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通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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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科学探究目标：1、能用放大镜等工具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
并用图和文字进行记录。

2、能分析出某一种植物的典型特点或特征(包括形状、颜色、
气味等)。

3、能够归纳出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共同特征。

4、能根据植物的不同点，采用一定的标准，对植物进行分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1、能与其他同学交流，找出比较合
理的分类方法。

科学知识目标：1、能通过观察，发现一些植物的主要特征。

2、能举例说出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特点。

3、能感受到地球上的植物种类很丰富。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地球上的第个角落都有生命的踪迹。它们有的高耸入去，有
的体不盈尺;有的剽悍凶猛，有的柔弱温顺;有的重达数百吨，
有的小到用肉眼难以发现……生命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让我
们一起来认识各种各样的生物吧!

首先我们先说说植物，在地球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有
些植物覆盖在陆地表面，有些生活在海洋、湖泊、河流和池
塘中。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知道的植物大约有30万种。今天
我们就研究十分普通的植物——小草和大树。

二、新授

1、比较小草和树

(1)让学生分别列举自己见过的一些小草和大树的名称，谈谈
自己是怎样区分大树和小草的。

(2)带领学生在学校内或学校附近观察认识的小草(蟋蟀草、
狗尾草、芦苇……)和大树(桃树、杨树、梧桐树……)，并及
时记录它们的特征。收集一些小草带回教室。

(3)分小组交流自己的记录，并且概括小草的相同特点和大树
的共同特点。

(4)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第4页的内容，了解植物可以根据茎的
特点分为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

(5)看第4页的插图，说说图中的植物哪些属于草本植物?哪些
属于木本植物?重点指导香蕉这种植物的分类。

(6)列举日常生活中常见植物(花生、玉米、高粱、柏树、槐
树、爬山虎、榆树……)，让学生分类。并相机纠正植株很小



的植物一定都是草本植物，高大的植物一定都是木本植物的
错误观点。

2、给植物分类

(1)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各种各样的植物，需要根据植物的
特征，对植物进行分类。下面也让我们制定标准，给第5页插
图中的植物分类吧!

(2)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些植物，再仔细观察它们的特征。给
它们分类。

(3)小组合作学习，按一定的标准给图中植物分类。并将本组
的植物分类标准和结果记录在书中的表上。

(4)全班交流，并分析全班找出的分类方法，通过比较，推选
了出最科学的分类方法并说出理由。

(5)观察不开花植物，拓展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感受植物世界
的丰富多彩。

三、布置作业

收集当地的植物，并通过书本、上网搜集植物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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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认读“纽约、卢浮宫、交涉、肖像、抿唇、恬静、矜持、
沐浴、衬托、璀璨”等10个词语;积累“有朝一日、大样彼岸、
耐人寻味、难以捉摸、转瞬即逝、永不磨灭”等成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图文对照，抓住重点词句感受世界名画



《蒙娜丽莎》的魅力受到美的熏陶。(重点)

3、学习作者把看到的和想象到的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写作方
法。(难点)

教学准备： ppt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创设情境(3分钟)

二、阅读学案，明确目标(1分钟)

三、依据学案，自学课文(23分钟)

(一)【诗歌诵读】(15分钟)

1. 要求学生用多种方式自独、互读课文，将课文读准确，读
流利，读出感情。

2. 指导朗读语气，相机纠正读音，指导学生理解词语。

(二)【质疑探究】

【活动一】课文按什么顺序叙述，主要内容是什么?

【活动二】再读课文，说说这幅名画的魅力在哪里?

【活动三】尝试当小小解说员或制作资料卡向小组同学介绍
这幅名画。

四、组织交流，规范指导(7分钟)

五、学情检测，反馈纠正(5分钟)



六、学习小结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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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小河、钓鱼：烈日当空垂柳鸣蝉满头大汗清澈见底喜
出望外

“根”的成语：根深本固浇树浇根根深叶茂叶落归根

5、城市繁华：大街小巷人头攒动风驰电掣车水马龙华灯初上
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巧夺天工

8、勤奋学习：学海无涯书山有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孜孜以求
全力以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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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夺魁魁梧坚贞不屈帐篷蓬乱马棚枝丫柘树摧毁、催促、丧
失、屈服、

毁灭、苍翠挺拔、富有弹性完好无损：完，完整。损，损坏。
漫天飞舞：漫，到处

2、本课讲述了加拿大魁北克山谷中一个奇异的自然现象(西
坡长满杂树而东坡仅有雪松)，启发人们“有时弯曲不是屈服
和毁灭，而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发展”。因此在逆境和压力
面前，我们既要敢于抗争，也要学会退让，以退为进。(道
理)

3、山谷中的谜：一个奇异的自然现象：西坡长满杂树而东坡
仅有雪松

山谷中的谜底：东坡雪大，其他那些树，因为没有雪松这个
本领，树枝都被积雪压断了，……也都存活了下来。



雪松的本领：当雪积到一定程度时，……不论雪下得多大，
雪松始终完好无损。

启示：对于外界的压力，……而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发展。

4、理解“就这样反复地积，反复地弯，反复地落，反复地
弹……不论……始终……”

“反复地积”说明暴雪之大;“反复地弯”说明雪松承受的压
力之大，和在承受的同时适当让的策略;“反复地落”表
明“退让”策略的成功;“反复地弹”说明雪松有不屈不挠的
精神;“不论……始终……”反映了雪松与风雪抗争的艰辛，
但它是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由此想到的诗句：大雪压青
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5、对于外界的压力，……以求反弹的机会。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逆境和压力面前，既要敢于抗争，也要学会退让，以退为
进，一样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7、由此想到的忍让的名言：大丈夫能屈能伸。小不忍则乱大
谋。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

8、含有“弯曲”(忍让)的成语：能屈能伸、以退为进、卧薪
尝胆、忍辱负重、刚柔并济

9、仿写生活是一杯酒，散发着迷人的醇香生活是一首交响乐，
演奏着高低起伏的乐章

生活是一本书，编织着动人的诗篇生活是一杯茶，飘散着清
新的气息。



10、你还知道哪些自然之谜：恐龙灭绝之谜、宇宙是如何诞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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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语解释

气喘吁吁：吁吁，形容出气声。炯炯有神：炯炯，形容眼睛
明亮。

望而却步：却，停止，后退。半途而返：返，回。半途而废：
废，停止。颇有节奏：颇，很。

二、理解课文

1、《天游峰的扫路人》从题目中的“天游峰”你预测到天游
峰一定很高，在这座山上的人就好像在天上游览;“扫路人”
可猜测本文主要是写扫路的人。

这篇散文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我”登天游峰时的所见、所
闻、所感，刻画了一位质朴而充满自信的老人形象，表达
了“我”对老人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自信乐观、豁达开朗
的生活态度的赞美。

2、这篇课文最大的特色是运用了反衬的手法。首先，作者运
用2、7两个自然段对天游峰进行了描写，作者通过形象的比
喻、具体的数据写出了天游峰“高”“险”的特点，以此来
反衬扫路人自强不息，自信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次，作者还写
了游人们爬天游峰的表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心态：望
而却步，半途而返，一来烘托山的高与险，二来与老人的表
现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老人的不畏艰险，自信豁达的精
神。

3、文中有两处描写老人外貌的句子，一处重在写着装，一处



重在写容貌，写出了老人：朴实善良、有精气神的特点。(这
是给读者的初步印象。)

小结：我们在对人物品质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抓住他的外
貌、动作、语言、表情、神态、心理活动等正面描写，也可
以关注环境、其他人的言行等侧面描写来分析，以此来感受
他的真正的内心世界。

4、这充满自信、豁达开朗的笑声，一直伴随我回到住地。我
的理解是：这位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心底里佩
服他，他的自信乐观、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
我，使我终生难忘。

5、扫路人形象：朴实热情、自信乐观、豁达开朗、自强不息
充满自信热爱生活

6、你觉得老人每天这么干活真的像他说的“不累”吗?老人
为什么说不累?

当然不会不累，老人干活很累。老人说不累，是因为他很乐
观，懂得在忙碌辛苦中看到生活中的好风景，老人对生活充
满热爱，充满希望，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7、《天游峰的扫路人》告诉我们：生活中要像老人那样，做
一个乐观自信、豁然开朗、热爱生活的人。

8、第7小节“顶天立地”写出天游峰的高险;“层层叠
叠”’“一千八百多级”表现出天游峰石级多，攀登难;从”
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可以看出游客攀登难和累;从“望
而却步”“半途而返”可以看出游客的畏难情绪;从“不禁倒
抽了一口气”可以看出老人辛苦的程度让作者很吃惊，这些
词语都反衬出老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

9、小结：至今，我们已游览了源远流长、雄伟壮丽的长江，



美妙绝伦、富有诗意的三亚落日，波澜壮阔、景观独特的烟
台的海，神奇美丽、别有洞天的双龙洞，高耸入云、令人望
而生畏的武夷山天游峰。你登上天游峰后会想到的诗句：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三、积累：

1、山高的词语：高不可攀、高耸入云、崇山峻岭、巍然屹立、
顶天立地

2、形容害怕的成语：望而却步、半途而返、心惊胆战、望而
生畏、毛骨悚然、惊慌失色

3、形容累的成语：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汗流浃背、筋疲力
尽、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4、写人外貌的成语：炯炯有神、慈眉善目、眉清目秀、唇红
齿白、明眸皓齿、其貌不扬

5、熟背第2、7、8小节。

6、有关自信乐观的名言：

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难过，
不要忧伤。

在愁苦的日子里心平气和。相信吧，幸福的一天终究会来临。
——普希金

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萧伯
纳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



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停留。—冰心愁云过眼散如烟，
我性从来便乐天。

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电子课本篇六

教学建议：

(一)多管齐下，理解含义。

1.反复朗读，理清文意。让学生在充分练读的基础上，选读
一小节参加班级的“朗读擂台赛”。学生在琅琅的读书中，
注于目，出于口，闻于耳，记于心。

2.小组合作，探究文意。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引导学生把
已经理解的句子和小组中的伙伴共享，把不懂的提出来和大
家探讨，这样可使学生之间有机会相互帮助，既能获得同伴
的创新信息，又可促使多方位互动，培养合作意识和能力。

3.大组交流，领悟真理。这一环节采取“小组对抗赛”的形
式，全班同学分四组展开比赛，每次一组选一人解释一句格
言的含义，正确的话就为小组加5分，如果能举一个例子说明
名言的含义就加10分。

(二)可以联系其他的古今贤文。

古今贤文(合作篇)

人心齐，泰山移。独脚难行，孤掌难鸣。水涨船高，柴多火
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块砖头砌不成墙，一根木
头盖不成房。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竹竿
容易弯，三根麻绳难扯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

知已知彼，将心比心。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美不



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君
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酒肉亲。豆角开花藤牵藤，朋友相
处心连心。

古今贤文(劝学篇)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若使年华虚度过，到老
空留后悔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冰生于水而寒于水，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身怕不动，脑怕不用。手越用越巧，脑越用越灵。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三心二意，一事无成。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师
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熟能生巧，业精于勤。

古今贤文(读书篇)

欲知天下事，须读古今书。学了就用处处行，光学不用等于
零。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读书全在自用心，老师不过引路人。

好曲不厌百回唱，好书不厌百回读。读书贵能疑，疑能得教
益。默读便于思索，朗读便于记忆。初读好书如获良友;重读
好书如逢故知。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

古今贤文(环保篇)

环保环境，人人有责。树木成阴，空气清新。绿了大地，润
了人心。功在当代，造福子孙。山上树木光，山下走泥浆。
治山治水不栽树，有土有水保不住。植树造林镇风沙，遍地
都是好庄稼。

古今贤文(志向篇)

山立在地上，人立在志上。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鸟要
紧的是



翅膀，人要紧的是理想。胸无理想，枉活一世。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虎瘦友心在，人穷志不穷。立下凌云志，敢
去摘星星。有志周行天下，无志寸步难行。天下无难事，只
要肯攀登。

年怕中秋月怕半，男儿立志在少年。般大不怕浪高，志大不
怕艰险。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闯不过的险滩。见异思迁，
土堆难翻;专心致志，高峰能攀。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
立长志。实践是实现理想的阶梯，知识是实现理想的翅膀。
不学杨柳随风摆，要学青松立山冈。

作业布置：

摘抄名言，进行课外拓展。

教学【口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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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第一部分。

(1)学生读题，问：这句俗话是什么意思?

(2)学生根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来回答。

(3)这句话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多不多?(使用广泛)

(4)小结：像这样的句子叫俗语，它是为群众所喜爱并广泛使
用的语句，有着具体的含义。

2.教学第二部分。

(1)生读五个俗语，听说过吗?看看各自讲了什么意思?



(2)指名说说意思。

(3)教师适当补充。作小结。

3.教学第三部分。

(1)本地也有俗语，请同学回忆生活中知道的当地俗语。(交
流、讨论)

(2)指名说一说，评议。

(3)拓展：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注意发现和搜集俗语。把语文学
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养成时时学、处处学的好习惯。

二、教学第二题。

1.诵读词语，指导读准字音。

2.讨论每条词语的大概意思。

3.生练说这些词语的意思。(明白这些都是和中国传统戏剧有
关的词语。)

4.读讲词语故事，引导学生学习分类积累词语。

5.学生练习背诵。

三、教学第三题。

1.读题，明确要求。

2.指明这段话选自《姥姥的剪纸》。

3.指导观察书写格式，指名说说书写时哪些字需要特别注意
的?提醒学生注意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



4.练习描红，及时小结。注意行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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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写人的神态：

2、描写人的行动：

3、含有数字的：

4、含有反义词的：

5、含有近义词的：

6、含有动物名称的：

7、源自于寓言故事的：刻舟求剑叶公好龙守株待兔亡羊补牢
惊弓之鸟

8、源自于历史故事的：程门立雪班门弄斧兵不厌诈三顾茅庐
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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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背诵、默写、解释这两首词。

2、《如梦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作。词人回忆了一次愉
快的郊游情景，因酒醉在归途中误入藕花深处，把栖息的水
鸟都吓飞了。这首词写出了词人郊游时的愉悦，表达了她对
生活的热爱。

3《如梦令》中“醉”表明词人心情愉快，是开怀畅饮的结果。
“不知归路”的原因可能是“日暮”和词人“醉”了，也可
能是词人兴致很高，流连忘返。两个“争渡”表现了词人急



于从荷花丛中找到正确的路径的心情。

4、《渔歌子》是唐代词人张志和的作品，张志和，号“烟波
钓徒”。词中了描绘春天秀丽的水乡风光，塑造了一位悠闲
自得的渔翁形象，赞美了渔家的生活情趣，抒发了作者对大
自然的热爱和对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

5、《渔歌子》中张志和说“斜风细雨不须归”，表面看“不
须归”的原因是雨小，鱼肥，穿了蓑衣，戴了斗笠，渔翁已
经陶醉在春天的美景中了，实际是“不想归”，原因是不愿
再涉足朝廷的风浪.透露出词人淡泊之情和对大自然的喜爱。

6、《如梦令》和《渔歌子》都是词牌，我知道的词牌还有：
清平乐、忆江南、水调歌头、沁园春、西江月。

4、兴尽：兴，兴致。尽了兴致，游兴得到满足。不须：不必，
不一定要。

日暮：夕阳西下沉醉：大醉藕花：荷花

5、拓展：

(1)与荷花有关的诗句(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垂钓的诗句：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

(3)春天的风、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由“细雨”想到)



(4)《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
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
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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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课文内容填空(16分)

1.迎客松()，枝干遒劲，虽然()，却仍然郁郁苍苍，()。

2.富兰克林坚持做“风筝实验”，终于揭开了();谈迁面对()
的打击，毫不气馁，写出了《国榷》;李时珍经过二十几年的
不懈努力，写出了药学巨著()，这些事例都给予我们启示：
目标专一而不()，持之以恒而不()，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美
好的理想。(5分)

3.“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消失在蓝天的尽头。李白依然
伫立在江边，凝视着远方，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远
方。”这几句话用诗句来表示是，(，)。表达友情的诗句你
知道的还有：(，)。4.“林冲棒打洪教头”这个故事出自古
典小说《》。由这部小说你还想到的故事有()、()，联想到
的成语有()、()。

三、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一)推敲(片断)

贾岛就把自己写诗的事告诉了韩愈，并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韩愈也是一位著名
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
说:“还是用‘敲’字更好些。月夜访友，即使友人家门没有
闩，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明你是一个懂礼貌的人。再说，
用‘敲’字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响亮些。”贾
岛听了，连连点头。

后来，人们就把在写诗和作文时斟酌文字叫做“推敲”。

1.贾岛反复推敲《题李凝幽居》中的诗句是：

2.韩愈认为用“敲”字更好的理由：一是;二是

3.本学期我们还学过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