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通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一

本单元教学内容为神话和传说，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
了解和掌握神话这一体裁，并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掌握
作者的表达方法，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并学会激发学生对神
话这一体裁的兴趣。

2、本课教学环节中，我着重进行了读的训练。先引导学生找
到描写“琴声”内容的段落，反复朗读；然后让学生选择自
己感受深刻的情节去朗读；最后，引导学生抓住文本中的重
点词句，深入交流。让学生在交流基础上，适时进行感情朗
读。

3、本课教学环节中，我着重进行了读的训练。先引导学生找
到描写“琴声”内容的段落，反复朗读；然后让学生选择自
己感受深刻的情节去朗读；最后，引导学生抓住文本中的重
点词句，深入交流。让学生在交流基础上，适时进行感情朗
读。

4、本节课通过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
ゼ一鸢呀谌攘业幕疃场面，并且愿意吧自己的感受和同学交
流，进而又促进学生语言的培养。

5、本节的亮点是模仿朗读，对于孩子来说会异常兴奋，学的
学得特别的带劲。在朗读的基础上，让孩子们分角色表演对
话，课堂气氛活跃。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二

一、复习课文

1、《长江之歌》运用了（拟人）的手法，采用了（第二人
称），以（对长江赞美、依恋的真挚感情）为主线，描绘了
长江（波澜壮阔、奔腾不息、源远流长）的风采，歌颂了
（长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表现了作者（对长江的热爱），
抒发了（对祖**亲河的深切爱恋之情）。

2、《五彩池》讲述了“我”在藏龙山上看到的五彩池，作者
用生动的语言、优美的词句描述了五彩池的（数量、颜色、
大小、深浅、形状以及池水显现出神奇色彩的奥秘），表达
了作者（对五彩池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以及（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3、《七月的天山》中，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方法展示了天
山景物的三个不同方面，依次描绘了（天山的雪峰、雪水和
雪水汇成的溪流）、（天山幽林的美景）和（天山深处的景
象），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4《绍兴的船啊绍兴的桥》一文主要运用了什么写法？（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将作者对绍兴的赞美之情融入对“绍兴的
船”和“绍兴的桥”的描述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江南水乡
的独特风情。）

5、《山海关》一文中作者是怎样细致地写出山海关气势的雄
伟和地形的险要的？（开门见山，交代了描写对象――山海
关，同时奠定了抒情的基调，然后用充满感情的句子领起下
文，再强调雄关的气势和地势的'无与伦比，接着写雄伟的箭
楼，随后移步换景横向发展，遥望“北面”和“南面”，分
别写了山海关的“连绵起伏”的山与“苍茫无垠”的水势，
集中突出了山海关的险要地势。



二、背诵、背写

1、背诵：《长江之歌》；《五彩池》第三、四自然段；《绍
兴的船啊绍兴的桥》第三、六、七自然段。

2、背写《天净沙・秋》

三、听写

风采气概甘甜哺育健美依恋荡涤回荡磅礴尘埃灌溉沐浴闪耀
险峻矗立凝结

细腻挺拔苍翠奇异玲珑炽热呈现铺展炎暑凉爽飞泻清澈柔嫩
萦绕绵延绚烂

粗糙黝黑老茧燥热潺潺把舵嘎吱白皑皑萤火虫漫山遍野腾云
驾雾眼花缭乱

五彩斑斓无限生机重重叠叠斑斑点点纵横交错名不虚传巍然
耸立引人瞩目

雄厚苍劲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浑然一体昂首远眺情不自禁苍茫
无垠烽台烟墩

纵缰驰马逶迤翻腾碧波万顷慷慨悲歌干戈扰攘身披盔甲乱石
纵横野草丛生

热血沸腾顶天立地可歌可泣

四、比较组词

哺育洗涤尘埃磅礴昆仑葫芦镰刀沐浴毛毯舀水险峻细腻菠菜
衣裳规矩潺潺

辅导条理挨近浅薄仓库胡同廉洁休息谈话滔天俊俏贰心波浪



党员拒绝孱弱

咯吱粗糙腋窝舵手辛苦泡桐荧幕急躁

树枝创造夜晚驼铃蚕茧叶柄萤火虫干燥

五、多音字

奔跑投奔磅礴磅秤躲藏宝藏饮马饮水夹杂夹袄

单薄薄荷薄纸屏息屏幕脖颈儿长颈鹿

六、形容气势的词语

气势磅礴威武雄壮雷霆万钧浩浩荡荡势如破竹汹涌澎湃所向
披靡摧枯拉朽

横扫千军惊天动地风卷残云排山倒海风起云涌无往不胜铺天
盖地波澜壮阔

七、填空

1、填入合适的动词。

（哺育）儿女（挽起）高山（荡涤）尘埃（舀）起来（张开）
花瓣

（捧）鲜花（撑起）船篷（划）桨（拖）椅子（扶着）垛口

（登临）长城（抵御）入侵

2、填入合适的修饰词

（甘甜）的乳汁（健美）的臂膀（纯洁）的清泉（磅礴）的
力量



（美丽）的五彩池（奇异）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矗立）
的宝塔

（险峻）的山峰（诱人）的香味（苍翠）的雪松（清澈）的
池水

（粗糙）的大手（习习）的凉风（雄伟）的气势（古老）的
民族

（伟大）的体魄（忠贞）的灵魂（可歌可泣）的历史（顶天
立地）的英雄

（轻轻）地歌唱（巧妙）地结合（熟练）地伸缩（远远）地
撇下

（渐渐）地暗下来（匆匆）地吃完（情不自禁）地赞叹

八、特殊词语

abb式：白皑皑火辣辣

aabb式：重重叠叠密密层层清清楚楚

abab式：嘎吱嘎吱黝黑黝黑咿呀咿呀

九、仿写造句：

1、池里生着许多石笋，它们的形状有的像刚刚出土的竹笋，
有的像险峻的山峰，有的像矗立的宝塔，有的像一簇簇珊瑚。
（仿写）

2、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好像渔网上的丝；大河小河，横横
竖竖，恰如棋盘上的线。（仿写）



3、虽然天山这是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
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用“虽然……但是……”造句）

十、句子运用

1、同样的水，在不同的池子里会显出各种不同的颜色。（缩
写句子）

2、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之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改
为陈述句）

十一、近义词

风采-神采气概-气魄哺育-养育依恋-留恋荡涤-洗涤纯洁-纯
净

惊奇-惊讶矗立-耸立玲珑-精巧挺拔-挺立炽热-火热灿烂-辉
煌

感叹-感慨险峻-险要生机-生气蜿蜒-盘旋幽静-寂静萦绕-环
绕

绚烂-灿烂矫健-强健规矩-规则熟练-娴熟寻找-寻觅丢失-遗
失

威武-威风坚固-牢固捍卫-保卫神圣-庄严

十二、反义词

赞美-批评无穷-有限纯洁-污秽奇异-普通细腻-粗糙炽热-冰
冷

呈现-消失灿烂-暗淡鲜艳-淡雅挺拔-弯曲活泼-呆板缓慢-急
速



欢快-沉闷俯视-仰望清澈-浑浊寂静-喧闹蜿蜒-笔直粗糙-光
滑

沉重-轻松熟练-生疏燥热-凉爽伟大-渺小沸腾-沉寂慷慨-吝
啬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三

朗读形式有多样，时间集中在早自习。上《走一步，再走一
步》时，先让学生自读两遍，根据注释扫清字词障碍。然后
全班齐读，听声音大小，听字词准确与否。这样读了三遍，
需要一点趣味，我在文中找了三个部分的对话，一是爬悬崖
之前“我”与杰利的对话，二是爬到半路“我”与男孩子的
对话，三是“我”与“爸爸”的对话。我让他们小组合作，
两个人任选一部分进行分角朗读，准备时间2分钟。2分钟以
后，学生纷纷举手，想要表现自己，我选了几组，虽然不太
能读出课文的味道，但是他们尽力在模仿，而且各有特，更
重要的是激起了他们朗读的兴趣，然后我再加以点拨、带读，
同学们朗读语气更有进步。

在读《两小儿辩日》时，也是先自读，然后找人起来朗读，
基本流畅。文言文断句很重要，所以我带着他们一句一句地
断句，并让他们用斜线划起来，然后齐读。后来我又想了一
种方法，让他们把书关上，在ppt上打出原文，去掉全部的标
点与断句，一个组读一句，看哪个组最整齐，这样做的目的
是检验整个组对课文断句的熟悉程度，如果不整齐说明有人
断句没弄清楚。

对于《论语》我准备小组赛读赛背，看哪个组齐背最快最准
确。问答读，书本关上，即老师问上句，学生接下句，反复
进行，带动学生背诵。

对于现代诗歌，准备在两个班级举行一次诗歌朗诵大赛，以
新声音的模式，朗读，导师转身的方式，选择学员，进行指



导，然后两两pk，最后是总决赛，总决赛可以选择别的诗歌参
赛。

二、关于让学生回归课本的反思

学生本身没有在书中旁批的习惯，再加上有了《导学提纲》，
更不愿意回归课本了，完全凭借初读课文的记忆来答题。针
对这一现象，有位老师在出《导学提纲》时想了这样一招，
赏析句子，题目如下：“请同学们翻到第页，看到第（）段，
第（）句话。从这句话的（）可以看出‘我’此时此刻是（）
的心理状态。”这样的形式给学生提供了答题规范，不仅让
学生在展示时语言规范，表达明确，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必
须看书，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回归段落、句子、关键词语。这
个方法一举两得，很是实用。那么把学生引导回了课文之后
怎么办呢？学生依然不会在书中旁批，只会把写到《导学提
纲》上。对于初中生，一定要有明确、规范的指导，规范旁
批的格式与方式。如：生字难词画方框，关键词句标着重号
或三角号，主要观点划横线，锦言佳句划波浪线，一段内的
层次划单斜线，句群之间划双斜线，有疑问的地方打上等等。

三、关于作文的反思

这次作文教学我觉得比较成功。首先我指导了两节课，一节
是列六要素与明确中心，很多同学按照表格能够完成，第二
节课是如何把人物、事件写充实，主要学了动作与心理描写，
同学们课堂上已经能写出来。晚自习一节课40分钟同学们写
完了。一节晚自习学生按要求自己修改，互相修改，小组选
拔，参加班级竞赛。又花了一节晚自习进行“最强作文”的
活动，最终评选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这个流程费时较长，但是效果很不错，
学生能够突出中心，过程用到动作与心理描写，自己修改作
文，给别人修改作文，举办一次活动，很不错。但是不足也
有很多，比如时间较长，是不是修改环节可以挪到课外呢？
环节较简单，小组评完就是班级评选，应该多增加几个筛选



环节，增加题目，增加导师的课外指导与修改等。下次来完
善。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四

1、（观察）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信息，（观察）会使我们发
现大树原来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2、大树由（树冠、树干、树根）三部分组成。地球上的植物
一般都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6部分）组成。

3、拓印树皮的方法：把白纸紧压在树干上，先用手指在白纸
上反复按压，再用蜡笔在纸上涂擦，使凸起的部分染上颜色。

4、树的相同之处：它们都长在泥土里，都需要阳光、水，都
有木质的干，一般是多年生的。

5、树的不同之处：树冠有大小，树干有粗细,有的树皮光滑，
有的粗糙，结的果实不同，叶片不一样。

6、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像狗尾草一样的茎叫（草质
茎）。像樟树茎一样的茎叫（木质茎）。树是（木本植物），
草是（草本植物）。

7、观察大树用到了（放大镜、软尺、蜡笔、白纸等工具）。

8、比较大树和小草的相同与不同。

小草植株矮小，茎细、较软，寿命短，是草本植物。

大树植株高大，茎粗、很硬，多年生寿命长，是木本植物。
长在土壤里，需要阳光、水分，有根、茎、叶，有的会开花
结果，有种子。



9、水葫芦（叶柄部位膨大的海绵体充满空气）是浮在水面上
的原因。

10、除了水葫芦、金鱼藻以外水生植物还有（水花生、浮萍、
莲、荷花、菱、菖蒲、茭白等）。

11、比较水葫芦与狗尾草（也就是水生植物与陆生植物的不
同与相同）相同与不同。水葫芦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
囊，能浮在水面上。

相同点：生长都需要水分、阳光和空气，有根、茎、叶，都
会繁殖后代，寿命都短，都是草本植物。

狗尾草长在土壤里，植株矮小，茎细，较软，会开花结果，
有种子。

12、水葫芦的特点：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囊，能浮在
水面上；有根、茎、叶；会繁殖后代，会死亡；生长需要阳
光、水和空气等。

13、植物的叶一般有（叶片）和（叶柄）组成，叶片上有
（叶脉）。

14、叶是（有生命的）。新鲜的叶是（活的），落叶是（死
的'）。

15、植物的一生大约经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等方面。

16、植物按生存环境不同，可以分为陆生植物和水生植物。

17、植物的共同特征是：生长在一定的环境里，都需要水分、
阳光、空气和营养，都会生长发育，都会繁殖后代，都有从
生到死的生命过程。

18、世界上最大的花叫（大王花）。



19、用（量叶片的长度和宽度的）方法比较叶片的大小。

20、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属于草本植物。

21、植物的一生经历：种子――生根――新芽出土――子叶
张开――长成幼苗――出现花蕾――开花――结果――果实
成熟。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五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以下是六年级第一单元作文教案，欢迎阅读。

“我是大自然的一员”写作指导

一、读课文，悟写法。

读课文《山中访友》《草虫的村落》，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
的思想感情，学习比喻拟人的手法。明确“大自然的一员”，
就是指一切非人造的事物，如动物、植物、无生命的事物或
某种自然现象。

二、怎样做到想象合理、内容丰富呢?

1.再现自己的生活和阅读积累。比如你想想变成一片云飘在
天上，有关天空的自然、地理、神话等知识就可能进入你的
想象。

2.移植、重组。有时候，想象可以进行嫁接、移植，把优美
的景色移为一处，或把有趣的现象归为一物，或把美好的品
质浓缩在一人之身。把人的思想语言移植到其他物上就是拟
人，物与物之间之间的特点移植，就是比拟。例如，“这棵
小树的尾巴翘上了天――这是把小树当成了小狗来写。”再
如孙悟空就是人和猴子的重组想象的产物。



3、比喻联想。比喻就是因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引发的联
想。

4、大胆夸张。一些在现实中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夸张可以实
现。比如，“小孩几分钟长成了大人”，“一口吃个胖子”
等。

3.幻想，突破时空。幻想是更为大胆的想象。

三、先说说，再写写。

学生例文一：

我是一只壁虎

我虽然没有蝴蝶姐姐那样俊俏的翅膀，没有雄鹰哥哥那样敏
锐的眼睛，没有螳螂叔叔那样锋利的砍刀，没有啄木鸟大婶
那样坚硬的嘴巴，但是，我可以驱赶蚊子，苍蝇，为人类带
来幸福，我还坚忍不拔，无私奉献，我就是墙角的一只小小
的壁虎。

我是一只小小的壁虎，我来到一座破旧的房子里，看到一家
人正在睡觉，蚊子在他们身上叮咬着，我就爬过去将蚊子全
部吃掉。吃完了，我就又回到那个墙角的家，为他们当保安。

我是一只小小的壁虎，我来到动物园里，不小心被小狗咬掉
了尾巴，我疼得哇哇叫，没命地向前跑，我在家待了几天，
因为那里的蚊子多，能让我吃饱，过了几天，我的尾巴又重
新长出来了。我家主人要拆房子，我不得不踏上新的旅程。

我是一只小小的壁虎，我来到一个富贵人家，他们都用杀虫
剂把蚊子全杀死了，我却吃不饱!我瘦的皮包骨头了，没办法，
我只得去“逃荒”。现在的人越来越现代化了，建的房子连
墙缝都没有，高楼大厦的窗户没有了我的立足之地，――更



别说进去了。我只能四处游荡。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却更
艰难了。

我是一只小小的壁虎。

例文二、我是一棵小草

我是一棵小草，身上没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头上也没有色彩
鲜艳的帽子。当春姑娘悄悄来临的时候，她把碧绿的裙子给
了我，让我在这神话般的环境中享受着春天的温暖。

我是一棵小草，当太阳公公刚刚从东方露面的时候，我身上
挂着一颗颗晶莹的珍珠。这时候，勤劳的小蜜蜂嗡嗡地唱着
歌，飞到我身边，说：“你好啊，小草!”停了一会儿，美丽
的小蝴蝶翩翩地跳着舞，也飞到我身边，说：“小草啊!你好。
”

我是一棵小草，当大雨将要来临的时候，我闭着眼睛，耐心
地等待着大雨给我洗一个痛快的澡。大雨过后，我的身上一
尘不染，多么轻松，多么舒服啊!这时候，一群顽皮的小孩儿
走来了，他们在我身上乱踩，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只听
见有个小孩子说：“走在这小草上不格脚，多美啊!”听了这
句话，我心里乐滋滋的，高兴得直想笑。

一天，一位农民伯伯赶着一群羊，那群羊看见了我，就抢着
吃起来。我先是觉得身上很疼，心想，这下可完了。可是又
一想，做一棵小草，就是让牛羊吃的嘛，为什么还怕疼呢?就
这样我被吃掉了。过了一些天，我突然觉得身子又高了一些，
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又长起来了，而且比
原来还高。这时候，我才知道，只要我的根还在，就还能活
下去。忽然，我又看见农民伯伯赶着的羊群，那些羊的身子
似乎比原来肥壮了许多。

我是一棵小草，可是，我多么幸福啊!牺牲了自己，却给别人



带来了好处。能力大众服务，为人们做出贡献，我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

习作

(一)、交流谈话，激趣导入

在口语交际课上，同学们交谈兴很浓，仿佛自己走进了神奇
的大自然，并融入其中。同学们也有了写的欲望，想把自己
的独特感受写下来。这节课我们就来加工整理自己对大自然
的独特感受，选择其中的一项，展开联想和想象，然后写下
来，一定能成为一篇佳作。

(二)、选材命题，明确要求

1、选择话题，确定材料。

选择“成为大自然中的一员、走进音响世界、回顾暑假生
活”三个话题中的一个，确定写作材料。暑假生活有很多可
写的内容，这次主要以浏览风景名胜后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
美为主。

2、大胆构思，精巧命题。

简单交流本组课文的题目，引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师生共同讨论出一些题目：

3、习作要求。(投影出示)

学习本组课文的写法，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去。

写景的文章，注意选取独特的视角，放飞想象的翅膀。

记事的文章，注意有顺序地把事情的经过记叙详细，表达自



己的真情实感。

记叙清楚，语句通顺，感情真切。

(三)、试写初稿，进行修改

1、学生进行习作，教师巡回指导，并对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个
别指导。

2、学生完成初稿，进行自我修改。

3、组内互读互改。

(四)、朗读赏析，交流评议

1、每小组推荐一至两位同学，教师作适当调整，分三大类由
学生朗读，引导学生进行赏析。

2、学生交流评议。

3、教师点评。特别要肯定习作中体现出的“独特感受”，恰
当地运用联想和想象。

(五)、再次修改，誊抄习作

再次修改自己的习作，清楚认真地抄写在作文本上。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六

武老师：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要把第一次经过的事情叙述
完整。因为是第一次，自己一定会有很多新想法，一定要把
自己的新想法写出来写具体。要把事情经过写具体。特别是
生活中那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一定要细致地描写。力求写出
生活的情趣来，写出新颖的情景来。写自己第一次的新发现，



可以用顺叙的方法，也可以用倒叙的方法。在文章的结尾，
要注意写出事情的意义来，力求使文章具有一个新颖的主题。
从而达到立意的创新。

小朋友：写难忘的第一次的事，不写自己做的，写听到的看
到的，可以吗？

武老师：有些事虽然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而是别人做的，但
是你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或者第一次亲耳听到了，这样的事也
可以写下来。要把这样的事写真实，你一定要仔细观察，或
通过询问来了解详情，如果只是一般地看看、无心地听听，
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干巴巴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把一些好
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文章里所
写的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这样的文
章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富有积极意义。

小朋友：在我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第一次”，那么，写
哪一种情况的“第一次”呢？

武老师：人的一生中，难忘的“第一次”的现象太多了，尤
其是小学生难忘的“第一次”的情况就更多，而且，这
个“第一次”与那个“第一次”间隔时间也不会很久，甚至
就在最近发生，对于“我”也不例外。在这些小学生的生活
中，每天都在学做某些事情，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新鲜的事，
这就形成了“第一次”。既然是“第一次”做，当然就不一
定能做好，就有可能失败，就会遇到挫折，当然也有做成功
的。既然是“第一次”遇到，当然就有一种新鲜的感受，就
有一种害怕、担心或好奇的感受。想一想，你的“第一次”
什么事儿最难忘？就写那个“第一次”。

小朋友：我想写“我”第一次说谎，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说
谎不自然，以致露出马脚，还有表情不自然，说话吞吞吐吐
的。把这些记叙清楚了，就符合“第一次”’的要求了。



小朋友：我想写“我”第一次迟到，如“我”从未迟到过，
可是有一次，因为某种原因，“我”第一次迟到了，“我”
战战兢兢地来到教室门口，小声地喊着“报告”，低着头，
等待老师的发话，重点写第一次遇到的心理和“我”在教室
门口喊报告的前后经过情景。

小朋友：我想写“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情景，那颜色浓浓的
紫紫的，那味道甜甜的苦苦的，可是价钱又那么贵，“我”
太不想喝了。

小朋友：我想写“我”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溜冰，第一次
下棋等等。

武老师：应该写你最感兴趣的难忘的“第一次”。在家庭里，
如果你的奶奶对绣花很有研究，你不仿学学绣花；如果你的
妈妈对打毛线衣很有特长，你不妨跟妈妈学习打毛线衣；如
果你的爸爸对做菜很有一手，你不妨跟爸爸学一手烧菜的绝
活……你一旦学会了，你的写作也就有材料了。

小朋友：写《难忘的“第一次”》，有哪些选材的小窍门呢？

武老师：写《难忘的“第一次”》的一件事，一定要围绕作
文的中心思想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真实的、亲身经历的、感
受最深而又比较有意义的、具体的、新颖的、典型的事件作
为作文材料，这些事情包括自己做的、看到的、听到的、和
别人一起做的……这样才能充分表达中心，才能写出真情实
感，才能打动读者。对于与文章中心密切相关的部分要作为
重点详细地写，对于那些只起衬托作用的情节要简略地写，
甚至一笔带过；凡是和中心没有关系的材料，即使非常熟悉、
有趣，也绝对不能写，这样，才能有利于表达中心思想。

小朋友：我已经准备开始写作文了，重点写什么还没有想好，
武老师，你能告诉我吗？



武老师：写作难忘的“第一次”的事情时，既要写清第一次
所做、所见、所说、所想的经过，又要突出其中的主要内容、
重点情节，要能看出“第一次”与第二次的不同点，展示出
作文的新鲜内容。比如你要写第一次家庭劳动，你就应该详
细地写出第一次的感觉或体验来。例如洗衣、洗菜、淘米、
做饭、生火、收拾屋子、买油盐酱醋之类的劳动。有的同学
经常参加家务劳动，有人参加家务劳动比较少。参加家务劳
动多也好，少也罢，写“第一次”。我们应当从许多家务劳
动中挑选出“一次”来写。挑选什么样的呢？应当挑选自己
最熟悉的、最感兴趣的、感受最深的来写。因为最熟悉，你
对劳动的过程了解得最清楚，才有的可写，写起来才得心应
手。因为最感兴趣，写起来才津津有味，才能写出劳动的情
趣。因为感受最深，写的时候，才会把感受、体会融注其中，
写出的文章才会有感染力。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七

在骄阳似火的一天上午，我望着窗外，窗外晴空万里，没有
一丝云彩，这么热的.天哪里才凉快呢?我突发奇想：“为什
么不到‘水上乐园’去玩玩呢?还可以让爸爸教我游泳哩!”
爸爸回来后，经过我再三请求，他终于答应了。吃完午饭后，
我打电话和姐姐约好后，在下午4点就顶着烈日开心而又激动
的出发了。

到了“水上乐园”，就忍不住向里看了看：呀，人可真多!我
敢说，在这“水上乐园”，没有一平方米是没人的。我迫不
及待的换了泳衣，跳进了一个游泳池。在游泳池里玩了一会，
就去找爸爸，让他教我们游泳。在一个比较深的水池里，我
们找到了他。爸爸先教姐姐，等姐姐学的差不多时，他又教
我。他让我用胳膊报膝，在水里憋气，感觉好像失去了地球
引力一样，挺刺激，还挺舒服。这个动作做好后，又让我双
手双脚一起放开，还在水里憋气，我都做好后，爸爸让我重
复刚才第二个动作，然后就像游泳一样划几下，我做完后，
才发现……耶，我可以双手双脚一起离地并且往前游了，我



成功了!!!“这一切都是爸爸教给我的，我长大一定要报答我
亲爱的爸爸!”我想。我们又快快乐乐的在浅水池里玩了一会
儿，就回家了，说心里话，我还真有些舍不得走呢!

夕阳落山了，我也回家了。妈妈给我门准备了可口的饭菜，
吃完饭，在晚上睡觉时，还在默默盼着下一次快乐时光的到
来。

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案篇八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我们去尝试：尝试做一顿可口的
饭菜、尝试在课堂上大胆发言、尝试理解他人、关心他
人……尝试可以使我们变得勇敢、自信、积极。而我印象最
深刻的一次尝试是倒开水。

那天下午，我正在桌前做作业。忽然，听见妈妈的叫
声：“扬扬，帮忙烧一下开水，妈妈没空。”“嗯，知道了。
”话音刚落，我便跑去拿水壶了。

我先把电源接上，接着把水壶装满水，吃力地提到烧开水的
电板上，打开按扭，最后提来热水瓶，等待着这“度分如
日”的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

“啪！”的一声响，“云”随后从“龙嘴”里吐出来。哦，
水终于烧开了！

我把电源拔出，可马上遇到了难题：倒开水。呀，怎么办呢？

我绞尽脑汁，急中生智。啊，有了！我先找来隔热手套，戴
上去，接着打开热水瓶瓶盖，两手紧紧地抓住水壶的柄，生
怕碰着水壶的“外墙”因此而烫伤。最后吃力地端起水壶，
小心翼翼地把开水倒进热水瓶，“咕噜咕噜”热水瓶把开
水“喝”光了。啊，我成功了！



在人的一生中，尝试是必不可少的。它会伴随我们度过风风
雨雨，给我们带来成功的喜悦，给我们以后的成长带来信心
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