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圆教案人教版(实用9篇)
小班教案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实现教育教学目
标的重要手段。范文中的小班教案思路新颖，内容丰富，为
教师们提供了一些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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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第57——58页“扇形统计图“。

1、通过实例，认识扇形统计图，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与作
用。

2、能读懂扇形统计图，从中获取有效信息，体会统计图在现
实生活中的作用。

3、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认识扇形统计图，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与作用。

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

课件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知

1、电脑课件呈现下表

种类摄入量/克占总摄入量的百分比

油脂类50

奶类和豆类450



鱼、禽、肉、蛋等类600

蔬菜和水果类900

谷类1800

2、电脑课件呈现统计图(或以学生的作品亦可)。

3、引入新知。

二、探索交流，获取新知

1、什么样的统计图是扇形统计图呢?

2、了解扇形统计图特点

3、即时练习。

完成课后的“说一说”。

(1)学生观察课文中的扇形统计图，读一凑统计图中的各类信
息。

(2)说一说，你有什么体会。

学生说信息，并计算各种成分的百分比

汇报计算结果，订正

学生发言、交流

学生汇报：条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食物的摄入量。

观察，说出获得的信息



根据教师引导说出发现

从扇形统计图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各类食物的摄入量占总摄入
量的百分之几。

观察数据，发现，说出不同，说出自己的看法

进行计算，订正

三、小结本课学习内容

揭题，板书课题：扇形统计图。

出示课件一边呈现扇形统计图，一边进行简要讲解，使学生
了解扇形统计图是用扇形面积的大小(占圆面积的百分之几)
来表示各类数量的多少。

四、巩固升华

完成课后“试一试”。

1、比较各项活动时间，说一说有什么不同。提出数学问题

2、总时间是多少?各项活动时间可以怎么计算?

3、参照题目，画一个扇形统计图表示自己一天的作息时间，
并和同学进行交流。

五、全课小结：你今天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扇形统计图

能清楚地反映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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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审美情趣

2、学习作文插图知识

3、学会作单幅插图及连续的几幅画

1、画出了作文的主要内容

2、画面和作文相符

电教、教具、学具准备：范图数幅

1、插图的作用

形象思维是儿童阶段的主要思维模式，即使是成年人，在接
受新知识时，仍需要通过大量形象、直观的演式作为传输的
媒介和手段。

在文字中加以插图，使所接受的信息具体化，更宜理解。

2、绘制插图的过程

（1）欣赏范画

a河马b老狼

c郊游

（2）讨论方法

a深刻地理解作文的主要内容



b打轮廓

c涂色

运用多种工具、多种方法。

比如：水彩、蜡笔、水粉、彩色铅笔……

3、学生绘制

（1）可以在作文中的关键段落画插图

（2）可以画单幅插图，也可画出边续的'几幅插图

（3）可画出作文所描述的主要形象，也可画文中的精彩片段

学生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4、作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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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复习，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立体图形的特征
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3．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1．通过复习，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立体图形的特征
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我们已经复习了平面图形的相关知识，从今天开始，复习立



体图形的知识．这节课，复习立体图形的特征．（板书课题）

提问：我们学习过哪些立体图形？谁来拿出不同的立体形体，
告诉大家各是什么名称．

出示立体图形

请你分别说一说每个立体图形的名称及各部分的名称．

（圆锥体、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和长方体）

它们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先来复习长方体的特征．

（一）复习长方体的特征．【演示课件立体图形的认识】

出示长方体：

1．同学以组为单位一起回忆．

a．长方体的特征．

b．想一想你是从那几方面对长方体的特征进行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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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历设计实验、动手做实验、收集实验现象、对实验现象
进行分析、获取结论、把实验结论和同学们共享的科学探究
过程，知道植物的向光性和植物根的向水性。

2、在实验过程中能与小组同学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实验方案。

3、能和小组同学一起，坚持实验观察，并做好记载。

4、能对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获取科学的结论。



5、在实验过程中能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产生新的问题。

6、体会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1、学生准备：一人准备一株矮小的植物。

2、小组准备：探究记录本；标签纸4张；纸盒四只；水壶一
只；

二课时

一、引入学习

1、谈话：植物角的植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

教学说明：通过谈话，唤起学生关于植物角植物变化而产生
的问题的记忆，提出研究问题。

学生可能根据上节课提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猜想：和阳光
照射的方向有关；和长期只在花盆的一侧浇水有关；和土壤
里肥料分布不均匀有关等。学生的猜想有的有一定的依据，
有的则是无依据的。如果出现不合理的猜想，教师应引导学
生进行思考和辨析，排除不合理的猜想。

2、提问：怎样才能验证我们的猜想呢？

教学说明：学生可能会根据以往科学探究的经验，提出“做
实验”。猜想只有通过实验才能验证，本环节旨在进一步强
化学生的验证意识。

二、设计实验

教学说明：小组内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教师要建议小组内相
对集中地研究一个问题。



2、小组讨论：各小组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打算怎么研
究？实验中涉及的因素有哪些？你们控制的变量是什么？怎
样控制变量？请各小组讨论后制定实验方案。

教学说明：实验方案的制定，应该由小组同学合作共同完成，
相信学生经过三年的科学探究经历，能较好地设计一个对比
实验。

教学说明：一个小组的实验方案如何，能反映全班同学设计
实验方案的水平，在全班交流的过程中，师生会发现一些实
验设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而有指向地指导学生设计对比
实验。

4、全班共同分析：他们的方案设计的合理吗？你有什么好的
建议？

教学说明：在学生分组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以敏锐的眼光，
及时发现实验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对方案进行完善。

5、完善实验方案：请各小组完善你们的实验方案！

教学说明：学生在分析样本后，会反思自己的实验方案，然
后在小组内完善自己的实验方案。

三、组装实验材料

1、准备实验材料：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哪些实
验材料？

教学说明：在准备实验材料之前，学生要根据实验方案，准
备实验需要的材料。

2、分组组装实验材料。请同学们根据实验方案组装实验材料。

教学说明：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实验材



料没有写进实验方案中，也有可能一些材料多余了，有可能
对实验方案进行再次修改。

3、小组分工：怎样操作？怎样观察和记录？

教学说明：组装好了，小组同学应该有一个分工：有记录员，
有操作员，有观察员……小组内进行合理的分工，对实验的
有序进行将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实验
观察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教学说明：在实验装置完成后，有必要对组装实验的过程进
行反思。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不断修正实验方案的过
程，也是一个在经历中获得积极体验的过程。对小组同学、
班级同学积极性的评价，对本组同学经验的反思，都会是一
种深刻的探究体验。

一、汇报交流

提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和观察，我们各小组都有哪些
发现？

教学说明：学生在实验和观察过程中，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
把学生这些观察报告在全班进行交流，有助于学生了解其他
小组实验的成果，也是师生共同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和总结
的需要。教师应引导向光性小组和向水性实验小组分别进行
汇报交流。

二、归纳分析

1、讨论：各小组实验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吗？

教学说明：引导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分组实验实
验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而进一步发现，控制的变量和实验
结果之间的关系。



2、思考：这些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教学说明：引导学生思考实验现象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
实验结论。阳光控制组可以得出结论：植物生长向着有光的
地方生长，这在科学实验中是证实；而水份控制组得出的结
论是：植物生长方向和浇水的方向无关，这在科学实验中是
证伪。

3、提问：在实验中，我们还发现了什么问题？

教学说明：在实验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是
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的一般经历，这也应该成为小学生
在科学探究实验中的过程。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要鼓励学
生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问题。

4、小结：我们在实验中，发现植物生长过程中，不断地向有
光的地方倾斜，科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了这个秘密，这叫做
植物的向光性；植物生长的方向与浇水的方向无关。

三、延伸拓展

教学说明：一个研究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的开始。
此环节引导学生对新问题进行思考，意在为进行新的研究打
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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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准的小问题后，歌曲很快就学会了，还唱得很有感情。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教学目标：



1.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2.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知识。

教学过程：

1.请同学们汇报课前收集的有关奥林匹克知识。

学生汇报完后，师总结。

导入欣赏内容《奥林匹克号角》。

2.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1）初听乐曲。

什么乐器演奏的？乐曲的速度？情绪？

（2）师简介作品。

（3）分段欣赏。

听赏第一主题。

这段旋律的速度？力度？情绪？

听赏第二主题。

这段旋律的速度、节奏有何变化？与第一主题有何不同？

听赏第三主题。

这段旋律与第一、二主题又有何不同？

（4）总结曲式结构。



（5）完整欣赏。

（6）欣赏了这首乐曲后，请说一说你的感受。

3.观看录像片段：体现中外奥运健儿奋力拼搏、永不放弃的
奥运精神的资料。边看边再次听赏。

4.总结。

通过欣赏乐曲，使学生学习中外奥运健儿奋力拼搏、永不放
弃的奥运精神。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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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对以“火车”为题的音乐作品产生学习兴趣，乐于进
一步体会音乐作品风格上的差异，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创造性
地表现对火车极其他现代交通工具的印象。

二、能够在学习运用歌曲中表情记号的基础上，以活泼欢快
的情绪演唱《火车来了》。记住并能解释什么是变拍子。

三、欣赏《凯皮拉的小火车》和《太平洋123》，能够感受，
体验节奏、速度、力度、旋律、音色等变化在表现音乐上的
作用，并能以语言或者动作等形式对音乐做出反应。

一． 学习歌曲，体会歌曲的情绪

二． 欣赏乐曲，让学生充分体会乐曲的力度、速度、旋律、
音色等

3课时

——师生问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新民歌《火车来了》

——背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将铁路修建到边
疆——新疆，是一件大喜事。它大大地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
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歌曲表达了新疆各族
人民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欢迎火车开进新疆的场景和对党的歌
颂，正如歌词所说的：“共产党带来好时光，幸福日子万年
长”。

——学习歌曲，先听范唱，边听边想：

乐曲是几拍子的？你听得出乐曲带有新疆风格吗？

——学生听歌曲，思考问题

——学习歌词

——学生自由地学习歌词

——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学习旋律，跟着老师的琴来演唱旋律

——反复演唱

——学生自己分四人小组演唱旋律

——学生跟着老师的琴来演唱旋律

——学习歌曲，词曲结合

——轻轻地和老师一起学习歌曲，词曲结合，跟着老师的琴
把三段歌词结合起来演唱

——跟着磁带伴奏演唱歌曲



——处理歌曲：

让学生划出强弱记号

——听录音，学生模仿歌曲中的强弱

——问：歌曲的强弱代表什么呢？

——代表火车渐渐远去

——学生跟琴模仿

——小结

——师生再见

——师生问好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首巴西的音乐作品《凯皮拉的小火
车》。

——简介：

是巴西作曲家创作的，作者吸收了巴西民族音乐要素，如悠
长的民歌旋律，大小调式交替特点，切分音及巴西的民族乐
器：巴西铃鼓、响葫芦、卡巴萨等，运用多种表现手段，借
鉴巴赫风格，以管弦乐的这种形式，创作了这首乐曲。

——欣赏乐曲，边听边想：

——学生边听边想，听完后四人小组讨论

——师提问，生发挥

——学生学习后回答老师



——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巴西吗？（出示世界地图）

——学生找

——作曲家是在哪一年创作的这部作品？巴西当时的情况怎
样？作曲家使用了哪些方法表现了巴西农场的小火车？（学
生通过自己准备的资料回答老师）

——你可以边听边唱音乐中的旋律吗？（学生与老师一起跟
着旋律哼一哼）

——学生面对老师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通过再次地欣赏，
进行讨论

——这首作品，作曲家真是描写火车运行和火车乘坐人的心
情的吗？

——学生带着老师的问题再次讨论

——小结

——师生再见

——师生问好

——复习歌曲《火车来了》

——欣赏《太平洋231》

——简单介绍作者：

奥涅格，瑞士作曲家。音乐具有强烈的个性，他的创作手法
和音乐语言大胆而自由，在和声色彩上受法国先锋派的影响，
在流派上属于新古典主义。他认为自己“既不是多调性派、
无调性派、也不是十二音技法派”。



——音乐作品分析：

管弦乐《太平洋231》是奥涅格于1923年创作的交响三部曲中
的第一部，1924年5月8日首演于巴黎歌剧院，听众反映强烈，
被称作是20世纪20年代现代派的最新作品。“太平洋231”是
当时蒸汽机车中一种先进的大型火车头，因其每边共有
以2+3+1组合而成的6个车轮而得名。奥涅格特别钟爱火车头，
他曾说：“如同别人爱马一样，我始终热爱火车头。对我来
说火车头简直是有生命的……”

——初听，边听边想：

你通过欣赏，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

——再听，边听边想：

你能把乐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节奏写出来吗？

——你能根据火车的速度把节奏排一排顺序吗？

——复听。

对三部写火车的作品进行比较

——你乘坐过火车吗？说一说你第一次坐火车的印象。把你
搜集到的有关火车的音乐、诗歌、舞蹈、图片、照片和模型
介绍给大家。

——小结

——师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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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触多首以?茉莉花?为题的音乐作品，能够从中认识到
以?茉莉花?为代表的中国民歌是世界音乐宝库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进一步收集并了解影响民歌变异的多种因素。

2、能够用柔美的声音、细腻的情感来演唱根据《茉莉花》改
编的合唱，并能够背唱一段歌词。

3、欣赏《图兰朵特》中的《东边升起月亮》、三首我国不同
地区的《茉莉花》及合唱，能够听辨并能用语言文字表述出
他们在情感、风格上的差异。

4、能用不同表演形式表现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茉莉花》，每
个学生都在其中承担任务。 教学重、难点：

1、让学生用欣赏茉莉花清新、小巧的心情演唱歌曲。

2、聆听不同地区的《茉莉花》，享受不同风格带来不同的感
受。 教具准备：光碟、多媒体设备、风琴。

课时安排：四课时

第1、2课时

1. 通过欣赏和演唱歌曲《茉莉花》对我国的民族音乐的表现
能力和音乐特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 通过为旋律画小节线和为歌词配旋律培养学生的'音乐素
养及兴趣.

3、从外国人唱《茉莉花》引发学生自豪感，从而更加认真得
去感受歌曲的优美。

通过欣赏和演唱歌曲《茉莉花》对我国的民族音乐的表现能
力和音乐特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教学课时：本部分拟用二课
时。



师生问好

1、教师导语：

2、茉莉花的旋律响起

或许就是这动人的音乐感化了美丽残酷的公主。终于她良心
发现，从此改邪归正。音乐的魅力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

六年级圆教案人教版篇八

比的应用的练习课。(教材第55～56页练习十二第3～7题)

二、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按比分配问题的解题方法。

2、进一步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重点难点

重难点：会灵活运用按比分配问题的解题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基础练习

1、师：比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是什么?(点名学生回答)

2、教材第55页练习十二第5、6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3、师：按比分配问题有几种解题方法?是什么?(同桌之间说



一说)

引导学生回顾按比分配的两种解题方法。

二、指导练习

1、教学教材第55页练习十二第3题。

(1)组织学生观察图画，理解题意，了解信息。

(2)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教师巡视，并引导学生理解每个橡皮艇上有1名救生员和7名
游客，也就是救生员和游客的人数比是1∶7。

(3)交流后，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六年级圆教案人教版篇九

随着清脆的上课铃声，我们的音乐欣赏也即将开始。我是来
自泰师附小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姓季，大家叫我季老师就可
以了。

从外国人唱《茉莉花》引发学生自豪感，从而更加认真得去
感受歌曲的优美。

过程：

教师导语：季老师教音乐，也会讲故事。不信，我今天就给
大家带来一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沙漠中的楼兰国有一位美丽动人的公
主，名叫图兰多，但也很残酷。据说她给来自各国的求婚者
提了个条件，能回答出她提的三个问题，就可以娶她，并赢



得皇位，但如果答不出，就得被砍头。因此很多人包括国外
的王子死在了她的刀下。

看，刽子手们又在磨刀了（开始播放话剧片断）

原来有个鞑靼国王子也被图兰多的美貌打动，决心不顾一切
要娶到图兰多，对图兰多提出的三个问题，对答如流，终于
获胜，可图兰多仍不甘心。这时，王子倒慷慨地来帮她，请
她在天亮之前能猜中他的名字，他就情愿象没有猜中图兰多
的谜语那样，被处死刑。（播放到百姓的场面）此夜，全城
无人入睡，百姓和僧侣们都在向月神祈祷，希望图兰多诚服，
从此结束杀戮。瞧，月亮出来了，僧侣的祈祷乐响起（茉莉
花的旋律响起）

或许就是这动人的音乐感化了美丽残酷的公主。终于她良心
发现，从此改邪归正。音乐的魅力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

这首曲子大家在哪里听过?有谁能哼唱两句给大家听听？

是的，这首曲子所用的旋律正是我们江苏的民歌《茉莉花》
的旋律（没听过没关系，老师告诉大家，这首曲子原本是我
们中国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大家想知道它在世界音乐使
上的地位吗？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刚才大家看到的便是100
多年前意大利的歌剧之王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图兰多》的
片断，大家想一想，早在100年前，意大利人就在唱《茉莉花》
的旋律，可见这首歌是很受欢迎的。（停顿）还有更早的，
英国人190多年前就把这首歌写在书里印刷出版了。

1.历史简介

在中国，这首歌更是历史悠久。谁来把大屏幕中次连贯成一
句话介绍给大家。（据史料记载，《茉莉花》最早发源于江
苏扬州，大概是明朝时期，原来的歌名是《鲜花调》。）



2.听旋律

老师今天带来一样乐器，认识吗？（对了）这叫二胡，是我
国的民族乐器。民族歌曲，就要用我们的民族乐器来演奏才
能体现它的韵味。下面就请大家来听一听用二胡演奏出的
《茉莉花》。

拉完一段，看学生状态，“抓住”听得入神的同学：“老师
发现有些同学听得很入神，老师也一样，快要被着美妙的旋
律陶醉了。你们能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你们的感受吗？
比如说，用手来表示听到的旋律的高低起伏。”

教师示范，再拉第二遍。

3.原版的茉莉花（屏幕显示歌词）

先在江苏地区广泛传唱，清朝时期定名为《茉莉花》。一起
听一听，边听边留意一下歌词，看看歌词是怎样赞美茉莉花
的。（出示歌词、播放黑鸭子演唱的茉莉花。2-3段之间过门
提示学生唱一唱）

学生回答问题：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真的有这么香吗？我们一起来切身
体会一下。（喷洒空气清新剂）

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真的那么白吗？老师这里有几张照
片一起来看看（播放照片）

茉莉花亦称“茉莉”，为复瓣小白花，小巧玲珑，清香四溢，
素洁光润，仿佛刻玉雕琼。该花原产印度、印尼、菲律宾等
国。早在宋代传入我国。

自明代起，扬州已有少量茉莉引进种植，但大批种植至少始



于清光绪初年。

4.新版《茉莉花》

5.屏幕出现两首歌的旋律（简短的一句）。学生对比，知道
的确发生了变化。

6.师生互动，说说茉莉花

歌里一直唱茉莉花好，其实茉莉花并不仅仅可以用来观赏，
你们知道茉莉花还有什么用吗？（泡茶、入药、做成工艺品
等）

老师今天带来了新鲜的茉莉花茶，我们一起来尝尝。

一边泡茶，一边介绍茶道。

要说这泡茶呀，可是个非常讲究的活儿。茉莉花茶属于绿茶，
一般是将少量茶叶放在杯子里，然后往里面加入开水。水温
不能太高，80℃左右即可，如果温度太高，就会伤害茶叶，
影响茶的味道。

所以倒水就很有讲究。水壶要高些，这样水会在进入杯子之
前降低些温度。水壶在倒时要忽高忽低，这样的倒法还有个
好听的名字——龙凤三点头。这样就使茶叶在杯子里翻滚，
让香味能够迅速得散发出来。

请几位同学来尝一尝。说说着茶的味道如何。先闻一闻（有
股茉莉花的清香）刚进口怎们样？（有点苦）再喝一口呢？
（还是苦）那么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感觉一下口中的味道
（苦后是一阵清香）是的，苦后方觉甘甜正是这品茶的精髓，
这里面也蕴藏着人生的哲理——经过艰辛和付出后的得到甘
甜才最为珍贵。



7.学唱《茉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