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六年级公开课教案及反思(汇
总8篇)

教案是教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一种体现。以
下是一些小班教案的样例，供教师们参考和借鉴其中的教学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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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清作品思路，领会作者观点

(二)了解想象的基本要求

(三)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了解想象的基本要求

想象力的培养和创新

1课时

一.导入新课：动物的尾巴的功能很多。松鼠的尾巴充当降落
伞，把握平衡;小狗的尾巴能够表情达意;鱼的尾巴起到划桨
的作用。我们人类没有尾巴，可是如果人类也有尾巴，会怎
样呢?今天，我们学习美国作家的坎斯.彼勒《如果人类也有
尾巴》。

二.默读课文，正音正字。(学生到黑板前书写字词，教师强
调易错的音和字)

脂.穴癌翘褪

三.理清作者行文思路。



1.提出“人类如果也有尾巴”的设想

2.想象人类的尾巴的样子

3.写人们会珍视、装饰、保护尾巴

4.尾巴的功能

四.思考问题：

1.作者依据什么提出人类如果也有尾巴的?

2.他又依据什么想象出人类尾巴的样子?

五、讨论得出：

1.根据在动物园里“被看的动物都有尾巴”，“看动物的动
物——人”都没有尾巴这个客观事实引发出来的。这一想象
是大胆、奇特的，然而又是有依据的。

2.作者在想象人类尾巴的样子时，也是在前一个想象的基础
上进行的，对人类尾巴的描述，是根据人体的体征和男女体
征差异而进行。如写人类的不会长毛，是依据人类的进化早已
“褪去了身上的毛”这一特征推想而成的;“男人的尾巴要比
女人的尾巴粗壮些”，是依据“男人所有的肢体都比女人强
健”这一特征想象推测的。

从上面分析得出：作者想象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有依据的。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愿世上人人都有一条实用而健美的
尾巴。”这惊人的结论。虽然奇特，但我们丝毫不觉荒.唐。

六.课堂总结：这篇课文特点就是大胆想象——有根有据——
合理推导——得出结论。

七.课堂拓展练习



请同学们从下面两个半命题中任选其一，大胆想象，依据合
理，说一段话。

题目一：“假如人类有__”

题目二：“如果动物会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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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维也纳人，德语国家中最著名、最
重要的女作家之一。1984年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获林格
伦文学奖。她的作品多元且童趣十足，带有无礼式的幽默，
却又充满高度敏锐的严肃以及无声的温暖。《弗朗兹的故事》
是作者对一个男童从6岁到8岁这一人生阶段进行追踪观察以
后陆续写出的，本书节选了其中的10个故事。

【教学目标】

1、组建书友队，讨论弗朗兹的故事。通过书友队名称、宣言，
增强书友队凝聚力。

2、引领学生交流《弗朗兹的故事》读后认识，让学生感动自
己的心灵，享受读书乐趣，激发读书热情。

【教学准备】

1、五个书友队分组团坐。

2、学生阅读《弗朗兹的故事》。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同学们，前几天，我请大家自愿结合，十个同学一组，组
建了五个书友队，目的是希望每个书友队加强交流，共同分
享读书的乐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班级读书会，也是我
们每个书友队第一次较量的时刻。相信大家在课前充分的准
备下能够在今天的班级读书会上把你们书友队的精彩展现给
大家。（提前布置学生设计队名、齐诵宣言。教师随机板书
队名）

2、让我们用掌声为我们书友队的建立表示祝贺。书友队建成
了，希望每个书友队团结友爱，在我们美好的童年时代，博
览群书，共同享受读书的乐趣。

3、好书如挚友。《弗朗兹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变化，
许多同学感受到了读书的快乐，很多同学写作的兴趣也越来
越浓厚，更可贵的是在同学们的笔记中，我感受到了你们内
心的感动，你们生命的成长。我期盼着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
们会有更大的收获。

4、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七个方面去交流，原则是每一个版块只
允许每个队的一名成员来汇报，人人参与，如果你不满意，
可以补充。最后根据每个书友队的成绩评选最佳书友队，可
以获得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一本新书，先睹为快。

二、交流主题

1、作品简介及内容提问（由各书友队派代表汇报）。

（1）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维也纳人，德语
国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1984年获国际安徒生
文学大奖，获林格伦文学奖。她的作品多元且童趣十足，带
有无礼式的幽默，却又充满高度敏锐的严肃以及无声的温暖。



（2）内容简介：《弗朗兹的故事》是该系列之一的“弗朗兹
的故事”分册，该书是作者对一个男童从6岁到8岁这一人生
阶段进行追踪观察以后陆续写出的，本书节选了其中的10个
故事。

（3）六岁的弗朗兹长相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长
相呢？

（4）弗朗兹怎样令严肃的“乞克察克”老师变得和蔼可亲的？

（5）作品中有哪些主要“人物”？（弗朗兹、佳碧、爸爸、
妈妈、“乞克察克”老师、约瑟夫、莉莉、艾伯哈德）

2、人物点评。

可以采用下面的话作为开场白：是一个（）的人。我想对（）
说：（）

3、图片解读：展示作品中的插图，让书友队成员用自己的话
讲一讲这幅图的内容。

图一：作品54页中的插图。（注：课堂中的“乞克察克”老
师完全变了样，变得很客气，窃笑几下。）

图二：作品82页中的插图。（注：被禁止说话的弗朗兹，用
录音机录下要说清楚的事情，在课堂上交给了“乞克察克”
老师，成为班上第一个让“乞克察克”老师大笑的人。）

图三：作品95页中的插图。（注：弗朗兹自以为惟妙惟肖地
模仿了奶奶的声音，企图蒙骗妈妈，却被妈妈识破了。）

小结：画面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触动，是难忘的回忆，但是
这部作品中，种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还应该有很多很多，你
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摘录了哪些？让我们来同分享一下。



4、朗读再现。

在读书过程中摘抄了哪些精彩的内容？请把打动自己的`内容
有感情地朗读出来。

是啊，同学们读书的收获肯定不止这些，让我们一起来交流
我们的心得体会吧！

5、心得体会。

（由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读书心得）

6、阅读感悟。

弗朗兹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他也给别人带来快乐。让我们
把心中的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话，说说我们最深的――阅读
感悟。

7、好书推荐。

《弗朗兹的故事》班级读书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相信这本
书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小结

在今天的班级读书会上，被评为最佳书友队的是：（）

让我们用掌声表示祝贺，（）队获得老师赠送的《皮鲁鲁总
动员银红系列》，希望在下次的班级读书会上再和大家共同
分享我们读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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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爱的节日，浪漫的话语、火红的玫瑰，灿烂的笑靥，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爱的气息，今天是情人节。



这是一篇爱的颂歌，在情人节的今天，我和我的学生一同分
享了这篇《我们爱你啊，中国》。

爱什么？

师 ： 在这首诗歌里，作者饱含激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爱祖国什么呢？仔细读读课文，琢磨琢磨每个小节，
你能用一个词语概括吗？（意在理清脉络，整体把握课文。）

生1：我们爱祖国的幅员辽阔。

生2：我们爱祖国的锦绣山河。

生3：我们爱祖国的物产丰富。

生4：我们爱祖国的异域风情。

生5：我们爱祖国的悠久历史。

生6：我们爱祖国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爱？

“我去过桂林，我来介绍漓江……”

“我也去过，我来介绍象鼻山，它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呢……”

“我可是去过蒙古大草原的，我还带来照片了，我可以介
绍……”

“宋老师还去过布达拉宫的呢，听宋老师说！”有个“不服
气”插嘴道。

“那你们肯定没喝过茅台酒，我就尝过，我来给大家说说这



酒的滋味……”

“诗中没有提到故宫、长城，我查找了资料，我来说……”

“知道诗中为什么写‘青松’‘梅花’吗？那是象征着我们
勤劳奋斗、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是我爱祖国的原因。”
他回答得高亢有力，尤其突出了“民族精神”，就像发现了
新大陆似的。

教室里炸开了锅，一节课的时间是不够的，我只好请了几个
同学集体汇报，其余的在小组内交流，下课铃声早已响过，
可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下课。孩子们的争先恐后让我很感动，
后来他们围在我的身边，颇有感触地喊道：“我们的祖国真
是太可爱了！”

怎么爱？

“同学们，我们应该怎样爱自己的祖国？”我悠悠地看着孩
子们。

教室里鸦雀无声。

“维护祖国的尊严。”一个稚嫩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怎么维护呢？爱不是仅仅靠嘴巴说的……”我轻轻地说。

“升国旗时要严肃认真，唱国歌声音要响亮。我以前唱国歌
声音很小，我一定改正。”

“要爱护钱币，你看虽然硬币很小，面值也不大，可它上面
还印有我们的国徽呢！”

“爱护环境，如植树造林、爱护公物、不随便丢垃圾……”

“遵守交通规则，遵纪守法……”



“节约水、节约粮食。”

……课堂上树起了一片“小森林”！

“好吧！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把这么美的诗歌永远留在我
们的脑海里，学唱这首歌，明天汇报，好不好！”

“好——”笑声、欢呼声交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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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味文章的精彩段落和精彩语句，享受美文的艺术魅力。

2、体会散文的特点，以及本文以小见大的写法。

3、从饮茶品茶的生活习俗中寻觅社会变革的踪影和水乡人高
雅的生活情趣。

见课文下方注音的字

古朴雅致 小巧玲珑 小道消息 愤世嫉俗 拍案而起 味同嚼蜡

本文写水乡茶居在新时代的变化和水乡人的“叹”茶，从饮
茶品茶这一流传久远的生活习俗中寻觅到社会变革的踪影和
水乡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5段），写水乡茶居的外在变化。

首先将水乡茶居与城市茶楼作一对比，以见其小。然后与旧
时茶居作对比：一比茶居建筑的变化，近年“多用混凝土水
榭式结构”；二比茶居名字的变化，现在“讲斯文”，
用“雅号”；三是茶居设备和品茶食品的变化，现时“越来
越讲究了”。



第二部分（第6―11段），写水乡人“叹”茶的高雅情趣。

首先，总说水乡人把饮茶作为一种享受。

然后，分两层意思：一写他们边“叹”茶边欣赏美景，品味
生活；二写他们边“叹”茶边谈论，“酿”出生活的诗来。

最后，以月下“叹”茶，使人“渐醉”收束全文，让读者思
考回味。

本文以小见大，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俗，来反映社会
变革及这种变革带来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趣的巨大变化。全
文紧扣一个“变”字，写水乡茶居的环境变化，写水乡人生
活情趣的变化。

全篇运用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这样的语言清淡雅致，用来
写茶居饮茶，写水乡饮茶人，写他们的雅逸的情趣，可谓恰
到好处，体现出内容和形式的高度一致。

1、本文使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请举例说明。

生动比喻，如“叹”茶“有如牛的反刍”。

有雅逸的比拟，如“大小船只在半新醒半睡的小河中摇撸扬
帆来去”。（拟人）

“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拟人）

“皎月悄悄浸在小河里”。（拟人、拟物）

有比比皆是节奏舒缓的排比，如“有轻轻的'叹息，有嗬嗬的
笑声，也有愤世嫉俗的慨叹”；“茶居灯火的微茫，小河月
影的皴皱，水气的飘拂，夜潮的拍岸……”

还有引用，如“草草杯盘共一欢”，是引用苏步青的诗句。



2、本文哪些地方使用了对比？

文章不仅用水乡茶居与城市茶楼对比，与旧时茶居对比，还
把饮茶与饮酒对比，作者认为“‘叹’茶的兴味，未必比酒
淡些，它也可以达到‘醺醺而不醉’的境界”，“‘叹’茶
也如吃酒，且比酒味更醇”，表现出水乡人在饮茶中品味生
活的雅趣。

3、哪一段写得富有诗情画意？它是从哪些角度进行描绘的？
请找出相应语句。

水乡人边“叹”茶边赏景的那一段，写得很富有诗情画意。
加上那“半依栏杆”边“叹”茶边赏景的茶客，构成一幅诗
意盎然、美丽无比的风俗画。 听觉：“小鸟的飞鸣”。

视觉：“揭去雾纱，露出俏美的真容”的小河。嗅觉：“如
倾翻了满河的香脂”的水果香气。

4、生活中，哪些也可以称为高雅的生活情趣？请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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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初步认识正比例的意义、掌握正比例意义的变化规
律。

2.学会判断成正比例关系的量。

3.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概括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正比例的意义，掌握正比例变化的规律。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准备

请同学口述三量关系：

(1)路程、速度、时间;(2)单价、总价、数量;(3)工作效率、
时间、工作总量。

(学生口述关系式、老师板书。)

(二)学习新课

今天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数量关系中的一些特征，请同学们
回答老师的问题。

幻灯出示：

生：60千米、120干米、180千米……

师：根据刚才口答的问题，整理一个表格。

出示例1。(小黑板)

例1一列火车行驶的时间和所行的路程如下表。

师：(看着表格)回答下面的问题。表中有几种量?是什么?

生：表中有两种量，时间和路程。

师：路程是怎样随着时间变化的?

师：像这样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这两种量就
叫做两种相关联的量。

(板书：两种相关联的量)



师：表中谁和谁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生：时间和路程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师：我们看一看他们之间是怎样变化的?

生：时间由1小时变2小时，路程由60千米变为120千米……时
间扩大了，路程也随着扩大，路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生：路程由480千米变为420千米、360千米……

师：从上面变化的情况，你发现了什么样的规律?(同桌进行
讨论。)

生：时间从小到大，路程也随着从小到大变化;时间从大到小，
路程也随着从大到小变化。

师：我们对比一下老师提出的两个问题，互相讨论一下，这
两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分组讨论)

师：请同学发表意见。

生：第一题时间扩大了，行的路程也随着扩大;第二题时间缩
小了，所行的路程也随着缩短了。

师：根据时间和路程可以求出什么?

生：可以求出速度。

师：这个速度是谁与谁的比?它们的结果又叫什么?

生：这个速度是路程和时间的比，它们的结果是比值。



师：这个60实际是什么?变化了吗?

生：这个60是火车的速度，是路程和时间的比值，也是路程
和时间的商，速度不变。

驶多少千米，速度都是60千米，这个速度是一定的，是固定
不变的量，我们简称为定量。

师：谁是定量时，两种相关联的量同扩同缩?

生：速度一定时，时间和路程同扩同缩。

师：对。这两种相关联的量的商，也就是比值一定时，它们
同扩同缩。我们看着表再算一算表中路程与时间相对应的商
是不是一定。

(学生口算验证。)

生：都是60千米，速度不变，符合变化的规律，同扩同缩。

师：同学们总结得很好。时间和路程是两种相关联的量，路
程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时间扩大，路程也随着扩大;
时间缩小，路程也随着缩小。扩大和缩小的规律是：路程和
时间的比的比值总是一样的。

师：谁能像老师这样叙述一遍?

(看黑板引导学生口述。)

师：我们再看一题，研究一下它的变化规律。

出示例2。(小黑板)

例2某种花布的米数和总价如下表：



(板书)

按题目要求回答下列问题。(幻灯)

(1)表中有哪两种量?

(2)谁和谁是相关联的量?关系式是什么?

(3)总价是怎样随着米数变化的?

(4)相对应的总价和米数的比各是多少?

(5)谁是定量?

(6)它们的变化规律是什么?

生：(答略)

师：比较一下两个例题，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生：都有两种相关联的量，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
化。

师：对。两种相关联的量，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
化，如果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也就是商)一定，
这两种量就叫做成正比例的量，它们的关系叫做正比例关系。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新内容。(板书课题：正比例的意义)

师：你能按照老师说的叙述一下例1中两个相关联的量之间的
关系吗?

生：路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比值(也就是速度)
一定，所以路程和时间是成正比例的量，它们的关系是正比
例关系。



师：想一想例2，你能叙述它们是不是成正比例的量?为什
么?(两人互相试说。)

师：很好。请打开书，看书上是怎样总结的?

(生看书，并画出重点，读一遍意义。)

师：你能举出日常生活中成正比例关系的两种相关联的量的
例子吗?

生：(答略)

师：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很多相关联的量，有的成正比例关
系，有的是相关联，但不成比例关系。所以判断两种相关联
的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要抓住相对应的两个量是否商(比
值)一定，只有商(比值)一定时，才能成正比例关系。

(三)巩固反馈

1.课本上的“做一做”。

2.幻灯出示题，并说明理由。

(1)苹果的单价一定，买苹果的数量和总价()。

(2)每小时织布米数一定，织布总米数和时间()。

(3)小明的年龄和体重()。

(四)课堂总结

师：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你是如何理解的?

(生自己总结，举手发言。)



师：打开书，并说出正比例的意义。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提
出来。

(五)布置作业

小学语文六年级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六

一、教学目标：

1、能通过比较，认识有关句子的句式特点和表达作用。

2、学会本课6个生字，理解4个词语的意思。

3、认识课文开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

4、了解教师工作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感受“妈妈”对
工作高度负责，为培养下一代无私奉献的精神。

二、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比较，认识有关句子的句式特点和表达作用。

难点：学懂课文开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
作用。

第一教时

一、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找出课文中有关句子，通
过角色朗读，感受妈妈对工作高度负责，为培养下一代无私
奉献的精神。

2、认识课文开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



3、根据课文内容，合理想象，以《许小燕流泪了》为题，写
一段“我”妈妈冒雨赶到学校，将衣服带给许小燕时，老师
和同学们的言语和神情。

二、教学准备：

录音、灯片、课外资料。

教学过程：

课前与学生一起欣赏《春雨沙沙》一歌。

一、揭题，激发学习兴趣。

1、课前，我们一起欣赏了《春雨沙沙》这首歌。这节课，我
们要学习一篇新课文，课文的题目与这首歌很相近。

出示课题《蒙蒙细雨》，齐读课题。

2、你是如何理解“蒙蒙细雨”这个词语的？

自由发言：雨很小，很细；几乎没有声音

在第4课《春》中，是怎样描写春雨的？

指名说：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像薄烟

3、大家都已预习过课文了，文中是怎样描写这蒙蒙细雨的？
请大家打开课本，用“~~~~~~~~~”划出描写雨句子。指名读
（有2句）。

比较：（投影出示）

那雨小得听不见沙沙的声音，细得像蚕吐出来的丝。



那雨很小，很细。

这两句话，你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引导学生比较：第一句，从视觉、听觉上，用比喻的手法，
写出了雨下得很小。

4、你能不用朗读读出雨下得细、下得小的感觉，注意节奏控
制。（指名读，范读，齐读）

这么美的一句话，在课文中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下面我们
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二、初学课文，了解内容，感受教师品质。

1、听录音，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学生反馈。板书：妈妈 我

2、这件事虽小，但很感人，请大家轻声读课文，思考：

课文中哪些地方最使你感动，表现了妈妈什么品质？在书中
作出记号。

先个人再小组讨论，给充足的时间。

交流，板书：

冒雨小跑

无私奉献 患过肾炎

关心学生 借制服

要上课



同时引导理解：

a、冒雨路上折回来取制服。请大家估算一下妈妈这天早晨共
在雨中行了约多少时间？（约55分钟 说50分钟也可以，因为
今天妈妈小跑）

你从课文哪儿看出来。（第8自然段）

在雨中，行了30分钟，会怎样？（身上会淋得很湿）

书中有没有描写？指名读。

连续走5公里路会怎样？（人很累）

全身心扑在教育上，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用一个词归纳一
下。（无私奉献）

3、朗读训练

担心 放心 惊奇 （抱怨） 关心

b、先请学生找出描写心情的词语，再指名读一读相应的段落，
评议，再指名读，齐读。

结合比较：

已经快到学校了，犯不着又跑一趟冤枉路！再说，还下着雨！

天下着雨，已经快到学校了，犯不着又跑一趟冤枉路。

这两句有什么差别？启发想象，假如是你，你会说哪一句？
为什么？

前一句有层次，有轻重，强调了天下雨这层意思，较后一句
更有气势更有说服力。



小玲对妈妈的埋怨对不对？从中可以看出什么？（看似埋怨，
实为关心，衬托出妈妈忘我工作的精神。

读读这个句子。读出既抱怨又关心的语气。

c、而妈妈的语气该是怎么样呢？读读看。

d、分角色朗读第4至15自然段。同桌读读，指名读，分组读。

4、再次理解重点句。

听了妈妈的话，又看着她在雨中小跑渐渐远去的身影，小玲
心里会想些什么？

启发学生想象，说话训练。

再次出示：那雨小得听不见沙沙的声音，细得像蚕吐出来的
丝。

结尾也用相近的一句话写雨景有什么作用呢？（与开头呼应，
照应课题，语言优美）

赞美了教师无私奉献的春蚕精神

听不见沙沙的声音：春雨默默地下着。

妈妈正像这雨，无声地培育着下一代；妈妈又像春蚕吐丝，
无私奉献，平凡而伟大。

……

齐读描写雨的两句话。

三、感情深化



1、联系学校实际，说说自己的老师这样的事例。

2、让学生念念收集的赞美老师的诗歌（播放《每当我走过老
师窗前》音乐，无歌词）

3、教师总结：这一首首诗凝聚着学生对老师的爱，多么的感
人啊。今天，我们已是一位六年级的学生了，快要毕业离开
母校，你能不能写一首小诗，献给即将告别的母校教师。

学生写作

交流发言。

四、作业：

作业本1、2、5题

附板书：

蒙蒙细雨

我

冒雨小跑 担心

无私奉献 患过肾炎 安心

工作负责 借制服 惊讶

要上课 关心

《蒙蒙细雨》第一教时说课稿

新仓乡中心小学 沈海生



一、教材理解：

《蒙蒙细雨》选自九年制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12册
第14课，课文记叙的事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那当
老师的妈妈冒雨去学校上班，在快到校门时，突然想起忘带
那件准备借给班里学生穿的蓝制服。为保证班级能正常参加
歌咏比赛，学生上课不被耽误，妈妈不顾路远体弱，匆匆冒
雨赶回家来，来不及换下淋湿的衣服和带上雨伞，匆匆取了
衣服，又赶往学校。从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中，我们看到的是
一位对工作高度负责，为培养下一代而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
的感人形象。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课文的开
头和结尾对于雨小、雨细的描写别有深意，它是对人民教师
无私奉献的“春蚕精神”的热情赞颂。

全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第1至3自然段），主要写妈妈身
体不好，冒雨上班，“我”很为她担心。第二段（第4至15自
然段），主要写妈妈发现忘了带歌咏比赛要用的蓝制服，赶
回家来拿了衣服，又冒雨匆匆走了。第三段（第16自然段），
写雨继续下着，还是那么小，那么细。

本文语言朴实，作者笔下的妈妈，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
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细细品读之下，仍能给人以一种强烈
的震撼。

二、教学目标：

1、能通过比较，认识有关句子的句式特点和表达作用。

2、学会本课6个生字，理解4个词语的意思。

3、认识课文开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

4、了解教师工作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感受“妈妈”对
工作高度负责，为培养下一代无私奉献的精神。



三、课时安排：

第1课时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找出课文中有关句子，通
过角色朗读，感受妈妈对工作高度负责，为培养下一代无私
奉献的精神。

2、认识课文开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

3、根据课文内容，合理想象， 妈妈拿了衣服走后，我会想
些什么。

第2 课时

复习旧知，再次训练感情朗读，质疑问难，理解破折号用法，
并展开合理想象，以《许小燕流泪了》为题，写一段“我”
妈妈冒雨赶到学校，将衣服带给许小燕时，老师和同学们的
言语和神情。当堂交流。

四、教学过程及设计思路：

1、欣赏音乐，引入课题。由于六年级第二学期音乐的第一课
中，学生已经欣赏过《春雨蒙蒙》这首童声合唱，这首歌旋
律优美，和声丰富，且歌词简单，很具美感，与本文写小雨
极其相似，“春雨蒙蒙地下，沙沙沙，绿了河边的杨柳，红
了村前的杏花……”由欣赏音乐引入课题，会给学生以新鲜
的感觉，营造了轻松和谐的气氛。揭题后，马上让学生找书
中描写雨的句子，学生的劲头也会很高。然后，比较句
子，“那雨小得听不见沙沙的声音，细得像蚕吐出来的
丝。”和“那雨很小，很细。”充分相信学生的辨别能力，
两句话的不同之处，理解到这句话用了比喻的手法。从视觉
上、听觉上写出了雨的小、细，为学习本篇课文认识课文开
头、结尾描写雨景句子的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打下了基础。



然后教师提出疑问“这么美的一句话，在课文中还有什么别
的意思吗？”明确了本堂课的重点。

2、学习课文，了解内容，感受教师品质。由于本文内容比较
简单，几乎不存在难懂的句子，所以，在听了一遍课文录音
后，让学生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这里不要求学生说得很全
面很具体，基本内容有了就可。接下来，让学生自读课文，
找出课文中令人感动的地方，并思考表现了妈妈什么品质，
也可以同桌讨论，给予充足的时间保证自学，再反馈，反馈
中，结合学生的回答，让学生计算妈妈这一天早晨在雨中步
行的时间和路程，使学生了解到妈妈淋得湿，又非常劳累，
再辅以参考资料《医学常识》，使学生明白肾炎是怎么回事，
妈妈淋湿非常劳累会对她的身体有什么影响，从而感受到妈
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工作的负责。本篇课文的写作上也很有
特色，第一段主要写了“我”，第二段写了“我”和妈妈的
对话，特别是“我”的心情变化非常明显，且在文中有提示，
这些提示，本身就提供了感情朗读的“提示”，所以在指导
朗读时，引导学生找出并体会文中提示语所蕴含的情感，然
后练读，有助于学生读出韵味。通过自由读、同桌读，分角
色读，使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感受妈
妈的精神。这时，再次拿出课文中描写雨的句子，让让学生
说说象征意义和表达作用，就显得有坡度，学生容易回答。

3、深化感悟，引起共鸣。在朗读训练后，启发学生想象，听
了妈妈的话，又看着她在雨中小跑渐渐远去的身影，小玲心
里会想些什么，学生有了以上的情感体验，想象的翅膀也随
着打开。再让学生说说古往今来还把教师比作什么，念念收
集的赞美老师的诗歌，联系学生六年级实际，即将离开母校，
让学生写一首小诗献给母校教师，从而把情感的激发推向高
潮。

小学语文六年级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七

1、介绍作者生平，积累文学常识。



2、自读自悟文章，理解课文含义。

3、借助译文，弄懂重点词语的意思。

4、抓住人物对话，展开丰富而合理的联想。

1、通过同学自读自悟文章，培养他们借助译文自学古文，积
累文学知识的能力。

2、有感情朗读，培养诵读古文的语感与技巧。

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正确处置“久远利益”与“眼前利
益”之间的关系。

有感情诵读，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理解故事蕴含的深意。

由现象到实质，让同学联系学习和生活实际，正确认识文章
主题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一、激趣导入，切中主题。

教师先向同学提问最喜欢什么。如有同学回答喜欢钱的话，
可以继续追问：为了金钱，你愿意舍弃什么？生命呢？让我
们看看这个永州人是怎么做的。

二、自读自悟，理解主题。

1、简介作者柳宗元，让同学了解其生平既主要成绩。

2、给同学充沛时间进行自主阅读。先不要参照译文，尽量理
解文章内容。

3、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教师要指导同学进行朗读训练：
要根据词义、句义进行断句；突出重点实义词；叙述与对话
感情色彩要有所区别等。



4、对于重点词语，教师要引导同学结合译文理解、记忆：

氓：古义与今义的'区别。

咸：全、都。程度副词。

善：同擅，擅长。可以给同学简单的介绍通假字的知识。

绝：横渡。

济：ji 第四声。渡，到。组词：救济。多音字，ji 第三声。组
词：人才济济，指数量很大。

有顷益怠：有顷，一会；益，更；怠，疲乏。

5、进行有感情诵读训练。这一环节的重点是如何处置两人的
对话，该用语气、语调的变化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溺水者：贪婪与固执 同伴：关切与焦急

6、扫清字词障碍后，要加深同学对文章的理解。教师可以进
行提问：

落水人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他两次摇头，分别代表什么？

假如你是落水人，该如何去做？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教师要引导同学说出自身真实的想法。
在充沛表述自身观点的同时，要指引他们从本单元主题进行
考虑，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二、拓展延伸，深化主题



1、过以上步骤的学习，同学基本理解文章的寓意。教师可以
让同学合作交流：实际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事例，通过今天
的学习，对这些事例有了哪些更深的认识。

2、这篇文章是节选，为了拓展延伸同学的思维，使文章变得
完整，将结尾补上：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

在老师的指点下，同学理解这句话，进而引发对社会问题的
考虑：病态的追求必将使自身一无所有，甚至是生命。

3、引同学将本文中的“金钱”与“生命”同“眼前利益”
与“久远利益”联系起来，结合自身生活学习实际谈谈如何
处置二者的抵触。同学可以讨论交流，只要做到言之有物，
层次清晰即可。

4、教师总结：喜爱金钱，无可厚非；追求利益，理所应当，
但当这些与其他因素发生矛盾的时候该怎样处置，这又是一
个比较严峻的课题。让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终究世界
上还有许多更为美好，更为重要的东西。

小学语文六年级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八

这篇课文是作家方纪写的一篇描写长江三峡秋天的美景的散
文。了解长江三峡秋天的美景，激发学生对长江、对大自然
的热爱之情，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对本课中比喻句的理解是
学习难点。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自学生字词语，积累美词佳句。

4.了解课文的写作顺序。



关键处处理：

组织学生召开歌颂母亲河的诗文朗诵会，激发学生对母亲河
的'热爱之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师：vcd、风光片《长江》、录音机、磁带、有关长江三峡的
资料等。

学生：查阅有关长江三峡的资料等。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长江三峡秋天的美景。

一、录相导课，激发兴趣。

1.播放电视风光片《长江》中有关三峡的片断，教师适时给
以介绍，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热情。

2.出示有关三峡图片，师生共同介绍长江三峡，对长江三峡
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3.作家方纪也到过三峡，并且写下了优美的散文《三峡之
秋》，今天，让我们跟随作家，一起领略三峡的秋天的美丽
景色。

二、初读课文，读通课文，了解写作顺序。

1.自读课文，划出不认识的字词。

2.全班交流，学习生字词语。



3.指读课文，思考回答：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三峡之秋
的景色的？划出表示顺序的词语。

三、理解课文内容，了解长江三峡秋天的美景。

1.自读课文，思考讨论：作者抓住了三峡不同时间的什么景
色来描写的？有什么特点？

2.全班交流，注意引导学生说清楚描写的是什么景色，抓住
了什么特点来写的。

3.在交流的同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

四、课时小结。

板书设计：

三峡之秋

时间景色

早晨明丽露水橘柚树

中午热烈阳光长江

下午平静雾倒影

夜朦胧月亮月光

1.有感情地朗诵课文。

2.积累优美词句。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背诵课文，理解比喻句，品味语言。

一、理解课文中的比喻句。

1.这篇课文，语言非常优美，特别是运用了许多比喻句，给
文章增添了色彩。请找出文章中的比喻句，分清主体喻体。

2.在小组内交流一下。

3.全班交流，讲清主体喻体，同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这
些语句。

二、再读课文，填写"我的视角"。

1.阅读丁丁、冬冬的视角，自读课文，填写"我的视角"。

2.先小组交流，再指名全班交流。

三、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1.自己选择喜欢的段落，练习背诵。

2.配乐指名背诵，同位互相检查，看看谁背过了一些段落。

四、质疑问难。

五、课时小结。

三峡之秋

语句优美比喻句

预习下一篇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