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通用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15～16页的例4和第16页的试一试、练一练，完成练习
三第1～3题。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和实践活动，了解圆柱体积（包括容积）的
含义，进一步理解体积和容积的含义。

2、经历类比猜想验证说明的探索圆柱体积的计算方法的进程，
掌握圆柱体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计算圆柱的体积，并会解决
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引导学生探索和解决问题，渗透、体验知识间相互转化的
思想方法。

重点难点：

掌握圆柱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

教学资源：



ppt课件，圆柱等分模型

教学过程：

1、呈现例4中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的直观图。

3、引入：我们的猜想对不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
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为了使全班同学进一步了解、理解新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要求，增强班级凝聚力，使学生能把规范的要求内化
为自己自觉的行动，做一个文明守纪、诚实守信、勤奋向上
的学生。

一、班主任导入班会主题。

二、主持人：班长、副班长主持节目。

【活动一】《是对是错》.

【活动二】小品《鸡毛掸子的风波》

【活动三】答题竞赛：（全体同学参与，赢取小奖品）

三、班主任小结

本次主题班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班同学积极参与，
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希望我们全体同学通过这次活动，牢记
《中小学生日常性行为规范》的要求，力争在学校做一名好



学生，在家做一名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一名好公民。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篇三

1、熟读课文，熟悉本文生字生词，第二课《匆匆》教案。

2、了解作者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以及珍惜时间的感受，懂得人
生短暂，我们应该珍惜时间和生命的道理。

3、入情入境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语段。

4、感受课文的语言美，领悟并学习运用作者的表达方法。

【学习重点、难点】

通过朗读感悟，体会文章的语言文字之美，领悟作者是怎样
具体描写日子来去匆匆的。

教学过程

一、预习探究

1、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熟悉本文生字生词。

2、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日子去来的匆匆的?划出有关的句子。

二、合作交流

三、重点交流课文第三自然段

1、出示第三自然段，指名朗读，教案《第二课《匆匆》教
案》。

2、师：时间这个精灵它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作者是如何具
体地描述出它的匆匆脚步的呢?请大家把心沉进去，再读一读，



想一想，感受一下日子匆匆流逝的足迹。

3、自由朗读。

4、师：时间的脚步你们感到到了吗?谁能来说说。

5、师：乐于交流，善于交流，让我们在交流中学会交流。大
家喜欢哪些句子就来给大家读一读，指名读。

6、讨论交流

(1)作者的时间步履匆匆，那么你的时间又是怎样过去的呢?

能像作者这样具体地拣拾起时间的足迹吗?

2、仿照着说句子。

三、品读感悟

1、是啊！闲聊时，日子从我们的嘴边溜去；跳橡皮筋时，日
子从皮筋底下钻过去；打电子游戏时，它遍轻灵地从我们的
鼠标上夸过。从我们手边飞逝了某一日，你觉察它去的匆匆
了，惋惜时，日子便又随着我们的叹息声轻轻飘去了。

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我们甘心吗?那作者甘心吗?请大家从
文中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品一品。

生默读，找出有关句子，谈理解。

2、让学生采用问答的方式来对读，师引读”过去的日
子…“这一句，学生迅速看一看那句能对上这句话。

3、师：学到这里，大家对时间一定有了许多新的感悟，让我
们带着这种感悟再次走进文本，选择你喜欢的部分用自己的
方式尽情去读吧。



(1)生自由读文。

(2)指名读，如果喜欢哪些句子，就大胆地来展示吧！

四、拓展延伸

2、搜集阅读有关时间方面的诗词、格言、警句及名人珍惜时
间的故事，准备开展交流。

3、以”日子"为主题，仿照课文的写法，再写几句。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篇四

1、学会本课2个生字，正确认读下列词语：头涔涔、泪潸潸、
伶伶俐俐、徘徊、赤裸裸等。

2、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反复诵读中，潜移默化地背
诵出自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朱自清先生的语言美，能联系自身的生活实际来理解
重点句，进而理解课文内容。

4、感悟时光匆匆，学会珍惜时间，不能碌碌无为。

1、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懂得珍惜时间。

领悟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不甘碌碌无为的心声。

1、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匆匆》。(教师板书课题。)
这是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散文。

2、“匆匆”是什么意思?(时间快、着急、匆忙)



能把你们的理解读出来吗?(叫多名学生读好课题，读得快些。
然后齐读课题)

1、初读课文。

下面请同学们大声地，自由地读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
通顺。一遍不够就读两遍，并想想你感悟到作者主要写了什
么。

2、学生自由练读。

3、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句子，谁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
享。(叫多名学生读喜欢的句子)

4、刚才我们已经反反复复朗读了课题和课文，谁来说说你感
悟到作者主要写了什么呢?

学习第二三自然段。

1、寻“匆匆”。

顺着学生的回答，引导下去：那课文的哪些段落具体描述了
我们的日子匆匆而逝?

下面我们就先来品读二三两个自然段，请同学们再深入地读
读这两个自然段，感受时间的“匆匆”。然后选择一到两个
句子反复读读，读出你理解到的“匆匆”。

2、读“匆匆”。

让学生充分练读。谁来读，读出你理解到的“匆匆”。教师
在评价语中，肯定和引导。(教师随机板书：洗手时、吃饭时、
默默时、睡觉时……)

3、品“匆匆”。



读着读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间这个精灵迈着轻快的脚步
匆匆而去，关键是哪些词句这么有魅力呢?(让学生充分说：
排比啊、动词啊、拟人啊，随机板书跨、飞、溜、闪)

作者用这么富有魅力的语言，把时间写活了。我们先各自享
受一下吧。

齐读。

4、写“匆匆”。

朱自清说，时间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我不经意间
悄悄跨过、飞过、溜过、闪过的。像以上所说的洗手、吃饭、
睡觉的时间是必要的，可朱自清依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聪明的孩子，你们是不是也觉察到了时间的匆匆呢?学着作者
的样，写上一两句吧。

5、叹“匆匆”。

学习“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读好这个句子。

什么叫“头涔涔而泪潸潸”?为什么会“头涔涔而泪潸潸”

课件点出第二自然段。读，谈理解。

“八千多日子放进时光的大海里”，就仿佛是?一滴水滴到大
海里，会是怎样的情景?看不见，摸不着，无声无息、微不足
道、没有一点痕迹。你注意到那滴水的大小了没有?谈谈你的
理解。即便是一滴水也是有大小的，作者是说自己的8000多
个日子就仿佛是“针尖上的一滴水”。再谈感受。

作者觉得8000多个日子过去了，可自己却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所以“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现在谁能再来读读作者
的感叹。随后齐读第二自然段。



a、感受对时光流逝的追问：读第一自然段。

1、课件出示第一段;学生自由读第一自然段。

2、你读明白了什么?

3、体会文字之美。

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作者用了诗一样的语言。出示课件，让
我们带着诗人的气质来读好这诗样的语言。

4、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带给我们诗一般的感觉!
这就是朱自清先生文字的奥妙之处啊!

b、感受对生命的追问：精读第四、五自然段

我们再来看第四自然段。

课件出示第四、五两个自然段;学生自由读。

2、六次追问，有的已经做出了回答，有的依然没有答案!现
在就让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吧!比如说，你觉得怎样才算是留
下了深深的生命痕迹?或者说怎样的人生就是没有虚度，才算
是没有白白的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可以举一个你佩服的人做
例子来说明。

(根据学生的回答，追问：可不可以说说健在的?这些人都作
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只有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人，
他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吗?)

教师随机小结：我们同样可以从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人生的
价值!你们不仅看到了那些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人，认为
他门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们还看到了生活在你们周围的人，
比如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对自



己、对别人、对家庭、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工作!他们的人生
也是有价值的，他们的人生也没有虚度，他们也没有白白在
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3、出示朱自清简介，请学生谈感受。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本文
谈感受。

4、是啊，朱自清取得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当你了解到这些，
你再读读第四自然段中的问句，你有什么疑问吗?(他已经有
了这么大的成就，为什么说自己白白地在这世上走了一遭
呢?)

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是24岁，当时有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匆匆?

怎样的人才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匆匆?只有哪些有使命感和责任
感的人才会觉察到时间的匆匆。(这与他50年短暂的一生却能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正是因为24岁的时候，他意识到了时间了匆匆，意识到了不
能白白在这世上走这一遭，他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当你
了解到，你再读读这一段，把你新的感触融进去。

5、朱自清先生不甘心虚度光阴，力求上进，心中积淀的是倔
强的追求，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不白白在这世上走这一
遭，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大师。让我们一起读
出他的心声。(再读第四自然段)

1、反观第一自然段，抛出问题，引发思考。

还记得课文第一段的几句话吗?一起来背一背吧!

的确，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可再来的或许已不是去年的
那只燕子了，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可青后已不再是原来
那片叶子了，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可开的也已经不是那



朵桃花了!而今年的你也已经不再是去年的了。现在我们就明
白了，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时光都是一样的公平，一样的一
去不复返。我们唯有珍惜每一个匆匆溜走的瞬间，才能不白
白来这世上走这一遭啊!

最后，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时光那匆匆的脚步声。这是心脏
般跳动的声音，让我们像珍惜我们的生命一样去珍惜这匆匆
流逝的时光吧!面对5月12日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我们
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脆弱的生命，珍惜生命中每一个转眼即逝
的瞬间。

六年级下学期防人灾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学内容：

教科书p23－26的内容，p24做一做，完成练习四的第1、2题。

教学目标：

1、认识圆锥，圆锥的高和侧面，掌握圆锥的特征，会看圆锥
的平面图，会正确测量圆锥的高，能根据实验材料正确制作
圆锥。

2、过动手制作圆锥和测量圆锥的高，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和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3、养学生的自主探索意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教学重点：

掌握圆锥的特征。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圆锥的组成。

教具准备：

每人一个圆锥，师准备一个大的圆锥模型。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2、圆柱的特征是什么？

二、新课

1、圆锥的认识（直观感受观察讨论汇报）

（1）让学生拿着圆锥模型观察和摆弄后，指定几名学生说出
自己观察的结果，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圆锥有一个曲面，一个
顶点和一个面是圆的，等等。

（2）圆锥有一个顶点，它的底面是一个圆、（在图上标出顶
点，底面及其圆心o）

（3）圆锥有一个曲面，圆锥的这个曲面叫做侧面。（在图上
标出侧面）

（4）让学生看着教具，指出：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圆心的距
离叫做高。（沿着曲面上的线都不是圆锥的高，由于圆锥只
有一个顶点，所以圆锥只有一条高）

2、小结

3、测量圆锥的高（组织学生分组进行测量）



由于圆锥的高在它的内部，我们不能直接量出它的'长度，这
就需要借助一块平板来测量。

（1）先把圆锥的底面放平；

（2）用一块平板水平地放在圆锥的顶点上面；

（3）竖直地量出平板和底面之间的距离。

4、教学圆锥侧面的展开图

（1）学生猜想圆锥的侧面展开后会是什么图形呢？

（2）实验来得出圆锥的侧面展开后是一个扇形。

三、课堂练习

1、做第24页做一做的题目。

让学生拿出课前准备好的模型纸样，先做成圆锥，然后让学
生试着独立量出它的底面直径．教师行间巡视，对有困难的
学生及时辅导。

2、练习四的第1题。

（1）让学生自由地观察，只要是接近于圆柱、圆锥的都可以
指出。

（2）让学生说说自己周围还有哪些物体是由圆柱、圆锥组成
的。

3．完成练习四的第2题。

补充习题



1出示一组图形，辨认指出哪些是圆锥。

2出示一组图形，指出哪个是圆锥的高。

3出示一组组合图形，指出是由哪些图形组成的。

四、总结

关于圆锥你知道了些什么？你能向同学介绍你手中的圆锥吗？

教学反思：

观察、感知中认识并掌握圆锥的特点，经历探究测量圆锥高
的方法的过程，加深了对圆锥高的认识。在旋转，对比圆柱
和圆锥的过程中，加深对圆锥特点的认识，发展学生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