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 四年级
第六单元Shopping教学反思(模板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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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

一、利用多媒体导入新课

在课的开始，我利用多媒体帮助学生认识了各种水果，，食
品，花的单数和复数形式。然后由supermarket展开，用食
物柜台里琳琅满目的水果来吸引学生的兴趣，孩子们在自然、
愉悦的情境中学习英语，兴趣浓浓。

二、创设真实的情景进行教学

学生学习英语就是为了能够在生活中去运用，在课堂上，我
来当服务员卖东西，让学生来超市购物。师生共同操练对
话：s:…pleaset:hereyouare.s:thankyou.然后，让学生和学生
进行操练对话。最后，学生两两进行超市购物的对话表演，
把整节课推向**。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学生有了实践的经
验，更获得了愉快的体验。

不足之处：

虽然教学环节设计得还不错，但在讲课的时候缺乏激情，感
觉没有完全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游离在学生之外。学生与
我的配合也不够默契，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在活动中，有时



还缺乏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引导全班同学进行时，还有一
定的欠缺，有些学生对其他同学的发言表现出了不耐烦甚至
轻视的现象，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应加以重视。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一、照样子写词语。

例：笑（盈盈）

黑慢（）喜（）红（）亮（）白（）黄（）绿（）香（）金
（）气（）乐（）

二、大自然色彩斑斓，你都知道哪些颜色试着写一写吧！

黄：金黄杏黄橙黄鹅黄

红：答案

绿：答案

蓝：答案

三、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语。

漫天卷地地（）蒙蒙的（）笑盈盈地（）隆隆的（）威武地
（）凶猛的（）

四、多音字注音。

1、劫匪用手卡（）住了司机的脖子，命令他开着装货的卡（）
车向东行驶。

2、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长得一模（）一样，这个飞机模（）
型是她俩合作制作的。



3、天气闷（）热，人像待在蒸笼里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
我的心情烦闷（）极了。

4、江面上风号（）浪吼，响声震天，淹没（）了人们的口号
（）声。

五、我会写名言。

1、你还知道哪些关于理想的名言，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句写
下来。

答案

2、拿破仑说过的一句名言：答案

六、在每句话的括号里填上一对意思相反的词。

1、过马路走人行道（），翻越栏杆（）。

2、老师经常教育我们，生活上要（）不要（）。

3、做事情，怕（）就很难（）。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沙沙沙……”风轻轻地吹动树叶发出阵阵欢笑。小鸟“唧
唧喳喳”的歌唱着，和着风儿的响声，奏出了一支乡间交响
乐。

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农村的空气，农村的景色，简
直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乡下的房子虽然没有城里的大，但是它很漂亮。因为人们总
喜欢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些蔬菜，搭个棚子，让一些攀藤植物



爬上去，房子就像被涂了许多颜色似的，漂亮极了!

有些人家，在房屋后面种上一些竹子。每年清明前后，下几
场春雨后，到那里走走，就会看到许多鲜嫩的小竹笋从地下
三五成群地钻出来，出了土的竹笋是黑褐色的，所以，从远
处看，就像无数的青蛙歇息在泥土里。

在房前屋后，经常会看到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地上
东啄啄，西啄啄。旁边还有威武的雄鸡，昂着头，好像在帮
它们放哨。也会看到挺着脖子，高傲的鹅，走起路来一摇一
摆的，极像一个老爷。但凡有陌生人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
好像在说：你是何人?干嘛来我家?可真高傲!

农忙季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会看到田野脱掉了白色的
衬衫，披上了绿色的外衣。农民们在田里辛勤地劳动着。有
的插秧，有的锄草，有犁地，播种.种子，等待秋天的丰收。
这情景不由的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翁卷的一句诗：“乡村四
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这些美丽的景色并不是最令我感兴趣的，最令我感兴趣的事
是和小伙伴一起在乡村无忧无虑地玩耍。一有空，我和小伙
伴都会去村里的小溪边玩耍。小溪边有一块草地，还有几棵
大树，大树的树冠就像撑开的伞，正好给我们乘凉。我们经
常在小溪边爬树、摔跤、翻跟斗、倒立、打水仗、打水
漂……最刺激的是打水漂，看到小石块像鱼儿一样在水
里“游来游去”，我们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

乡村如诗，耐人寻味;乡村如画，绚丽多彩;乡村如歌，优美
动听……这美丽的乡村景色，令我留恋!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我的老家在江西，我已经好久没回去了!今年趁五一长假，我
们一家三口开着汽车，来到老家。



那时，正是的季节，的老家是生气勃勃的!

山上那星星点点的深绿和翠绿是哪位先生装扮的?仔细一看，
哦!“原来是竹子先生”。瞧!有的竹子刚刚破土而出，当第
五次春雷打响时变得更加刚强，翠绿，使再大的风也拿它没
有办法。有的早已直冲云霄，正在和白云打交道呢!它时而摇
晃着碧绿的大翠叶把，时而随风舞动。还有的已脱了些许次
外套，从苍翠欲滴的翠绿到雄伟壮观的墨绿，一枝枝竹把青
山打扮得光彩夺目，真是“翠竹原不绿，为山绿头。”

这座山下，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在河底下能清晰地看到
各种各样，形态万千的五彩石。这时一群鸭子嘎嘎地欢叫着
在水中游来戏去。时而把头扎进河里去捉小鱼，时而抖着身
上的水，他们悠闲自在地在水上游泳，好不快活。许多螃蟹
都从洞里探出头来，感受春天河水的温暖。我“看在眼里，
馋在心里”，忍不住撩起袖子，把手放进河水里，静静享受
这份惬意。温暖的河水暖透了我的手，暖透了我的身体，更
暖透了我的心。怪不得那么多的鸭子都争先恐后地赶到这里，
一起享受“温泉”。

春天的晚上，乡村的老人都是悠闲自在的!他们有时把椅子搬
到本外，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阳光浴;时而坐在家中，
看着电视不时地哈哈大笑。

年轻人是忙碌的!白天才插完田，晚上又得赶回家，做家务事，
辅导孩子功课。真是“昼出耘田夜育子，乡村儿女各当
家。”

乡村的儿童是快乐的!他们割完草后，便扎起麦哨。“呜
卜……呜卜……呜……”那声音你呼我应，此起彼伏。

的老家是美丽动人，生机盎然的!我爱我的老家，我爱我的老
家任何一个景物……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城里的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真正的田园风光吗?如果没见过，千
万别着急，下面就让我带领你们去领略四季的田园美景吧!

极目远眺，你会看见辽阔无垠的田野，没有篱笆之类讨厌的
东西阻碍你的视线。几场春雨过后，空气无比清新，似乎空
中气还弥漫着淡淡的青草的香味儿，真是令人陶醉。庄稼吐
出点点新绿，花儿露出了笑脸，树木抽出了新的枝条，那翠
绿翠绿的小草更是在微风中频频点头，好像在欢迎你们这些
城里来的小客人呢!

夏天的清晨，露珠好像钻石一样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灿烂夺
目，直到蒸发化作气体，仍会在叶子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午
后，在炙热的阳光下，庄稼仿佛睡着了一样，即使平日里调
皮的小草这时候也无精打采的。辽阔的田野里空无一人，四
周静悄悄的，只有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欢唱着。当太阳吝啬
地把自己最后一缕阳光也收回去时，所有的小孩子都不在外
面玩耍了，都被大人叫回家吃晚饭去了。

这就是美丽的田园风光，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吗?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六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古诗词大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语言
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教版第二册语文课本第一单元
课文里的《春晓》《村居》让幼年的孩子们在古诗里感受春
天的鸟语花香、杨柳拂堤、草长莺飞的景致诗情画意之美。
窗外绿意由浅愈浓，艳阳高照，暖风习习时方知春已远去，
夏天正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夏天会有怎样的一番景象
和别样的情趣呢，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笔下的《小池》把课
堂里的孩童带到了初夏时节的小池边。瞧，尖尖的小荷叶从
清透的池水中钻了出来，蜻蜓静静地立在荷叶上，展示着优
雅的身姿，池边绿荫照水，好一番情趣盎然，生动活泼的画



面。泉眼、树阴、小荷、蜻蜓……不需要出门，那一幅初夏
时节纯朴自然的动人画面就深深地映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指导》中明确指导低年级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要以读为主，先读通、读懂，再读出形、读出韵。
然后要以趣激情，以情促思。低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尚未充
分发展，但情感表现得相当丰富。他们的情感极易被激发。
古诗教学，要努力创设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氛围。要图文结合，
还要激发想象。教学时我是这样做的：

师：“池”是什么部首的字？它和什么有关？请你用“池”
组词。

生：池塘、池水、小池。

师：小池指的就是——

生：小池塘

师：小池塘里有什么呢？诗人杨万里描绘了小池的哪些景象
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小池》。（板书课
题）

师：边读边想，古诗里藏着哪些画面，你看到了哪些景象？
（读后反馈）

生：诗中有小荷。

师：小荷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描绘一下吗？小小的荷叶像什
么？

生：小荷叶像盘子。

师：小荷叶像把伞。



师：不对。你再仔细看看。（师画简笔画）

生：小小的荷叶像象牙。

生：小小的荷叶像羊角。

生：小小的荷叶像弯弯的月牙。

师：你们的比喻真形象。刚长出来的小小的荷叶原来是这样
子的，两头尖尖的。怪不得诗人写——（生读）“小荷才露
尖尖角”

生：古诗下面有插图，我从图上看到了。

师：你们真用心，你们喜爱小小的荷叶吗？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这个句子。

（教学解析：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极少有甚至没有看
到过刚出生的荷叶，所以要他们描绘荷叶的样子时就会凭着
平时从电视上看到或从图画上对荷叶的认识记忆来描绘。通
过简笔画和课文插图的直观观察，孩子才有所了解，才对诗
句有所理解和体会。叶圣陶先生指出：“图画不单是文字说
明，且可以开拓儿童的想象。”教材里每一首诗都绘制了插
图，这些插图不但精美而且与诗的内容密切相关。所以插图
是学生想象内容、理解古诗的好帮手。《新版课程标准解析
与指导》在古诗教学指导中还明确指出：要引导学生创造性
地描述与插图相对应的某一诗句。）

师：诗中还有哪些景象呢？请你找一找，谁先找到了，谁就
上台来画一画，把景画出来。

生：诗中还有蜻蜓。

师：请你上来画一画。



（教学解析：兴趣是低段古诗教学的不二法门。我们班的孩
子最爱画画。我先带个头画了两片尖尖的荷叶，从他们的眼
神我就看出，他们早已跃跃欲试了。只见他们一个个鼓足了
干劲，都想上来画。一个个叫了起来“老师，诗中有太阳，
你看‘树阴照水爱晴柔’。”“还有树阴。”“还有池
水。”……孩子们有的画池水，有的画树阴，有的画太
阳……一幅生动的画面呈现在了黑板上，呈现在了所有孩子
们的面前。孩子们显得尤为满足和欢乐。）

当孩子们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位孩子上来画泉
眼，明显对“泉眼”理解不够。

师：谁能上来画泉眼？

（一个小朋友昂首挺胸地“冲”上讲台，挠了挠头，又下去
了。）

师：泉眼就是泉水从山洞里流出来的那个口子。（师画上简
笔画，孩子们豁然开朗。）

师：泉水流得怎样呢？

生：细

师：是的，泉水充满爱惜地细细地流着。请你上来画一画泉
水。

师：泉水是怎样的？颜色？触摸的感觉？请你想象一下？

生：泉水是清凉的。

生：泉水是清澈的。

生：泉水是透明的。



师：这位小朋友画的树阴还不够到位。要怎样才会有浓浓的
树阴呢？

生：要树多，树叶茂盛……（又上台添了几笔）

师：孩子们你们画得太美了。能看到这么美的画面，我们要
感谢谁呢？……这么优美的诗你会喜爱吗？让我们美美地读
一读古诗。

（教学解析：学生理解了古诗的内容，体会了诗歌表达的情
感后，入情入境地诵读，诗中的画面便再次呈现在孩子们的
眼前了。）

（教学解析：没有想象，就没有情境，就没有了品位，没有
了创意。诗是诗人由情感体验勾勒出的画面和意境。在教学
中，教师要学会拓展这种意境并引导学生想象创造意境。一
堂课下来，孩子们收获满满。有了对初夏的认识，有了对本
课古诗的感悟和理解，还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创想，多么的不
可思议。）

语文，美在字字句句，美在情景交融，美在穿越时空的分享
与相遇……

部编六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七

借助拼音，自学生字词：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
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初步认读生字。然后
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合看情境图，联系生
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由于一年级学生辨认字形不够精细，
有些字比较难学，我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如“凉”是后鼻
音，“凉”和“量”声调的差别，“情”和“晴”字形和语
义的区别等，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取得较好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