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 小学六年级阅
读教学设计(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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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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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篇一

1、走近冰心作品

教学目的：

1、学生汇报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的阅读情况，启发引导
学生在课外利用多种途径收集、整理学习资料，促使学生更
广泛地感受、了解冰心其人的特点，尤其是冰心作品的风格。

2、通过交流、展示、朗读、品味冰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巩
固和丰富学生的积累，指导学生感悟、欣赏冰心作品鲜活的
神韵，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以冰心为代表的优秀儿童文学的
兴趣。

教学内容：

交流在“冰心阅读月”活动中阅读的作品，并通过诵读、研
讨等形式来感悟、品味冰心其人其文。

教学准备：

1、课前开展“冰心阅读月”课外阅读实践活动。



2、课件(内含冰心头像、冰心名句集锦等)。

3、学生自制有关冰心作品的书签、书法作品、美术作品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主题

学生进入情境。

老师利用课件和语言创设情境。用班德瑞的优美音乐作背景，
及教师深情的诗化语言，营造出学习氛围，将学生引进冰心
作品爱的意境使师生很快受到感染。

二、汇报展示所了解的冰心其人及作品

1、简要介绍所了解的冰心。

2、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到的？

了解两个问题：

(1)简要介绍你所了解的冰心。（引导学生了解冰心作品中体
现的童心、母爱、对大自然之爱的主题。）

(2)你读了多少篇冰心的作品？记住了哪些？是从哪儿读到的？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意在了解学生课外阅读的质和量，问
题(1)通过汇报交流对冰心其人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给学生
勾画出冰心其人其作品的大致轮廓，弥补个人课外阅读的片
面性；问题(2)则重在了解学生收集资料的途径和整理、阅读
资料的方法，增进交流，引导学生“取长补短”，启发学生
学习运用更多、更好的收集、整理资料的方法。

三、回顾学习方法



回顾在学习《海伦凯特》时用“抓精彩语段，用情去读，用
心品味”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抓住冰心作品清新秀丽，语
句优美，同时又抒发作者某种思想感情的特点，用“抓精彩
语段，用情去读，用心品味”的学习方法去品读。回顾旧知，
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从学生的认知出发，挖掘已知经
验，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在交流中体验
成功的快乐。

四、欣赏、品味作品

1、学生寻找自己的阅读伙伴，组成阅读小组，在小组内
用“抓精彩语段，用情去读，用心品味”的学习方法去品读
最喜爱的作品。并请推荐同学，参加集体汇报。

2、自主合作，集体赏析。

(1)、引导学生按自己的阅读兴趣自行分组朗读、品味。

(2)、自主合作，集体赏析。

请各小组将交流成果向全班同学展示，我们共同来品味冰心
的作品，教师适时点拨。

引导学生按自己的阅读兴趣自行分组朗读、品味。通过各种
朗读形式展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引导学生开展个性化阅读，
促使学生以更大的热情主动投入整理、赏析同类作品。

让学生充分谈出自己的品味理由，展示学生自己阅读、感悟
过程。

五、推荐名句段

学生用情去读，用心品味冰心作品中的名段。

老师推荐名段。（课件展示）通过配乐朗诵、调动学生头脑



中贮存的知识积累，激活学生思维。让学生充分的品味到冰
心作品中“爱”的主题。旨在促使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拓展更
广阔的思维空间。

六、总结，留有余味，学生回味，细听

通过今天的“品冰心作品”活动，我们对冰心其人、其作品
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位伟大的儿童文学家冰心，深深打动了
在场的你们、我们、他们以及天下所有爱好她作品的人们。
希望同学们在课外再继续去品味冰心作品。

师生的情感都融入冰心作品的“爱”中。冰心的名篇佳句，
将久久地停留在学生心中。

2、成长的美丽

——《草房子》阅读指导课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篇二

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也应该有新的打算，
那就是我的新学期计划。

1.首先要把自己强弱科分别出来，好的科保持，重点把弱课
补上来。

2.每天早上6：00起床，用15分钟将头天要背的课文温习1—2
遍，7：00从家出发。

3.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老师提问题，要积极的举手回答。

4.因为我们的课老师已上完，这学期是复习，所以要把以前
学得不好的，补上来。



5.遇到不懂的要及时问老师或问同学，弄明白。

6. 对于副课，每学完一课当天的内容并预习课后，要用心去
做自己买的课外习题书，做的时候要做到不抄答案，不看书，
凭借自己所学的去做。如果遇到不会的题，也不能马上看答
案或看书，要等到全部做完后，再去找答案，并及时背过。

7.我要做个好孩子，不打架、不骂人、不说假话。

8.就这些吧，相信我自己，希望我能靠考上重点初中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篇三

1、通过指导帮助学生了解《草房子》的内容，感受主要人物
的.特点。

2、品味《草房子》语言，感受语言后面的思想，感悟每个人
物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以及在苦难中绽放出的美。

3、掌握阅读长篇小说的一些方法，能在自我阅读中循法而读。

1、品味《草房子》语言的特点，深入了解《草房子》中人物
的特点，及每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绽放出的炫目的美。

2、掌握阅读长篇小说的一些方法，能在自我阅读中循法而读。

一、导入

读《草房子》有一段时间了，喜欢吗？很多人都喜欢它。

1、出示：（配乐读）

《草房子》是一首诗。

———肖复兴



《草房子》就是当代中国之《爱的教育》。

———崔道怡

2、很多人都知道创作有三重境界，老师觉得读书也有三重境
界。

出示：

第一重：翻书，看封面，看作者，看故事简介，看序言，看
目录等，了解一本书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重：读书，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一口气将书读完，对书
的内容有大致的了解，但缺少思考。

第三重：品书，边读边思，边读边注，读出思想，读出感受，
品味语言的魅力，表达的精彩。

3、你觉得你达到了哪一层境界？

二、以检查的方式，初步走进人物。

老师出题考考大家：

1、《草房子》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他是____________
人。这部小说写的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说发生的时间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那时中
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简要介绍当
时的背景，及作者生活）

2、出示：猜谜语

（1）得了鼠疮，经历了死一样的痛苦。（桑桑）



（2）从小没有父母，身世离奇，被人欺负。（纸月）

（3）过继到邱二爷家，经历了洪水后家毁人亡的痛苦。（细
马）

（4）因为秃头，自尊受损，在抗争后被人冷落。（秃鹤）

（5）因家庭变故，辍学放鸭，在孤独中经受磨练。（杜小康）

（6）自幼无父母，并常年生病吃药。（温幼菊）

3、小结：老师发现大家至少已经达到了第二层境界了。不错，
我们只是小学生，真正达到第三层境界并不容易。今天这节
课，老师将带领大家走进第三重境界——品书。

三、品书，感悟成长之美。

过渡：这本书很长，将近15万字，我们无法一一品味，老师
帮大家选出代表性的人物，读思品相结合，相信大家一定会
有很多的收获。

（一）走进秃鹤

1、谈谈你眼中的秃鹤。（引导抓住秃鹤的变化来讲。）

2、帮助学生理出秃鹤的成长路线。

a三年级前，秃鹤（）。

出示：

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
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



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

b三年级时，秃鹤（）。

出示：

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
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

c为了长头发，秃鹤（）。

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他
的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
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
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

d长不出头发，秃鹤（）。

秃鹤不肯起来，泪水分别从两眼的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根，
又一滴一滴落在泥土上，把泥土湿了一片。

秃鹤没有再戴那顶帽子。秃鹤与大家的对立情绪日益强烈。
秃鹤换了念头：我就是个秃子，怎么样！

e汇操中，秃鹤（）。

当表演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整个过程已进入最后一个高潮
时，一直面孔庄严的秃鹤，突然将头上的帽子摘掉，扔向远
处。那是一顶黑帽子，当它飞过人头时，让人联想到那是一
只遭到枪击的黑乌鸦从空中跌落下来。

f因报复，秃鹤（）。

他，抚摸着他



g文艺汇演中，秃鹤（）。

他将大盖帽提在手里，露出头，就当纸月在场，驴拉磨似的
旋转着，数着板。那个连长出现时，是在夏日。秃鹤就是按
夏日来打扮自己的。但眼下却是隆冬季节，寒气侵入肌骨。
秃鹤不在意这个天气，就这么不停地走，不停地做动作，额
头竟然出汗了。

h演出后，秃鹤（）。

秃鹤用嘴咬住指头，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哭声还是抑制
不住地从喉咙里奔涌而出，几乎变成了号啕大哭。

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
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

（带领学生品读这些语句，从中感受秃鹤的思想，感受秃鹤
的成长过程，感受语言的精妙。）

3、小结：秃鹤真的长大了，长成了月光下最英俊的少年。

4、总结读法：

读法指导：

读《草房子》这样的小说，我们一定要善于将人物的故事整
合起来，感受人物完整的成长过程，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人物。

品味语言时要善于扣住关键句段，入情入境地读，读读想想，
还可以圈圈注注，这样你就能读出自己的思想。

11、出示读后感片段：

（1）少年秃鹤战胜自己，嬴得了别人对他的认可，埋怨是不



会战胜任何人，跟自己比，战胜自己，以德服人！

（2）“或许，我应该面对！”这是“秃鹤“这个少年教给我
的。朋友们，请记住，过错是承担，而不是逃避。

（3）天生秃顶的秃鹤由懵懂无知到出于对尊严的执著坚守。
演出了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的悲喜剧。秃鹤的鲜活形象具有
一种巨大的魔力，它令我们深深回望我们的少年时代——回
望当年我们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曾有过的类似的快乐与伤
痛。曹文轩写的不仅仅是秃鹤。（读书，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贵在得法后，读出自己的感受。）

（二）走进杜小康

1、让学生交流他们心目中的杜小康。

如：生活优越，处处与众不同；沉船事件后，辍学放鸭。扣
住关键的感人的段落，细品。他们能一连是多天遇不到一个
人。杜小康只能与父亲说说话。奇怪的是，他和父亲之间的
对话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了。除了必要的对话，
他们几乎不知道再说些其他什么话，而且原先看来是必要的
对话，现在也可以通过眼神或者干脆连眼神都不必给予，双
方就能明白一切。言语被大量地省略了。这种省略，只能进
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

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
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磨
难着杜小康，但也在教养、启示着杜小康。当杜雍和因为鸭
群连续几次误入人家的鱼塘，几乎吃尽了塘中刚放养的几万
尾鱼苗，被愤怒的当地人扣下小船与整个鸭群，而陷入一贫
如洗的绝望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段时间的生活给了儿子多
少珍贵的财富！杜雍和不吃不喝地躺在鱼塘边上时，杜小康
也一动不动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2、在校门口摆摊卖东西。

他坐在校门口的小桥头上。令油麻地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们都
感震惊的是，这个当初在油麻地

整日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中的杜小康，竟无一丝卑微的神色。
他温和、略带羞涩地向那些走过他身旁的老师、学生问好或
打招呼。

“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

3、让学生自己说读了杜小康之后的感受。

4、出示读后感：

（1）是什么让杜小康懂事了？不是一味地溺爱，不是得意地
炫耀，更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挫折，是困难，是逆境，没
有经历过痛苦的生活，怎会领略幸福的可贵？美丽的人生，
不是拥有一切，得到一切，而是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学会做
人。

（2）是孤独让杜小康成长了起来，是挫折让杜小康坚强了起
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当杜小康坦然地站在油麻地小
学门口卖东西时，他已经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
担。我仿佛看到了红门的将来，一定会在他坚毅的目光下重
新兴旺起来。

（三）自主交流，自己喜欢的人物，围绕变化与成长展开。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指导。

（四）小结：

1、秃鹤长大了，杜小康长大了，桑桑长大了，细马长大了，
纸月长大了成长就是一种美丽。



2、出示：

成长的美丽

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

在油麻地金泽闪闪的房檐下

我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

我闻到了花苞绽开的芳香

冬夜的苦练中

秃鹤

长成了月光下最英俊的少年

洪水的洗礼下

细马

用瘦弱的肩膀顶起了家的脊梁

孤独的芦苇荡中

杜小康

坚毅的站立在了生活的路口

病痛的折磨下

桑桑

绽开了不屈的微笑



成长在苦难中开始

成长也因苦难更加美丽

3、总结：

读书是个性化的过程，今天老师带着大家读出了成长的美丽，
当你自己用心读时，一定还会读出其他感人的东西。

当我们品味着这些语言时，我们在读中思考，我们看到了语
言后面的东西——思想。如果我们再次回头细细品味，我们
还将看到语言的另一种魅力——表达的精彩。留着有你们的
严老师带你们再次走进《草房子》。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篇四

一、教材简析：

这一册教材包括下面一些内容：位置，分数乘法，分数除法，
圆，百分数，统计，数学广角和数学实践活动等。

分数乘法和除法，圆，百分数等是本册教材的重点教学内容。

在数与代数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分数乘法、分数除法、
百分数三个单元。分数乘法和除法的教学是在前面学习整数、
小数有关计算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分数四则运算能力以及解
决有关分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分数四则运算能力是学生进
一步学习数学的重要基本技能，应该让学生切实掌握。百分
数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解百分数的意义、掌握
百分数的计算方法，会解决简单的有关百分数的实际问题，
也是小学生应具备的基本数学能力。

在空间与图形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位置、圆两个单元。
位置的教学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现实的



数学活动，让学生经历初步的数学化的过程，理解并学会用
数对表示位置;通过对曲线图形——圆的特征和有关知识的探
索与学习，初步认识研究曲线图形的基本方法，促进学生空
间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在统计方面，本册教材安排的是扇形统计图。在前面学习条
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的基础上，学会看懂扇形统计图，认
识扇形统计图的特点，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生活和解在用数学
解决问题方面，教材一方面结合分数乘法和除法、百分数、
圆、统计等知识，教学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另一方面，安排了“数学广角”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通过
观察、猜测、实验、推理等活动，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
性及运用假设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进一步体会用代数
方法解决问题的优越性，感受数学的魅力，发展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

本册教材根据学生所学习的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安排了两
个数学综合应用的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探究活
动或有现实背景的活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体会探索
的乐趣和数学的实际应用，感受用数学的愉悦，培养学生的
数学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决问题中的作用，发展统计观念。

二、教学目标

本册教材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

1. 理解分数乘、除法的意义，掌握分数乘、除法的计算方法，
比较熟练地计算简单的分数乘、除法，会进行简单的分数四
则混合运算。

2. 理解倒数的意义，掌握求倒数的方法。

3. 理解比的意义和性质，会求比值和化简比，会解决有关比
的简单实际问题。



4. 掌握圆的特征，会用圆规画圆;探索并掌握圆的周长和面
积公式，能够正确计算圆的 周长和面积。

5. 知道圆是轴对称图形，进一步认识轴对称图形;能运用平
移、轴对称和旋转设计简单的图案。

6. 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表示位置，初步体会坐标的思想。

7. 理解百分数的意义，比较熟练地进行有关百分数的计算，
能够解决有关百分数的简单实际问题。

8. 认识扇形统计图，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表示数据。

9. 经历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体会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 作用，初步形成综合运用数学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10. 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及运用假设的数学思想方法
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感受数学的魅力。形成发现生活中的数
学的意识，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11. 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好
数学的信心。

12. 养成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重点：分数乘法和除法、圆、百分数。

四、教学难点：分数乘法和除法、鸡兔同笼问题。

五、班级情况分析：

1.基本情况：本班共计54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9人。

2.“双基”掌握情况：大部分学生，能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出发。获取知识，抽象思维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 基础知识
掌握牢固，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数学的能力。

3.学生学习习惯：绝大多数学生养成了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
习习惯。在课堂上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 实行分工合
作，各尽其责。 能充分动口、动手、动脑,主动收集、交流、
加工和处理学习信息。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听取和尊重别
人的意见，独立思考，掌握学法，大胆实践，并能自评、自
检和自改。

4.学困生情况：个别学生基础知识差。对数学不感兴趣，学
习被动，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学习有困难，
特别对应用题数量关系的分析存在问题。还有个别学生比较
聪明，但学习不勤奋，成绩不高。

六、教学改革措施：

1、转变教学方法。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将“重视结论”
的教学转变为“重视过程”的教学，注重再现知识产生、形
成的过程，引导学生去探索、去发现。

2、在课堂上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在一起摆摆、拼拼、
说说，让学生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减少学生的心理压力，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题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4、练习的安排，要由浅入深，体现层次性。对不同的学生，
要有不同的要求和练习，对优生、学困生都要体现有所指导。

5、增强数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认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关
系，使学生感到生活中时时处处有数学，用数学的实际意义
来诱发和培养学生热爱数学的情感。

七、后进生转化措施：



1、培养后进生的自信心。只有树立起后进生的自信心，我们
的转化工作才找到了起点。要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后进生。

2、对后进生多宽容，少责备。要做到“三心”：诚心、爱心、
耐心。

3、重视与家庭的联系。

小学六年级阅读题及答案篇五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从小我就在书的海洋中遨游，真切体会到：阅
读，真好！

中国的四大名著，相信许多人不会觉得陌生，《西游记》、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讲述一个个有趣
的故事，《西游记》中风趣可爱的孙悟空一心护送师父去西
天取经。《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不由得
让我们觉得惋惜。《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还是
《水浒传》中勇敢、为人民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让我们体会
到了书中的乐趣。

当我遇到挫折而想要气馁时，我会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保尔柯察金，他体验了人生中的许多磨难，而更加坚强，
这种精神会激励着我继续前进。

在我心情烦闷时，书净化了我的心灵，书能把我带到另一个
世界，将烦闷抛之九霄云外，心情就会变得豁达。俗话
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能使
人视野更开阔，使人知识更渊博，书中的知识就像天上的星
星，沙滩上的沙子，无穷无尽，我不能不说一声：“阅读，
真好！”

在历史书中，我仿佛目睹了战国时期英雄人物在沙场上的英



勇雄姿。在近代史中，我看到了日本对中国人的`暴力和屠杀，
这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屈辱的历史。阅读古书时，我能
体会到壮士在边塞作战时思念家乡的苦闷，能感受到辛弃疾
希望重新作战沙场的期望，以及他“可怜白发生壮志未酬的
抑郁和愤慨”，“日晚倦梳头”，“欲语泪先流”，我深切
感受到李清照内心的浓重哀愁。

读书能让我在历史的长河中遨游，在现代文学的花园里徜徉。
读书，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