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语教学计划 六年级上语文教
案(大全6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六语教学计划篇一

1、能按要求观察一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或者自己做一个实
验，并做好实验记录，养成勤于观察，多动手，多动脑的良
好习惯。

2、能将自己的实验观察情况说说，并在中写清实验的目的、
过程和结果。

亲身经历实验过程，做好实验记录，在中写清实验的目的、
过程和结果。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在科学课上已经做了不少有趣的实验，前几天，
老师也请大家注意观察科学课上的实验，并记录下实验的经
过和结果，或者自己设计一个实验，动手操作，并做好记录。
下面我们就来交流交流实验记录。

二、交流实验记录

1、拿出记录，回忆实验情景，和同桌说一说实验的经过和结
果。

2、推荐部分学生在班级交流。



三、明确要求，完成初稿

1、明确习作要求：边实验观察边做记录，然后将实验的经过、
结果写下来。

2、确定材料。完成习作初稿。

四、交流初稿，师生点评。

1、小组推选代表在班上交流，师生评析。

2、同桌互评。

3、学生修改习作。

习作4 记一次实验

实验步骤清晰

实验结果清楚

六语教学计划篇二

1. 培养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走进经典的阅读世界。

2. 通过阅读，对重点人物、情节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表达感
受，体会作者

的情感。

教学准备

阅读一部名著及相关书籍资料、影响资料，召开一次讨论会。

一、谈话导入：



上学期我们学了《猴王出世》《武松打虎》这学期又学了用
奇谋孔明借箭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了解了四大古典文学中的一
些人物.我们已经了解了四部名著中更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对
他们的言行也有不同的感受,然我们走进其中的一个故事,充
当其中的一个人物.

二、交流要点

1.要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或感兴趣的人物来写.

2.必须以第一人称叙事.

3.在原有基础上要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

三、写法指导

1.一定要一名著中人物的身份讲故事.

2.名著中对人物和故事的描写要合乎情理.

3.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4.先说一说，再动笔写。

（1）互评草稿，受到启示。

（2）修改草稿，再读。

（3）征求同学的修改意见后，抄在作文上。

六语教学计划篇三

师：同学们，这篇课文老师读了很多遍，除了题目之外，文
中一个“穷”字也没有，让我们来试着找一找，哪些地方写
出了“穷”的特点。



老师可以为大家提供两种表达观点的方式：

第一，默读课文，找到能证明你观点的关键词语和句子，谈
谈自己的理解；

第二，朗读课文，抓住最能证明你观点的句段，展开想象，
读好这些句段。

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观点。

学生或谈看法，或朗读，充分体会穷人的“穷”。交流的过
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梳理，把握下面几个要点：

（1）从“屋内装饰”看出“穷”。

相关句子：

古老的钟发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屋子里没有生炉子，
又潮湿又阴冷。

（2）从“吃、穿”看出“穷”。

孩子们没有鞋穿，不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是黑面
包，菜只有鱼。

（3）从桑娜和渔夫的忙碌看出“穷”。

丈夫清早驾着小船出海，这时候还没有回来。桑娜听着波涛
的轰鸣和狂风的.怒吼，感到心惊肉跳。

她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糟糕，真糟糕！什么也没有打到，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
倒霉！天气可真厉害！我简直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
还谈得上什么打鱼！谢谢上帝，总算活着回来啦。……我不



在，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相机引导学生反复读描写恶劣环境的句子，反复品读夫妻的
对话。

1、师：这些穷人，真的很穷吗？老师一遍遍地读着文章，分
析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们的富有。（学生讨论）

2、请大家再次读课文，课文哪些内容体现了他们的富有？

3、学生自由读全文，寻找穷人精神上的“富有”。

4、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抓关键词句反复品味朗读，感悟穷人
的美好品质。

预设交流要点：

（1）家的整洁与温馨。

（2）桑娜关心生病的女邻居。

（3）夫妻不顾生活困难收养孤儿。

5、抓住课题，拓展升华

作者用“穷人”做题目，你认为有道理吗？说一说你的理由。

如果不用“穷人”做题目，还可以用什么作题目。说出自己
的理由。

六语教学计划篇四

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在朗读中初步理解文意。

2.通过“读、译、思、谈、聊”五步骤，结合小组合作方式



研读课文，并掌握“亡、吊、居、将、富、折、引”等字词
的解释。

3.探究“福祸相依”的寓意，体会劝说辞的妙处，用辩证的
眼光看得失，保持平和达观的心态。

读、翻译课文，理解寓意。

朗读法、启发法

1课时

一、看图猜成语

猜成语，发现寓言的故事的规律，导入塞翁失马。（出示投
影图片学生回答，得出寓言的概念。）

1.守株待兔。

2.亡羊补牢。

3.寓言概念。（读）

二、预习检测

1.读：字音、节奏准确，适时点拨书写“父、遽、堕、折、
弦、跛”读音。

2.教师示范读课文，学生再齐读。

三、介绍《淮南子》

编者、主要内容、道家思想、神话材料。

四、课文解读



1.读课文。（自由读，结合注释，揣测大意）

2.翻译课文，准确理解。

活动：小组合作翻译，1-4组前4句，5-8组后5句。注意翻译
原则（留、删、替、补、调），直译为主。重点字词翻译准
确。

展示

生1回答翻译、强调重点词语（预设；小组间质疑，补充）

生3回答翻译、强调重点词语（预设：小组见质疑，补充）

大屏幕出示课文翻译，生齐读加深理解。

3.思考问题。

（1）文章讲了几件事？分别是……

（2）一般人看来哪些是福？哪些祸？

（3）“其父”又是怎样看待的？

失马得马折髀相保

一般人祸福祸福

塞翁福祸福福

4.谈寓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猜一猜省略的`原文是
什么？



（1）原文：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2）有关福祸的成语。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因祸得福。。...

寓言说辞的魅力：间接劝诫的好处，给人以警示，发人深省，
又委婉耐听。

5.聊收获。

结合课文给我们的启示，以后在生活中遭遇看似“不好”的
事情，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聊聊你类似于“塞翁失马”的经
历。

五、作业布置

识记实词、虚词及文学常识。推荐阅读书目《中国古今寓
言》，下一期读书会分享。

板书设计：

塞翁失马

淮南子

失马得马折髀相保

一般人祸福祸福

其父福祸福福



六语教学计划篇五

教学目标：教学第四题口语交际。

教学重点：注意解释时的态度，说话要通顺连贯。

教学难点：表达是否流畅、准确。

教学过程：

一、审题。

1.指名读题。

2.帮助弄清本次口语训练的要求。

3.指导：

(1)读读题中所列的三种情况，思考应该怎样去解释。

(2)分组分问题练说。

(4)推荐代表表演。师生评议。

4.反馈。

(1)指名说说被人误会时是怎样解释的?

(2)说说本次口语交际训练后有什么收获?

(3)评议小结：说话的与其和态度要得体，说话要通顺连贯，
声音要响亮，速度要适中。

教后小记：



六语教学计划篇六

1、浏览课文，快速了解课文内容。

2、在课文内容的启发下，畅想未来的交通工具。

师生共同搜集有关交通工具的资料。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现在，我们有哪些方式出行？未来，人们又会用哪些方式出
行呢？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朗读课文，说说未来的出行方式给我们怎样的感觉？

三、依照提示，自学讨论

你最喜欢哪种出行方式？想一想，课文介绍了这种出行方式
的哪些情况？

四、全班交流，点拨指导

五、小结感悟，延伸拓展

未来我们怎样出行

“海底”列车

“地下”飞机

“公交”飞碟

“飞行”汽车 适用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