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六年级教案(模板10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一

作文我身边高尚的人

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一个人

通过一两件事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人，把事情写清楚，内容要
具体，做到详略得当。

2课时。

第1、2课时

指导学生明确题目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起草作文

今天的作文课，我们练习写一个人。咱们一起来看看习作要
求。

1．默读习作要求，想一想：

这次习作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

学生要明确：a、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人；

b、要通过一两件事写出他高尚的原因；

c、把内容写具体，做到详略得当。



2．引导学生明确：什么是高尚精神?（不是只有伟人、名人
才有高尚精神，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为社会、为国家、
为他人做出贡献，也体现了具有高尚精神）

3、你打算写谁，为什么要写他？在小组里说一说，推荐一名
同学向全班交流。

1．你打算分哪几部来写？重点写什么？

交待“我”身边高尚的.人是谁。

通过一两件事，体现他的高尚精神。

“我”要向他学习些什么。

2．如果现在要你动笔写，你有哪些困难？（怎样把内容写具
体？）

作者抓住了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来反映人物的特点。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二

认识本课9个生字，抄写自己喜欢的词语。

朗读感知课文内容，体味课文合理的想像，初步了解打比方
手法的运用。

培养学生热爱科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体味课文合理的想像，初步了解打比方手法的运用。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1、（出示图片）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些桥吗？清说一说你知
道的有关知识。（学生自由交流）

2、出示课题，说说什么叫远景图？

3、介绍茅以升。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学课文。课件出示自学要求：

（1）自由朗读课文，标出自然段。

（2）小组合作学习，把自己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地方与大家交
流、讨论。

2、课文主要写了有关桥梁的'哪些内容？一座桥由哪三部分
构成？

二、细读课文、体会

1、自由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将来的桥会有哪些变化？作
者在文中设想的几种桥梁的特点分别是什么？选出一种它的
特点你最喜欢的桥梁，并说说理由！

（指导学生再读课文，将主要内容勾、点出来，总结归纳）

2、作者何以能设计出那么多特点新颖的桥梁的？

（原因：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与创造能力。）

你认为他的想象是不是异想天开呢？为什么？（体会作者想
象的合理）

3、初步了解本文的说明方法。



我们平时在向别人介绍某种事物的样子时，除了对这种事物
具体描绘之外，为了说明得更清楚，更形象，常常会使用一
些说明方法。

出示句子，读句子，说说它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打比方的
说明方法使文章很生动）

4、总结

三、延伸创作

同学们的年龄正是幻想的好时候，你难道不想让自己的幻想
将来成为现实吗？请同学们也设想一种具体的桥，并用图画
和文字表述出来。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三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会正确读写。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1、10自然段。

3、理解《会飞的孩子》的含义，学习怒族孩子的乐观心态、
乐观面对未来、热情友善的性格特点。

体会人物性格特点，领悟情境描写对表现人物的.作用。

课件

一课时

一、通读课文，理清段落。

默读课文，弄清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依次写了哪些事？

二、诵读课文，疏解生字词。



1、学生轻声诵读课文，标示出各语段序号，勾画并疏解生字
词。

2、识记生字

三、诵读感知，把握文意

1、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

2、学生自由读课文。

四、课堂提问

1、谈谈读后的体会。

2、课件：最后一段中“飞得更高远中”的“飞”与题目中
的“飞”意思一样吗？

五、课堂小结

六、作业

1、《会飞得孩子》这篇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依次写了哪
些事？

2、课文主要写了哪两件事？

3、从课文内容来看，“会飞的孩子”中的“飞”是指什么？

“江对岸有个孩子的淡灰色身影，在蓬勃的树丛中时隐时现。
”描写，因为距离远，只能看见阿江的大概轮廓。

“只见他张开双臂……站在我面前。”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四

一些普普通通的几何图形，不同的人看到它，会有不同的理
解。

看到一个圆，会想到太阳，会联想到团圆……

看到一条直线，会想到平坦的道路，会想到孙悟空的金箍
棒……

看到一条曲线，会想到起伏的海浪，会想到坎坷的道路……

看到一个三角形，会想到金字塔，会想到稳定……

看到这些图形后，你会想到什么呢？请你选择其中一个或几
个，从你的视角去感受它，描述它，或者把对几个图形的联
想组成一个小故事。

1.读书中两段话，可以使想象力更丰富，思考问题更深入。

2.习作时限写有图形想到了什么事物，然后再具体的描述你
想到的事物。

1.朗读自己的习作，卡堪忧图形联想到的事物是否自然、贴
切，所写的故事或感受是否具体。

2．比一比，谁的联想别具一格，又能使人受到启发。

我的小狗朋友

“汪汪！汪！”

“好好好！抱一下！”

"汪汪！”



每当我跨进姥姥家的大门，那只叫“点点”的小黑狗便兴冲
冲地奔来迎接我，让我抱抱它，摸摸它的头。

它之所以叫“点点”，因为它才一点点，很小，只有28厘米
长。而它似乎也很喜欢这个昵称，只要听到“点点”两个字，
它都会摇头摆尾地跑来。

点点是一只短毛犬。它的耳朵特别灵巧，短短的，下垂着；
在细细的眉毛下，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周围，以
防有“不速之客”——其他小动物抢走它的食物；一个三角
形的鼻子下方，有一张长长的嘴，好像让它一下子变成了狼
相；它腹部的毛是雪白色的，而背部与四肢的毛是黑的，好
像是一个穿白衬衣，黑西服的绅士；在身体最后面，有一个
蓬松的，上翘的小尾巴，要不是它，点点就成狼了。

点点很机灵聪明。那是在去年冬天，点点很无聊，无意中发
现在我的课桌上有一个毛线团。它努力地往上爬，试图爬上
去，可一次又一次地摔下来。怎么办？它灵机一动，先把我
找到，然后在我面前狂叫。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让它带
路。它把我带到书桌前，我以为它的目的是让我好好学习，
便摸摸它的头，坐下来，准备打开本下写作业。没想到刚坐
稳，它一个箭步冲上来，从我脚上跳到膝盖上，又爬到我身
后，揪着我后面的衣服往上爬，踏着我的头，跳到了书桌上，
叼起了小毛线团，又按“原路”返回地面，转过身来朝我叫
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便叼着线团跑了。好聪明的
点点！

点点母性十足。去年初秋，随着四句稚嫩的“汪汪”声，点
点生下了四只小狗崽——它做母亲了！做了母亲的点点，不
像我的朋友了，反倒似我的.敌人，不准许我靠近它的宝宝半
步。这天，我回来时，发现小狗崽与点点都不见了！我找遍
了每个屋子，连根狗毛都没看见，不禁有些伤感，心里空洞
极了：多年的好朋友离奇失踪了。



这时，从远处隐隐约约又传来了一阵混乱的“汪汪”声。我
没寄托太大希望，认为这又是一场泡影。我无任何表情地又
抬起头——还是什么都没有！我正准备低头，一想：这声音
好像是真的！我仔细一听：有雄浑的声音，像是只大狗；有
一片轻柔的声音，好像是一群小狗……难道是……点点与小
狗崽？我立即循声追去，一口气跑到河岸边。我一瞧：哇！
真是点点他们……我兴奋极了，连忙招呼它回家吃肉骨头。
它一看，就带着它们那一队回家了。好棒的母亲！

总之，他是我最要好的，最忠实的朋友。

表达创编故事

1.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创编故事。

2.想象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

3.认真修改，做到语句通顺，内容生动具体，层次清楚。

教学重点：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创编故事。

教学难点：想象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内容生动。

教学过程：

2.板书课题：创编故事

3.你对这个题目是怎样理解的？

（一）请你自己任选下面的一组词语，展开合理的想象，试
着创编一个小故事，题目自拟。

1.斧头森林农夫洪水

2.天空白云小鸟风筝



3.老虎河水小羊猎人

4.大海陆地帆船狂风

5.铅笔橡皮格尺小刀

（二）表达提示

1．根据词语之间的联系，想象你要编写的故事大概故事情节。
比如，你选定“斧头、森林、农夫、洪水”这一组词语，脑
海中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并由此展开联想。先口述故事，然
后再详细地写出来。

2．想象尽可能合理，读起来让人信服。

3．创编故事可以选用一组词语，也可以自由挑选词语重新搭
配一组，还可以挑选上述5组词语以外的词语来。

1.把自己创编的故事讲给小组的同学听，根据大家的评改补
充修正故事。

2．读一读其他同学编的故事，看看你能受到什么启发。

范文:农夫与魔法森林

在一个远离繁华和喧嚷的世外桃源里住着一位贫穷农夫，辛
苦的劳作生活没有压倒他，反而给了他无尽的动力，他对生
活充满着希望，因为他坚信自己能走向富裕的生活。一天又
一天，一年有一年，农夫披着晨露进山耕作，和鸟儿一同回
家休息。这一天，正要外出的农夫听到了一些不属于山里的
声音，那好像只有在大城市才会出现的“大车”的声音。好
奇的他顺着声音走去。

日子又过去了一年有一年，农夫还是那个农夫，但也不再是
那个农夫了！因为他还是他，但他不再种地务农，而是干起



了伐木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不再贫穷了。他去过了所谓
的大城市，进过了那种只有高层次人物才能去的咖啡馆，抽
过几百元一根的雪茄，还知道了有一种不打渔的网，叫"因特
网"??他没有在意已经光秃秃的山，没有想过已经没有鸟儿陪
他回家了。

钱来的快，去的当然也快。不久，农夫的钱花光了，森林里
的树也伐光了，他不得不接受再次贫穷的事实。他觉得没什
么，毕竟他曾经有钱过，见识过，也努力过。他还可以回到
从前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生活。但是很快他发现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无论他起得多么早也不会有晨露了，寻
遍了山间也再也找不到可以伴他回家的小鸟了，有的只是不
停吹过的大风。

七月的雨总是那么多情，不知不觉已经下了半个月了。农夫
呆望着天上的乌云，心里说不出的压抑，他总觉得有什么事
要发生。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没了森林的庇护，连日的降
雨酿制了恶果，一场洪水淹没了农田，冲垮农夫的家。劫后
余生的农夫满脸的悔恨，终于知道自己错了，他伐来卖钱的
不是森林，而是他的命啊！

一年又一年，当初的秃山再换新颜，悔过的农夫决心将绿色
找回，浓密的森林再一次出现！“隆隆隆”那似曾相识的声
音在山前想起，已是满头白发的农夫满脸的追忆，但很快，
他的脸上充满坚决，坚定的像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我
不能再把命都卖了啊”农夫轻轻的呢喃着。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五

1、有感情、熟练地朗读课文。

2、理解故事内容，理清文章思路，感受爱国情。

2、学生复述课文。



3、理清文章思路及主要写作手法。

这篇文章主要采用了对话的形式贯穿全文的。

读课文质疑，我们暂且也把它看成是一堂语文的口语交际课。
那么，各个国家的同学在利用口语来展示自己国家的风采时，
你认为。

1、哪个国家的同学介绍得好？你为什么欣赏他的介绍呢？

2、哪一个国家的学生介绍得最精彩？最形象？

2、你能想象小朋友介绍自己国家时的心情吗？

4、模拟情境课堂，朗读课文。

“我的心突然一抖，从一开始我就思考，我将如何介绍我的
非洲，我的南非呢？”……结尾，“我不禁热泪盈眶”。

全班同学都沉浸在静静的氛围中。教师做资料补充

索普——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在1912年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最出色的人物是美国的天才运
动员——索普。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但在奥运会
冠军史册上并没有他的名字。

人们一在提到他，称颂他，他的名字比冠军还要响亮，是因
为人们同情他的不幸。他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他出生于印
第安贫穷家庭，他篮球、足球、游泳、跑步，样样都行。在
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时，他稳拿了2次全能冠军（跳远、200米、
1500米、铁饼、标枪）。但，他被人诬陷为职业运动员，奥
运会取消了他的冠军资格并把金牌转发给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但后者拒绝接受，他说：真正的冠军是索普，不是我也不是
其他任何人。



索普不仅被剥夺了金牌，而且被剥夺了参加业余比赛资格，
就这样，一代才华横溢的.运动员被扼杀了。此后，索普当过
职业棒球员，卖过苦力，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还
我金牌”。70年过去了，终于，在1982年国际奥委会决定为
索普恢复名誉。1983年1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赴洛
杉矶将追回的金牌重新授予索普留下的儿女。索普，一代天
才运动员就这样成为了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5、师：这些都是过去的南非，然而今天的南非，有着硕大的
钻石，经典的建筑，安逸的生活，的人物---刚刚获选的美国
黑人总统（将内容迁移了过来，阳光皮肤在同学的心里扎下
了根，真切地体会到了阳光下的皮肤都是美丽的，人们都有
一颗热爱和平和真诚的心，这就是阳光真情。）

6、讨论什么是阳光皮肤？为什么称自己的肤色是阳光皮肤？

讨论能不能说所有人的皮肤都是“阳光皮肤”？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六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脯情地分角色朗读课文。

2。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实际，理解“自由自在”、“恍
然大悟”的意思，并用这两个词语造句。

3。能理解课文内容，明白不能只着重眼前利益，而忽视身后
隐患的道理。

（一）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春秋末年各诸侯国相互混战的场面）师讲述故事
导入新课（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2。读后分小组讨论

（1）吴王准备出兵打败楚国，为什么遭到大臣的反对？

（2）少年是用什么方法来说明吴王的？

（3）从中可以看出少年是个怎样的人？吴王是个怎样的人？

3、逐步讲解

问题：

（1）大臣们认为，攻打楚国虽然取胜的希望很大，但如果其
它诸侯国乘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

（2）吴王想到了后果吗？为什么？

（他一心思想攻打楚国，称霸）

（3）吴王听了大臣们的话吗？他怎么做的？

（4）有感情读吴王的话

（5）齐读这一段

问题二：（一）少年用“螳螂捕蝉”的故事来说服吴王

问题三：（先不讲）

（三）过渡：

吴王很固执，而且下了死命令，为什么少年一个“螳螂捕
蝉”的事就能打动吴王的心呢？



（四）精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到最后”

1。课件出示“螳螂捕蝉”

2。问“蝉怎样？螳螂怎样？黄雀怎样？”

3。比较句子

4。蝉高高在上，悠闲地叫着，自由自在地喝露水

蝉喝着露水

螳螂拱着身子，举起前爪，要去捕蝉

螳螂要捕蝉

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食螳螂

黄雀正要啄食螳螂

5。蝉、螳螂和黄雀有什么相同？

（一心想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顾到自己身后更隐伏着病患
呢！）

6。蝉、螳螂、黄雀眼前的利益各是什么？身后的陷患各是什
么？

这跟吴国攻打楚国有什么联系吗？

（吴国就像蝉、螳螂、黄雀一样，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
的隐患）

7。吴王明白了这一点吗？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吴王恍然大悟，“你讲得太有道理了”

在王宫花园里转来转去，露水沾湿了他的衣服和鞋子，他也
毫不介意。一连转了三个早晨——让吴王发现他却见到一件
挺有意思的事。

9。从中你看出少年是怎样的人？吴王是怎样的人？

（少年：勇敢机智，爱国）

（吴王：知错就改）

10。分角色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到最后

（五）口语交际训练

我们身边有没有像“螳螂捕蝉”这样的事呢？说一说。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七

九义教材人教修订版第十二册第十六课

感受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匆匆（全课目标及第一课时设
计）。

这是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的的一篇散文（确切地说应是散
文诗）。文章写于“五四”退潮时期，属作者的早期作品，
真实而鲜明地表现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追求，
探索。以及在现实中无所适从的空虚和迷惘。文章象诗一样
形象，精炼，富有抒情性和节奏感音乐美。这是小语教材中
不多见的抒情文章，教学中教师要重点引导学生挖掘文章的
语言文字之美，发挥并挖掘文章适合朗读的优势，给学生以
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学生自读，表达，感悟等语文综合素
养。



通过朗读感悟，体会文章的语言文字之美。

读中悟情，积累感悟。

1、搜集查阅有关朱自清的'资料。

2、阅读朱自清的其他作品。

3、准备优美舒缓的乐曲。

1、了解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深刻体会文章的优美
语言，引导学生获得个性体验，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匆匆
（全课目标及第一课时设计）》。

2、学会生字新词，结合上下文理解词语含义。

3、学习作者通过形象地描写表达真实感情的方法。培养学生
的自读、理解、表达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时数：2课时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领悟优美语言营造的思想之美、意境之美。

2、自学生字新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4、培养阅读思考、质疑、感悟、表达的能力。

一、导入

1、板书课题，由题质疑，谈预习感受及收获。



2、交流课外搜集查阅的相关资料。

（培养学生提问题能力，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与习惯，通过
交流，丰富知识积累，通过质疑了解学生的迷惑，便于确定
教学努力的方向。）

二、初读

1、自由读文。教师巡视，了解学生自读自悟情况，引导学生
的按自己的意愿，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2、读后谈话，通过读文，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问题。

（把阅读的权力交给学生，把理解的权力交给学生，把表达
的权力交给学生，搜集未读懂的问题，为解学生的“读书之
惑”作准备。）

在交流中应明确：生字新词问题、课文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与其他课文在表达上的不同特点等。

三、再读

1、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读书，采用互读互检等方式，练习正确
流利读书。

2、指读。读自己喜欢的段落，尝试说出选择的理由，引导学
生补充评价。

（发挥多维互动的学习优势，促进阅读，促进交流，促进读
书能力培养和课思想的感悟。）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八

1、回顾本单元所学课文，交流对鲁迅的认识。



2、交流体会本组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总结体会这类句子
的方法。

3、积累鲁迅的名言。

4、通过阅读“鲁迅巧对先生”的故事，感受鲁迅的敏捷才思。

（1）学了本单元的课文，我们被鲁迅先生的才学和人格魅力
所折服，这节课我们就来谈谈自己心目中的鲁迅。

（2）提出要求：可以就课文来谈，可以结合课外学习的收获
来谈；可以讲同鲁迅有关的人和事，也可以说说读鲁迅作品
的体会。

（3）小组讨论，合作学习。

（4）汇报交流，师生评议。

（5）教师小结。阅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认识了鲁迅这位伟
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希望同学们能从他的身上汲
取力量，超越自我。

（1）学生读教材中的内容，谈理解。

（2）学生找句子，交流体会方法。

（3）教师归纳总结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方法：

联系上下文。

联系生活实际。

结合时代背景。

展开丰富联想。



……

：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继续运用我们总结的这
些体会句子的方法去学习课文，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日积月累

1、学生自读。指名读。

2、理解重点词语：

千夫：众多的人。

孺子：小孩子。

无端：没有来由地；无缘无故地。

空耗：白白地消耗。

无异：没有不同；等同。

3、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课外再搜集一些鲁迅先生的名言。

1、过渡：鲁迅先生的童年发生过许多故事，这节课我们就来
读一个鲁迅巧对先生的故事。

2、学生自读。指名读。

周樟寿的对子妙在哪里？他为什么对得好？

文人巧对对联的故事还有很多，课后搜集此类故事，与同学
们交流。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九

本设计将“悟词情，品画意”作为研读目标，教学中努力体现
“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学思想。

1、将音乐引入语文课堂，借助音乐，形象解读《卜算子?咏
梅》一词。

2、将绘画引入语文课堂，借助画面，再现梅之风姿，梅之品
格。

3、通过对比阅读，解读梅花的两种形象，诗人的两种境界。

4、引导学生查找、搜集、拓展阅读毛泽东其他诗词，通过组
织泽东诗词朗诵、演唱会，促使学生积累语言，积淀情感。

一、背诵导入

我们已经读过几首词了，请同学们把自己喜欢的词读或背给
大家听。

二、自-阅读

今天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一首咏梅词。请同学们自己反复地
读读课文，想想词中写了梅花的什么特点，赞扬了梅花怎样
的品格，把自己的感受在空白处写一写。

三、交流讨论

结合具体词句，充分交流见解;教师相机点拨，使学生对毛泽
东词中的梅花产生赞叹之情。

1、从“飞雪”“百丈冰”等词可以读出，梅花绽放于最寒冷
的时节。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何况“已是
悬崖百丈冰”，可以想象大雪纷飞，天地间了无生机，梅花



却不畏严寒，一花独放。

2、从“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可以读出梅是报春的使者，
却不争春邀宠，居功自傲，表现了梅花谦逊的作风。

3、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以读出百花盛开之
时，梅花却无比欣慰地飘落丛中，表现了梅的豁达与无私。

四、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1、梅花以其乐观自信、谦虚坦荡的品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赞
颂，让我们再来听一首赞颂梅花的歌曲(播放《红梅赞》)。

2、让我们用自己的朗读来赞颂梅花吧(学生放声练习朗读)。

3、边读边想象画面，有感情地读。(引导学生根据课件呈现
的音乐和画面的变化，满含激昂之情、赞叹之情地诵读，教
师相机引导示范。对学生富有个性的朗读给予鼓励，对学生
动情的朗读给以表扬。)

五、对比阅读，感悟诗人的情感

1、阅读陆游咏梅词，简介创作背景。

(乾道二年，陆游因“力说张浚用兵”，受到了卖国派的打击，
被罢免了隆兴通判的职位。在山阴寂寞地度过了四年，便开
始了西行万里的远游。作品里风雨交加的黄昏、孤独绽放的
梅花，正是陆游受打击后心境的写照。)

毛泽东在读陆游的咏梅词后，填词一首，却“反其意而用
之”，表达了乐观自信的胸怀。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的词后
也和词一首，写道“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鲜明地写
出了两首词中梅花的不同形象与两位诗人的不同心境。

2、再读毛泽东的咏梅词，想象“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的景象，试着画一画，并给自己的画写上一个题目(如，
寒梅傲雪、春的使者、凌寒独放、寒梅斗雪、一枝独秀)。

3、配乐欣赏画家为毛泽东的咏梅词所配的画;有感情地背诵
咏梅词。

六、拓展阅读

1、课外阅读毛泽东的其他诗词。

2、用一周时间进行准备，然后组织一次毛泽东诗词朗诵、演
唱会。

语文六年级教案篇十

1、指导学生认识“缄、霹、雳”3个生字，读读记记“缄默、
霹雳、铁树开花”等词语。

2、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一句话”的含义，感
悟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感。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2、读一读“学习链接”，简介作者。

二、朗读感悟。

1、自读课文，读通读顺，并画出生字。

2、指名朗读课文，提出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

3、说说：诗中讲到的“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话？



4、朗读课文，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一句话”的含义。

三、指导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读后交流：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四、拓展阅读

祈祷（略）

闻一多

五、巩固练习。

1、读一读本课生字，说说自已是怎样记住它们的。

2、背诵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