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通
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篇一

本人带六年级一个班，共有学生人，其中男人，女生人。通
过五年多的的学习与训练，孩子们学习的自觉性大都比较高，
学习意识较强，能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但有个别的学生学
习意识比较差，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受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的影响，学习情况参差不齐。个别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欠
培养，书写马虎，学习懒惰，怕吃苦，依赖思想严重，学习
方法不够科学，特别是习作能力有待提高。从整体来说，动
笔前的构思还不够，作文缺少创意。行文中，出现不具体、
不生动，没有个性的张扬，公式化较严重。个别文章空洞无
味，后进生的习作语句不通、不连贯，作文水平还停留在一、
二年级。因此，本学期将继续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学习目标
教育、提高学习的自信心和兴趣等，教给学生合理的学习与
复习，奠定良好的语文基础，提高语文素养和语文学习的能
力。力求让全班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各方面水平上一个新
台阶，尤其在写作方面努力拓展孩子的思维空间，使学生的
习作求真、求实、求新。

为了更好地、有针对性地、有的放矢地培养教育好每一个孩
子，要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注重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有每个人性格特点、兴趣爱好，
再加上生活背景、学习环境、成长经历、世界观等的不同，
造就了学生各方面的差异。我们一定要注意并重视这些不同，
因人而异，个性发展。因此，要改革教法，注重学法。教师



加强学法指导，给学生学习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充分
体验学习的艰辛与喜悦。教师适时加以点拨，根据学生不同
的类型，设计使用不同的学习方法，重视差异，使学生个性
得到张扬，各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新统编本六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于20xx年春期正式试行。教材
继续按专题组织单元，共六组，依次是:民风民俗、外国名篇
名著、人间真情、体会人物品质、科学精神、难忘小学生活。
本册教材的综合性学习安排在第六组“难忘小学生活”。这
个专题包括“活动建议”和“阅读材料”两大部分。

本册共有课文17篇，精读课文12篇，略读课文5篇。这六组教
材，每组基本由“导语”“课例”“口语交际”“习
作”“语文园地”五部分组成。课例包括有二至四篇课文，
精读课文两篇，略读不定，有的单元没有略读课文，有的单
元有1——2篇略读课文。其中，第三单元安排了习作例文，
所以没安排语文园地。第六单元是综合性学习单元，也未安
排语文园地。精读课文后有思考练习题，略读课文前有连接
语。部分课文后面安排了“阅读链接”。

全册安排“阅读链接”四次，未安排“资料袋”。“口语交
际和习作”依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栏目。整册共安排口语交际
三次，分别是同读一本书、即兴发言、辩论。

全册6个单元便安排了5次习作，除第六单元外，其他每个单
元都安排了一次习作，另外还安排了两次小练笔。一次是学
习了《腊八粥》一课后，让学生照样子写一种最喜欢的食物；
第二次是在学习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以后，让
学生仿照课文的写法，用几个具体事例说明一个观点。全册
共安排“语文园地”四次，“交流平台”“词句段运
用”“日积月累”是固定栏目，另有“书写提示”“快乐读
书吧”穿插安排，其中，“书写提示”在第一、五单元各安
排了一次。在第二单元语文园地后安排了一次“快乐读书
吧”，主要向学生推荐世界名著。



另外，与本套的其他各册教材不同，古诗词并没有根据内容
安排在相应的专题中，而是在六个单元之后，集中安排了一组
“古诗词背诵”。这10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词中没有太多生字，
意思也不艰深，适合小学生读读背背。这样的编排也体现了
向初中教材过渡的编写意图，在初中教材中，古诗词背诵也
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安排在教材后部的。

课堂教学是教学改革中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环节。在备、教、
改、导、考、析等教学环节下功夫，加大力度，认真做好培
优补差工作和学科竞赛辅导。在教学方法上，对不同课题进
行不同的教学设计，分层次，分类别训练，在预习、课堂活
动、课后练习、检测中，围绕趣学、乐学、学会、会学创设
学生全身心参与。让学生在参与中生动活泼地发展，在发展
中积极主动地参与。

总之，在深知教学是一门艺术的原则下，奉行的是“教学有
法，教无定法，教要得法”的理念。

本册课文共有六个单元，全册包括“导读”“课文”“读写
例话”“积累运用”（读读背背、阅读、口语交际、习作、
实践活动）等内容，书后还附有10篇古诗词诵读内容。本册
要求学会120个字，每课要求学会的字，排在方格里。

1、知识方面

（1）借助汉语拼音识字，会写120个，了解在语言环境中的
字义，并能正确书写。

（2）背诵指定的课文和自己喜欢的文段。

（4）学习浏览，能初步了解查找资料，运用资料的方法，根
据需要搜集相关的信息，并按一定的标准分类。

（5）学习用钢笔和毛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并有一定的速



度。

（6）学写简单的记事作文、想象作文、简单的读书笔记、关
于自己的事。

（7）在阅读中学习一些读写方法：展开联想和想象进行表达
的方法；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环境描写和
心理描写；读课文时能联系实际，深入思考；理解含义深刻
的句子；继续学习用较快的速度读课文。

（8）学习修改自己的习作。

2、技能方面

（1）会使用字典、词典进行识字，有一定独立识字的能力。

（2）能用钢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并有一定的速度。能用
毛笔书写楷书，并体会汉字的优美。

（3）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学习用较快的速度读课文，并能抓住文章的大意。

（5）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
子；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6）在阅读中能揣摩文章的叙述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初步领悟基本的表达方法。

（7）会读诗歌，初步掌握阅读方法，了解诗歌的语言特点。

（8）乐于参加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出自己的判断。

（9）能写简单的记事作文、作品梗概、想象作文、读后感等



习作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能修改自己的习作，书写规范、
整洁。

1、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从精读课文的学习中积累语文
学习的方法。

2、针对教材中的习作训练，开展一些语文课外实践活动，提
供写作的素材。

3、注重课内知识向课外的延伸，力争使课内外的知识有机地
结合起来。

1、加强训练，方法多样，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

2、持之以恒，不断地加强积累。

3、注重实践，培养能力。

4、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加强朗读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语感，
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理解能力。

5、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通过自学理解课
文内容，并在自学实践中逐步提高语文素养。

周次时间教学内容备注

12.24—2.28《北京的春节》、《腊八粥》、《古诗》

23.2—3.6《藏戏》、《习作》、《语文园地》

33.9—3.12《鲁滨逊漂流记》、《骑鹅旅行记》、

《汤姆索亚历险记》、《口语交际》（1）

43.16—3.20《习作》、《语文园地》、《快乐阅读吧》



53.23—3.27《匆匆》、《那个星期天》、《习作例文》

63.30—4.3《习作》、《古诗三首》

74.6—4.10《十六年前的回忆》、《为人民服务》《金色的
鱼钩》

84.13—4.17《口语交际》、《习作》、《语文园地》

94.20—4.24《文言文二则》、《表里的生物》

104.27—5.1《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口语交际》

115.4—5.8《习作》、《语文园地》、《难忘小学生活》

125.11—5.15古诗词阅读：《采薇》、《春夜喜雨》、

《江畔独步寻花》、《早春呈水部十八员外》、《江上渔者》

145.25—5.29复习

156.1—6.5复习

166.8—6.12复习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篇二

1．知识教学点：学会本课出现的生字、结合上下文理解新词，
理解重点句。

2．能力训练点

（1）培养学生理解重点语句的能力。



（2）培养学生合理想象的能力。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德育渗透点：通过学习，了解穷人的美好心灵，向学生进
行关心他人、奉献爱心的教育。

4．美育渗透点：体会穷人夫妇的心灵之美。

【教学重点】

分析掌握桑娜内心的矛盾，体会桑娜的善良。

【教学难点】

展开想象，续编《穷人》这个故事。

【教学时数】

3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板书课题：穷人是什么意思？（穷苦的人）看着这个课题，
你心

里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课文中的穷人指的是谁？课文为什么用“穷人”做题
目？……）

2．出示图片：列夫·托尔斯泰



问：这个名字熟悉吗？谁来介绍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3．我还知道托尔斯泰晚年时把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叙事诗
《穷人》改编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穷人》，
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

（桑娜和她的丈夫，在邻居西蒙病死后，主动收养了她的两
个孩子的故事。）

三、学生自学课文——探究穷人“穷”在哪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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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中的哪些
地方写出穷人的“穷”。

2．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观点。交流探究成果，多角度感悟穷
人的“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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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古老的钟发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篇三

一、阅读图片，情感铺垫(5-6分)

一边听音乐，一边认真地阅读《母子图》，你从图画中看出



了什么?(学生反馈，教师点评)

(预案：1、年迈的母亲在为即将远行的儿子缝制衣服，儿子
在床上酣睡;2、夜已深了，母亲不辞辛苦地用自己的一针一
线为儿子缝衣服，祝愿孩子远行平安，并希望早日归来。3、
这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

师述：看到这样一幅动人的母子图，你就会想怎样的一首诗?

(引出《游子吟》、作者：孟郊，唐朝诗人。)

师述：孟郊唐朝著名诗人，很早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自己从小刻苦攻读，多次参加科举
考试，可是多次落榜，只到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当了一名县
官。这首诗就是孟郊当了县官了之后，回忆往事，思绪万千
时候写就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古诗。

二、节奏朗读，引入情感(5分)

出示本诗，指导朗读，初步导出学生的感情。(用反复诵读的
方式来激动学生的情感)

(1)请学生来朗诵。

游子吟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让听的'学生说出她读出了一种怎样的感情来?

(预案：深情的、语气先缓慢再强烈升高、有一种母爱的伟大



与对母亲的关怀的感觉)

(3)带全体同学朗读，全体学生齐读、朗诵，也同样来读出这
样一种感情来。

三、理解诗意，挥发情感(7分)

再读一读古诗，你说说有哪些意思不明白的。

(自由读，可以小组讨论;也可以直接向参考书寻求答案)

(借助：参考资料、图画、想象、以前的旧知识)

(2)、最后一句话最难以理解。

方法：

a、先来读一读。

b、这句话描述的是什么?

c、再理解重点的词语：

意恐心里担心、害怕;

寸草心小草，比喻儿女的心意;

三春晖三月里春天温暖的太阳。

d、最后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

谁言寸草心,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篇四

1、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初步学习分辨事物和联想。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9自然段。

3、了解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经过，体会他所具有的卓越
才华和善良的心。

领会贝多芬创作《月光曲》时的心情。

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事物，哪些是由实在事物产生的联想。

第1课时

一、检查预习

1、这篇课文讲的是谁的事？

2、出示贝多芬画像，简介贝多芬。贝多芬是德国著名的音乐
家。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十岁举行公开音乐会，
十二岁开始作曲。他生活在封建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家境贫
寒，受尽磨难，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对专制暴政无比憎恨。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举世闻名的音乐作品，《月光曲》就是
其中的一首。

4、请两名学生朗读课文，读后评议，纠正读音。

二、初步理解

1、默读课文，想一想，贝多芬为盲姑娘弹了几个曲子，是哪
几首？

2、学生默读思考后讨论。



（１）贝多芬为盲姑娘弹了几个曲子？（弹了两首曲子。）

（２）这两首曲子分别是什么？（第一首是盲姑娘想要学的
贝多芬谱写的曲子；第二首是贝多芬即兴创作的《月光曲》。
）

（３）课文从哪儿到哪儿是讲贝多芬弹第一首曲子，从哪儿
到哪儿讲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二至七自然段讲贝多
芬弹第一首曲子；八自然段到最后写贝多芬即兴创作的《月
光曲》。）

三、深入理解

1、指名学生朗读二至七自然段，纠正读得不准确的地方。理
解几个词语：幽静、入场券、陌生、纯熟。教师介绍莱茵河
是欧洲的大河之一，流经好几个国家，包括德国。

2、贝多芬是人民喜爱的音乐家，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

（他到各地旅行演出，甚至来到一个小镇上，盲姑娘也在弹
他的曲子，而且因不能直接听到贝多芬自己的弹奏而感到深
深的遗憾。）

3、盲姑娘一家很穷，又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他们住在
一所茅屋里，兄妹俩相依为命。哥哥是个皮鞋匠，妹妹是个
瞎子，他们买不起音乐会的入场券。）

4、姑娘为什么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
了”？

（姑娘很懂事，她听出哥哥话中不安的意思，能体谅哥哥的
难处，所以反过来安慰哥哥，把自己想听音乐会的强烈愿望
淡淡地称作“随便说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兄妹俩互相体贴，
这种感情非常珍贵，十分感人。）



5、盲姑娘不但爱音乐，而且懂音乐，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

（她看不见乐谱只听别人弹过几遍，就能弹贝多芬的曲子，
尽管断断续续，很不熟练，却是很不容易的。贝多芬自己弹
起来，她立刻听得入了神。一曲完了，她激动地说：“弹得
多纯熟哇！感情多深哪！”并且由此猜出了弹琴的人正是贝
多芬本人。这说明她具有音乐才能。贝多芬也深深地为自己
能在穷人中有这样的知音而感动，正是这种激情促使他创作了
《月光曲》。）

6、指名学生朗读第二至七自然段。

第2课时

一、复习旧课

1、用生字卡检查生字读音。

2、指名朗读课文一至七自然段。提问：贝多芬为什么弹完了
一曲又弹了一曲？

二、深入学习

1、指名朗读八至十自然段，纠正读得不正确的地方。

贝多芬看到了什么？（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
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皮鞋匠兄妹
俩站在他的身旁。）

2、贝多芬弹的是什么？他弹的和他看到的有什么关系？皮鞋
匠听着琴声，好像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
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
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



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
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乐曲使他产生
了联想。开始，音乐可能是徐缓的，使人联想到月亮升高，
穿过微云。再后来，音乐可能高昂激越，使人联想到月光下
风起浪涌。）

3、皮鞋匠看到妹妹脸上的表情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说盲姑
娘“仿佛也看到了”？

4、为什么兄妹俩没有及时发现贝多芬的离去？（他们完全沉
浸在音乐中了。）贝多芬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给兄妹俩带
来一片温馨的人间之爱和一次美妙的艺术享受，也给自己带
来了一次意外的创作收获。

三、分辨联想

1、在“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按起了琴键”这一段中，哪
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引起的联想。

2，在“皮鞋匠静静地听着……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
海”这一段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引起的联想。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朗读指导。请学生试背第9自然段。

板书设计

月光曲

贝多芬盲姑娘知音

弹奏想听感动

再弹入神动情

记录本陶醉激情



文中是通过皮鞋匠的联想来表现《月光曲》的内容的，那
《月光曲》的旋律、曲调、节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学
生自己感悟的，任何分析和讲解都会显得空洞。所以，我安
排了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去反复地读，读完以后，把自己的想
法和小组同学交流、和全班交流。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学设计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抓住重点语句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感受桑娜和渔夫的勤劳、
淳朴和善良，学习他们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德。

2、学习文章表达方法。

重点：阅读理解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重点句，体会桑娜内心
的矛盾和善良本性

难点：文章的表达方式

教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质疑

围绕课题，你能提出哪些问题呢？（课文的题目是“穷人”，
但是在整篇文章中，并没有出现“穷”字。为什么？桑娜和
渔夫为什么要收养西蒙的孩子？）

二、细读课文，理解文章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桑娜的一家过着穷苦的生活？



2、学生自学，在书中标画出相关的内容。

3、学生汇报：

文章的开头就向我们介绍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又黑又冷的深
夜，波涛轰鸣，狂风怒号，海上正起着风暴，渔夫为了一家
七口人的生计，竟然冒着危险出海打渔，清早出去，深夜未
归。桑娜从早到晚的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可见桑娜
一家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西蒙一家，丈夫已经死去，在这
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她也悲惨的病死在稻草铺的床边。屋里
又湿又冷，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熟睡在死去的母亲旁边。在
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穷人的悲惨命运。

4、有感情地朗读，汇报内容相关的句子，读出你的理解。

三、分析桑娜的内心活动，体会人物崇高的品德。

现在，我们就同学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展开讨论。

1、出示文章中描写桑娜内心活动的段落。

桑娜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
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
是他来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
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嗯，揍我
一顿也好！”

2、出示自学要求：

（1）读读这段话，想一想，这段话的大致意思。

（2）这段话里出现了几个省略号？请你想象出桑娜的内心活
动。

（3）可以采用课本剧或者自己喜欢的形式展示自学情况。



3、学生准备、交流。

4、汇报展示。

5、教师总结：

这段描写是桑娜抱回两个孤儿以后，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她紧
张、担忧，甚至后悔的矛盾心理。造成桑娜内心矛盾的客观
原因，就是桑娜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而收养两个孤儿，无
异于在极为沉重的生活压力上，再增加一个包袱。作者在这
段描写中，运用了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展示了桑
娜崇高的品德。

6、练习朗读。

四、分析渔夫的高尚品德。

1、教师导语：桑娜是善良的，渔夫面对妻子的举动，做出了
什么选择？

2、学生朗读课文。

3、教师投影出示文章中的重点句：

“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别等他们醒来。”

4、引导学生分析句子的含义。

5、学生汇报。

6、教师小结：

这段话既是渔夫和桑娜商量，也是渔夫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写出了渔夫在决定抱回两个孤儿之前的一番深思熟虑。最后，
他下定决心，宁可自己吃苦，也要把两个孤儿抱回来抚



养。“熬”字恰当地表现了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世界。

五、总结全文。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引导学生从文章内容
和写作方面进行总结。）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练习朗读。

3、以“桑娜拉开了帐子……”为话题续写《穷人》。

附：板书设计

穷人

穷桑娜：忐忑不安

人淳朴善良

不美丽心灵

穷渔夫：受、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