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 文
言文六年级语文教案(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篇一

教学目标：

1.围绕主题写一份调查报告。

2.让学生学会整理资料，得出结论。培养学生整理、归纳信
息的能力。

3.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热点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对资料进行整理，得出结论。

教学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1.以班为单位确定一个专题。如：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课外
读物、课程、网上活动。

2.对问卷调查的对象选择的范围要广，要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教学过程

1.回顾激趣。

2.汇报调查结果。

（1）选代表说自己调查的情况。

（2）教师相机指导。

3.对自己的调查进行总结。

从调查中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

4.了解调查报告

（1）什么是调查报告？（课件）

（2）调查报告的基本格式（标题，正文包括调查目的、调查
过程、调查结果、建议）

5.完成调查报告初稿

6.交流学习初稿

（1）学生组织互读

（2）学生评议

（3）全班交流

7.修改作文。

8.抄写习作。



板书设计：

调查报告

标题:关于xx的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

调查过程

正文:调查结果

建议

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篇二

1、背诵课文，默写。

2、知识点：

《两小儿辩日》选自《列子。汤问》，这个故事体现了两小
儿善于观察，说话有理有据以及孔子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
告诉我们看待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学无止境的道理。

3、注释

（1）字、词：

弈：下棋。通国：全国。诲：教导。

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

鸿鹄：天鹅。援：引，拉。俱：一起。

弗：不。矣：了。为：因为。其：他的，指后一个人。



文中几个“之”的意思

辩斗：辩论，争论。以：认为。去：离。

日中：正午。及：到。

沧沧凉凉：形容清凉的感觉。沧沧：寒冷的意思。

探汤：把手伸向热水里。意思是天气很热。汤：热水。

决：判断。孰：谁。汝：你。

（2）句子：

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译）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别人好吗？我说：不是这样
的。

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译）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人近一些，中午的时候离
人远一些。

孰为汝多知乎？

（译）谁说你的知识渊博呢？

（3）译文：

《学弈》

弈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他教导两个学生下棋，其中一个学
生非常专心，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学生虽然也在听弈秋
讲课，心里却一直想着天上有天鹅要飞过来，想要拉弓引箭



把它射下来。虽然他俩在一块儿学习，但是后一个学生不如
前一个学得好。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别人好吗？我说：
不是这样的。

《两小儿辩日》

有一天，孔子到东方游学，看到两个小孩为什么事情争辩不
已，便问是什么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人近一些，中午
的时候离人远一些。”

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人远些，而中午时要
近些。

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像车盖一样大，到了中午
却像个盘子，这不是远的时候看起来小而近的时候看起来大
的道理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有清凉的感觉，到了中
午却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感觉热而远的`
时候感觉凉的道理吗？”

孔子也不能判断是怎么回事。

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的知识渊博呢？

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篇三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谈话导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本单元的三首古
诗和三篇现代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文园地的内容。



请同学们先回忆一下本单元的三篇古诗和三篇现代文，想一
想：每篇课文的最后都有什么要求？（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
文，查看课后练习，并能用简洁的语言流畅地回答课后习题。
）

二、学习“交流平台”。

1、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你发现第四单元的课文在文章的开
头和结尾有哪些特点？

（学生自由交流，并推选出迅速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

《十六年前的回忆》的开头是直接点题（“离现在已经十六
年了”），结尾呼应开头（“妈，昨天是4月28日”）。

《为人民服务》的开头是直接点题（“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的”），结尾升华主题（“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金色的鱼钩》开头是交代事情的起因（“指导员派炊事班
长照顾我们”），文章是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写的，结尾起
到了呼应和升华标题的作用（“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
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2、表扬回答正确的同学，让学生交流如何写好开头和结尾。

3、如何写好文章中的开头和结尾，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
在这方面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请女生、男生分别读出开头和
结尾。

三、学习“词句段运用”。

（一）第一题。

1、细细品味诗句，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下面的诗句。



课件展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学生齐读后思考：诗句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诗人托“竹”
言自己正直、倔强的性格，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傲
风骨和品质。）

品味课本“词句段运用”中的其他诗句，先读一读，再和同
桌一起交流诗句的主要意思。

检查反馈，全班交流。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赞美墨梅不求人
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诗人借梅自喻，表达自己
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荷花凋谢，连那
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的菊花花枝还傲霜斗寒。
诗人苏轼借用“傲霜枝”来歌颂刘景文孤高傲世的高洁品格。
）

在本单元的课文中，还有不少值得细品的语句，找出来与周
围的同学交流、品味，说说这些语句的主要意思。

学生互相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二）第二题。

1、教师展示：“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
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

（作用：通过外貌描写可以看出父亲虽受尽敌人的折磨，但
依旧沉着、慈祥。“平静”说明李大钊经历残酷的折磨后依
旧坚强；“慈祥”充分体现了李大钊对亲人的爱。如果删去，



则不能很好地表现人物的品质，会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

2、教师展示：“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
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
着雨来的两个耳朵，向两边拉。”

（作用：通过外貌描写，扁鼻子军官凶神龌龊的丑陋形象展
现在我们面前，让读者由衷开始担心雨来的命运。删去，就
没有这个效果了。）

3、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
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
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

（这段话是对祥子的外貌描写，表现了他的健硕和无限的活
力。外貌描写能够很好地表明人物的特点。如果删去，就没
这种表达效果了。）

学生齐读这三段话，体会人物的外貌描写在刻画人物形象，
表现文章主题方面的作用。全班交流。

拓展练习。

学生从学过的课文中找出成功的外貌描写的段落。

一位学生描述另一个同学的外貌，其他同学猜一猜他说的是
谁。互相交流，教师点拨。

四、学习“日积月累”。

学生齐读“日积月累”的句子，注意读
准“栽”“柳”“逆”等的读音。

学生交流句子意思，明白这些句子都是名言警句。



第一个句子出自《增广贤文》。意思是：人们刻意用心去栽
培花朵不一定成活，而无意间插在土里的柳树苗却在不知不
觉中长成了一片绿荫。告诉我们有时刻意为之不能称心如意，
顺其自然反而比较容易成功。

第二个句子出自《孔子家语》。这句话是说良药多数是带苦
味的，但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
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
现在常用来说明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第三个句子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
止”是以树欲静，而风不休不止吹之为喻说明事与愿违，或
客观情况与主观愿望相悖。“子欲养而亲不待”则是叹人子
欲孝敬双亲时，其父母已亡故。

第四个句子出自《名贤集》。意思是在过富有的生活时要想
到以后可能会过贫穷的日子，不要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再来
回想以前的美好生活。在物资丰富时要考虑到缺乏时的日子，
不要到了缺乏时才后悔。意为应注意节约，不要浪费。

第五个句子出自《警世贤文》。意思是，所学知识只有到用
的时候才后悔自己懂得太少了，事情如果不亲身去经历就不
知道有多难。

（学生在交流句子意思时，只要大致说对就好。）

3、你还积累了哪些名言警句？全班交流。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结合实际，学生谈谈对一些名言警句的理解。

“词句段运用”中，学生关于外貌描写对表现人物特点的作
用体会不够深刻，应多举事例，让学生加以体会。



学生对“日积月累”中的名句体会较深刻，能快速组织背诵。

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篇四

1．会写7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和理解生字所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课文内容，关注课文中人物的命
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了解作者实虚结合的表达方式，体会这样表达的效果。

4．激发学生阅读安徒生童话的兴趣。

学习重难点

1．从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所看到的种种幻象中体会她的悲惨
生活，关注小女孩的命运。体会作者实虚结合的表达方式及
表达的效果。

2．从最后三个自然段的含义深刻的语句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准备

五次擦燃火柴的课件；乐曲《天鹅》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你们的大年夜是怎样过的？（学生畅所欲言）在
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笔下，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却有家
难归，在寒冷的街头卖火柴。小女孩有着怎样的命运，在这
个大年夜发生怎样的故事，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那个风雪
交加的大年夜。

2．板书课题。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自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简单地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先叙述大年夜，
天下着雪，又黑又冷，小女孩还在街上卖火柴；接着，小女
孩为了暖和一下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擦燃火柴，从火柴的亮
光中看到了种种幻象；最后讲小女孩被冻死了。）

3．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把课文分成三段。

三、创设情境，唤起对小女孩深切的同情

1．下面我们就静下心来，仔细地品读课文，试着走进作者和
小女孩的心灵世界。认真听老师读课文的第一部分，然后说
一说小女孩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来读读这部分内容，小女孩目前的处
境是怎样的，在文中空白处写一写。

3．结合具体的语句汇报

（非常寒冷；非常饥饿－―光着头赤着脚；只好赤着脚走路，
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
冷了；人情冷漠，痛苦孤独－―另一只叫一个男孩捡起来拿
着跑了；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分钱；爸



爸一定会打她的。）

4．找生试着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请同学结合自己的感受来
评价，并提建议。再自由读这部分，感受小女孩的可怜。

5．指名配乐朗读。（播放《天鹅》。）

6．如果你是小女孩，你现在最需要什么？（温暖、食物、疼
爱等）可是，她又冷又饿，有家又不敢回，除了旧围裙里的
火柴，一无所有。

教学反思：

第二课时

序号：时间：课型：

一、深入品读，感受女孩的悲惨命运

1．自由轻声读小女孩擦燃火柴的部分，把你最受感动的地方
画下来，并写一写自己的感觉。

2．以汇报的方式，感受女孩的命运的悲惨。

（如，在擦燃火柴美好的幻象中，感受到女孩现实生活的残
酷：小女孩特别寒冷，渴望温暖，就幻想到了大火炉；特别
饥饿，渴望食物，就幻想到了烤鹅；现实中孤独，渴望亲人
的疼爱，就幻想到去世的奶奶。）

现实与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幻想的越美好，越是衬托出
了现实的悲凉，让人越发感觉到女孩命运的悲惨。

3．选择让你感动的段落，有感情地读给小组同学听。

二、围绕中心，提出疑问



1．在别人幸福地欢度新年的时候，女孩却悄无声息地冻死在
街头。让我们读读课文的最后两部分，提出问题。

2．出示：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
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学生可能质疑：多么美丽的东西指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看到？
怎样看到的？

两个“幸福”是什么含义，小女孩真的得到幸福了吗？

六年级语文文言文二则课堂笔记篇五

教学目标：

1.阅读课文，使学生理解“我爱我的小屋，爱那个装满整个
童年的小屋”的含义。

2.通过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体会作者对装满童年的
小屋的留恋和喜爱之情。

3.培养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陶冶学生热爱生活、珍惜时光
的情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6、9自然段。

5.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教学重点：

1.通过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体会作者对装满童年的
小屋的留恋和喜爱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6、9自然段。



教学难点：

理解“我爱我的小屋，爱那个装满童年的小屋”的含义。

教学方法：

自读自悟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谈话导入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最令人羡慕的时期，每个人
的童年都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今天，让我们一起步入绿
油油的田野深处那件装满作者整个童年的小屋，去感受作者
对快乐童年的美好回忆。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正确，读流畅。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深究，品味感悟

1.小屋里都有什么？体会小屋的简陋。

2.让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感受小屋带给作者的快乐童年。



3.离开小屋时，作者的心情如何？体会作者离开小屋时的感
受。

4.朗读指导。重点指导要背诵的段落，适时给学生背诵的机
会，引导学生交流背诵的技巧，帮助学生积累词句，便于学
以致用。

四、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谈一谈在你的家里，给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说给同学听
一听。鼓励学生联系自己的学习实际谈感受。

五、小结

说一说这篇课文写了什么事？

六、作业

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回顾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

二、积累内化

1.认读生字。

2.指导书写生字。重点指导“巢、蹈、躁、睬、傻、蜗”的
写法。

3.摘抄文中的好词佳句。



三、练一练

蹈、躁、睬

滔、噪、踩

四、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与同学交流，锻炼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陶冶学生热爱生活、珍惜时光的情操。

五、全课总结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

六、布置作业

1.读课文，写生字。

2.预习12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