎客，寒梅
报春——大自然有声有色，有情有意。我们这学期学习的第
一组课文，将带领我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领略大自然的风
姿，倾听大自然的声音，与大自然互诉心声、交流感受。

（2）揭题：今天，我们首先跟着一位作家，走进山林，去拜
访他的朋友。请同学们一起读课题。

（3）看课题猜猜，作者拜访的会是怎样一位朋友？

（1）作者去山中拜访的朋友到底是谁呢？请同学们自由轻声
读课文。

（2）读后交流，了解大意。

（1）学生自由读，看谁能把课文读正确，读流畅。

（2）谁能把自己读得最流畅的一段读给大家听？

老师随机纠正，重点点拨。

（3）结合课件学习课后生字，比较形近字。

（1）下面，让我们跟着作者，一起去拜访他的第一位老朋友。
请同学们一起读课文第3自然段。

（2）一进山，一眼就看到这座古桥，老朋友相见，作者是怎
样和他交流，心里默默地对他诉说些什么呢？请同学们再默
读课文，在书上画一画。

（默读画句，读后交流。）



（3）交流感受。

谁知道“德高望重” 的意思？你们是从哪里体会到他的“德
高望重” ？

师：随着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流逝，只有他依然
如旧，默默地站在这涧水上，为大家服务。难怪作者一见到
他，就由衷地赞美他，对他说——（引读：啊，老桥，你
如……）

（生齐读）

师：这就是作者拜访的第一位老朋友。在作者心中，古桥就
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者把老桥当做人来写，用拟人化
的手法，把自己对老桥的深厚感情，生动地传给了我们。我
们在读课文时，要用心地体会作者表达情感的方法。

抄写生字，并读熟课文。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七

作为一名班主任，管好一个班是最基本的任务。这学期，在
班级管理方面，我做了如下工作：

(一)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上学期期末考试中，显示出本班的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
实，本学期在这方面进行了狠抓。如对课文的生字新词和要
求背诵的内容，一定要全班同学都过关。对于学习的重点，如
“句子的变换形式”和“修改病句”以及“多音字的理解”
等容易失分的知识，我则采用了多种形式的练习，小结方法，
练习巩固等，争取绝大部分学生在课堂里过关。另外，对于
学生马虎做作业书写潦草的现象，我要求全班学生做作业一
律用钢笔书写，每周周二、周四午休让他们练写字帖。一学



期下来，学生在字词句方面的知识得到了巩固，提高了他们
学习的基本技能和语文能力。

(二)做好学习方法的指导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最重要的学习莫过于方法的
学习。搞好了学习方法的指导，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是有很
大的好处的。因此，我在教学不同的知识点时，都结合学生
学习的情况来渗透学习方法的指导。

在预习课文时，要求学生“读—画—思—写—问”的五步预
习方法，意思是“读课文、画词句、思内容、写批注、问不
解”的方法。学生掌握这个预习方法，有利于提高他的自学
能力和阅读水平。

在阅读教学上，我注意理清文章的脉络，渗透理解词句的方
法，指导学生抓住文眼来理解中心，归纳小结“分段、概括
段意、概括主要内容、体会思想感情、感悟表达方法”等阅
读技能，并进行迁移学习到同体裁的课文中去，收到举一反
三的效果。

在习作教学上，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周边的事物，关心时事，
并把自己的感受诉诸笔端。把从课堂教学中学到的课文表达
方法迁移运用，多积累素材，多练笔，学生的表达能力亦然
不断提高。

在综合性学习中，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让学生多实践，
多思考，多总结。我组织多种展示课，让学生把自己收集到
的资料汇总分类，确定研究主题，小组合作，制作成精美
的ppt展示。

(三)做好转差工作

本班极需帮助的差生大约有五名，提高他们的成绩，对提高



全班整体的学习质量有很大的作用。我采用的方式是“以多
优带一差”的方法，帮助差生制定出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
每天让优生抽出半小时帮助他们掌握，因为是多名优生来帮
助，所以他们都不会有增大负担的感觉。另外我还设了奖励
的制度，形成了竞争的机制。通过单元和知识点的小测，检
查他们的学习效果，及时给差生鼓励，使他们重拾学习的信
心。

(四)拓展知识视野

语文教学必须重视积累运用，只有学生对知识有了一定积累
之后才能运用。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我开展了一系列
的语文活动：1、优秀文段朗读。通过学生自主搜寻优秀文段，
使学生主动进行课外阅读，学生的阅读量增加的同时，学生
必然收获了许多东西。2、好词佳句的收集。在不断收集整理
的过程中，学生的词汇积累有了明显的增多。3、原创得意句
段的展示。4、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学生在活动中增长了知识，
训练了动脑、动口、动手的能力。

1、同学们的作业，个别书写质量太差，作业本保护的不够好，
个别同学对字的笔顺、笔画掌握的不好，错别字比较多，还
没有养成认真书写的好习惯。

2、在教学过程中，对新教材理解、运用不够深刻。对教材内
容把握不够，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没能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

3、教学中，未能有效地关注整体，激励性语言使用不足，不
到位。

4、个别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不高，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课外
阅读习惯。

5、辅差工作完成较好，培优工作则显不足。



1、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2、要努力开发、充分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语
文实践活动。

3、多组织一些班级活动，如：朗读比赛、说话比赛、讲故事
比赛等等，使那些思想落后，集体荣誉感差的同学受到启发
教育，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表扬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和责任感。

4、重视优生的培养和差生的转化工作。

5、在指导学生学好语文，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要加强德育
工作，重视学生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

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八

?结构分析〕

全文共4个自然段。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l自然段)，小伙伴们商量准备去摸瓜。

第二部分(第2自然段)，紧张刺激的摸瓜经过。

第三部分(第3自然段)，娘逼着“我们”把摸来的瓜送回去。

第四部分(第4自然段)，德顺爷爷不但没有怪罪“我们”，还请
“我们”吃西瓜。

?语意理解〕

“摸瓜”就是偷瓜。作者为什么用“摸”而不用“偷”
字?“偷”字从感情色彩上看具有贬义。小孩子偷瓜，是可以



原谅的错误，作者不忍心用贬义词。最主要是因为本文是一
篇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文章，“摸瓜”是当地的土语，当地
的人都这样说。这样用词，使文章更具有生活气息，更真实。

“狗剩把我们找到一堆，头抵头说出了他的主意。”

什么主意?本段没有写出来，作者这样处理，目的是故意制造
一个悬念。吊起读者的胃口，去了解下文。狗剩没有大声讲
出他的主意，目的是不想让在场的女生山菊知道，因为这个
主意让她知道太难为情了。通过读下文，我们知道男孩子们
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往身上抹泥巴。

“正当他俩就要爬进瓜田时，突然从瓜棚里传来一连串‘咔
咔’的咳嗽声。”

德顺爷爷是生病了咳嗽?还是吸烟呛咳嗽了?本段没有交代，
当我们读完全文后，终于明白，爷爷咳嗽是看见我们摸瓜，
故意提醒我们呢。当我们明白老爷爷的'良苦用心后，被德顺
爷爷的善良所感动。

“摸瓜容易送瓜难。”

偷西瓜时有惊无险，还算顺利，所以看上去比较容易，而把
偷来的西瓜送回去，就太让人无法面对看瓜的爷爷了，不好
启齿解释这件事，明知道偷瓜不对，怎么道歉呢，所以送瓜
比偷瓜难。

“知道你们摘的瓜不熟，想喊你们，又怕吓着你们。”

“怕吓着”这些淘气的孩子，语言中流露出老爷爷对孩子们
的疼爱。淳朴的乡邻之间的感情，是感人的。

?写作特点〕



1.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从狗剩提出摸瓜的建议开始，情节发展就起波澜：怎么摸?山
菊怎么办?摸瓜时爷爷突然咳嗽，又朝“我们”走来!摸瓜后
还没等吃，“我”娘又气冲冲地闯进苇塘，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扣人心弦。

2.每个人物性格特点鲜明突出。

头脑灵活的狗剩;有正义感又很仗义，乐于助人的山菊;胆小的
“我”;教子严厉的娘;善良的德顺爷爷，每个人都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