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以父亲节为的游戏教案(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新课标》中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在研究《荷塘旧事》一课时，就让我有了更
深的体会。在教学设计上，我把握住“自然之美”和“人性
之美”的和谐统一，本节课的学习主要通过三件事的学习感
受体会文章的“人性之美”。课文既有美景描绘，又有动人
的故事情节叙述，因此朗读是本课的重点，要求学生能读出
合适的语气，表现出小伙伴的性格是本课的难点。因此，上
课中力求通过“品词析句”的方式，有效引导学生感悟、理
解课文，并贯穿教学始终。

景物描写中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句子更为形象生动，单靠读
学生可能未直观感受到比喻的好处，在这个重点的突破中，
我引导学生把比喻的句子删去后再读，比较前后的感觉，通
过直观的比较，教会了学生一种逆向思维，也真正感受到比
喻的魅力。

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是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教学
方法之一，也是学习语文，感悟语言的有效策略。教师要特
别重视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进行品味，帮助孩子理解课文
的主题。通过品词析句，引导学生自主感悟。

如：作者向我们介绍起了荷塘之往事——狗刨比赛和击水游



戏。“扑通通”“像哪个鼓队敲乱了套似的一阵乱响”形象
地写出了比赛时的忙乱和紧张。“大菊花似的浪”又一个比
喻，浪花的形状跃然眼前。另外，从比赛后的“气喘吁吁”和
“昏昏欲睡”可见当时比赛的激烈，反映出小伙伴们的快乐
生活和无拘无束的性格。击水比赛是激烈的，作者精选了一
些词语：“击、闹、急速、射、撞击、混”等再现了比赛的
激烈。而“当我们互相扭在一起时，便停止了击水，哈哈大
笑起来”，则表现了小伙伴们的亲密无间。文章的高潮之处是
“我”溺水时。作者写出了自己遇险时的狼狈与危险，隐藏
了小伙伴们的着急。最后，小伙伴们“在水中排成一队。手
拉手铁链般地将我拖到岸上。”既写出了小伙伴们的机智，
又写出了他们的善良与淳朴。

教学中我注意了紧扣文本，创造一个开放的平台，引领学生
积极的和文本对话，让学生各抒已见，各有所悟，各有所得。

我创设了“遇溺获救”的情境，有助学生直观理解“手拉手
铁链般”把作者拉上岸的情景，通过学生、师对表演同学的
采访，更能让学生感受到小伙伴们的勇敢、机智和对“我”
淳朴的爱，从而突破难点。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老师《匆匆》这节课不论是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
择，还是评价方法的设计都有助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
式的形成。

首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张方老师将本课的教学目标定
为读中感，感中悟，悟中思，最后再有感而发，将朱自清先
生的思想引入孩子的情感中，让孩子们发自内心去体会，去
感受，并有感而发，畅谈自己的想法。这是语文课最高的境
界，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在实现这一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孩
子们活了，积极主动地思考、发言，挖掘出了作者的几乎所
有情感，也让我们听课的老师眼前一亮，甚至受到了孩子们



的启发。

再次，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张方老师没有花哨的台词，没
有华丽的课件，只有简明扼要的引导与启示。刚上课时，老
师几句简单的话语拉近了她和学生的距离，为新课教学建立
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营造了探究氛围。

接下来老师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如各种形式的朗读、说
出你读到的感悟、四人小组写出你们的“时间散文”等等，
学生探究性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调动。更难能可贵
的是，学生自发地创造了一种自主学习的精神，把教学创造
成了学生主体自主学习的活动最后，在评价方法的设计上，
张老师很自然的运用了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如“让你的好
朋友点评一下你刚才的朗读”、“大家推选出朗读最棒的男
一号和女一号”、“看他读得多认真啊，他完全融进了文字
里”、“请给我一次我朗的机会，若是觉得我读得还好就给
我掌声鼓励”等等。这些评价不止局限于师对生，同时有生
对生，生对师，而这些形式多样的评价的作用也不止局限于
被评价者个体，它对全班同学都有启示作用，有助于学生主
动的反思与进步。

总之，张方老师的这节课是在老师引导下，学生通过一遍一
遍的朗读，细细品味完成的。在这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中，
学生不仅获取了相关的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得到了发展。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我将继续研读
新课标，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也能如此“活”！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长江之歌》在第一课时我就为学生播放了殷秀梅演唱的
《长江之歌》，让学生欣赏之余调动其学习用心性，酝酿感
情，为朗读奠定基调，果然在朗读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而后，我又抓住全诗中“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



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这个中心句，让学生在默
读中思考：“为什么说长江是‘无穷的源泉’，又具有‘母
亲的情怀’呢?”

《三亚落日》学生透过不断的品读文本中美妙的文本，三亚
落日的诗意之美自然会呈此刻学生的头脑中，体态上，表情
里。过渡的呈现文本描述的画面，反而会破坏文字背后丰富
的意象，文字中蕴含的空白，间断性的画面。缺乏了想象和
联想的阅读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基本的审美功能。

《烟台的海》教学本课，读完课文，学生和我心中都产生了
许多的疑惑：1、为什么先写冬天的海?2、写海为什么还要写
人?3、秋天的还为什么没有进行具体描述等等。抓住这些困
惑，我让学生自己品读讨论说说自己的想法。最后在和学生
一齐读本文作者写的一封写给老师的答疑信，去听听作者这
样写的初衷。这样更好的帮忙孩子们理解课文。

《记金华的双龙洞》上完第一课时后，仔细思考，教学此课
的一个亮点在于理清课文思路后的时候，用一个睿智的问题
引出教学重点：哪部分最惊险?直接把学生引导重点片断的阅
读品味上。此时，学生的好奇心决不亚于文章的作者，但欲入
“孔隙”体验之难显而易见，因为学生极少有亲历此举者，
那该怎样办呢在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抓住如“贴”、
“挤压”等关键词语细细品味，在此基础上又让学生以读促
讲，以诵传情，让抽象的文字在学生脑海中变成流动的画面，
从而到达品味文字，深入情境，体验情感的目的。

《习作1》就应说写事的文章学生接触最多，也比较好入手。
把事情过程写完整大部分学生都能做到，但是从描述中如何
体现“趣”，是个难点。要着重在“趣”上多指导，抓住人
物的动作、神情、语言、心里等作细节描述。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匆匆》这篇散文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写的，这篇文章表
达了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也表现了他的觉醒。
本文有两个特点：

依据教材的特点以及我班学生的年龄特点，我设计了这堂以
读引写的教学内容。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在领悟文章的精妙之
处之后进行写作的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本课分
为两个大环节，首先是让学生再次走进课文，欣赏语言文字
的精妙以及细细体会作者的写作方法;其次是学以致用，让学
生用上这节课所学的写作方法写一个片断。

这节课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的地位，实效性较高，学生有
收获，但是也有两点不足。其一，在第一环节要求学生汇报
作者的写作方法时，我把板书写得太细了，太浪费时间了，
把文章的写作方法分割得太清晰，这样在写作时就会误导学
生，让学生以为写“雨中”必须要用上比喻，反衬等方法，写
“雨后”必须用上动静相结合，叠词，夸张，联想等方法，
应该把写作方法统一写在黑板就行了，写作时学生就可以灵
活运用，在写作前也可让学生先定好目标再写作;其二，在点
评中，能做到生生互动，但是老师的指导不到位，老师应对
每一份作品进行点评，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是渔
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桑娜
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品
质。课文用朴实准确的语言，表达了真情实感，读来使人深
受感动。

在本课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文，采用抓重点词语



进行品析、指导朗读来解决重难点；启发学生在弄清主要人
物性格特点、思想品质及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
通过学生的自读自悟，质疑问难，使学生进一步领悟到主人
公美好心灵，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体现。

一、突出主体，注重层次。

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已学习的过程，教师
在教学中要力求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得学习”。在阅读中
要注重层次性，即引导学生一层深一层地理解课文。在教
学1—2节时，让学生自读课文，找出描写“穷”的语句及关
键的词语，谈谈自己的感受，然后指导朗读。采取从“感
知”到“揣摩”，再到“吟诵”，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阅
读过程，引导学生沿着这条思维途径，一步一步地阅读理解。

二、语言训练要落到实处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能丢开课文语言搞腾云驾雾式的内容
分析，也不能脱离内容搞支离破碎的语言训练，而是有机地
把两者统一起来。如在学习课文第一段中，研究“温
暖”、“舒适”这两个词语，首先让学生联系生活理解“温
暖、舒适”，然后再看图，从图上看出桑娜家的“温暖、舒
适”，最后回到课文，从文中进一步体会“温暖”指什
么？“舒适”指什么？此时，学生的回答中已不仅仅是孤零
零的描写小屋的语言文字了，还有描写小屋外的呼啸怒吼的
寒风，汹涌澎湃的大海的语言文字，还有对在这两种不同的
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和感受的联想，从而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
桑娜的勤劳能干。

这样，词义的内涵拓展了，学生的联想空间扩大了，看问题
的视野也开阔了。

三、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



学生从读中体会到桑娜的善良，达到情感陶治。在阅读教学
中，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构建富有个
性化的阅读教学，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飞扬。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六

年幼时，每每看到古装电影中一群读书郎个个摇头晃脑地朗
读，我总会忍俊不禁；中学时，又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学到“读到这里，他（先生）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摇头，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总是忍不住仿效；教书后，
方知朗读的重要。

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悠扬的音乐，阅读它，你常常不由自主
地轻声诵读起来，合上书，文质兼美的语句又不自觉地浮现
于脑海，回味不已。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遇上音乐性强，富
有节奏感的文章，我总是不惜课时地让学生借助各种形式开
展朗读，用耳朵倾听流畅、灵动的文字，用心灵领略深邃、
丰富的情感。

《顶碗少年》这篇叙事散文篇幅短小、结构完整、立意鲜明，
读懂文意无需花太多的时间。中学语文的教学目标还在于引
导学生懂得“如何写”、“为何写”。如果以“我讲你听”、
“我说你记”满堂灌的形式教授写作技法的话，那也许无异
于嚼蜡，枯燥无味；如果以“咬文嚼字”、“逢句必究”满
堂问的形式探讨人物心理的话，那也许教学内容凌乱，疲惫
不堪。我把这堂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通过形式各异的朗读，
让学生进入课文情境，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体会少年身处
的困境，揣摩失误后少年的心情；体会“金边红花白瓷碗”
反复出现的作用。

顶碗少年第二次失手后，“场子里一片喧哗”。为了引导学
生感同身受少年那时面临的困境，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情境：
要求学生在有感情地朗读文章第四段中“观众中有人在大声



喊：‘行了，不要再来了，演下一个节目吧！好多人附和着
喊起来。’”这句话的基础上，再现当时的场景。学生用声
情并茂的朗读传递了当时观众内心的不满意、不耐烦，再现
场景的表演中有的学生根据生活的体验建议加入一阵嘘声，
以此显示观众不买账、喝倒彩的心态。

看到学生们这么快地进入情境，我趁热打铁地抛出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这位再次失手的少年，面对台下一片喧哗、台上一
地碎片，你又会产生怎样的心情？学生顿时议论纷纷，学生
甲眉头拧起说：“太丢人了！恨不得地上有一条缝钻下
去。”学生乙哭丧着脸说：“天哪，我今天到底是怎么
啦？”学生丙摊开两手说到：“完了，我真的彻底完了！”
无论从学生表情，还是从他们言语，显示出他们通过文本的
朗读真切地感受到此刻少年跌至冰点、绝望无助的心情。强
烈的现场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文本深处，走入了人
物内心。

在预习课文的过程中，七班学生刘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作者在描写少年三次顶碗的过程中，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提到
那一叠“金边红花白瓷碗”？这个看似毫不起眼的细节每一
次带给读者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引导学生体会这个细节的
作用是本文教学的难点。

常言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我简单地把握我的理解告
诉他们，那么不仅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还会让
他们失去了一次“意会”的审美体验。“意会”自然脱离不
了语境这个大背景，于是我要求学生各自大声朗读提及“金
边红花白瓷碗”的三个不同的语段（文章的第二、三、四自
然段），看看它们出场的背景是否相同？认真朗读后，学生
发现：“金边红花白瓷碗”第一次出场是在少年前期轻松自
如地表演；第二次出场是在第一次失误后，面带微笑，不失
风度的少年准备重演；第三次出场是在第二次失误后，不知
所措的少年得到白发老者的鼓励。



有了这一背景的认知，我再请三个朗读水平较好的学生分别
朗读这三个语段，其他学生边听边感悟。没想到举手发言的
人还真不少，有几个内向的女生也参与其中。通过全班的交
流讨论，学生逐渐体会到：当“金边红花白瓷碗”出现在轻
松自如的表演中，它显得分外精彩夺目；当它第二次出现时，
由于有了前面的失误，给人感觉有些担心、有点让人不敢正
视；当第三次绝望的少年从老者手中接过它时，感受到一份
沉沉的信任，也为后文那场“惊心动魄的拼搏”埋下伏笔。

在传统观念里，朗读似乎是字正腔圆者的专利。其实不然，
记得那次儿童文学家曹文轩操着一口宁波味的普通话作讲座，
诚恳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赢得满堂喝彩。既然朗读具有如此
神奇的美丽，那么让文学的节奏在我们语文课堂里回荡动人
的旋律，让我们的心儿在琅琅的书声中谱写美妙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