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 小学六年
级语文钱学森教学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一、给下列画横线字加上正确的读音。

埋藏兴奋()运载()赏月()

埋怨()高兴()记载()品尝()

二、缩句。

1.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

2.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9
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三、按课文内容填空。

1.当时，钱学森享受着__________的待遇，有_________的生
活和_________的工作条件。可是，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说：“我是________。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_________，为的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钱学森_________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这一天_____________。祖国现



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大
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们
是______________。”

钱学森被誉为“_____________”，他的这些话表达了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思想感情。

2.文中引用了一句诗句，请把这首诗完整地写下来：题目：
《_________________》，作者是______朝_________，诗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由以上教学片断看出，学生对文本的阅读水平参差不齐，有
的仅仅能浮光掠影地从文中获得一点大概的印象，有的能结
合文中的关键词句来深入体会。如何指导并提高学生“抓关
键词句来体会”的能力非常重要。因此，在师生交流对话的
过程中，教师还要善于根据学生的回答来进行点拨。当学生
回答粗浅时，我们适时追问，引导他结合文本中的关键词句
作深入的思考；当学生回答深入时，我们及时表扬鼓励，为
其他学生提供成功的范例；当学生回答错误时，我们也不能
一概否决，而要根据他回答的情况来巧妙引导。下面结合上
述教学片断具体讲讲。

例如：当学生仅仅读出相关句子，说出一点儿体会（弟子们
找寻认真）时，教师可追问：从这段话的哪儿来看出？/体会
到？引导他找出关键词：两个“看看”、“用心地挑挑拣
拣”，再读读这几个关键词，并在脑海中想象“弟子们“用
心寻找”的模样（或者也可以演一演，以加深印象）。这样，
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便较为到位，且能“依据文本”，“有感
而发”，改变阅读时的“泛泛而谈”，增强阅读感悟的“针
对性”与“有效性”。而在学生能依据文本理解比较到位时



（第四个学生的回答），教师可以轻轻点拨：某某同学理解
透彻，关键在于她能细读课文，并抓住关键的词语深入思考，
不仅理解语言文字表面的意思，而且能联系实际谈出自己深
刻的体会。这样结合学生的实际来引导，比较实在，效果也
好。因此，以上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弟子们两手空空”的
原因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他们的
一举一动，然后紧扣“埋头”“低着头”感受他们找寻时目
光短浅，只盯着眼前一块等等。

同时，在组织学生交流自学体会时，也要注意回答学生的层
次性。如将平时阅读水平比较好的学生放在后一点，避免他
的回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影响其他学生回答的积极性。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交流的不同情况，
进行点拨引导。在点拨引导的过程中，一定要指导学生细读
文本，依据文本来深入感悟。可通过朗读、找出关键词句，
通过想象，让枯燥的语言文字在孩子的眼前、心里活起来，
动起来，提高学生“个性化阅读”的水平，同时，在不断深
入的交流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充分利用“生本
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最大的麦穗》是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讲述了古希腊大哲
学家苏格拉底让弟子们从麦地里找一颗最大的麦穗，从中引
导弟子们悟出了“人的一生应该有远大的理想追求，但必须
实实在在地把握眼前的机遇”的道理。

在理解苏格拉底的一番深入浅出的话时，我启发学生，让学
生自己联系生活，谈谈对这个故事的理解。贾晓岱同学举了
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当今大学生找工作，常常是高不成，低
不就，不是嫌工作苦，就是嫌工资低。这样，一来二去的，
几年也找不到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工作。而同样有一些学生
就愿意从底层做起，几年下来，已经成为单位的骨干。从而



让学生明白抓住机会，把握当前才是最重要的。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

1、感受周总理工作劳苦、生活俭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崇高品质，初步培养热爱和敬仰周总理的思想感情。

2、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能背诵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

3、学会本课生字，理解新词，区别三组词的不同意思和用法。

4、学会借助中心句，正确领会课文的中心思想。

二、教学重点：

学会借助中心句，正确领会课文的中心思想。

三、教学难点：

学生虽然学过几篇歌颂总理的文章，但总的来说，要培养对
总理的热爱和敬仰之情有些困难。

四、课前准备：

让学生搜集有关周总理的故事。

五、教学过程：

(一)揭题

1、出示课题《一夜的工作》，读题

2、读了课题你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二)熟悉课文

1、自读课文5分钟，注意生字新词，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并了解你最想了解的东西。

2、反馈：你了解了什么?

顺带检查朗读情况。

(三)理解课文

1、把最后两节读二遍，比较一下这两段文字，有什么联系?

2、指导朗读最后两节(女同学，轻声的，男同学声音响亮地)

提示：

(1)“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说明
因陋就简。

(2)“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转椅，
一盏台灯，如此而已。”说明陈设简单。

(3)“两杯热腾腾的热茶，一小碟花生米……花生米并不
多……好像并没有因为今夜多了一个人而增加分量。”说明
生活简单。

4、有感情的朗读。

5、片断练写

把这些组合起来，(可以增加一些词句，删掉一些词句)
以“周总理的生活是多么简朴”为开头写一段话。

6、交流。



7、小结：通过朗读，我们学习了语言，通过练笔，运用了课
文语言，变成了自己的语言，这就是我们学习语文的方法。

(四)研读课文

1、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周总理工作是多么劳苦?

提示：

(1)从工作时间上看：“我今晚上……”“……就听见公鸡哦
哦地叫明了。”

(2)从工作量上看：“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厚厚的一叠
文件说：'我今天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
在最后。……'”

(3)从工作态度上看：“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铅
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普通的浏览，而是一
边看一边在思索，有是停笔想一想，有时还问我一两句。”

在研读中区别三组词的意思和用法。

2、有感情朗读有关句段。

3、把这些句段组合起来，(可以增加一些词句，删掉一些词
句)以“周总理的工作是多么劳苦”为开头写一段话。

4、交流

5、联系全文，想想“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这句话在
全文中的作用。

六、教学结束：

作业：背诵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周恩来是中国的一大伟人，是中华人民的骄傲，但对于21世
纪的少年来说，他们却是陌生的，对周总理的感性认识很浅
显。我觉得学生对文章人物不了解，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是
很难在情感上产生与作者那样的共鸣的，学习时体会也就会
不深刻。如何拉近总理与学生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和领会总
理的伟大人格呢？课前，我布置学生通过问父母长辈、上网、
查阅有关周总理的书籍、资料等，充分地让学生通过资料去
感受，丰富学生的课前感知。通过搜集资料的实践，不断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同时也培养学生爱好课外读物，多读课外书的好习惯。广泛
搜集并交流资料，不但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而且为
探究性学习打下了基础。

二、采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学习方法，通过读来理解
感悟文章

《一夜的工作》一文紧紧围绕“劳苦”和“简朴”这两个层
次展开的。从内容上看围绕中心的句子较为明显，故我也用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所提倡的`自主、合作学习的方法进行
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时，紧紧抓
住“劳苦”和“简朴””这个文章的文眼来进行，起到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教学时，是轻分析，重感悟，让学生自
主阅读。本课设计以读为本，让学生自己在读书中感悟语言
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感悟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情感，读得充分：
有整篇读，有一部分一部分地读，有关键语句的反复读；读
的形式多样：有自读、范读、领读、齐读、师生合作读、同
桌互读、小组轮读等，使学生在熟读中不断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感悟表达方式、获得情感的体验。

三、深入挖掘教材，不要拘泥于课文表面内容

高年级的阅读教学有别于低年级，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课文



的读懂，而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内容，提供给学生更多的想
象、创新思维能力的训练。教学一夜的工作，我让学生进行
了多次想象、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如总理会思索些什么呢？
你觉得总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写下一句你最想对总理说的
话。学生们的独到见解、精彩回答，其间迸发出来的思维火
花，令我感慨万千。

四、给足充分的时间让学生研讨、思考、朗读

课堂上，我安排了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反复地读，读完后在
小组里和同学充分交流、和全班交流，学生相互启发，提高
了认识，对总理崇敬、爱戴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