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 六年级数学
第二单元生活与百分数教案四(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一

义务教育教科书六年级下册数学第二单元的例5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通过解决购物中的折扣问题，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折扣的计
算方法，理解并能正确计算。

2、通过多种不同优惠方式的对比，使学生经历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稍复杂的折扣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推理、概
括的能力，同时使学生学会灵活合理地选择购买方案。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感受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同时通过对同一商品不
同促销手段的对比分析，培养学生全面思考、理性消费的好
品质。



教学重点

1、理解“满100减50”和“打五折”的区别。

2、理解购物中的多种优惠形式，并能正确计算出折后价。

教学难点

通过对同一商品不同促销手段的对比分析，使学生学会灵活
合理地选择购买方案。

教学准备

课件，计算器。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举行的手拉手献爱心的活动，你
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吗？那你们是用什么方式献爱心的啊？看
得出来，咱们同学都是有爱心的孩子！有一个班同学也想参
与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们分成了三个小队，其中的常春藤小
队想买些学习用品，在商场看到了这样的打折信息：

1、理解含义

50%off、—40%、降30%，说说它们的含义。

2、现在有三家店在销售同一款书包，你选哪一个？

为什么？一定是一号店便宜吗？

出示原价：230元188元163元



现在呢？还一定是它吗？同位两个算一算吧。学生汇报。

3、通过解决这个题，你想说点什么？

不仅要看折扣，还要看原价，这个原价其实就是我们常说
的“1”

小结：折扣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遇到，今天咱们就继续研究
生活中的折扣。

二、出示例题

1、你知道哪些打折的方式呢？

2、对比两种不同的打折方式。

“满100元减50元”是什么意思？它和打五折是一回事吗？

3、验证

是不是他们说的这样呢，咱以1号店的这款书包为例，原
价230元，同位两个算算看

学生汇报并板书：230*（1—50%）=115
（元）230—50×2=130（元）

小结：看来，满一百减五十还是不如打五折便宜。

4、两种折扣方式的区别与联系。

三、书店买书

1号店：正在搞店庆，在八折的基础上再打九折

2号店：也有优惠活动，买四赠一，什么意思？



3号店：购价值一百元的会员卡，可享受六五折优惠。

4号店：预存5000元后打六折，这是什么意思？

5号店：满1000返400元书券

1、到底哪种方案适合啊？小组分工合作，讨论一下吧。

2、学生汇报

那你会选择预存吗？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问题？

小结：听了大家的建议，相信这个小队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灵活地选择购买方案了。

四、你来当卖家

第三支小队，他们手里有一些闲置的全新的物品，想把他们
卖出去换成钱捐给山区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卖家，能运用咱
们今天所学的知识设计优惠方案吗？一会咱们比一比，看看
哪个小组的方案更合理、更受大家欢迎。

学生汇报

其实商品的买卖当中蕴含着许多的学问，我们一定要学会理
性的消费，智慧地生活。

五、总结

1、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还有什么收获？

2、同学们，除了买东西可以打折，生活中还有更多的折扣问
题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课下调查一下。

板书：生活中的折扣理性消费



原价“1”折扣

230×（1—50%）=115（元）230—50×2=130（元）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二

一、填空。(28分)(1—8小题每空1分，9、10小题每空3分)

(1)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0摄氏度记作()0c，零上90c记作()0c，零下30c记作()0c。

(3)如果体重减少2千克记作-2千克，那么2千克表示(

)2千克。

(4)在-、-3、1.5、-1中，最大的数是()，最小的数是()。

(5)小华从0点向东行5m，记作+5m，那么从0点向西行3m，应
该记作()m。

(6)()叫做圆柱的高。圆柱有()条高。

(7)()叫做圆锥的高。圆锥有()高。

(8)圆柱的.侧面沿着一条()展开会得到一个()，它的长等于
圆柱的()，它的宽等于圆柱的()。

(9)有一个圆柱的底面半径是2厘米,高是5厘米,它的侧面积
是(),表面积是(),体积是()

(10)一个圆柱的体积是15立方米,与它等底等到高的圆锥的体
积是().



二、选一选.(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10分)

(1)如果规定从原点出发,向南走为正,那么-100m表示的意义是
()

a、向东走100m。b、向西走100m。c、向北走100m。

(2)做一个圆柱形的通风管,至少需要铁皮的面积是求圆柱()。

a、侧面积b、侧面积+一个底面面积c、表面积

(3)圆柱的底面直径是6分米，高是8分米，与它等底等高的圆
锥的体积是()立方米。

a、113.04b、226.08c、75.36

(4)用一张正方形的纸围成一个圆柱形(接口处忽略不算),这
个圆柱的()相等。

a、底面直径和高b、底面周长和高c、底面积和侧面积

(5)把一根长1米的圆柱形钢材截成2段后,表面积增加了6.28
平方分米,这根钢材原来的体积是()立方米.

a、31.4b、3.14c、6.28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三

一、填空：(20分)

1、5.4平方分米=()平方厘米;1.05立方米=()升;

240立方厘米=()立方分米;10.01升=()毫升。



2、圆柱的上、下两面都是()形，而且大小();圆柱的高有()
条，圆锥的高有()条。

3、一个圆锥的底面积是40平方厘米，高12分米，体积是()立
方厘米。

4、一个圆柱的底面半径是3分米，高2分米，它的侧面积是()，
表面积是()，体积是()。

5、一个圆柱的底面周长6.28厘米，高是3厘米，它的体积
是()立方厘米。

6、一个圆柱和一个圆锥等底等高，如果圆柱的体积是18立方
分米，那么圆锥的体积是()立方分米;如果圆锥的体积是18立
方分米，那么圆柱的体积是()立方分米;如果它们的体积相
差18立方分米，那么圆锥的体积是()立方分米，圆柱的体积是
()立方分米。

7、圆柱的高是8厘米，半径是2厘米，沿着底面直径把它劈成
两半，劈开面的面积是()平方厘米。

8、把棱长为2分米的正方体木块，削成一个最大的圆锥，圆
锥的体积是()立方分米。

9、在一个高24厘米的圆锥形量杯里装满了水，如果将这些水
倒入与它底面积相等的圆柱形量杯中，水面高()厘米。

10、一根长4米，横截面半径为2分米的圆柱形木料截成同样
长的5段，表面积比原来增加()平方分米。

二、判断：(12分)

1、圆柱的体积是圆锥的3倍。()

2、圆锥的体积等于圆柱体积的，圆柱与圆锥一定等底等



高。()

3、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的体积都可用底面积×高来表
示。()

4、一个圆锥与一个长方体等底等高，那么圆锥的体积等于长
方体体积的。()

5、长方形绕着一条边转动所产生的图形是圆柱。()

6、圆锥顶点到底面上任意一点的距离就是它的高。()

三、选择题：(12分)

1、右图中的正方体、圆柱和圆锥底面积相等，高也相等。下
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a、圆柱的.体积比正方体的体积小一些。

b、圆锥的体积是正方体的。

c、圆柱体积与圆锥体积相等。

2、一个圆柱和一个圆锥的底面直径相等，圆锥的高是圆柱
的3倍，圆锥的体积是15立方分米，圆柱的体积是()立方分米。

a、45b、15c、5

3、求圆柱形木桶内盛多少升水，就是求水桶的()。

a、侧面积b、表面积c、体积d、容积

4、用一根小棒粘住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旋转一周，这
个三角形转动后产生的图形是()。



a、三角形b、圆形c、圆锥d、圆柱

5、圆柱体的底面半径和高都扩大3倍,它的体积扩大的倍数是：
()

a、3b、6c、9d、27

6、把一个圆柱的底面平均分成若干个扇形，然后切开拼成一
个近似的长方体。下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a、表面积和体积都没变b、表面积和体积都发生了变化

c、表面积变了，体积没变d、表面积没变，体积变了

相关信息：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篇四

第二单元线与角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借助实际情境和操作活动，认识直线、线段与射线。

2、会用字母正确读出直线、线段与射线。

3、会数简单图形中的线段。

[教学重、难点]认识直线、线段与射线。会数简单图形中的
线段。

[教学准备]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认识直线、线段与射线

1、从生活情境中认识直线、线段与射线

出示第15页的挂图，让学生从现实情境中抽象出直线、线段
与射线，然后通过认一认活动，体会到它们都是直直的，并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这三个图形的特征。

2、直线、线段与射线的区别与联系

组织学生讨论直线、线段与射线的区别与联系：直线无限长，
没有端点；射线无限长，只有一个端点；线段有限长，有两
个端点；射线与线段都是直线的一部分。

二、字母读出直线、线段与射线

1、自学第15页的说一说

2、全班交流用字母读直线、线段与射线的方法。

提醒注意：射线的读法只有一种，一般从端点读起；而直线
和线段的读法都有两种。

三、数简单图形中的线段

1、画一画：

通过第一题的操作让学生了解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过
两点只能画一条直线。

通过第二题的画与量，了解两点之间的最短线段。

2、练一练：



第1题：数线段时，指导学生有规律地数，即按一定的顺序数；
同时，要与线段的表示方法结合起来，如线段ad、线段dc等。

第2、3题：在比较这两题的线段的长短时，学生容易受视觉
的影响。所以，在讲这两道题时，先让学生估一估这些线段
中哪一条线段长，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然后组织学生讨
论用什么办法来确定自己估计的正确性。例如：可以用尺子
量一量来验证。

[板书设计]

直线、线段与射线

直线：射线：线段：

无限长无限长有限长

无端点只有一个端点有两个端点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借助实际情境和操作活动，认识平行线。

2、会用三角尺和直尺画平行线。

[教学重、难点]用三角尺和直尺画平行线。

[教学准备]教学挂图、小棒、三角尺、直尺

[教学过程]

一、平移



平移铅笔：让学生动手用铅笔在方格纸上移一移，并说一说
移的前后铅笔的位置关系。说明铅笔平移前后的线条是互相
平行的。

二、平行

1、移一移：

第1题：这幅图中有许多组平行线，在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时，
先让学生用小棒移一移，然后说一说哪些线段是互相平行的。

第2题：本题平移后线段之间的平行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特别
是寻找一些斜线之间的平行关系学生可能更困难一些。可先
安排一些简单图形如：菱形、直角三角形等，让学生说说这
些图形在平移前后哪些线段是互相平行的。

2、折一折

通过折一折的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平行线的特征。活动
中让学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折，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就互
相平行的折痕进行讨论；然后可以鼓励学生讨论如何说明两
条折痕是互相平行的。

3、说一说

在生活中，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平行线。根据书中给
出的图片，想一想日常生活中还看到了哪些平行线，与同学
交流。

一、画平行线

教学用直尺和三角尺画平行线的方法。

四、实践活动



从长方体和正方体中找平行线。

[板书设计]

平移与平行

平移平行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借助实际情境和操作活动，认识垂直。

2、会用三角尺画垂线。

3、能根据点与线之间垂直的线段最短的原理，解决生活中的
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重、难点]

1、用三角尺画垂线。

2、能根据点与线之间垂直的线段最短的原理，解决生活中的
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准备]教学挂图、小棒、三角尺

[教学过程]

一、量一量

两条直线相交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在学习时，先让学生用小
棒或铅笔摆出各种相交的图形，从而引出相交的概念。



观察、讨论这些相交的图形线与线之间形成什么角，从而引
出其中的一个特殊角--直角。学生在确认两条线之间的直角
关系时，要让学生懂得用三角尺中的直角来验证。

二、折一折

让学生用手中的纸折出量条相互垂直的折痕。可充分让学生
自己来折一折，学生在折纸后，教师要引导他们学会用自己
验证的方法。如用三角尺的直角两条折痕的关系，从而确定
这两条折痕是否互相垂直。

三、说一说

1、说一说教室和生活中互相垂直的线段。

2、说一说正方体的哪几条边是互相垂直的。

四、练一练

1、我说你摆。

同桌互相练习：一个同学先放一个小棒在桌上，让另一个同
学，按要求摆出另一根小棒。

2、看一看，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观察日常生活中两条线之间的垂直关系。问：如何
确定门框相邻的两条边是否垂直，让学生自己来探索测量的
方法。

安排让学生用三角尺量一量，来判断是否垂直，提高学生应
用数学的意识。

五、画一画



1、明确所画的线与哪一条垂直。

2、明确所画垂线是否有要求：一种是仅与某条直线垂直；另
一种不仅要垂直，还要通过某个点。

六、小试验

让学生应用垂直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
发现其中的规律。

明确直线外一点到直线的垂直线段最短。

[板书设计]

相交与垂直

相交垂直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操作活动，认识平角、周角。

2、能说出生活中的平角与周角。

[教学重、难点]

1、认识平角、周角。

2、能说出生活中的平角与周角。

[教学准备]每人用两根硬纸条做一个活动角。

[教学过程]



一、认识平角、周角

1、动手操作活动角

四人小组活动：（1）固定其中一根硬纸条，旋转另一根硬纸
条。

（2）观察旋转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角，与同学交流。

2、汇报总结

展示学生经旋转后的各种角，说说他们已经认识的角的名称，
然后引出平角和周角。

二、说说生活中的平角与周角

1、试一试：第1题学生在说平角和周角时，要引导学生说明
平角和周角是如何构成的，如人竖直倒立后身体与单杠形成
了平角。

2、说说生活中你还看到了哪些平角与周角。

三、围绕哪一点旋转

试一试：第2题说说所给图形是围绕哪一点转动的。

四、作业：练一练1、2

[板书设计]

旋转与角

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引入量角器的必要性，认识量角器。

2、会用量角器测量各种角的度数。

[教学重、难点]

1、认识量角器。

2、会用量角器测量各种角的度数。

[教学准备]每人准备量角器。

[教学过程]

一、体会引入量角器的'必要性

1、动手操作活动

四人小组活动：（1）用1测量a和b的大小。

（2）都是3倍多一点，讨论怎么办：用更小的角去测。

（3）对折1得到2，用1测量a和b的大小。

2、讨论、总结

讨论：要测量一个角有多大，可以用规定的角去测，为了统
一测量单位便于交流，规定了1度角，并使用量角器来量角。

二、认识量角器

自己读书26页中的认一认，思考下面问题，再小组交流。



1、测量角所用的单位。

2、量角器的特点。

三、使用量角器测量角的大小

1、先自己试一试：怎样用量角器测a和b的大小。

2、与同学交流测量的方法

3、总结测量方法：强调点与点的重合，边与边的重合的测量
方法。

四、作业：练一练2、3

[板书设计]

角的度量

测量角的单位：测量角的方法：

第课时：

[教学内容]画角（第28页）

[教学目标]

1、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

2、会用三角板画一些特殊角度的角。

[教学重、难点]

1、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



2、会用三角板画一些特殊角度的角。

[教学准备]每人准备量角器、三角板。

[教学过程]

一、用画指定度数的角

1、动手尝试画指定度数的角

让学生画一个60度的角：你能用几种方法画？

2、交流、总结

先小组内交流，再全班交流画法。

用量角器怎样画？要注意些什么？（注意内外圈的数，画完
后可估一估）

用三角板怎样画？要注意些什么？（用三角板只能画出一些
特殊角度的角）

3、画一个150度的角。

你能用几种方法？

二、试一试

1、试一试：第1题学生先用量角器量出红领巾一个角的度数
再画出来。

2、思考、讨论用一副三角板可以画哪些度数的角。

三、作业：练一练2、3



[板书设计]

画角

用量角器画角用三角板画特殊度数的角

第课时：

[教学目标]

1、复习本单元有关知识。

2、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每人准备量角器、三角板、一张圆形纸片、一张
长方形纸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和运用平行和垂直的知识

1、练习二第1题：

说说给定图形中马路之间的相互平行与相互垂直的关系。并
引导学生说明如何确定两条马路之间的平行或垂直关系，有
些可直观发现，有些需要用直角去验证。

2、练习二第2题：

结合自己的居住环境，说说各马路之间的平行或垂直关系，
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在说之前可让学生先画草图，再说关



系。

二、复习用量角器测量角的大小

练习二第3、4题：先让学生估一估角的大小，在用量角器测。

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1、练习二第5题：

这是一道操作题，让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现规律，解决问
题。这道题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讨论、发现规律、
解决问题。

1、练习二第6题：

让学生通过独立地观察找出图中的直角、锐角、钝角，然后
与同学交流。

小学六年级下册数学第二单元《成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六上英语第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五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下册教案第三单元养好小金鱼作者：梅桢3、
做好侦破准备

教学时间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熟悉实验研究法的有关知识，能根据自己的研究主
题，设计比较合理可行的实验方案。

2、进一步查阅资料，积累相关科学知识，能尽量用周密地考
察自己的研究主题所涉及的相关因素，并能在实验中设法控
制这些因素。

教学重点

必要的知识和理论准备是设计好实验的前提。

教学过程

1、引导学生回顾以往实验的经验和教训。教学可以先引导学
生回顾以往的实验经历，调动他们的已有经验，为设计实验
方法上的准备。

在回顾和讨论实验经验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适当向学生推
荐或讲解有关实验方法的知识，让学生知道，实验与自然状
态下的观察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对被
研究物体进行研究的方法。因此，要进行实验研究，就必须
考虑好实验可能涉及到的相关变量，并设法去控制这些变量。

2、分析自己的实验可能涉及到的因素。金鱼生活的环境是一
个由水、温度、生物密度、食物、光照等因素构成的综合环



境。因此，要保证自己的实验研究获得成功，就必须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如何控制这些因素，尽可能避免非关键因素对
自己的实验研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了解更
多的关于金鱼饲养的经验和知识。为了突显科学学习和探究
性，教学中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知识直接教给学生，可以引
导他们继续去查阅相关资料，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教训。

3、讨论如何控制实验变量，制订实验方案。在充分的实验方
法准备和科学知识准备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引导学生设计
自己的'实验。

这是一系列对比实验，每组实验只能改变一个变量，而要保
证其他条件相同。比如，教材中选为范例的“放养密度的研
究”，就只能改变放养密度，则水质、水温、饵料投放量等
都要相同，否则就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这一过程是个难点，教学中教师应加强指导。各小组实验方
案也应让老师一一过目。

4、根据实验方案，准备实验器材。教学中，教师可以提醒他
们列一个材料清单，然后再按清单上的内容去准备。

4、揭开金鱼死亡之谜

教学时间

教学目标

1、能坚持实验并做好观察记录。

2、能通过统计图表等方式整理数据。

3、能分析相关数据并做出判断和结论。

教学重点



获取实验数据，并做出合理分析。

教学过程

1、根据实验方案进行实验。首先让学生选定实验地点。每个
小组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教室里、科学教室或某
个同学家里进行实验，然后按实验方案组装实验装置。应先
把一切物质环境都准备好，然后再把金鱼放进去。在每组实
验器材的旁边应设立一个实验标牌，上面写清楚实验目的和
实验条件、实验步骤，以及负责人等。

2、观察并记录数据。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实验，所以应做好坚
持观察一个月的准备。这项观察应与其他教学内容穿插进行。

为了尽量保证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进行定时
观察，即在每一天固定的几个时间点去观察和记录数据。具
体观察的时间点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决定，避免与其他
课程发生冲突。由于金鱼的生活还可能受到天气、气温等我
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我们还应提醒学生同时记录当时的
天气、气温等数据。

在实验中，还应定时对金鱼进行适当护理。如换水、投饵等
等，但这些护理工作必须遵循不扰乱实验条件的原则。比如在
“放养密度的实验中，如果要换水，就必须都换，不然就使
水质环境这一因素发生改变，势必影响到实验结果。

3、整理数据。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观察，学生会获得大量的第
一手数据。接下来就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要整理这些数据，我们首先可以引导学生从横向颧纵向的角
度把这些数据进行罗列。然后再引导学生选取一个关注点，
通过统计图表来描述它们。比如，把各缸金鱼的生活状态以
天为单位，统计到一张表上(可参见教材p54)；也可以选取呼
吸这个关注点将各缸的数据进行统计。



4、分析数据。这里将引导学生分析整理后的数据，试图发现
一些规律或付出结论。

msn（中国大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