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
案(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文中的生字词，认识叹词，体会所表达的情趣；

2.学习概括自然段的意思，整体把握文章的结构；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赶海的无限乐趣。

教学过程：

板块一：概括课文的大意

1.借助文后生字的注音，尝试读通课文。

在学生练习朗读后，教师引导学生逐段朗读，就语句中的生
字词进行重点指导。

例：指导书写“暑假、舅舅、俘虏”三个词语中易错的生字。

2.指导学生用一句话概括说说每个自然段的意思。教师提示：
可以借用自然段中的语句；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概括为一句
简洁的话。



交流点评，例句：(1)我想起童年赶海的趣事；(2)我来到海
边，追赶浪花；(3)人们赶海时的情景；(4)赶海的人们回去
了；(5)我边回边唱歌。

3.根据段意，说说这篇文章在结构上的特点？引导学生整体
上把握文章的结构：首尾用同一首歌来呼应；按“来到海边；
人们赶海；人们回去”的事情发展顺序写。

教师提示：阅读一篇文章，要大概了解写了什么，并且整体
上把握写作的顺序和文章的结构，这样有助于我们深入地阅
读理解。

板块二：感受赶海的乐趣

1.读课题，让我们随着人群一起去赶海吧！

2.海滩上有各种各样的海货，谁能用个恰当的词，让它们成
为你的“战利品”?

(1)出示填空：____螃蟹____海鱼____贝壳

学生填写后出示：捉螃蟹捞海鱼捡贝壳

所填写的三个词有什么特点？(都是动词，都是提手旁，指导
书写。区别：捡与拣)

引导学生朗读，体会这三个词语的特点。如果写成：捉螃蟹
捞鱼捡贝壳，读起来的感觉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改，就失去
词语的节奏了。这三个词语字数相同，结构一样，读起来就
节奏匀称，有一种声韵的节奏之美。

(2)继续出示：____海星____大虾____海螺____龙虾……引导
学生填上恰当的动词。提示学生不可以重复用词，教师可以
用动作提示，如：海螺藏在沙子里，怎么办？挖。



例句：摸海星，捏大虾，挖海螺，抓龙虾……

你体会到赶海的时候，有什么特点？(人多，热闹，喧闹，快
乐……)

这句话怎么写出这种喧闹的特点的？(有的……有的……有
的……排比的手法，让人感受到人多，事趣；一个省略号表
明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的有趣的事。)

指导学生通过节奏快慢的变化、声音高低的区别，读出那种
喧闹、快乐的感受。

3.我和小伙伴们也去赶海了，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吧！

(1)学生自由朗读第3自然段后半部分。

读后，问学生：这次赶海，你有什么感受？(教师归纳到一
个“趣”字)

谁能通过朗读，把这个“趣”字表达出来？

(2)学生再次朗读，教师巡视，作个别指导。

(3)出示：我在海水里摸呀摸呀，嘿，一只小海星被我抓住了！

学生读后，问：这句写什么？(我摸到了一只海星)

教师可以范读，突出：摸呀摸呀，嘿，被我抓住了！

引导学生体会

“摸呀摸呀”，词语的重复，体现摸的时间长，摸的一种乐
趣；

“嘿”，表达出什么？(惊喜之情)



“被我抓住了”，比较：我把一只小海星抓住了！(被字句更
加突出我的那种惊喜和乐趣，因为我是在海水里摸，大海捞
针，一般很难摸到游动的东西。但是我居然摸到了一只小海
星，出乎意料的欢喜！而我把一只小海星抓住了，似乎是我
事先知道是一只小海星，再去抓，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惊喜的
感觉了。)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4)出示：哎，那边一个小伙伴，正低着头寻找着什么。我走
过想看个究竟，小伙伴只努努嘴儿，不作声，原来是一只螃
蟹不甘束手就擒，正东逃西窜哩。突然，小伙伴“哎哟”一
声叫起来，原来是螃蟹用大螯夹住了他的手。

这句写什么？(一个小伙伴捉螃蟹)

哎，表达出什么？疑惑，好奇。比较“哎”读第一声、第四
声时所表达的不同的情态。(第一声表示惊讶，哎，你真行！
第四声表示遗憾、悔恨、懊恼。哎，早知如此，我就不去了
去！而这里，可以读第二声，表示一种疑惑、好奇。)

理解“束手就擒”，理解“擒”的意思，比较与“抓、捉、
拎”等词语的不同。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要读出那种紧张、有趣的语气来。

(5)出示：咦，怎么我的脚也痒痒的？低头一看，哦，原来是
一只大虾在逗我呢！它摇摆着两条长须，活像戏台上的一员
武将。我轻轻伸过手去，只一捏，这武将就成了我的俘虏，
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这句写什么？(我俘虏了一只大虾)

咦，表达出什么？(突然之间的奇怪，疑惑。)



哦，表达出什么？(一下子明白了。)

比赛朗读，看谁能体会到赶海的乐趣？指导读出轻快、活泼
的语气。

(6)连起来练习朗读这3段话，或者分3位学生朗读，进一步感
受情趣。

4.这3句话与第1句话有什么联系？(总分关系)

5.出示第4自然段。

(1)自由朗读，说说写了什么？(赶海的人们离去了)

(2)这时的海滩有什么特点？(平静)

(3)作者怎么写出这个平静的？(直接描写；借写海鸥飞翔来
写海滩的平静，还衬托出一种宁静的美。)

(4)指导朗读，体会平静之美。

6.现在，谁能根据课文内容，说说什么叫“赶海”?(人们趁
海水退潮的时候，到海滩上去淘海货。)这个“赶”字表达出
些什么？(争先恐后，抓紧时间，急切，因为潮水上涨了就不
能在海滩上了，必须抓紧时间。)“赶集”也是这个意思。

板块三：体会叹词的情趣

1.出示句子

(1)嘿，一只小海星被我抓住了！

(2)哎，那边一个小伙伴，正低着头寻找着什么。

(3)咦，怎么我的脚也痒痒的？



(4)哦，原来是一只大虾在逗我呢！

这4个句子中都有这样的词：嘿，哎，咦，哦。这些词表示感
叹或者应答，就叫“叹词”。叹词在句子中能表达特别的情
意。一起读一读，感受一下。作者就是借助这些叹词吧内心
的惊喜、疑惑、好奇、恍然大悟等情意表达了出来。在朗读
中，我们要注意体会这些叹词所蕴含的特定的情态、情意。

2.出示其他文章中的句子，引导学生朗读体会叹词表达的特
殊情意、情趣、情态。

(略)

3.指导学生尝试运用叹词。根据上下文，体会情景，填上恰
当的叹词。

学生填写，交流，体会当时的情景；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短文。

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全册教案

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8个字，注意多音字“给”的读音。随文学习本课的
关键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了解儿童和平条约的内容，体会儿童热爱和平的美好心愿，
激发学生从小热爱世界和平的美好情感。鼓励同学们为世界
和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教学重难点：



1、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了解儿童和平条约的内容，切身体
会儿童热爱和平的美好心愿。

2、通过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憧憬世界和平的美好景象，激励
学生为世界和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导趣，揭示课题。

1、(板书：条约)同学们，你们知道“条约”吗?结合预习说
说你对“条约”的了解。

2、解释“条约”：国与国之间签定的有关政治、军事等方面
的权利与义务的文书。

3、今天我们共同学习一篇有趣的条约：儿童和平条约。(板
书课题、齐读课题)

4、鼓励学生读题质疑，部分解疑。

(1)儿童和平条约和其它条约有什么不同?

儿童和平条约不用强制别人执行，它表达的是全世界儿童渴
望和平的美好心愿。

(2)儿童和平条约签定的原因和时间?

1986年为联合国“国际和平年”。这一年，全世界围绕“和
平”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签定一项
公约——“儿童和平条约”。同年9月全世界儿童聚集在美国，
分别代表本国儿童在条约上签字。代表中国在条约上签字的
是11岁的小学生刘玲。



(3)儿童和平条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

二、通读全文，整体感知

1、过渡：儿童和平条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带着我们的好奇
心走进课文。

2、根据自学提示，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把自己认为难懂的词句做上记号，联系实际想一想。

3、小组内互帮互学，交流自学情况。

4、分段指名读课文，集体正音。注意：多音字“给”在本课
的读音。

5、默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

(1)默读。要求：边读边想，条约有些什么内容?

(2)组内交流。要求：试着关上书说一说。

(3)指导学生概括条约内容：向往和平——珍爱和平、维护和
平——创造和平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快速浏览课文，梳理课文条理。

2、交流：儿童和平条约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儿童共同的心声，
这心声是什么?(相机板书：和平)

3、过渡：我们初读课文便读出了全世界儿童的共同心声。如



果再走进条约，细细品味，我们还能够体会出条约蕴涵的那
份执着以及儿童维护和平的决心。下节课我们再进一步学习
条约。

四、指导书写

1、小组内自由识记、书写生字。

2、抄写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二、入情入境，细读感悟

1、学习1——4自然段：向往和平

(1)过渡：和平，世界人民永恒的主题;和平，世界人民向往
的生活;和平，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作为“我们世界的儿童，
宣告未来的和平。”

(2)自由读1—4自然段，说说你从中知道了什么?有什么不明
白的地方?

(3)相机出示句子：“我们要消灭一切!”鼓励学生质
疑：“这一切”指的什么?

(4)默读1——4自然段，勾画相应词语，小组交流：联系实际
说说你对这些词语的理解。

(5)拓展想象：除了“战争”、“破坏”、“憎恨”等词
语，“这一切”还可能指的是什么?(一切与和平相悖的事物)

(6)集体交流，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用朗读表达出来。(指导



朗读)

(7)播放音像画面，教师激情渲染战乱场面：战火硝烟，肆意
弥漫，无数轰炸机从人们的家园上空飞过，转眼间，城市变
为废墟，到处是哭泣和呼喊，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冷漠、恐惧
和憎恨。多少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多少亲人不得不面对生
死离别!看到这样一个**的年代，你在想什么?想说点什
么?(消灭“这一切”，世界渴望和平、向往和平)

(8)情感朗读。可以引读。

2、学习5——9自然段：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1)过渡：消灭一切与和平对立的事物，这个世界又是一番怎
样的景象呢?让我们切换画面，用心发现和平的世界给予我们
的恩惠吧。

(3)指导读句子，感受和平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4)我们将共享富饶的大地、保卫美丽的天空以及保持河水的
洁净，这既是和平世界给予我们的恩惠，更是赋予我们的义
务和责任。带上我们的这份责任心齐读5——9自然段。

(5)拓展联想：除了人类这些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和平的世
界里，我们还可以拥有什么?又会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呢?仿说
句子：(谁)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将(怎样做)

3、学习第10自然段：创造和平

(1)承上启下：没有战争，处处鸟语花香、欢声笑语，那是一
个多么美好、和谐的世界啊!人们的生活幸福而舒适，心情开
朗而豁达。让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现在的和平、永久的和平、
大家的和平而努力吧!



(3)只有我们共同携手，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才能创造
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加入和平志愿者的行列，叫响我们的
和平口号吧!齐读第10段。

三、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1、过渡：远离战争，珍爱和平、创造和平，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责任。请同学来说说学习本课的收获。

2、小组合作：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试着背下来。

3、介绍一篇诗歌《放飞和平》，读一读。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搜集一些有关呼吁世界和平的文学作品，读一读，或者办成
小报。

板书设计：

4、儿童和平条约

向往

珍爱和平

创造

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案篇三

单色版画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版画的制版与印刷的手段来完成。

过程与方法：初步掌握制版与印刷的技法，并制作出简单的
单色凸版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版画的起源，以及民
族特色。



重点难点：版画的制版与印刷的工艺性，难点动手能力的培
养，制版。教学活动：导入：

语言导入

生：可以用印的方法。

师：嗯，赞成他的说法么?

生：赞成

师：那好，谁能到前面来演示一下呢?学生到前演示

新授：

那这张画，就是版画，现在你们小组讨论下，什么是版画，
什么是凸版画?(教师板书)

学生代表回答刚才的提问

就是在版上通过印刷得到的作品，就是版画凸起来的就是凸
版画教师总结：

版画就是通过制版与印刷的方法得到的作品。

凸版画就是把不需要的部分铲除掉，保留凸起的部分形成画
面，经上墨，印刷产生的作品就是凸版画。

师：那你们喜欢这幅画吗·?生：喜欢

师：我可以满足你们每个人的愿望，但是要是绘画作品，我
能满足你们么?

生：不能



师：这就是版画的特点，具有复数性，你可以无限的复印。2，
版画的起源：

版画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最早的印刷术，可以
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艺术，它以独特的章法和画谱的精美
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3版画工具：

刻刀，剪刀，壁纸刀，不同的板材(出示图片)4.作品欣赏：

欣赏木板版画，纸板版画，吹塑纸版画，硬纸板版画

5.看书中版画制作过程，小组进行讨论，到前面说一说版画
的制作过程。6.播放制作版画视频，教师在一边作简单讲解。

学生活动：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实践，尝试绘画制作一幅纸版画，请
同学自己尝试绘画制作一张纸版画。

总结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每组交两幅作品，自评互评，解决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总结

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案篇四

一、教案标题：版画-套色木版画(油印绝版)教学组织与管理

二、课程概述：

1、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绘画方向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版画
的一般知识，介绍凹、凸、平、孔，四大版种的特点与技法;
重点讲授黑白木刻的基本技法与制作。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
版画艺术的工具、材料、特点和制版原理，初步掌握黑白木
刻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欣赏版画、教学辅导与独立创作
版画的一般知识和能力。

2、教学内容、要点与课时安排第一周(14节)概述及制版第一
章、版画概述(4节)

1、版画的意义、特质。

2、版画凹、凸、平、孔四大版种的介绍及版画鉴赏。

3、版画的工具与材料。

4、版画的基本制作技法。

5、版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第二章、黑白木刻的制版过程(10节)

1、选择板材。

2、计划尺寸。

3、平滑处理。

4、脆化处理。

第二周(14节)刀法练习及创作小稿第三章、刀法练习(6节)

1、木刻刀各刀种的功能及磨刀方法。

2、握刀、运刀方法。



3、刻制各种刀法效果。

第四章、黑白木刻创作方法及绘制创作小稿(8节)

1、黑白木刻创作方法。

2、绘制创作小稿。

第三周(14节)转稿及临摹作品第五章、转稿及刻制临摹作
品(14节)

1、转稿方法。

2、刻制临摹作品。第四周(14节)创作及印刷

第六章、刻制创作木刻及印刷版画成品(14节)

1、刻制创作木刻。

2、版画签名、装裱及印刷版画成品。

三、课程任务：

四、学习目标：

1、认识版画的基本知识。

2、培养版画的鉴赏能力。

3、培养独立创作版画的能力。

4、增进版画的表现能力。

5、培养教学辅导版画的能力。



五、教学所需材料与资源环境：

应依据课程标准，按照实际授课节数，编列教学进度，使学
生能确实了解版画的基本知识，拓展对版画的鉴赏能力，并
学习版画的基本技法与独立创作。

1、主教材《版画》，孙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辅助教材《木刻版画技法》，姚于惠主编，安徽美术出版
社。

3、各类版画画册及原作范画。

4、学院现拥有的铜版印刷机以外并有滚筒、感光台、晾画架
等各种版画基本设备。

六、教学过程：

(1)版画教学以习作为主，鉴赏为辅，但应注重两者之间相互
为用的关系。(2)习作教材以认识凸、凹、平、孔四版种的制
作原理为主，可依实际情况(有无各版种工作室)选择材料做
弹性实施。

(3)教师应讲解四大版种的特性，并示范、指导制作技
法。(4)版画除创作外，并应指导与日常生活有关之习
作。(5)注意使用版画工具与材料的安全。

(6)举办版画教学研讨会、观摩会、及版画教学成果展，以改
进教学方法。

七、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1、评价方法：(1)学生学习评量

a、学习评量应涵盖版画基本知识、版画技法、创作及鉴赏与



应用等方面，并兼顾学生之个别差异。

b、学习的评量方式与方法应具多样性及富有弹性，尤应观察
学生对各版种学习表现和参与态度。

(2)教学成效评量

a、学生学习评量结果作为个别教学及辅导之参考。b、评量结果
的分析作为教师改进教材教法的依据。

2、评价标准：

本课程的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平时成绩，它由作业
必须完成两个作业以上、课堂表现考勤、态度等占60%来评
价;一是考试成绩占40%，均按百分制统计成绩，即：考试成
绩乘以40%+平时成绩乘以60%=最终成绩，并给予相应学分。

人教版六下语文教学设计全册答案篇五

a.认识“窃、腋”等7个生字，会写“窃、炒”等14个生字，
正确书写“支撑、倾盆大雨、饥肠辘辘”等词语.

b.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体
会作者热爱读书的思想感情.

c.重点感悟描写“我”动作和心理活动的语句，体会作者遣
词造句的精妙.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1.课前发动学生搜集名人读书的故事或读书名言.



2.自学生字新词.

3.课件出示相关句子.

第一课时

直奔“窃读”.整体感知

2.整体感知课文.

a．自读课文，注意生字的读音.

b．认读生字词.

c．指名分段读课文，看看字音是否读准，句子是否读通顺.

d．再读课文，想一想课文记叙了一件什么事?(“我”因无钱
买书而偷偷躲在书店看书.)

品味“窃读”,感受渴望

1.边默读课文边用“_____”划出描写“我”是怎样“窃读”
的语句.读一读句子，说一说体会.(小组交流、汇报.)

2.重点品读文中描写“我”的动作和心理活动的语句.

a．“我跨进店门……踮起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哟，把
短发弄乱了，没关系，我总算挤到里边来了.”

(1)画出句中表示动作的词.

(2)感悟形象：从这一系列的动作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b．“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我像一匹饿狼，贪婪地读



着.”

(1)这句话把什么比作什么?

(2)“饿狼”给我们留下的是不太美好的形象，可“我”却把
自己比作“饿狼”，那样“贪婪地读着”，这样写有什么好
处?(表现出作者如饥似渴地读书.)

(3)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验吗?说一说.

(4)结合生活体验，相机指导朗读.

c．“我有时还要装着皱起眉头，不时望着街心，好像说：‘这
雨，害得我回不去了.’其实，我的心里却高兴地喊着：‘大
些!再大些!’”

(1)读了这句话，你发现了什么?(一般人物的神态和内心是一
致的，从神态描写可以看出心理活动，可这句话中，神态和
内心是不一致的.)

(2)这样写有什么好处?(突出了作者酷爱读书已经达到了入魔
的程度.)

3.自主品读“窃读”的滋味.

a．课件出示句子：“我很快乐，也很惧怕――这种窃读的滋
味!”

b．从课文中找到有关语句，自主交流：“我”为何快乐，又
惧怕什么?

c．相机指导朗读.

深悟“窃读”，回归整体



观察课文插图，刚才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走进书店“窃读”，
在你的眼里，她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生答.)确实是这样，她
为了读书可以忍受饥肠辘辘、腿酸脚木，为了读书可以连跑
几家书店才看完一本书，为了读书可以克服任何的困难!让我
们再次读好课文，共同品味“窃读”的“快乐”与“惧怕”.

第二课时

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导人：上节课我们了解了“我”是怎样“窃读”的，请同
学们把印象深刻的句子再读一读.

2.学生自由读文.

3.这节课我们要探究是什么原因鼓励“我”窃读.

合作探究，深入研读

1.合作小组研读最后一个自然段，要求(课件显示)：

a．联系课文和生活实际，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b．交流课前搜集的读书名言，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2.汇报交流.

3.总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人如果放弃了读
书，那是多么可怕的事!让我们时刻铭记这句至理名
言――“记住，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4.诵读句子.

回归整体，理清层次



1.同学们，课文学到这里，大家明白了作者是按什么顺序记
叙这件事的吗?

2.尝试分段，说说每段的主要意思.

积累内化，课外拓展

1.自选感兴趣的、最欣赏的描写“我”的动作和心理活动的
语句，进行美读积累，并摘抄在作业本上.

2.根据综合性学习的要求，自选活动，感受阅读的快乐.

2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教学过程

认识本课生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
趣.

课前准备

1.收集有关季羡林先生的资料.

2.布置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清单.

揭示课题.质疑问难

1.齐读课题：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2.质疑问难：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小苗是谁?大树又
是谁?

3.互相交流：把收集到的有关季羡林先生的资料与大家分享.



4.这篇课文的形式与我们以前读的课文有什么不同?

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想苗苗和季先生对
读书有哪些见解，做好批注.

2.同桌互相检查读课文，互相评议.

3.指名朗读课文，提出不理解的字词，大家帮助解答，或查
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

人教版语文(上册)全册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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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