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 小
学五年级语文教案积累运用三(优质5篇)
请示是一种正式的请求批准或者寻求指导意见的表达方式，
对于解决问题和进一步行动非常重要。在请示之前，要确保
自己对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表达出
自己的困惑和需求。请示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案例，以下是一
些成功的请示案例，希望对大家写请示时有所启示。

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篇一

教学要求：

1．通过词语的读背，积累词汇。

2．能读懂成语故事，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3．进行口语训练，能讲熟练的普通话，具有一定的购物讲价
的能力。

4．引导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

重点、难点：

1．积累语言文字，能读懂成语故事，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2．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与写作能力。

课时划分：

2课时

教学过程：



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篇二

本节课完成“读读背背”和“阅读”二部分内容，达到词汇
积累，从故事中受教育的效果。

二．完成“读读背背”部分

1．复习旧知识积累：说说这学期学过的四个字的成语。

2．出示小黑板，指名读词。

3．指导个别字的音、形记忆。

4．用各种方法理解词意。

5．指导个别词造句。

6．读读背背。

开火车读。

学生说说自己用什么办法把这些词背下来。

7．巩固练习，检查背诵。

情同（）（）不分（）（）推心（）（）

（）（）之交问（）问（）亲（）无（）

（）老（）贫心心（）（）天（）比邻

三．完成“阅读”部分。

1．快速阅读短文，说说短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这是一个成语故事，联系课文内容说说以下词语意思。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掩饰，结果反而暴露。

攒：积聚，储蓄。

妥当：适当，停当。

焦思苦虑：着急，忧虑。

3．再读课文，说说为什么觉得张三和王二自作聪明。

张三和王二都害怕别人怀疑到自己所做的.事，用留言来告诉
别人这地方没有埋三百两银、王二没有偷，殊不知正是这些
留言泄露了天机，给自己带来烦恼。所以说张三和王二自作
聪明。

4．联系实际，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事，他们做错的原
因在哪里？

5．谈谈从故事中受到的启发。

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否则
迟早有被发现的一天。另外，不要时时刻刻怀疑自身的安全，
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四、作业

1．抄写“读读背背”中的词语。

2．将成语故事讲给亲人听。

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篇三

一、指导思想：为了把好教学质量关，检测课程标准的落实



请况，全面了解学生的数学学习历程，查找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和教师教学经历中的问题，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
教学。寻求更适应学生自我发展的学习模式，强化学校对教
学管理、教师对教学行为的反思的重视程度 。提升理念，
更好的指导引领我们的复习，取得评价主、客体都满意的评
价结果。

二、复习范围

1－6年级学习内容，侧重5－6年级所学内容。

三、新课程命题的特点：

1、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重视基本技能的考查，着眼发展
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

2、试题力求贴近社会生活，突出联系实际，富有时代特征，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独立思考问题，学有所用。

3、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综合性，注重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和
多学科的综合联系。

4、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协调发展，彰显人文魅力。

5、关注学生知识网络的自主构建。

四、课程内容学习的核心目标及目标达成策略：

切实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感、空间观念、统计观念 、以
及应用意识和推理能力。达成核心目标，学生就可以以不变
应万变，灵活解决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数感：是人对数与运算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帮助人们
用灵活的方法做出数学判断和为解决复杂的问题提出有用的
策略。是一种主动地、自觉地或自动化地理解数和运用数的



态度与意识。数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数学素养，是建立明确
的数概念和有效地进行计算等数学活动的基础，是将数学与
现实问题建立联系的桥梁。

数感使人眼中看到的世界有了量化的意味，当我们遇到可能
与数学有关的具体问题时，就能自然地、有意识地与数学联
系起来。比如：参加辅导时我们常常要估计一下大约有多少
人参加；看到体形较为特殊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在估量，这
个人有多少斤或千克。大家可能还记得一道期末质量检测题：
选择重量单位的题目是：老师的体重可能是65（  ）后面
有三个选项（吨、千克、克）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这道
题答错了，选择了“吨”。这说明孩子没有建立相应的数感，
没有形成吨这个重量单位的概念，没有衡量、辨析、推理验
证的意识和能力。

我们强化发展学生的数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应用数字表示具体数据和数量关系。

b、能判定不同的算术运算，有计算能力，并能选择恰当的方
法；

c、能依据数据进行推论，并对数据和推论的精确性和可能性
进行检验。

典型例题：1、辨析： 1米的50%，是50%米。

2、排列：加循环节使排列符合要求：

3、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白白地流掉12千克水。照这样计算，
第一季度就要浪费掉（  ）千克水。

比如|：间隔问题，间隔数与物体数有什么关系，内隐着什么
规律，我们可以画图，摆学具，画线段图，用图形或可用介



质来抽象其中的数量关系或变化规律。这是初步的符号感的
表现。再如用 n 表示一个自然数，那么与之相邻的两个自然
数就可以用n-1 和 n+1来表示。还有比较典型的用字母表示
公式、关系式等。

典型例题：1、利用关系式判断： 8x=y      y和x成（   ）
比例

x/2=y      y和x成（   ）比例

y/6=3/x     y和x成（   ）比例

2、在长方形内截取一个最大的正方形，阴影表示剩余部分

（1）阴影部分的周长是（2a ）

a

空间观念：主要表现在能由实物的形状想象出几何图形，由
几何图形想象出实物的形状，进行几何体与其三视图、展开
图之间的转化；能根据条件做出立体模型或画出图形；能从
较复杂的图形中分解出基本图形，并能分析其中的基本元素
及其关系；能描述实物或几何图形的运动和变化；能采用适
当的方式描述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能运用图形形象地描述问
题，利用直观进行思考。

比如：认识球体，想象球中心的点就是球心，球心到球面的
线段就是球半径。在实物不在眼前时，学生的头脑里依然有
球立体的形象概念。再比如，在绿化栽树、载花，设计成什
么样的图案，用哪些几何图形、如何组合等等。到第三学段
经常要依据条件叙述画出图形，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空间观
念是无法保证后续学习的。

典型例题：1、用4个同样的正方体木块，摆(一层两排)成一



个长方体，表面积减少了32平方厘米，每一块的体积是
（   ）立方厘米。

2、用一张正方形的纸正好卷成一个圆柱，这个圆柱的底面周
长和高一样长。（  ）

3、把圆柱的侧面展开不能得到（    ）

长方形、梯形 、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4、一个正方形，以一条边为轴，旋转一周，会出现的立体图
形是（   ）

统计观念具体表现：认识到统计对决策的作用。能从统计的
角度思考与数据有关的问题；能够通过收集数据、描述数据、
分析数据的过程作出合理的决策 ；能对数据的来源、处理
数据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结果进行合理的质疑。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面临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常常在不确定的
情境中，根据大量的无组织的数据作出合理的决策，这是每
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比如投资论证、采购、炒股
等都离不开统计，需统计观念作保障的。

典型例题：  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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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意识主要表现在：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蕴涵着大量的数学
信息，数学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面对实际问题能
主动尝试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
策论。

推理能力：能通过观察、实验、类比等获得数学猜想，并进
一步寻求证据；能有条理地表达思考过程；在与他人交流的
过程中能运用数学的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与质疑。

（推理能力已落实到了四个内容领域之中。应用意识和推理
能力重在关注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

典型例题：一条平均水深为1.5米的河，一个身高1.7米、水
性不好的人下河游泳有危险吗？（用你喜欢的方法简要说明）

以上通过六个方面，说明了复习的着眼点，要使知识转化成
内在的东西，形成能力，使学生得到实质的发展才是我们追
求的目标。另外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应突出体现基础性、
普及性、和发展性，所以评价也应体现基础性、普及性、和
发展性。体现国家对小学阶段学生数学素养的基本要求。因
此要在基础性的基础上去追求发展性，不必过高要求。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自己知
识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改变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
而是新旧知识经验的冲突，经由磋商与和解引发学习者认知
结构的重组或改变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上复习课时，要重视
促成学生经由磋商与和解而形成知识经验的重组。经由主体
作用重建形成的个性知识网络，才是学生真正获得的知识。



才能达成学生真正意义的发展。

四、小学数学各模块知识网络分析：

以下提供各模块的知识网络仅供参考：（可以做学生的学案）

数的认识                      
简易方程

数和数的运算  数的整除        代数初步知识

数的运算                      
比和比例

一般复合应用题 长度

典型应用题 面积

应用题   分数、百分数应用题    量的计量   
体积

列方程解应用题                  重
量

比和比例应用题                   
时间

线

平面图形的认识与计算     角

平面图形

空间与图形 长方体、正方体



立体图形的认识与计算

圆柱体、圆锥体

统计表

统计与概率

统计图

数和数的运算

（一）数的认识

整数的含义：像…-3，-1，0，1，2，3，…这样的数统称整
数。

正数和负数的含义：像0，1，+5，6，…这样的数叫做正数；
像-3，-2，-9，…这样的数叫做负数。

占位

0是最小的自然数，0的作用  表示起点

表示界线

a       自然数  1是最小的一位数，是自然数的基本单位

数的意义： 是整数的一部分，可表示基数也可以表示序数

分数

分类： 真分数--分子比分母小（小于1）

假分数--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大于或等于1）



小数                     有限小
数

按小数部分分             无限不循环小数

无限小数 纯循环小数

分
类                         
循环小数

按整数部分分  纯小数 混循环小数

带小数

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篇四

1、你知道民间流传哪些神话故事？

2、为什么会流传民间故事？讲解。

3、民单故事的特点。

1、学生自由阅读课文。划出全文中心句。

2、哪几段讲了原因？原因是什么？阅读第一、二自然段。

1）“水罐”在文中起了什么作用？

2）说说为什么水罐会发生这些变化？

3、学生自由讨论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



小学六年级语文集体备课记录篇五

1、知识就是力量。

2、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4、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5、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6、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7、谦受益，满招损。

8、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9、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0、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1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谚语

1、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3、言必行，行必果。

4、吃一堑，长一智。

5、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6、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吟。

7、大意失荆州，骄兵必败。

8、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9、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0、人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

11、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2、不怕学不成，就怕心不诚。

13、不怕学问浅，就怕志气短。

14、小时偷针，大了偷金。

15、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16、玉不琢，不成器；木不雕，不成材；人不学，不知理。

17、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8、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9、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20、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歇后语

1、砌墙的砖头－后来居上

2、关公战李逵－大刀阔斧



3、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5、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

6、包公断案－铁面无私

7、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8、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9、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10、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11、竹篮打水－一场空

12、兔子尾巴－长不了

13、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4、门缝里看人－看扁了

15、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16、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