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
册(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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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册篇一

1、把握文章脉络，理解文章主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并运用观察、感受、联想、思考的学习方法

3、感悟作者含蓄而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的思考

4、自我反思，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挫折，热爱生命，
珍惜时光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文章的层次结构和中心思想，揣摩
词语和重点语句的表现力

1、紫藤萝花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主旨的显现

2、理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以学生自主、合作、探究为主、采用分组讨论课堂讨论等方
法教学

1、让学生先自行预习，了解文章大意和写作背景

2、准备几幅紫藤萝花的挂画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展示大挂图紫藤萝，让学生具体感知

讨论并归纳文章共十一自然段分成三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六自然段

写作者偶见一树茂盛的紫藤萝

第二段：第七至第九自然段

写作者睹物释怀，心上的焦虑和悲痛化为精神的宁静和生的
喜悦。

第三段：第十至第十一自然段

写作者由此感悟到生命的永恒

让学生回答思考题

作者是从三个方面来写：

（2）形：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
终端。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
朵接着一朵。

（3）态：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在和阳光相
互挑逗，彼此推着挤着。

作者先写每一穗花，再写每一多花。先写花趣的色彩，“每
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
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最后写花的香
味，“淡淡的花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
地笼罩着我。”



（4）朗读课文，分组分段朗读课文，看看哪个小组最能将课
文中的所表现感情朗读出来。

（5）课后作业

完成“研讨与练习”二

第二课时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紫藤萝瀑布》的文章大意，把握
了文章的脉络，体味了作者对紫藤萝的细腻描写，体验了作
者的情感，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来深入学习这篇课文，理解其
中的中心思想和感受作者的情感变化以及作者在欣赏紫藤萝
所获得的感悟。

（1）采用分读、齐读、重点读等多种方式朗读课文，对课文
主体内容再一次整体感知。布置思考题。

a、文章的第一段独句成段有什么作用？（回答要点：作者内
心的反应，全文的悬念伏笔）

b、文章的第二自然段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描绘紫藤萝的？其特
点是什么？（要点：花形，特点是“像一条瀑布”）

c、第三至第七自然段主要从哪些方面描写紫藤萝的？如何理
解作者在此段落中由花的热闹写到了自己的精神的写作思路？
（要点：花色，花色的热闹引起作者内心的焦虑与悲痛，怀
念弟弟）

d、文章的第八、九自然段呢？又是从哪些方面描绘紫藤萝的？
有何特征？其中作者为什么要提到紫藤萝的被毁和重生，其
目的是什么？（要点：花香，承上启下）

在组内交流的基础上筛选具有共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再进行小



组之间交流。出现不同意见的进行全班同学讨论，并给予点
拔和指导。引导学生把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小组讨论的问题

a、紫藤萝有过怎样的变迁？作者为什么会对紫藤萝产生这样
浓厚的感情？（十年前家门外的紫藤萝被拆毁了，过了很多
年后，紫藤萝花又盛开了，作者触景生情，思想波动）

b、作者的感情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第二小组讨论的问题

c、联系作者的情感变化，试谈谈紫藤萝的象征意义。（紫藤
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毁掉，再到现在繁花似锦，正是十
几年来整个国家命运的写照和象征）

d、赏析语段中精美的语句的用法，体会作者由紫藤萝瀑布引
发对生命的感悟。（让学生自由发挥，再给予点评）

第三小组讨论的问题

e、怎样理解“花与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
是无止境的？”（遇到不幸时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
美好和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要面对新的生活，振
奋精神，投身伟大的事业）

f、总本文最后一段有什么深刻含义，与文章第一段有什么关
系？（感悟生命的永恒，照应第一自然段）

第四小组讨论的问题

g、 总结归纳文中的中心思想（本文写作者遇见一树盛开的紫
藤萝花，睹物释怀，心中的失弟悲痛焦虑化为精神的宁静，



感悟生命是永恒的，赞美了生命的顽强和美好）

（3）开放性思考和讨论（言之有理即可）

学生在对文章整体感悟后，在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后，通过
看花、忆花、思花三部份内容赏析，让学生对生命对人生有
了新的感悟。

a、课文中哪些句子能引起你的共鸣？谈谈体会。

b、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人生的挫折，并让
谈谈自己对生命对人生的思考。

（4）课堂总结

紫藤萝瀑布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的画卷：紫藤萝不与群芳争，
独自开在花谢时，踏春无人恋，蜂蝶亦不顾，而它们却尽情
地展示着自己的生命，骄傲自信地为自己美丽的生命而欢腾
嬉闹。然而回首十年，心中的“焦虑和悲痛”又会令人感受
到一种沉重，一种悲哀。仔细品位这篇短，使人幡然悟到，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珍惜生活，珍爱生命，正如宗璞
所说“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每个人都应当像紫藤萝的
花朵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生到生命的长河中去，让生命更
加绚丽多彩。

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册篇二

1、学会计议论性的或包含议论性成份的文章，能从中明事理、
长辩才。

2、学会拟写讲演稿，并锻炼自已的演讲、发言能力。

3、通过辩论会，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活动范例

一、读、写、说互动

本单元都是议论性或包含议论性成份的文章，讲述了几口才
极棒的人的`故事，读罢能使人明事理、长辩才。

邹忌、曹刿、唐且、晏子，都善于辞令。道理本来是抽象的，
但他们善于具体地陈诉利害得失，使对方易于接受。之所以
有这样的效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说得富有“理趣”。

举例：·······

本单元文章中，你最喜欢哪一篇？谁说得最有趣、最让人心
悦诚服？在小组中说给大家听听。

二、“庄子—惠子杯”最佳辩手大赛

“理趣”之渊源，可追溯到庄子下惠子的一场论辩。

小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道理都有反方向引申的可能。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有一道理的，“失败非成功之母”也
有一定的道理。愚公移山，就其毅力来说，是有道理的，就
其可行性来说，则不如把家搬到山外。一切论题目都是可以
分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向反面转化，人定胜天，慢工
出细活、熟能生巧、知足常乐、开卷有益等，莫不如此。

三、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定一篇演讲稿。
再分成“正方”“反方”进行辩论，选出最佳辩手若干名，
授予“庄子——惠子杯”

提示：“庄子——惠子杯获奖参考标准：

1、对辩题理解较准确，注意到了“更”的念意。



2、观点鲜明，有理有据。

3、有新鲜、生动、有趣的事例。

4、能迅速抓住对方弱点，进行机智的反驳。

活动方法

1、阅读邹忌、邹忌、曹刿、唐且、晏子，都善于辞令的人的
文章，从中发现他们的“理趣”，并使读、写、说互动。

2、举行“庄子—惠子杯”最佳辩手大赛

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定一篇演讲稿。并进
行辩论。

活动课时

三课时

活动内容

在班级内举行一场辩论会

1、从班内选出八名选手，四名为正方，四名为反方。

2、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正方主题为“逆境
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反方主题为“逆境更不利于人的成
长”。

3、从正方反方中选项出最佳辩手两名，授予奖励。

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册篇三

综合实践活动是密切学生与生活的联系，推进学生对自然、



社会和自我在内联系的整体认识与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的个性品质。
因此必须以素质教育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的有
关要求，结合学校发展的特色要求，以综合为特征，以实践
为核心，以活动为载体，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
点，深化素质教育，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为此，每位综合实践课老师要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更新教
学观念为重点，实现传统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过渡，努力打破
学校的封闭性，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生活和学科知识，
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动手动脑的生活实践、社会实践、
科学实践活动，加强与现实社会的沟通和联系，让学生及时
了解时代的最新信息，紧跟科技迅速发展的步伐，使他们在
情感态度、综合知识、实践能力、学会学习等方面得到较大
较快的发展，增强学生的探索与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和创新精神。

1、通过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态度
和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兴趣。

2、了解信息技术、劳动技术、探究法的一些常识。

3、使学生具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交往协作能力、观察分
析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
力。

4、初步掌握参与社会实践与调查的方法、信息资料的搜集、
分析与处理的方法和研究探索、实验实证的方法。

5、获得亲身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的经验，塑
造完善人格，初步养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
品质，形成对自然的。关爱和对社会、对自我的情感。



6、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主体性判断以
及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1、构建出“以研究性学习为核心，以信息技术教育为补充与
拓展，以劳动与技术教育与社会实践为主要活动形式”的小
学综合实践活动基本模式。

2、充分利用区域内开辟的综合实践活动基地，积极开发综合
实践活动资源，为学生提供综合实践活动的舞台。

3、提供若干综合实践活动备选主题，每位综合实践老师可在
其中挑选一个主题或自选主题进行研究。

4、将综合实践活动与开发校本资源、社区资源结合起来，也
要与学校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办出学校特色。

5、本学期的综合实践活动要与学科课程一样对待，制定每个
班级活动的计划，包括长线活动和短线活动，且每一堂课都
有一个相应的教案。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研究性学习、劳
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

基于对这门课程要求的思考和课程对三方面内容的规定，课
程实施初步安排如下：

3——6年级：

周课时：2课时

形式：主题活动、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小型课题研究为主。

活动侧重：留心周围的一切，善于观察与思考，从生活中产
生问题，转化成课题，让学生自己动手采集信息，处理信息，
参加社会实践，解决问题。 具体内容：尝试以研究性学习为



重点的综合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合作精神，培养搜集信
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

1、学生自行搞好个人卫生，学会照顾自己，做到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2、学会使用常用的工具，遇到紧急事情会打求助电话。

3、参加地方服务，定期为环保做力所能及的事，并能做好宣
传工作，树立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4、观察周围的社会，从生活中寻找疑问，产生问题，作为研
究课题。

5、通过多种方式搜集信息，尝试与小伙伴合作处理信息，解
决问题。

在这个阶段，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自主的、合作的研
究活动，从搜集信息到处理信息，最后分析信息，解决问题，
掌握了方法，增强了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了知识、
情感、态度、意志品质上都得到了培养。根据上级指示，本
学期本校3至6年级活动主题如下：

三年级：“认识自我”

活动建议：

活动一：我的名字的由来

活动二：认识我自己（我的优缺点）

活动三：展望未来的我

四年级：我爱我家



活动建议：

活动一：我的家庭成员

活动二：我的父母

活动三：我的小天地（布置我的小居室）

活动四：我的成长足迹（制作我家庭相册）

五年级：我可爱的校园

了解学校的历史（如什么时候建校，当时学校的规模，历任
校长、师资变化等），学校历年所获得的荣誉，学校未来的
发展展望等。通过这些探究，感悟学校的变化。

六年级：我的家乡

活动分二个阶段进行，建议：

活动一：家乡的昨天

了解家乡原来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经济
状况、医疗等情况

活动二：家乡的今天

了解家乡的现状，家乡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生活的变化，
文化生活、经济

状况、医疗设施等变化。

活动三：家乡的展望

了解家乡未来发展规划。



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册篇四

教学目标：

1、培养小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参与、合作的意识，养成良
好的听说态度和语言习惯。

2、让学生亲身体验成功的喜悦，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良好的
个性品质。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引入正题

师：小朋友，你们谁家有电话呢?请举手。

生举手。

二、初步了解打电话的知识

1、师：谁打过电话?请说说你是怎么打电话的好吗?下面请打
过电话的小朋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注意听。

指名生答，教师适时规范学生用语。

2、师：谁还能说一说?

指名生答……

3、师小结：刚才，小朋友们说得很好。那么，打电话应注意
什么呢?请你们认真听讲。请小朋友记住，通话时要热情大方，
用礼貌语言，并且语言要简洁明了。讲话时要面带微笑，声
音不要过高。不要忘了开头要问好，结束了应说再见。

三、创设情景、模拟表演，尝试成功的喜悦



1、师：小朋友，打电话时注意的问题，你们记住了吗?

生齐答。

2、师：好，下面我们来玩打电话的游戏。

指名生表演。

师适时点拨、引导、点评。

人教版六年级综合实践教案全册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扮演医生、护士等角色，帮助学生了解医护人员的辛
勤劳动，从而唤起学生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2、通过扮演小患者角色，帮助学生养成在公共场所使用文明
用语的习惯。初步了解患者看病的顺序。增加社会生活小常
识。

学生全面、公正、客观地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况

认识到每个人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服务

一、导入。

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背景资料，引出学生发现“医院看病是
怎样的顺序”。

二、活动过程。

1、想一想。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开个小小医院应该做哪些准备?”教师要



给予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收
集来的信息回答问题。

2、玩一玩。

进行体验于实践。设计下面几种情况：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得非常好，为抢救患者赢得了时间……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不默契，为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医护人员态度和蔼、配合默契，但患者却在诊室大喊大
叫……

医护人员态度生硬，患者、陪者小心回答着各种问题……

对于以上的各种表演情况，教师要给予充分肯定，因为这些
情况在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
些问题，对于表演非常好的组及时表扬和鼓励。

3、议一议。

针对学生表演的几种情况，引导他们进行分析、反思于交流，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医患之间的关系。

三、活动评价。

在评价时要特别关注学生的活动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
造性上。学生还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发表看法。

四、活动延伸。

在课下进行，学生可以向周围的人去了解医护人员是怎样工
作的，然后进行汇报、交流，并试着练习用体温表测体温。
练习用体温表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