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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语文期末教学反思篇一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篇游记，主要描写了双龙洞的“外洞、
孔隙、内洞”的特点。教学时，我通过板画的方式，让学生
边读书，边画出金华双龙洞的示意图。通过学生与文本之间
的对话，学生们了解了：从金华——罗甸——双龙洞口——
外洞——孔隙——内洞的游览过程，接着我们分了三个板块：
一、学生自学“路上见闻”部分；二、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学习
“外洞、内洞”部分；三、重点讲解“孔隙”的部分。在学
习过程中，我结合“引导自学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归纳
学习方法。如此安排，主次分明，体现了本单元的训练重
点——分清文章的主次。

习作一教后记

一说起作文，同学们就开始抓耳挠腮起来。一个寒假，他们
都没有接触作文，总觉得作文无事可写。好在习作一要求学
生写的是《童年趣事》，整篇文章围绕着一个“趣”字展开。
我通过让学生们回忆过去发生的有趣的事，激发他们的写作
热情。最后指导学生选择其中两三个故事为例，注意把人物
的神态、动作、语言写具体，并进行了作文的讲评。

实际上，要想切实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就要激发学生的写
作热情，他们只有有了强烈的情感，才会写出有真情实感的



作文来。

练习一教学反思

练习一的《语文与生活》，目的是学习“拟人”的修辞手法，
让学生能把语文学习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语文
水平。教学第一部分时，我重点让学生比较了比喻与拟人之
间的区别，并让学生通过集体交流听别人说一说自己写的句
子，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

《诵读与积累》部分，通过自读——竞赛背诵的方式，完成
了教学任务。并且在学习了这些描写冬季的词语之后，我们
又补充了有关春季、夏季、秋季的成语，开拓了学生的眼界
与思维，达到了教学目标。

六年级语文期末教学反思篇二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怎样才能使学生深刻体会他内心
强烈的爱国情感，并且深刻感悟他那高大的形象？教学前，
我认真研读教材，上网搜索相关资料，再三权衡，最终决定
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帮助学生深入走进文本，实现与文本、人
物的深层对话，《钱学森》教学反思。

这节课的教学，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第一：课外资料的补充恰到好处。

例如在引导学生感悟钱学森面对美国政府威胁，坚定回国的
情怀时，补充了一段视频和文字资料：美国政府为阻止钱学
森归国，采取的一系列语言或行动的措施，使学生感受到钱
学森“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的人生情怀，
感受到在他心里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归国的路，包括武
力威胁，教学反思《《钱学森》教学反思》。



第二：紧扣“爱国”这一中心，重点突出。

教学时，我没有一段一段地教，而是抓住“爱国”这一中心，
学生在一遍一遍诵读，一次一次自主表达中，不由自主地接
受了语言，走进了文本，更一步步体验文中的情感主线——
钱学森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抓住教学
难点——理解钱学森的两句话，进行朗读品味，体会钱学森
的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六年级语文期末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以《冲突》为主题旨在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戏剧，寓
言。还有外国的小说，产生共鸣。

共五篇课文《寓言二则》、《小炒写员》、《大自然的秘
密》、《我看见了大海》、《甘罗十二为使臣》。

《寓言二则》：文字特别简练却又生动形象，《矛与盾》其
中心就是告诉人们说话办事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教学
本单元要实终围绕矛与盾为文章主要线索。

《鹬蚌相争》：告诫人们做事要权衡得失，不要只想对自己
有利的一面，还要顾此失彼。《小抄写员》学习本课要理解
叙利奥默默忍受父亲的误解，偷偷帮父亲抄写签条挣钱养家
的事，教育学生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

《大自然的秘密》：本文通过作者一行人的所见所闻所做所
想为线索，说明各种动物都有生存之道和躲避灾难之本能的
秘密。

《我看见了大海》：本文讲述了一个身体畸形女孩在继父的
鼓励下，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同时也赞扬继父高尚品德。

《甘罗十二为使臣》：学习本文要通过甘罗的语言体现他的



机智勇敢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六年级语文期末教学反思篇四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我们六年级组教师们在历时一个多月的
小组教学中也有了教学上的新体验与新收获。

在授课之前，我们组的四位教师利用空节时间，不断进行研
讨，从授课资料到授课方式，从钻研教材到分析学生，从课
件制作到课前准备，大家都是不分你我，分享各自的经验，
充分体现了团队精神，也到达了进行小组教学的目的之
一——促进教师们的共同发展。

本次小组教学我们在课堂教学中，体现了以下几点：

《荔枝》、《长征》、《梅花魂》都是平实易懂的课文，以
本班学生的学习水平，完全能够自读领悟。在教学中，教师
要避免繁琐的讲解，给学生充分自读、自悟的时间，使学生
在读中感悟。

讨论是阅读教学中教师常用的教学手段，它能够启发学生思
考、促进智力发展，提高创新意识。这三篇课文虽然平实易
懂，但要从细微处读出真情，还得让学生在在自主感悟的基
础上充分地交流、探索。所以都设计了“课文中哪些地方让
你最感动？课文中批注，相互交流，谈体会”这些环节。

《梅花魂》《荔枝》《长征》都是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这样文质兼美的课文，都让学生在读中悟境，议中悟情，写
中悟意。为了使学生更好的体会作者的情感，我们都设计
了“歌曲渲染”，“补充文章结尾”“看图写话”等环节。

我们经过这次小组教学，再一次领悟到“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读书是语文教学的根本，在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
解课文资料，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自然会水到渠成。



六年级语文期末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上了一节课，课文是《爱之链》。这篇课文并不是
特别深奥难懂，通过乔依帮助老妇人，老妇人帮助女店主，
女店主关爱乔依这三件事情，说明爱就像一条链子，是可以
延续的，可以传递的。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
美好的人间。

虽说是六年级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但是，在
有些关键、重要的地方，还是需要老师适时的引导。老师是
引导者，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独立解决
的问题，老师就应该站出来，及时地教给方法，及时地指引
道路。

课文的主人公不仅仅是乔依，这也不是一篇写人的文章，课
文主要还是写了两个“帮助”的小故事。第一个片段则从事
情本身入手，先找出具体写乔依帮助老妇人的段落，再围
绕“读了这一段，你感受深刻的是什么”来交流。比如说老
妇人当时的心情怎样，课文中哪些词语写出来了。第二个片
段可以换个角度，从“乔依帮助老妇人修车”这件事入手，
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第二个片段的可取之处在
于，由“扶”到“放”，渗透方法。 通过学生的自学，让学
生完成填空练习，从而，对课文内容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进一步体会到老妇人帮助女店主，这是一种爱的接力，爱的
传递，又形成了一条爱的链子。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乔依……”从女店主的这句
话，可以体会到他们对生活的乐观向上的态度。但是，他们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这样的心态，生活肯定会好起来的。
通过播放歌曲《爱的奉献》，让学生边聆听，边感受，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此时，老师
再点题：乔依帮助了老妇人，老妇人帮助了女店主，乔依帮
助了别人，其实就是帮助了自己。每个人的爱都在传递，在
延续，这就是一根爱的链条，这就是一条――爱之链。这样



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但是，在课堂中，我发现了许多问题，总觉得课堂是不完美
的。由于在时间的调控上有些失误，造成前半课堂有些松，
后面有些紧，使得后面的环节走了形式。在学生的朗读这一
环节，也做的不够到位，学生没有把那种感动读出来。

不过,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会，逐步提高，使得自己的课堂
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使得学生真正学会了好的学习方法，他
们也会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