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 小学六年级
语文教案(精选9篇)

公益事业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实现长远的社会效益和可
持续发展。在总结中要突出公益活动的创新点和亮点，展示
活动的特色和价值，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推荐的一些成功的公益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和
灵感。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2、品读二、三自然段，了解作者是怎样描述日子去来的匆匆
的，并联系实际生活仿写，展开联想印证。

3、精读第四自然段，感悟作者面对时间流逝的复杂心情，懂
得珍惜时间。

一、导入新课：

2、导入：朱自清先生是怎样描述日子来去的匆匆的呢?这一
节课我们一起来探究。

二、整体感知：

请大家边听边思考，抓住重点句子、词语划划、点点。

三、品读二、三自然段：

1、学生交流。你对哪几句描述最有感触，你想到了什么?你
想怎么读?



2、品读“八千多日子……也没有影子。”

说：“我觉得——”

读：(读出日子溜去的悄无声息，舒缓低平)

算：我也度过了多少日子。

想：我用这段时间留下了什么，做了什么。

读：(齐读，有感情地读，喜欢的试着背诵。)

3、品读“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但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
在叹息里闪过了。”：

说：“我觉得——”

读。(读出日子的匆匆和永不停息，紧促低平)

写：联系自己的生活，再写几句日子是怎么匆匆而过的。

读。(听范读想象，有感情地读，喜欢的试着背诵)

四、精读第四自然段：

2、读“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一句。

说：体会到了什么?

读。(读出作者的思考、无奈和彷徨，平缓凝重)

3、读“……但不能平的……”一句。

说：体会到了什么?



读。(读出作者的追寻、信心，沉稳坚定)

4、教师阐述作者思想感情。学生朗读第4自然段。

五、欣赏与小结

1、扩展，读梁实秋《时间就是生命》，加深领悟。

2、由此，你懂得了什么，

六、作业：

把你想到的写下来，写一篇读后感。

附：板书设计

洗手时……

吃饭时…

默默时…… 只有徘徊

匆匆(无奈、追寻)

遮挽时…… 只有匆匆

躺在床上时……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二

目标：

1、积累词语，学以致用。

2、体会句子，说明事物时，明白要注意用语准确，选择恰当



的句式。

3、丰富学生语言积累，让学生在思想和认识上受到启迪。

4、了解学习毛笔书法的意义，了解习字姿势要领和选帖、临
帖的注意事项。

重难点：

积累词语，学以致用。

一、第一题

1、学生反复读，在多种形式的读中感知词语并说说自己的发
现。

2、想想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些词语。

二、第二题。

1、学生反复读。

2、比较两句话的区别。

3、教师归纳小结。

三、读一读，记一记。

1、让学生把两句话读通读顺。

2、让学生对照注释说说这两句话的意思。

3、熟读成诵。

四、第四题



1、让学生熟读短文，了解短文每一段讲了什么，。

2、学生交流读了短文后了解到哪些知识。

3、建议学生在课余练练毛笔书法，培养兴趣特长。

口语交际“与校长对话”

课前准备：

以班级名义给校长写一封言辞恳切的邀请函。学生整理归类
对学校的建议。

一、小主持人隆重介绍校长，致欢迎辞。

二、校长讲话。

三、学生就自己在校学习生活的感受、学校在教育教学、安
全卫生，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四、校长回复学生提问。

五、评价小结

六、主持人总结，欢送校长。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三

1、朗读课文。了解课文介绍的科学知识。

2、学习课文的表达方法，了解作者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介绍转
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并体会课文语言的特点。

3、学会“泌、玫、瑰”3个会认字和“搬、玫、瑰、柿、
供”5个会写字，掌握“搬家、玫瑰、西红柿、供不应求”等



词语。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四

教学要求：

1、能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月夜景色和由琴声联想
《二泉映月》乐曲丰富内涵的语句。

2、感受阿炳创作《二泉映月》的艰辛，学习他敢同命运抗争，
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第5节。

教学重点：

体会阿炳创作的艰辛和这首名曲丰富内涵。

教学过程：

1、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有这样一首乐曲，一首中国民
间二胡曲，世界指挥家听完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这
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独爱此曲。1985
年，此曲在美国被灌成唱片，并在流行全美的十一首中国乐
曲中名列榜首，你们知道是哪首音乐曲吗?(《二泉映月》)而
它的创作者竟是一位盲人音乐家，他的名字叫(阿炳，师板
书)。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这节课，我们学习第13课《二泉映月》，一起走进阿炳的生
活，去感受《二泉映月》的苍伤与伟大，一齐读课题。

师：阿炳是一位盲人，他为什么能创作出全世界伟人都为之



感动的音乐呢?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去读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这篇课文有许多生字词(出示词语)，指名读。

月光如银双目失明委婉连绵

月光似水卖艺度日升腾跃宕

静影沉璧经历坎坷步步高昂

月光照水热爱音乐舒缓起伏

水波映月向往光明恬静激荡

3、通过读，我们发现了什么?

生：第一列写出了月色美，第二列写出了阿炳坎坷的经历，
第三列写出了乐曲的旋律，这让我知道了《二泉映月》的背
景和阿炳的艰辛创作。

师：阿炳是盲人，是孤儿。他的生活该是多么艰辛，他来到
泉边，他听到什么?

1、生自由读第4节。

2、听到：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3、一齐读最后一句话。

师：在阿炳小的时候，师傅曾带他到泉边赏月听泉，那时候
阿炳听到什么?从课文中找出带有“听”的句子。

1、默读第2节，划出带“听”的句子，读一读。



2、读得好，在和师傅赏月时，师傅问阿炳：“你听到了什么
声音?”一起读。

小阿炳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一起回答：没有)

(没有)，那他听到什么?(齐读第4节最后一句)

“听到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

总结：阿炳并没有听到美妙的声音，听到的只是叹息、哭泣、
倾诉、呐喊，难道是师傅说错了，(在第3节中找关键句：双
目失明)，你是怎么理解的。

4、双目失明，阿炳看不到一切，所以听着听着，渐渐的……

生：读第4节最后一句。

师：你见过阿炳街头卖艺的情景吗?

(播放有关资料，走近阿炳)

5、你看到什么?

师：阿炳坐在街头卖艺，他没有听到奇妙的音乐，他听到的'
只是“渐渐……“(最后一句)

师：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呀，他双目失明

他只能听到“渐渐……”(最后一句)

师：他饱受着饥饿、病痛的折磨，他只能听到“渐
渐……”(最后一句)

6、老天对阿炳是不公平的，但阿炳被困难吓倒了吗?



你从哪看出来的?

(读：但是生活的穷困和疾病的折磨，泯灭不了阿炳对音乐的
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

2、配乐读第5节。

4、月光照水，水波映月，乐曲久久在二泉池边回荡，舒缓而
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动人的乐
曲(播放音乐《二泉映月》)。

6、当阿炳沉浸在夜色中，忘我地拉起二胡时，他仿佛看到什
么?听到什么?

7、是音乐安慰他孤寂的心，你想对他说什么?

1、这首不朽的曲子深受我国人们喜爱，在国际乐坛也享有盛
誉，齐读最后一段。

2、总结：苦难带给人们的是什么?悲痛、哭泣……，但是，
对于勇敢的人、坚强的人和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来说，苦难
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我们勇敢面对苦难吧!

板书设计：

二泉映月

听：叹息、哭泣、倾诉、呐喊

阿炳倾诉：委婉连绵、升腾跌宕、步步高昂

(同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理想)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五

这一环节，我运用媒体让学生通过视、听感知青花瓷，帮助
学生理解青花乃“人间瑰宝”。

2、品读原因体会父亲的默默企盼

我先用媒体展示一个空白表格，帮助学生梳理文章主要内容。
尔后让学生观察视频，感悟父亲对儿子所寄予的厚望，激发
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探寻兴趣。

3、研读经过感悟儿子苦觅配方的心路历程

在这环节中，我用媒体展示问题，示范朗读，引导学生感受
儿子修复青花瓷瓶的艰辛。在教学儿子寻觅配方的第三阶段
内容时，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并再次借用媒体帮助学生理
解重点词语“纷至沓来”。整个寻觅过程，我以表格带领学
生轻松走进文本，用媒体展示各个环节，突出重点。

4、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在最后环节，我有意识地让学生从欣赏舞蹈《青花》视频片
断中去联系生活谈谈对“追求完美，执著创新”的理解。意
在引领学生从文本中跳出来，步入生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懂得只有时刻保持创新精神，人生才有更辉煌的成就，从而
达到对文本情感理解的升华。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六

1、对句子的理解：

“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坚定而执著的炎
黄子孙却始终没有放弃飞离地球的努力。”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规模、技术最复杂、安全性和
可靠性要求的跨世纪重点工程。”

“它同时也充分表明：中国几千年的梦想，几代人的执著追
求，以及数十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在今天成
为了美好的现实。”

2、板书：梦

3、同学们，大家有梦吗?说说看你们都有什么梦?

很好，千年前，古代的人们一直在做一个梦，这个梦是——

对，飞天。但是这个梦一直都没有实现，直到现代才由航天
人员们圆了这个梦，那就是，神舟飞船的上天。

跟我一起念，千年梦，圆在今朝(齐读)(板书千年)

4、大家想想，“千年梦”是什么(飞天的梦想或者上天等
等)?

5、那“圆在今朝”又是指什么呢?(神五上天等等)(个别回答，
3-4个，答案不一定，与内容有关即可)

6、那谁来总结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古代的飞天梦想，
神舟飞船的上天2-4个，答到即止)

回答得很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文章第一至三自然段，飞离
地球预备，起

9、那么，古代的这些想法有什么特点呢?谁来说?(1-2个，存
在于传说之中，并没有真正实现，或者想象)

“(但是这些都只是想象中的内容，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直到明代才有个人真正地尝试了飞天，他的名字是——”



万户

很好，虽然万户的飞天尝试很遗憾地失败了，但是他的科学
精神却遗留至今，大家阅读第4至9自然段。

首先看第四自然段，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预备，起——

10、大家说，这段话在文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11、那承接上文的有哪些部分呢?

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

12、大家能举个例子说明是什么代价吗?

万户

13、嗯，那开启下文的部分，也就是后半句了，它说明了什
么呢?

说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飞天的梦想，而始终坚
定执着，不断努力。

14、这体现了怎么样的航天精神?(想想看，即使失败了也没
有放弃，而是始终坚定执着，不断努力。)

坚持不懈

15、对，那我们的航天人最终成功了没?

16、哪件事情证明他们成功了?

神舟五(六)号上天

嗯，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圆了飞天的梦想(板书圆)，但是这



过程极为艰辛，大家看到第七自然段，一起来读，1992年9
月21日，预备，起——(齐读)

17、文中哪句话说明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困难?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规模、技术最复杂、安全性和可
靠性要求的跨世纪重点工程。

(如果回答其他的内容，则为措施或者付出的代价)

18、嗯，很好，请坐，那谁来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呢?

显示出的巨大勇气和决心，也充分说明了中国航天工作者为
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

一百一十多个单位直接承担了任务，协作单位则多达三千多
个;

夜以继日地苦战攻关：

铺盖搬到工厂车间;

等等全段剩下几句

21、这体现了哪些航天精神?

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

(引导，他们这么拼命努力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那么体
现的航天精神有，热爱——祖国，由三千多个单位合作，这
个需要怎样的精神?团结合作，很多人还没看到梦想的实现就
猝然长逝，一心奉献不求回报，这体现了——默默奉献的精
神，)

大家知不知道，在酒泉航天城有一座烈士陵园，(ppt)这里面安



葬了500多名烈士，他们为了祖国的航天梦坚守岗位，拼命工
作，直到最后牺牲生命。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民族，
最可爱的人们。他们没有歌手明星的光鲜亮丽，也没有政客
呼风唤雨的权力，但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神五神六等等飞船
的上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祖国的强大与富强，在酒泉，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墓碑，姓名，生前所属的单位。让
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22、大家是不是对我们的航天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好，现在
就让我们把内心的情感，化成我们的热情，一起来读这段话。
载人航天工程，预备，起(齐读，领读)

23、终于是成功了，我们中华民族延续了千年的航天梦，在
这个时刻，终于是圆满完成了。大家想不想看看火箭发射的
画面呢?(播放视频)

24、回过头来，我们神舟五号也就是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
功，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几千年的梦想，几代人的执著追求，以及数十年坚持不
懈、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在今天成为了美好的现实。

25、嗯，谁来理解一下这句话?

好，你认为该怎么读?好，就请你带领大家一起来读。

多了两个人

对，神五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载人航天的能力，神六则说明我
们的飞船可以承载多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在太空
的环境下，多一个人都需要诸多的变化和调整。让我们一起
来朗读最后两段，完成我们的千年梦(齐读，领读)。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七

通过“默读——散读——快速阅读——比较阅读”等形式，
品读文中富有感染力的语句，感悟人生经历和世情的巨大变
化，体会传统文化对民族的影响。

语文基础知识积累目标：“才疏学浅”、“告罄”的含义
和“疏”“罄”的字形;“炮制”“粗犷”“舀”“掰
着”“镶嵌”“匮乏”“摈弃”的注音;“长盛不衰”“旱涝
保收”“省吃俭用”“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郑重其
事”“不同凡响”的含义;积累朱用纯《治家格言》“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及专用名词“点彩派”。

口语交际的训练设计目标：概述制粥的过程，比较不同时期
喝粥的感受;概括比较与《水乡茶居》的异同。

写作训练的借鉴目标：动作、神态描写展现人物心理。理
解“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八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和词语。学习课文第１、２段。

１．出示课题。

２．介绍及京张铁路。

１．听课文录音，思考：是一个怎样的人？

讨论、反馈。

２．通过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学习生字新词。

３．默读课文，给课文分段，并说说各段的大意。



１．指名读课文。

２．理解词语：杰出

３．这段的后两句和全文是什么关系？

。

１．听录音，思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主持修筑京
张铁路的？

２．理解“阻挠”的意思，思考：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阻挠？

３．理解“要挟”的意思，思考：帝国主义者是怎样要挟的？
这说明了什么？

４．当任命为总工程师的消息传出，国内国外有什么不同反
应？

５．理解“嘲笑”的意思，思考：他们是怎样嘲笑的？凭什
么嘲笑？

抄写生字新词，完成作业本第２、３题。

学习课文第3段，重点了解修筑京张铁路的经过。培养学生边
读边想，边学边做记号的阅读习惯，体会杰出的才华和爱国
主义精神。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1、出示“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开始勘
测线路。”

认真读，你读懂了什么？



2、默读第4自然段，在不懂的地方画一个“？”

反馈、交流。

3、出示说的话。

讨论“大概”、“差不多”为什么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

读一读，你有什么感受？

4、出示想的话。

讨论这句话该怎样读？为什么？

5、朗读在勘测线路中的行动。

1、听课文第5、6自然段的录音。

2、概括每个自然段的小标题。

3、根据课文内容，完成2分册p42第7题（1）。

交流反馈：

a、哪个是居庸关？哪个是八达岭？你是怎样知道的？

b、讨论同学们画的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示意图对不
对？

c、观看开凿居庸关隧道的课件。

d、请一位同学讲解他所画开凿八达岭隧道的示意图。

出示投影，校对更正。



a、观看火车在“人”字形线路上爬坡的课件

b、学生校对，更正自己的示意图

c、用铅笔作火车，演示火车在“人”字形线路上爬坡的过程

5、你认为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课文的第3段。下节课，我们将深入
讨论学习为什么说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学习课文第四段，指导学生用“周密、藐视”造句。

教学过程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1、自读这一段。

3、现在，当初嘲笑我们的帝国主义者会怎样想呢？

4、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段。

为什么说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在的塑像前，假如你是一个来中国旅游的外宾，当你看到留
下的伟大工程，会说些什么呢？

用“周到、藐视”造句。

完成作业本第６、７两题。

20、詹天佑

杰出爱国



毅阻挠要挟嘲笑

然高山深涧悬崖峭壁

接回

受勘测线路击

任开凿隧道提前竣工

务设计线路

六年级萤火虫教材分析篇九

教学目标：

1、读准多音字“藉”，理解“慰藉、一瞥”的意思。

2、理清课文脉络；概括“这时候”的内容。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相关小节。

4、感受天窗带给“我”的慰藉，体会到天窗带给孩子的乐趣。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通过读文划句理清课文的脉络，并通过联系
上下文了解什么是天窗。

（一）出示图片，初步了解“天窗”，引出课题。

1、出示图片，初步了解天窗。

2、齐读课题。



（二）预习反馈，通过读带有“天窗”的句子，梳理课文脉
络。

1、回顾预习要求，交流文中带有“天窗”一词的句子。

2、引导学生思考找出这些句子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作
者的思路，理清课文的脉络。）

3、尝试为课文分段，并说说理由。

4、：从这几句句子中，我们了解到作者先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是天窗，然后又介绍了天窗给我的快乐，最后说发明天窗的
人是应该感谢的。

（三）学习一、二节，了解什么是天窗及它的作用。

1、引读：这句话告诉我们天窗就是——联系1、2节说说大人
们开天窗的原因。

2、交流、：天窗的作用就是采光。

二、学习4、6节，理解什么时候天窗是“慰藉”，为何
是“唯一”的慰藉。

（一）通过读句子，引导质疑。

1、过渡：原本为了采光用的天窗却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
到底它带给我什么快乐，以至在离开了家乡，成年之后仍常
常想起这一方小小的空白？下面我们就要重点学习文章的第
二段。

2、朗读第二部分中划出的句子，体会作者当时的心情，读出
语气。

3、理解“唯一的慰藉”，引导质疑。



（二）了解什么时候天窗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1、读第二段，找找哪几小节告诉我们“这时候”指的是什么
时候。

2、交流读句，用自己的话来简要说说什么时候天窗成为我唯
一的慰藉。

3、理解作者为什么说这时候，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三、深入学习5、7节，展开想象，感受天窗带给我的快乐。

（一）读课文，初步感受作者是如何写天窗给我慰藉的。

1、透过这小小的空白，我到底得到了哪些快乐呢？让我们再
来读读5、7小节，体会体会作者感受到的快乐。自由朗读第5
节。

2、个别朗读第5节。

（二）想象说话，理解天窗如何使我的想象丰富起来。

1、引读第五节，展开想象，结合平时所见，把风雨雷电扫荡
世界的画面描绘得更真切、更实。

2、交流、并积累有关风雨雷电的句子。

3、通过朗读，感受作者对风雨雷电威力的描写。

（三）学习第七节，想象夜的世界的美丽和神奇，进一步感
受天窗带给我的快乐。背诵积累排比句。

1、引读第七节。

2、通过朗读理解第七节最后一句。



3、你从什么地方感到透过天窗，这夜的世界的一切是美丽、
神奇的呢？再读读第七节，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和同桌交
流交流。

4、交流，尝试背诵第七节。

5、请学生自己编编故事，体会作者当时的心情。

6、齐读第八节，读出语气。

7、：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回忆了儿时在夏天下阵雨时被逼进屋，
晚上被逼休息时，那一方小小的空白带给他的快乐。

四、全文，布置作业，编写故事，激发学生想象的兴趣。

1、课文，齐读第九节。

2、布置课后练习。

板书设计：

进屋唯一的慰藉

被逼天窗

“休息”（小小一方的空白）神奇

（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