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优秀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一

1、学会7个生字何8个生字。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桥，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注。

2、正确流利的、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桥的奇妙，从而培养学生对科学探
究的兴趣。

一、引语

1、提起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而且还都在桥上走过。有了
桥，人和车就能方便的通行了。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桥，同
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高架桥、立交桥、天桥、九
曲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外白渡桥）

2、真不错，同学们都是有心人。刚才同学们介绍的这些桥都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今天老师和大家要一同去观摩一些与众
不同的桥，它们有着许多奇特的地方，有没有兴趣？现在就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示课题，齐读。）

二、学习课文

1、打开书本，快速读读课文，看看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哪些奇
妙的桥？



交流。（出示：玻璃桥、纸桥、盐桥）

2、你们觉得为什么要称这些桥叫奇妙的桥？

交流。

师：是呀，奇就奇在造桥的材料上了（出示；材料）通常造
桥的材料有哪些呢？

3、（出示：第一节）引读：平时我们看到的桥材料很普通的，
有（木头、石头造的桥），有（水泥造的桥），还有（钢铁
造的桥）。相比之下这的确是三座奇妙的桥。

4、现在就请你挑选一座你认为最奇妙的桥，将它介绍给你的
同伴。

出示：自学提示：读读课文，划划句子，说说感受

5、交流。（出示图片）

玻璃桥：你们知道18吨有多重吗，相当于500个学生的重量。

纸桥：你们看两三吨重的汽车能安然无恙的驶过纸桥

（出示动画）

盐桥：这就是火车在盐桥上行驶的情景，请看（出示动画）

多么壮观的画面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读好句
子。（出示句子）

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１、听了同学们的介绍后，你们对这些奇妙的桥还有什么问
题吗？



生问：１、我想知道特种玻璃是一种怎样的玻璃？怎么会那
么牢固？

２、盐桥是用盐造成的，如果下雨不是要融化了吗？

３、纸怎么能造桥，想不通？

４、世界上还有哪些材料奇妙的桥？

２、同学们问的好，老师也想知道，刚好最近我们学校建立
了一个信息库，里面搜集了大量有关桥梁方面的知识，不如
我们去那里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答案。别忘了带好笔和纸。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二

1、学习课文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的方法。

2、通过品味语言体会文中蕴含的情感。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作者。

二、整体感知：

1、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要求：标出生字词；感受春天之美。

2、扫除文字障碍。（多媒体出示字词。找学生读，齐读，写
生僻字）

三、学习课文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的方法，完成目标一。

1、“春”美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认为春天是最美的季节。那么朱自清先生认为“春”
美在哪些地方呢？请结合文中的语句来说一下。（多媒体显
示：朱自清喜欢“春”，因为“春”美在__。）



2、学生可能回答：

（1）“春”美在嫩绿的，软绵绵的草。

春草是历代文人争相歌咏的对象，你还知道哪些写春草的诗
句？如：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写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

……

小结：同样是写春草，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笔。这也启示
我们，在写作时可以多角度构思。

（2）“春”美在万紫千红的花。

花的特点：花朵多，花色艳，花味甜

（3）“春”美在温暖的杨柳风。

风的'特点：和煦、芳香、悦耳

“春风”与林斤澜的《春风》对比阅读，学生能说出二者的
不同特点即可。

同样是写春风，朱自清笔下的春风和林斤澜笔下的春风有什
么不同呢？

朱自清笔下的春风是柔柔的、清新的、悦耳的；“象母亲的
手抚摸着你”。

林斤澜笔下的春风则充满力度，充满豪迈之情。“如无数的
针扎”。



（4）“春”美在细密的春雨。

“春雨”与《春夜喜雨》对比阅读：

多媒体显示：杜甫《春夜喜雨》诗。

杜甫诗中的春雨和朱自清的“春雨”特点一样吗？

都是伴随和风而来，突出春雨的细的特点。杜甫诗中的春雨
是无声的，朱自清的“春雨”是密、亮、绵长的。

（5）“春”美在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人们。

3。小结：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在《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
中说：“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地观察，细腻
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朱自清以诗的笔调，描
绘了我国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色。使我们陶醉在美丽的春光中。
（板书：——美在景物）

四、通过品味语言体会文中蕴含的情感，完成目标二。

1、品味语言：《春》美在什么地方？（边品味语言边指导朗
读）

朱自清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给我们展示了春天的跃动的活力
与生命的灵气，你最喜欢文中的哪些描写？请抓住关键的字、
词、句，说说喜欢的原因。

（多媒体显示：我喜欢《春》，因为《春》美在__）

预设以下赏析的点：

（1）把“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换为“小草一下子从土
里生出来”，或把“钻“换成“长”、“拱”，体会其表达
效果有何不同。



（3）写野花用了什么手法？为何那么传神？

（4）“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三个比喻的表达效果。

“密密地斜织着”中的“斜”字，“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
薄烟”中“薄烟”一词，“绿得发亮”及“青得逼你的眼”的
“逼”的表达效果。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抓住景物特点，按照一定的顺序写景状物。

2.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天山的美，使学生受到热爱祖国山河的
教育，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

感受天山的美景，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难点：

学习抓住特点，按照一定的顺序写景状物。

教学过程：

一、导课

1.碧野先生写道：“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
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
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孔雀开屏，艳丽迷
人……”那近在脚下的天山又如何呢?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天
山，去感受天山最真切的美。入题。



2.播放学乐师生精彩的导学成果。

二、新授

亲历美

1.小组合作，出示学习任务。

(1)你欣赏的小片段描写了天山的什么美景?有什么特点?

(2)这个片段(或句子)有何独特的韵味?

(3)应该怎样朗读才能把自己品味到的感受表达出来?

2.教师引导学生根据雪峰、密林、野花三个片段进行发言，
相机引导。

(1)学习第二自然段。朗读思考：这段描写的景物有何特点?

文中是怎样形容云影的?你认为形容得贴切吗?

你还能找到类似描写手法的句子吗?想象雪水、浪花的景象，
说说你还会怎样形容它们?

讨论：写了天山的寂静为何还要写溪流、游鱼的活跃?

请把你的感受用朗读表达出来。指名读，配乐齐读。

(2)学习第三自然段。

思考交流：描写了天山的什么景物?它有什么特点?

文中是怎样形容出塔松的特点的?

出示塔松图片，你还有什么奇妙的形容?



讨论：文中说马蹄溅水、几声鸟鸣“增添了密林的幽静”，
这样写是不是互相矛盾?男女生比赛读。

(3)学习第四自然段。

自读思考：作者抓住野花的哪些特点进行描绘?

老师配乐范读，学生闭目想象：此时的你正骑马走在花海之
中，你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渴望?交流感受。
快把我们的心情读出来吧。指导读，配乐读。

3.升华：置身于溪流花海之中，满眼的明媚，扑鼻的芳香，
怎能不使人心情舒畅、浮想联翩呢?难怪作者对天山赞不绝口
呢。学生读最后一自然段，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个性，读出
对天山的赞美。

三、 练习

师生展示作品，交流，教师引导赏析得意之作。

四、总结

天山如此美景，请参考课文的优美词句和自己搜集的诗文、
图片资料，为天山写几句赞美的话，或写一首小诗。你还可
以变幻成天山上的一片云、一条小鱼、一朵花等，以它们的
口吻来写也很好。

五、作业

说摘抄和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和句子，课外读读《天山景物
记》以及碧野的其他作品。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海岛战士热爱海
岛、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高尚品德，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
思想感情。

2、继续领会关键词句对表现人物品质的作用。

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边防战士热爱海岛、扎根
海岛、建设海岛的高尚品德。

教学难点：是了解自然界中瓜果蔬菜的收获与昆虫的关系。

教学准备：课前阅读自然界中瓜果蔬菜的收获与昆虫之间的
关系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读略读提示，明确学习目标

1、请同学们翻开书25页，先看这篇文章的连接语，请一位同
学读一下，其他同学边听边想，这节课有两个学习任务，分
别是什么?用线画下来并写上序号。

2、谁来说一下这节课的两个学习任务，分别是什么?。生边
交流，师边点击课件，出示学习任务：1、想想小高为什么把
昆虫带往宝石岛?2、交流读文后的体会。

3、齐读任务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完成第一个任务

1下面，就让我们来挑战第一个任务：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
小高为什么把昆虫带往宝石岛?要边读边想，(注意联系课前
阅读的资料考虑用因为……所以……来回答)。

2、谁来挑战第一个任务，说一说小高为什么把昆虫带往宝石
岛?

四、精读课文体会交流关键词句

(一)读了课文，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板书：战士爱岛

(二)这些感受你又是从文章中的哪些词句感受到的呢?

下面就请同学们再认真地读读课文，走进文章的字里行间，
静静地看，细细地品，画出最能体现战士爱岛的句子，多读
几次，并在旁边做上批注，写上自己的一些感受。

(三)学生交流：

同学们读得多认真啊，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下面就让我们
来完成第二个学习任务。抓住关键词语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

1、小高把他的大提包扔在一边，怀里却紧紧地抱着一只纸箱
子。

(1)哎呀，那个大提包可装着许多好东西呀，有妈妈为他准备
的他最爱吃的黑龙江土特产香脆的松子啊、榛子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在条件艰苦的海岛上那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呀!而严重
晕船的小高却把大提包扔一边，怀里却抱着那只装满那些又
不好吃的又不好用的昆虫的纸箱子，而且还是紧紧地抱着。
小高真爱海岛呀!



(2)小高怀里抱得仅仅是一只纸箱子吗?

(3)你看，就这样抓住这些关键的词语来体会战士对海岛的热
爱之情。

2、他们在岩石下、小路旁，垒出一块块“海岛田”，把从家
乡带来的蔬菜种子，连同自己爱岛的深情一起播种下去。

(1)找两个同学交流

(2)哦，战士们对海岛的爱啊，使这片布满礁石的海岛也有了
块块良田，使这片不毛之地也焕发了勃勃生机。他们播种下
的是种子，更是什么?改造海岛的那份美丽的愿望，更是热爱
海岛的那一颗颗火热的心呀!

(3)男孩子们你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3、他们像抚养婴儿似的照看着这个小瓜，浇水，施肥，一点
也不马虎。

(1)找两个同学交流

(2)同学们，你们帮助大人照料过婴儿吗?你知道照料那样娇
嫩的婴儿有多难吗?

(4)谁来读读这句话?把这种战士对小瓜的爱读出来吧。

4、战士们都笑着，用两个指头捏起一小片来，细细地端详着，
轻轻地闻着，慢慢地咬着，不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3)请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吧。找学生读，一起读。

5、我就不相信，这些小精灵会不爱我们祖国的海岛，会不愿
在这里安居乐业。



(2)从小高的话中，你体会到什么?能不能用你的读把小高的
这种感情读出来?

6、我忽然发现窗玻璃上停着一只蝴蝶，正对着朝阳，扇动着
它那对彩色的翅膀。

(1)小高说的没错呀，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像我们的战士一样，
已经在祖国的海岛上安居乐业了。从哪儿看出来的，齐读这
句话。

(2)文章结尾用“彩色的翅膀”点题了。这彩色的翅膀啊，不
仅代表了在海岛安家的那些蝴蝶等小昆虫，还代表了什么?想
想海岛在边防战士的建设下，会有彩色的什么?还代表的战士
们那丰富多彩的、建岛爱岛的革命生活。战士们对海岛的爱
啊，更是对祖国那深深的爱!

五、美读课文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五

1．认识本课的生字，会读写“地毯、渲染、勾勒、低吟、襟
飘带舞、马蹄、礼貌、拘束、羞涩、摔跤、偏西、天涯”等
词语。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和品读课文第一自然段，感受草原
的景色美和作者写作的语言美，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

让学生准备些关于草原风情的图片或相片，上课时到课堂与
老师和同学们分享。教师也准备些与草原风光的图片与歌曲
制成powerpoint在课堂上，进行直观形象的教学。

一、谈话引入，创设情境

1．首先是教师在powerpoint上展示草原风光的图片，让学生



在欣赏图片中，获得对草原感性的认识，接着教师播放《吉
祥三宝》这首歌曲，这样学生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感受草原
的美。

（学生尽情说一说，可以描绘草原的一碧千里，也可以描绘
草原绿毯如毡，还可以说一说这里牛羊成群盛景、民族风俗
等等。）

3．作家老舍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也是一位文学产量较高的作
家，深受人们的爱戴，那么当我们的作家老舍第一次来到内
蒙古大草原时，他看到的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现在我们就
随着老舍先生一起到美丽的草原看一看。

4．即将来到草原的你，见了这个题目，最想了解草原的什么？

预测

（1）草原的景色如何？

（2）草原的人们怎么样？

（3）作者第一次来到草原感受

二．朗读课文，学生学习生字词

1．让学生带着对草原的向往，全班大声朗读课文的第一和第
二自然段，在读中感受，并在读过程中划出生字词，
如：“勾勒”、 “低吟”等，师生共同来学习生字词。

三．课文第一自然段分析：

2．教师播放课文第一和第二自然段的读音，学生找出课文第
一自然段优美的词句，让学生尝试分析它美在那里？教师对
文章中的部分优美词句进行分析，并向学生提问。问题
如：“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舒服。”中的这种境界



包括那几方面的内容？作者老舍描写草原，分别从那几方面
写草原（感觉，嗅觉，视角。），作者在文中运用了那些修
辞手法？（比喻，拟人。）

优美词句：“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流入云际。”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1、速读课文，抓住主要内容；抓住重点探究，体会郝副营长
的无私奉献精神。

2、学习抓住主要线索去读懂课文的阅读方法。

教学重点：抓住几个“多好啊！体会郝副营长无私奉献的精
神。

教学难点：抓住主要线索去读懂课文的阅读方法。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

生读题，再读学习提示：看看学习这篇课文，要我们解决哪
些问题？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2.“多好啊！”分别是谁在什么
情况下说的？3.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想到
了什么？）

二、理清课文叙述顺序，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哪些地方是写现在，哪些
地方是写往事的？

（全文一头一尾是写现在，中间大部分是写往事。即第一、
二自然段和最后自然段写的是现在，其余写的都是往事。）

2.学生自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学生自己先想
一想，然后同座互相说一说。再抽生说。

三、细读课文

2.交流

（“多好啊！”这句话在课文中出现三次。第一次是清明节
的一天晚上，“我”漫步在*广场上，忽然背后传来一声赞叹：
“多好啊！”说这话的人也许是第一次来北京，也许是时过
几年又来北京，看到北京的美丽，看到人民的幸福生
活，“多好啊！”是出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第二次是战斗打响前，郝副营长借着火柴的亮光在看一本破
书。书上的插图画的是一个孩子在电灯上读书。“多好啊”
是郝副营长看插图时的自言自语。此时，他也许想到胜利以
后，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也许触景生情，暗暗下决心，为了
战斗的胜利，为了下一代能过上美好生活，要勇往直前，不
怕牺牲。第三次是郝副营长在和“我”交谈时说的话，“多
好啊”是他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赶明儿胜利了，咱们
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都在那样亮的灯光下学习。”）

3.在学生理解第二、三次“多好啊”以后，要让学生再深入
往下想，为了“多好啊”的幸福生活，在战斗中郝副营长怎
么做，画出有关语句体会郝副营长的牺牲精神。

四、再次深入理解课文



1.找找文中写“灯光”的句子，想想从这些句子中，你体会
到什么？

2.自由交流

（第一句：广场上千万盏灯静静地照耀着*广场周围的宏伟建
筑，使人心头感到光明，感到温暖。

第二句：书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一个孩
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注视着那幅图，默默地沉思
着。

第三句：他又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望了一眼图画，
深情地说：“赶明儿胜利了，咱们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
都在那样亮的灯光底下学习，该多好啊！”他把头靠在胸墙
上，望着漆黑的夜空，完全陷入了对未来的憧憬里。

第四句：这位年轻的战友不惜自己的性命，为了让孩子们能
够在电灯底下学习，他自己却没有来得及见一见电灯。

第五句：在*前璀璨的华灯下面，我又想起这位亲爱的战友来。
）

3.有感情地朗读这几个句子。

五、小结

板书：

灯光

灯光（多好啊）幸福生活

火光（多好啊）生命换取



六年级语文教学设计篇七

一、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6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懂得“知识是学来的，也是问来的”，“只有在学中问，
问中学，才能求得真知”的道理。培养崇尚科学、热爱探究
的精神。

二、教学重难点：

通过学习语言文字，懂得“知识是学来的，也是问来
的”，“只有在学中问，问中学，才能求得真知”的道理。

三、教学设计：

（一）、导入

师：同学们看老师写一个词，（板书：学问）

师：你怎样来理解学问这个词？

师：知识、文化、科学等等这些都是学问，那再看老师加上
一个字，（板书：与）再来读。

生：学与问。

师：学与问又是什么意思呢？

生：

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板书：23）齐读课题。



生：齐读。

师：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读了课题你有要问的吗？

（二）、检查预习

师：同学们预习了课文，看看这几个词语能难倒你吗？

（出示词语）

师：谁来读？

师：仔细观察观察红色的字，这是新字，有没有需要提醒的
地方？

（生说说。）

生：读课文

师：通过刚才大家的听，从课文中你知道了什么？

生：

（三）、精度课文。

师：那么学与问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下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动动笔把给你启发的句子或段落用直线画出来，写写自己的
体会。

师：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

（说说这自己的体会，读出自己的体会。）

师：从大家的读中我知道你们得确是受到了启发，还有那里
也让你受到启发？



哥白尼的故事让你有什么启发？

你再读读第二段，结合课文和哥白尼有这样的伟大成就。你
又从中领悟到什么？

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你能说说你遇到过哪些问题吗？那么
你遇到了问题怎样解决？

能者为师啊，怎样理解？

还有哪里给你了启示？

读了沈括小时候的故事，看了沈括的成就，你又受到了什么
启发？

看来，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向人请教，并且要学会去观
察去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愉快地学到许许多多的知识。

正如书中所说：学问学问……

现在谁能说说学与问到底是个怎样的关系？

学与问是密不可分，是相互补充的，只有在学中问，在问中
学，才能求得真知。学和问就像我们的两只翅膀，你们有了
吗？想要吗？你来读读吧！

有了翅膀就该飞了，课文学到这儿你还有问题吗？

（四）、总结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从中外名人的身上，知道了打开知识
殿堂的金钥匙就是学和问。现在老师再送你们一把金钥匙，
（出示：问到底(陶行知)

天地是个闷葫芦，闷葫芦里有妙理。



你若不问你怕它，它一被问它怕你。

你若愿意问问看，一问直须问到底。

师：来拍拍手，放松放松，咱们一起读。

师：这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师：好，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