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
述(实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一

：课文记叙了作者童年时候与母亲一起摇桂花的事情，抒发
了作者怀念故乡，怀念故乡的桂花树的事情。学习本文，主
要应引导学生在抓住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学习从内容中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结合课文想像补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摇花
乐”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2引导学生在诵读
中积累语言。3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情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
情。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中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
家乡的怀念。

：边读边想像课文描述的情景，理解母亲的话。

：多媒体

：

1出示桂花图片：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说说你对桂花的



了解吧。

2揭题：桂花对于本文的作者琦君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到
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请同学们读读课文。

1 学生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交流主要内容。

3文中的哪一段具体描写了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呢？

1学生自学第5自然段，找出体现作者“乐”的词句。

2交流：哪些词句体现了作者的“乐”？

3看画面，想像情境，带着“乐”的心情朗读这一段。

4桂花带给琦君的“乐”，又何止表现在“摇”呢？想想看，
桂花还给作者带来了哪些乐趣？学生分小组合作学习，体会
桂花带来的其它乐趣。

5汇报交流：闻花乐、送花乐和品花乐，结合指导朗读。

1琦君读中学后，搬到了杭州。杭州的桂花怎样呢？生找句子。

2可母亲却说―――（引读）

3母亲为什么这么说？你能想像出母亲当时的神情吗？指导朗
读。

4在母亲的眼中，杭州还有什么比不上家乡？

5引读最后一自然段。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二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你是否有过童年的发现，将你的发现说给你的同桌听。

学生甲：我发现蜗牛爬行后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条延线。

学生乙：我发现小鸟在睡觉时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

学生丙：我发现了彩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文作者的发现吧！

二、初读课文，理清课文的脉络。

1．自由读全文。思考：童年时“我”发现了什么？

（达尔文有关胚胎发育的规律。）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祸患：灾难。

情不自禁：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绞尽脑汁：费思虑，费脑筋。

眉目：事情的头绪。

随心所欲：一切都由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妨碍：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阻碍。



困窘：为难。

驱逐：赶走。

3．按照课文的不同内容给文章分段。

第一段（1、2自然段）主要讲了“我”在九岁时发现了达尔
文有关胚胎发育的规律。然而这一发现却给“我”带来了惩
罚。

第二段（3—13自然段）“我”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总在飞翔，
问过老师后仍没有找到答案，“我”便自己观察，思考发现
了人类进化的规律。

第三段（14—19自然段）四年后，在生物课上当老师讲到人
的起源时，“我”想到了自己的发现便笑出了声。老师认
为“我”的笑不怀好意，便把“我”轰出了教室。

三、细读课文，体会课文的内容。

1．“我”是怎样发现胚胎发育规律的？又是怎样找到答案的。

分小组学习，将找到的句子读一读，并谈自己的体会。

（1）“我”是在做梦中发现自己总在飞翔，并且发现其他同
学也具有“飞行”的天赋，于是便产生了好奇，想解决这个
奇妙的问题。

（2）我们一起找到老师，请他给我们解答。

（3）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便激发了“我”的
想象力，渴望弄明白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4）“我”想得是那样痴迷，以至于亲自抓来鱼，仔细观察，
想从鱼身上发现人应具有的某些特征。



（5）“我”经过思考、推算，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2．从“我”的发现过程中，看出作者是个怎样的孩子？（他
善于观察，喜欢问为什么，并有着执著的精神。）

3．课文最后说：“我明白了—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
时还面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试举例说说你对这句
话的理解。

（1）师简介有关史料：

布鲁诺热情地宣传新天文学说，被教会视为异端，教会将他
押到了罗马的宗教法庭，在监禁的七年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毒
刑，最后被押至罗马百花广场的火刑柱下被活活烧死。布鲁
诺为了他的发现，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

（2）学生简介他们收集的资料。

4．通过学习课文，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养成缌观察的习惯，遇到问题要敢于动脑
思考，最为重要的是有坚持不懈的勤奋钻研的精神。

附：板书设计

教案点评：

本课是略读课文，教学过程 主要是指导学生自读自悟。以人
和生物发育及进化的图片、视频导入 新课后，先让学生读读
阅读提示，再按阅读提示多读几遍课文。然后围绕重难点读
一读，议一议。课文的重点是童年的发现，教师引导的着眼
点放在了发现的过程上。这样，通过读议，学生就知道
了“我”童年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发现：

1、敢于提问；



2、反复思考；

3、大胆想象。对课文中两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句子，通过组织
学生交流、讨论，教师相机点拨，加以理解。课后让学生收
集一些科学家发明、发现的故事进行交流。

探究活动

鲤鱼之死

鲤鱼早就听说大海浩瀚无边，那里有滚滚的波涛，有许许多
多的鱼朋友。他想：要是有机会到大海里痛痛快快地玩一番，
并表演那“鲤鱼跳龙门”的绝技，那该多好呀！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春风吹拂，阳光艳丽，海鸥捎来黄鱼
的口信，邀请鲤鱼到大海里作客。鲤鱼一听，乐得一蹦三丈
高……当即，它便让海鸥驮着它，把它带到大海边。

嗬，大海一片白茫茫，海面上不时地飞着一群群海鸟，行驶
着一条条船只……但此刻，鲤鱼无心欣赏这一切，它一头扎
进了海里……唉，说也怪，平日在海里游泳自如的它，现在
的动作却迟钝了。渐渐的，渐渐的，它感到呼吸困难，浑身
无力……唉，真想不到，还没有见到黄鱼，它竟死在大海里。

鲤鱼直到死时，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
事吗？

提示：

原来海水又咸又苦，淡水鱼鲤鱼的鳃片上没有特殊的排盐组
织，所以在大海里不久，便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三

1.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合适的材料阅读。

2.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用恰当的阅读方法。

3.通过阅读“词句段运用”，学会巧用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神态描写等描写方法和巧用修辞使语言生动具体，学会巧
用“……”、“--”等标点符号，为文章添色彩。

4.通过阅读“例句”，学会介绍事物时，运用“一是……二
是……三是……四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理由，表
达观点。

5.理解并背诵《春日》，感受春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体
会朱熹对春天的赞美和热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合适的材料阅读。

2.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恰当的阅读方法。

3.能理解背诵《春日》。

难点：

1.学会运用各种描写方法和修辞使语言生动具体，学会巧用
标点符号，为文章添色彩。

2.学会运用“一是……二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理
由，表达观点。



教学准备：

1.布置学生主动预习，查阅诗人朱熹的相关资料，了解《春
日》的写作背景。

2.教师准备《春光美》音频，微课《春日》。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 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二、交流平台，学习方法。

学生自由交流

师引导学生交流：根据学习任务，选择合适的材料阅读。回
顾课文，如：带着“要为家人计划故宫一日游，画一张故宫
参观路线图”，应该重点阅读材料一、材料三、材料四。

2.谁来说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学生自由回答。

3.学习《竹节人》，你学会了哪些阅读方法?

学生自由交流：

师引导学生交流：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恰当的阅读方
法。回顾课文，如带着“写玩具制作指南，教别人玩这种玩
具”这一任务读《竹节人》，相关联的段落应该仔细阅读，
反复阅读，而关联性不强的段落，不需要逐字逐句地读。如：
玩竹节人的有趣经历这部分内容，可以采用浏览阅读的方法。
这样可以提高阅读速度，提高学习效率。



师总结：读书时，同学们应该想想阅读的目的，再有针对性
地选择适合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材料。

三、 词句段运用，学习习作。

生活中总有美好的瞬间，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怎样留住这
些瞬间，定格这份精彩呢?请阅读“词句段运用”的第一题。

思考：

1.你喜欢哪个情景?有感情的朗读自己喜欢的情景，并说说你
喜欢的理由。

学生自由交流：

(1)第一个片段，作者抓住 “一圈黑脑袋、攒着观战、跺脚
拍手、咋咋呼呼”4个关键词语，运用动作描写和语言描写，
写出了当时场面的热闹气氛。

(2)第二个片段，作者抓住“看得入了迷、伸长脖子、恨不能、
探过来”4个关键词语，运用神态描写和动作描写，写出观战
人入迷的情景。

(3)第三个片段，作者通过“上前、后退、叽里咕噜、闪着异
样的光、踩得吱吱响、手不停地挥动、痴痴地微笑、轻轻地
吁了口气”等关键词，运用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
和比喻修辞，巧用“……”“--”，写出罗丹塑像时的认真
态度和入迷的的情景。

师引导，学生总结：在描写场面时，可以采用动作描写、语
言描写、神态描写等描写方法，这样可以使内容生动具体，
吸引读者。还可以巧用标点符号，来增添文章的色彩。

2.小组合作：选择一个类似的情景，运用所学方法，来写一



写吧!推荐优秀的片段，投影仪展示，欣赏佳作。

学生自由交流：

师引导，学生总结：介绍说明事物时，采用“一是……二
是……三是……”的表达方式，说明理由，表达观点，可以
使语言条理清楚，观点明确。

四、 小试牛刀，举一反三。

学生自由交流：

学生自由交流：

五、 日积月累，理解背诵。

1.播放微课《春日》在欣赏春光美的同时，理解背诵古诗。
感受春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体会朱熹对春天的赞美和热
爱之情。

2.了解《春日》的写作背景。

课件出示：(这首诗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是作者春天郊游时所
写的游春观感。而根据作者生活的年代推算出这首诗创作之
时泗水之地早已被金人侵占，泗水游春不是实事，而是一种
虚拟。作者也从未到过泗水之地，诗中的“泗水”是暗指孔
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
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
的丰富多彩。这其实是一首哲理诗。

3.小组竞赛，背诵古诗《春日》。

六、 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1.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我们回顾了本单元的课文内容，



学习了更多的写作方法，还背诵了《春日》，希望同学们在
以后的习作中，能大胆运用本节课所学--巧用描写、巧用修
辞、巧用标点符号、巧用表达方式，这些方法技巧。同时，
也能引用古诗《春日》，来给我们的文章增添色彩。

2.布置作业：把本节课自己喜欢的片段，整理到阅读笔记本
上，多读几遍，学会多积累、巧运用。

七、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1.课前布置学生主动预习，查阅诗人朱熹的相关资料，了解
《春日》的写作背景，有利于课堂中的理解与背诵。

2.运用《春光美》音频导入新课，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有助于学生对园地内容的理解。

3.通过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
教学时，让学生充分读自己喜欢的片段，并谈出喜欢的理由，
充分唤起学生的想象，激发了学习兴趣，从而达到保持学生
注意力，掌握园地内容的目的。

4.运用微课助学，让学生在欣赏春光美的同时，理解背诵古
诗。感受春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体会朱熹对春天的赞美
和热爱之情。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四

教学目标：

１、能正确地看拼音写词语，能根据意思写出词语，进一步
理解和积累本单元的词语。



２、训练正确地进行多种病因修改；体会排比、比喻、拟人
句子的作用，积累佳句，有余力的模仿样句写句子。

３、读懂短文，积累好词佳句，划准中心句，能将课文语言
内化为自己语言并进行说明。

教学重点：

完成第１、２、４、５（１）（２）题，继续理解积累好词
佳句。

教学难点：

准确修改病句，归纳说理。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指导并完成１——３题，掌握积累好词语的知识要求。

教学过程

一、揭题，讲清目标

进一步落实本单元“积累好词语”的训练要求，理解积累本
单元更多的词语。

二、看拼音写汉字

１、学生独立做，指名板演

２、反馈订正

三、根据意思写词语



１、完成书中练习中的４个词

２、补充下列解释：

1）青绿色的水波一起一伏地动。（）

2）招引朋友、同伴。（）

四、照样子写词语。

家家户户aabb：

活动活动abab：

闪闪亮aab：

金亮亮abb：

五、修改病句。

1、小黑板出示：

缺主语病句修改

1）从这件小事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育。

2）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读了《一件小事》使我提高了认识。

搭配不当的病句修改

1）联欢会上的音乐歌舞真好听。

2）天黑了，风雨越刮越猛。



3）小河两岸荡着醉人的桂花香。

4）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现的。

5）造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6）《养花》的作者是老舍写的。

关联词语使用错位的病句修改

7）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8）即使你是天才，却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培养。

9）尽管刮风下雨，民警总是站在马路上，指挥来往的车辆。

2、出示题目——各自阅读思考试改——四人小组议论，找出
一类病因及修改办法——个人修改订正。

2、独立完成作业本上第3题，修改病句。

3、交流讲评：说病因，讲修改办法及修改病句的结果。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１、指导完成4——4题。

２、积累佳句，划出中心句，进行说理训练。

教学过程

一、单元听写



二、读下面的句子，体会句子的写法。

1、比较下列句子的异同：

1）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2）春风吹拂着你。

3）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
趟儿。

4）桃树、杏树、梨树都开满了花。

两组句子的一、二句，句子意思都一样，但都是第一句生动，
读起来感到亲切。把春风比作慈爱的母亲的手，那多亲切。
把书上开满了花，写成花儿像人一样，赶趟儿的争相开放，
又生动又有意思。

自由读思考——同桌议论——全班交流——齐读课文中样句。

2、比较下面的句子与课文第四大段的异同。

春天是美丽的，充满着活力。你看春天万物苏醒，小草泛青，
花儿开放。春天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积极向前的力量。

相同：思想内容一致。

不同：课本中春天像娃娃，像小姑娘，像健壮的青年，很生
动很形象，也很容易懂，句子写得很美。课文中第四段读起
来有劲，越读越想读。

自读——互议——交流——齐读——小结

（教师简略讲述比喻、拟人、排比的修辞句式）



三、阅读短文

１、阅读短文，在文中划出“惊叹不已”、“前俯后
仰”、“津津有味”、“悠闲自得”的句子，联系上下文说
说词语的意思。

２、第二次阅读，划出中心句，校对说理。

３、指名读短文，思考第3小题。

出示说话训练的借用句式和词汇：

之所以……是因为……既……又……只有……才……

自由说——指名说——评议学说

四、课堂练习

完成课堂作业本

五、补充练习

2、模仿第4题写句子：

1）夏天的太阳像。

2）西北风像。

3）满天的星星。

4）当烈日炎炎的时候，树木为我们；当我们；当工厂喧嚣的
噪音向城市袭来时，树木为我们，绿叶你真是。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五

《画蛇添足》讲的是楚国的一个人画完蛇身上加上足的故事，
告诫人们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做多余的不恰当的事。

本班共15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6人。学习态度：全班大部
分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目的明确，上课专心听讲，遇到
不懂的问题能主动问老师，只有个别同学思想上不够积极。
双基情况：全班大多数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比较牢固，回答问
题比较准确，能背诵、默写规定的内容。反应快，上课回答
问题积极。自学能力强，遇到不懂的字词能查字典理解，有
几个学生基础比较差些。

讲授法、演示法、谈话法、练习法。

1、理解《画蛇添足》故事；

2、懂得寓言的道理；

3、举出一些画蛇添足的事例。

懂得寓言的道理。

多媒体动画课件、放大课文、表演用的笔、酒壶。

祖宗 赏给 仆人 没意思 提议 咕咚咕咚 一转眼

（一）寓言表演导入新课

（二）学习第一自然段

1、读第一自然段，思考：仆人们见酒太少，提议怎么办？

2、出示第一自然段，交流：“都说：要是每人尝一小口，那
才没意思呢，还不如让一个人喝个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



呢？”

（三）学习二、三自然段，分组交流

1、出示第二自然段，思考：有个人画得怎么样？（很快）

从哪个词语能看出这个人画得很快？（一转眼）

2、最先画好蛇的人见别人没有画好，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又
是怎么做的？

出示句子：他抬头一看，别人都没有画好，就想：“我给蛇

添上四只脚吧。”他左手拿起酒壶，右手拿着树枝，给蛇画
起脚来。

3、在他给蛇添足时，另一个人怎么样？（也把蛇画好了）完
成板书：画蛇。

4、思考：最先画好蛇的那个人有没有喝到酒？谁最后喝到了
酒？从哪些句子看出？出示第三自然段。完成板书：失酒、
喝酒。

5、思考：为什么最先画好蛇的人没喝到酒？

出示句子，重点讲解：“蛇是没有脚的，你干吗要画上脚呢？

第一个画好蛇的是我，不是你啦！”明确：给蛇添上脚就不
是蛇了。他给蛇添上脚是不恰当的。完成板书：不恰当。

6、再比较：最先画好蛇的人给蛇添上脚，没能喝到酒，而另
一个人画完蛇，没给蛇添足，并结合板书，完成板书。（多
此一举）

引出寓意：蛇本来就没有脚，“添”上脚就不是蛇了，所以



那个人并没有画成蛇。假设他不给蛇添足会怎样，（喝到
酒），而这一“添”反而画得慢了，也不像了，因此这
一“添”完全是多此一举，（完成板书：多此一举）

这个寓言告诉大家事情做好就行了，不要再去做多余的不恰
当的事。由此而来的成语“画蛇添足”，就是比喻做了多余
的事反而不恰当。

1、结合课后练习中的句子讲“画蛇添足”。

2、在我们平时生活学习中，我们常会碰到一些画蛇添足的事，
分组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哪些事属于“画蛇添足”的事。

3、分组汇报结果，并评点。

4、出示相关句子，让学生选择哪些属于“画蛇添足”，并说
明理由。

（1）在超市买了块咸肉，回家后，又在咸肉上酒了许多盐，
结果太咸了没法吃。（ ）

（2）天真冷，小明又加了件衣服。（ ）

（3）长裤外面再套上裙子。（ ）

（4）青菜炒得太淡了，我又加了些盐。（ ）

（5）衣服没洗干净就晾了起来，发现后再洗一遍。（ ）

（6）作文题目是《春天》，有个同学写好后，觉得内容不够
充实，又加了些描写冬天雪景的句子。（ ）

（7）值日生把教室地面已经拖得很干净了，但班长还是觉得
不够干净，就把教室泼满了水。（ ）



角色分配

那家人：老师；画蛇添足的人：学生张志佳；夺酒喝的人：
学生刘科鑫；

其它画画的人：曾令玉、钟凌云；

仆人们：黄孝敏、何丽芳。

师小结：张志佳同学表演得十分到位，能够把那个自作聪明
的人的骄傲又愚蠢的样子表演得惟妙惟肖，其它同学也表演
得很不错，看来你们真正理解了课文内容！

（多此一举）

有个人

画蛇添足

失酒

画蛇喝酒

（不恰当）

另一个人

画蛇

喝酒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六

教学目标：



1、能够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维也纳这座音乐都市的
人们，酷爱音乐的词句，感受维也纳浓厚的音乐氛围，初步
培养学生热爱音乐的情怀。

2、体会维也纳的特点，理解为什么称维也纳为音乐之都、

教学重难点：

能够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文中描写维也纳这座音乐古城的人
们酷爱音乐的词句，初步培养学生热爱古典音乐的情怀，感
受维也纳浓厚的音乐氛围。

教具准备：

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言：

二、新课

（一）、分析第一自然段

1、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我们一起分析第9课：音乐之都维也纳

2、指名朗读。

3、学生提出问题（一边提一边问）

a：维也纳在什么地方？

b景色怎样？

c：哪个词语用的好？



d：“风韵”是什么意思？

e：与“风采”“景色”相比为什么“风韵”更好？

f：本自然段写了什么？

（二）：维也纳景色美那这座古城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
来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名朗读。

2、提出问题

（1）、为什么说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摇篮？

（2）、哪一句是总起句？起什么作用？

（3）、课文中交代了有哪些音乐家在这里生活过？

（4）、有哪些词语用得好？

（5）本段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自学

1、用一二段的学习方法自学3、4、5、6自然段。

2、分段提出问题并解答。

（1）学习课文第三段自然段。

a、找出总起句。

b、为什么说维也纳是用音乐装饰的城市？



c、哪个词用的好？

d、用“装饰”造句。

e、归纳本段段义。

（2）、学习课文第四自然段。

a、找出课文的总起句。

b、为什么“天天离不开音乐”？

c、“飘溢回荡”为什么不用“飘扬回响”？

d、哪个词语用得好？用“几乎”造句？

e、引导学生归纳本段段义？

（3）第五段问题。

a、中心句是哪句话？

b、为什么被称为歌剧中心？

c、哪个词语用的好？

d、用“金光闪闪”造句。

e、归纳本段段义。

（4）学习课文第六段。

a、本段写了什么？



b、我国民族乐团哪年在这里演出？

c、说明了什么？

（四）、让学生齐读最后一段。

师概括总结文章最后自然段。

（五）、用导游的方式，再现课文主要内容。（出示有关维
也纳风景图片）

（六）、师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音乐之都维也纳，这只是地球上璀璨明珠
的一颗，有更多更美好的风光等待着我们去赏析，好好读书，
将来一定能身临其境去体会世界各地的美，丰富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七）作业

搜集有关世界名都资料。

板书设计：

音乐之都维也纳

古典音乐的摇篮

维音乐装饰的城市音

也天天离不开音乐乐

纳世界歌剧的中心之

举办一流音乐会都



部编版语文六年级教案业绩描述篇七

鲁宾孙漂流记一、教学目标：

1.通过阅读《鲁宾孙漂流记》，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渗透阅
读整本书的方法。

2.结合作品故事情节来理解人物形象。

3.启发引导学生在课外利用多种途径收集、整理学习资料，
了解外国名著。

4.巩固和丰富学生的积累，指导学生感悟、欣赏名著作品鲜
活的神韵，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名著的兴趣。

二、阅读准备：

学生带好《鲁宾孙漂流记》。

三、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揭示主题

2.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其中的一部名著，先请大家自读课文
《鲁宾孙漂流记》。

(二) 汇报了解，整体感知

1.书主要内容是什么?《鲁宾孙漂流记》主要写了哪些人物?

2、说说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情节。

3. 生交流，师适当引导个别学生介绍精彩故事的部分情节，
引起阅读兴趣。



(三)欣赏品味，交流体会

1.指导读精彩片段，抓题眼产生疑问读懂其中的人物和精彩
的情节。

2.交流精彩描写片段，体会原著的精彩。

3.激发学生读原著的兴趣。

4.指导朗读，体会人物特点，体会情节描写精彩的特点。

四、课后作业

1.课后继续阅读《鲁宾孙漂流记》，同学之间互相交流阅读
感受。

2.写写自己的读后感，评选优秀作文。

附学生的一篇读后感。

学会生存

——读《鲁宾孙漂流记》有感

六一班 熊吟清 指导老师 李朝晖

一个人，在荒岛上，从一无所有，到丰衣足食;一个人，被上
帝单独挑出来，在荒岛上生活了二十七年两个月零十九天之
多。这一切多似乎看似不可能，可却有一个人办到了，
他——就是鲁滨孙。

穿过汪洋，不要问舟船，要问毅力;勇攀高峰，不要问双手，
而要问意志;跑过峡谷，不要问双脚，而要问决心!

鲁滨孙之所以可以在荒岛上存活那麽久，不就是靠他的毅力



吗?

在生活中，只要我们多一点顽强，我们就能打造一片天空;在
生活中，只要我们多一些努力，我们也可以打造一片温馨家
园。

在“5·12”大地震中，只有乐观向上、勇敢镇定、刚毅坚强
的人活了下来，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去的信念、是自己
和亲人、朋友一起从鬼门关连拉带拽的回来了。他们用他们
的知识，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神话、传奇和一个个
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困难，要是都放弃的话，怎能活下去?所以，
我们要想鲁滨孙那样，面对困难去克服它，不慌张，沉着冷
静，勇敢镇定，这样才能在艰苦的环境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