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优秀6篇)
企业标语要能够激发人们的共鸣和情感，让人们产生信任和
认同感。企业标语要具备独特性和个性化，能够与其他企业
区分开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竞争加剧，企业标语的
创新和个性化变得更加重要，下面是一些独具特色的标语范
例。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是阅读课，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围绕“宇宙中
除地球外是否还有生命存在”展开辩论，学生兴趣浓厚，发
言积极，课堂气氛活跃。各方学生论据充足，辩驳有力。

学生成了真正的学习小主人。在辩论中，学生不仅掌握了课
文内容，活跃了思维，拓展了知识，做到了课内与课外知识
的有机结合，而且也激发了学生学科兴趣和探索未知的好奇
心，提高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和应辩能力，取得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一、认识四个生字；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了解课文围绕“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这一问题讲
了什么。

四、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教学重点：



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布置预习。

了解银河系、太阳系等方面的知识。

二、学生自学课文，自由朗读课文，划出自己不懂的.词句。

三、讨论学习。

1、文章的中心句是什么？你是怎样理解的，能不能从课文中
找出理由。

2、讨论：天体上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条件。学生阅读理解后，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

3、科学家探索火星上有无生命的情况及结论。

1）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思考：科学家是怎样对火星进行探索
的？

2）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人们的猜测是怎样被推翻的？

4、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

1）从课文中能不能找出答案？

2）我们该怎样知道答案？

四、课外实践活动。



“宇宙的奥秘”资料展。

板书设计：

宇宙生命之谜

提出问题生命条件探索火星解决奥秘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三

1.认识“酶、碳、冥、磁”4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了解课文围绕“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这
一问题讲了些什么，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未知
的好奇心。

科学家根据生命存在的条件探索火星的情况及其成果。

学生对有关生命科学的理论、术语的理解。

1课时

一、导入激趣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只有一个地球》。在地
球之外，还有生命存在吗？这一直是一个谜。《宇宙生命之
谜》要回答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让我们跟随着作者
一同去解开这个谜团吧。

2、默读“阅读提示”，提示中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分别
是什么？

（1）作者围绕着“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存在”讲了些什么？



（2）课文按照什么顺序介绍的？

（3）结论是什么？

（4）提出不动或者感兴趣的问题和大家说一说。

二、理清顺序，了解内容。

1、请同学们自己读课文。

2、想想课文从哪到哪开始讨论“宇宙有没有生命”这个问题
的？

3、学生回答2——9自然段。

4、课文第一段和最后两段告诉了我们什么？

5、学生自由发言，相互补充。

第一自然段写的是从古至今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一直是一个
吸引人的问题。

最后两个自然段讲的是人们至今没有在地球之外找到生命，
但是仍然相信有生命存在，一直在探索宇宙生命之谜。

6、现在你知道了文章是按照什么顺序介绍的吗？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探求结论）

7、全文围绕“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存在”讲了些什么？进行
自学后，请你把自己不懂或者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与大家交
流。

8、学生自学课文第二部分。（围绕问题学习）



9、组内进行交流。

10、小组间进行汇报。

第一小组：分析第二、三自然段。

作者从理论和分析两个方面说明了“地球之外有生命存在”。

从理论上讲，第一，宇宙无限，第二，有许多类似太阳系的
星球，“与地球类似的星球肯定存在”。由这两点证明
了“地球绝不是有生命存在的唯一天体”，一定还会有其它
星球也有生命。

从分析天体存在生命的条件上说，肯定在茫茫的宇宙中有符
合这四点的星球：一是保证一定的温度，二是有水分及生命
物质，三是有适当的大气成分。四是有足够的光和热。因为
这四点是人类和生命存在的必须条件，而宇宙之大，还有我
们不可知的星球，所以一定会有保证这四个条件的星球。

第二组：分析课文第四、五自然段。

根据四点生命存活的条件，科学家先用了排除法，把不符合
条件的星球——水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
星排除了出去。

作者运用列举法，把这几个星球不符合的原因给我们一一进
行了列举，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六个星球的特点。

作者根据四个条件证明，认为火星唯一符合这些条件，但却
一直被科学家们所争论。

第三组：分析第六——九自然段。

为了揭开火星是否有生命存在的奥秘，作者先用了比较法证
明。他把火星与地球进行比较，找到了两个相似点：1、自转



时间相似；2有昼夜，有四季，两极也都寒冷。由这两种比较
出的相似点，又引出了科学家的两种猜测：1、火星表面的黑
色线条是运河，2、火星表面颜色随季节变化，认为那是植物
在变色。

一环扣一环，作者就两种猜测进行了揭秘，并且过程很真实，
一是拍照，二是近距离观测。这两种结果证实了火星上有人
类、火星上有植物的两种说法是错误的。

作者为进一步证实火星上没有生命，阐述了宇宙飞船的发现。
采用摆实事、列数字的方法，证明了火星上水分少、大气稀
薄、温度低、无磁场，这说明“火星上生命难以生存”。

作者为使读者更加心服口服，通过到火星进行实地考察，列
举了两个结果：1、土壤无有机分子，没有有机分子植物就不
可能生长；2是未发现微生物存在，也就是火星连微小的生命
都没有存在。这样又否定了火星上有生命的说法。

第四组：分析第十、十一自然段。

虽然火星上没有生命，但在太阳系之外，还有许多人类不可
知的星系。人们确信：在不断的探索中，一定会解开这
个“宇宙生命之谜”。

11、学完文章后，你有什么感想？（学生畅所欲言。）

12、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一、认识四个生字；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了解课文围绕“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这一问题讲
了什么。

四、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教学重点：

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布置预习。

了解银河系、太阳系等方面的知识。

二、学生自学课文，自由朗读课文，划出自己不懂的词句。

三、讨论学习。

1、文章的中心句是什么？你是怎样理解的，能不能从课文中
找出理由。

2、讨论：天体上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条件。学生阅读理解后，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

3、科学家探索火星上有无生命的`情况及结论。

1）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思考：科学家是怎样对火星进行探索
的？



2）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人们的猜测是怎样被推翻的？

4、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

1）从课文中能不能找出答案？

2）我们该怎样知道答案？

四、课外实践活动。

“宇宙的奥秘”资料展。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五

1、自学本课生字新词，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内容，掌握关于宇宙生命的一些知识。

3、培养学生收集、、运用信息的能力，练习运用资料阐述自
己观点表达方法。

4、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以
及珍惜爱护地球的感情。

掌握关于宇宙生命的知识，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一课时

多媒体课件

一、引入：

（课件展示：星空。）仰望这美丽的星空，闪烁的群星，深
邃的天空，多么让人神往。地球之外的广袤空间又是如此的



神秘，吸引人们去探索、去发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宇宙生命这个谜。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汇报预习收获，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1、课前预习书读熟了吧？多响亮的回答，充满信心。好，老
师把检查预习的权利给你们。同桌两个伙伴对读一人读一段，
互相检查，有错要及时纠正。

2、读的时候伙伴没给你提意见的有哪些请举手？书读得不错。

3、书读熟了，接下来你们想干什么？

4、既然大多数同学觉得应该了解课文内容，就请你们谈谈自
己通过读课文发现了什么

a)学生自读课文，教师巡回，点拨。

b)交流、汇报。

c)结合课文的学习，谈谈自己对“谜”的理解。

6、展开关于除地球以外的宇宙是否有生命存在的小辩论会。

a)提出要求：

（1）像科学家一样收集书和课外书中的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
点。

（2）辩论中，语言要简洁明白，因此不能照着收集到的资料
念，要选择重内容。



（3）辩论时要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分析比较别人的话,找
漏洞给予反驳，才有说服力。

（4）推选代表，推出来的选手选择助手组成自己的智囊团，
共同参与活动。

b)准备。

你们是听众，在活动中增长见识，是评委掌声代表你们的态
度，是候补选手可以站起来对代表的发言做补充。辩论中选
手可以叫暂停，与自己的助手商量，还可以找我商量，找在
座的听课老师商量。

c)辩论。

7、：亲爱的同学们，老师真佩服你们丰富的知识、独特的见
解、能言善辩，今天的辩论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是赢家，
因为通过大家的参与，我们学到书本上的还有课外书上的不
少关于宇宙生命的知识。参加了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会，你
一定有很多感受吧！让我们拿起笔，写下你最想说的一两句
话，来记录这一刻吧！

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教学反思篇六

《宇宙生命之谜》一文是第十一册语文教材新选的课文，这
是一篇介绍科学家探索宇宙生命的科普文章，意在通过阅读
理解，了解课文围绕“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这一问题
讲了些什么，学习科学家追求真知、不断探索的精神，激发
学生爱科学、学科学、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领悟作者采用
分析、比较、排除的方法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让学生了解
科学家根据生命存在的条件探索火星的情况及其成果，是教
学这篇课文的`重点，学生对有关生命科学的理论、术语的理
解是教学这篇课文的难点。



这是一篇有关生命科学的文章，文中的科学术语也比较多，
学生要学起来是有一定难度。在教学本文时，我是这样设计
的：

一、揭题：

2、学生讨论，发表意见。（其中29位学生说有，13位说没有）

3、当学生发生争论时，让学生通过阅读课文找答案。

二、设疑：

1、让学生自己读课文。找出到底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的依据。

2、学生交流生命存在的条件：

（1）、适合的温度，零下50至零上150摄氏度之间。

（2）、必要的水分。

（3）适当成分的大气。

（4）要有足够的光和热。

2、师按离太阳的远近画出围绕太阳运动的九大行星的示意图：
太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
王星、冥王星。

3、让学生再读课文，根据生命存在的条件，说说在围绕太阳
运动的九大行星中，哪些行星不可能有生命存在，哪些行星
可能有生命存在。

4、学生通过读课文后交流：水星离太阳最近，向阳时表面温
度达到300至400摄氏度，不可能存在生命。金星是一颗高温、
缺氧、缺水、有着强烈阳光辐射的行星，也不可能有生命存



在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离太阳很远，它们
的表面温度，一般都低于零下140摄氏度，因此，也不可能有
生命存在。那么，太阳系中唯一还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是火
星。

5、师问：那么,火星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呢？

三、探索：

1、学习小组合作学习，讨论：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为什
么，找出科学依据。

2、学生交流。

3、引导学生再认真阅读课文，弄清科学家对火星探索的历程，
然后再理解科学家经过观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火星上生
命难以生存”“在飞船着陆的地区，火星表面没有生命存
在”。

四、辩论：

1、抛出问题：地球之外的太空中到底有没有生命的存在？

2、同一观点的同学组成小组后，个人充分自读课文，积极为
辩论准备材料。

3、在组内充分交流。

4、学生分两组展开辩论。

五、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