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篇一

泾源三小 杨秀萍

教学内容：第三单元词语盘点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能正确书写“书籍、含糊、抽屉、精兵简政”等
词语，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并能正确地运用。

过程方法：通过读一读，说一说，写一写、用一用等方法，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词语，并积累下来，能够灵活运用。

教学重、难点：能正确书写“书籍、含糊、抽屉、精兵简
政”等词语，并能在习作中准确地运用所积累的词语。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读读写写

1、学生自由认读词语，并和同学互相检查。

2、教师出示词语，指名读一读。

3、大家一起读一读词语。

4、引导学生观察这些词语，想一想词语中生字的读音、书写



要点。

字音：糊 削 兴 蓬 书写：魔 屉 籍

5、指名反馈，教师强调。

6、要求学生动笔把上面强调的词语写一写，教师巡视辅导。

7、教师根据巡视的情况，进行讲评再强调。

8、再读词语，巩固书写。

9、教师：在这些词语中，有三个成语，我们一起读一读。

10、指名说说成语的意思。

11、指名用这些词语造句（选3——4个连词成段）

二、读读记记

1、学生自由地读一读。

2、指名读，集体评议。

3、教师出示下列词语，指名读，并说说这些词语的意思。

4、再读词语。

三、学习收获

回顾课文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用自己的语言概括，
加深对“词语盘点”中词语的理解并运用。

四、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又积累了许多词语，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它们记在脑海里，并能在日常的表达
以及习作中灵活运用它们。

五、布置作业

把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抄写两遍，并让家长听写。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篇二

《穷人》是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主要写
桑娜和丈夫在自家十分艰难贫穷的情况下，收养因病去世的
邻居西蒙的孩子，反映了旧俄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穷人的
善良。本文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感人至深。根据新
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我主要通过
让学生感情朗读、思维想象去感悟人物的内心，从而受到爱
的教育。

这节课结束之后，我想了很多很多。平时，每节课教师都是
主人，串讲串问，有时学生脱离轨道马上拉回来，生怕浪费
一点教学时间，完成不了教学任务；有时又害怕学生造成尴
尬的场面，自己下不了台，每次涉及质疑问题，都是“蜻蜓
点水”，有时甚至牵着他们走。可今天这课堂，反而使我感
到了教学的轻松，学生创造的火花也在不断闪烁。真正让我
体会到了“学生不是有待灌满的容器，而是等待被激活的精
灵。”

一、在教学本课时，学生能与教师积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
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学生的参与率高，课堂收效明显。最值得欣慰的是，在
引导学生想象“孩子们怎样‘熬’过艰难贫穷的日子”这一
环节时，问题刚一提出，同学们的小手便纷纷举起。

等叫到姜恒同学时，他站起来，坚定地说：“他们会靠着勤



劳的双手，一天天长大，去跟着列宁推翻沙皇统治。”我听
了好激动，立刻评价说：“你真了不起！是的，这是一条能
彻底改变穷人命运的出路。事实正是这样，列宁领导的十月
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剥削统治，使俄国所有穷人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姜恒同学能结合时代背景，能把社会课上学到的
知识与本课内容联系起来想象，实在难得。我心里确实为学
生这一合理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而高兴。仔细想一想，学生
之所以能出现如此精彩的发言，正是因为这一问题触动了学
生情感的琴弦，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想象
的愿望，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只要教师提问开放灵活学生
在课堂上就会有精彩的。智慧生成。

二、《穷人》的教学片断中，我努力创设了一个民主、平等、
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理解，读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教学中充分让学生自说，
自读，自评，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说出感受，读出感受。
有的说怕丈夫回来，要读得非常紧张；有的说怕丈夫责怪，
要读得害怕、担心；有的甚至说因为桑娜担心要读得慢，而
有争议的说因为桑娜紧张、着急要读得快……教学中不仅让
学生“解读”，更引导学生“创读”，甚至允许“误读”。

而从另一个角度，学生们从读中也体会到了桑娜的善良，达
到情感陶冶。教师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体现了审美价值的个性化。

在阅读教学中，要逐步培养学生情感性朗读，探究性阅读和
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构建富有
个性化的阅读教学，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飞扬。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篇三

我是慢慢读懂本课的，这里的“慢慢”一词可以说有年头了，
自打我上小学学习本课始，至今，“慢慢”不可谓不长。我
以为读懂之后，就乐意教授这一课。这一课确实有特色，不



愧为大家手笔，就拿题目中的一个“穷”字来说，作者不露
声色地在开篇的文字中，多处进行描写表现，让人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了主人的穷。当然，在开篇的文字中，我们更能读
出女主人桑娜的任劳任怨，勤劳能干，持家有方。作者对这
些的描写简洁明快，不蔓不枝，恰到好处，给人美感。这些
描写，为故事情节的展开，犹如即将起锚的帆，蓄了势，鼓
了风，提高了即将泄洪的水位，为下文的展开，拉满了弓，
上足了弦，既然已经箭在弦上，下文就不得不发耳。这一切，
是作者用镜头“扫描”让读者“亲眼所见”的，而不是下断
语式的告诉读者的。故而，此开头真真称得上“凤头”矣！

于是，平时的谈课中，不佞往往乐谈此课，其实静言思之，
本人的所知所谈不免皮相，就我认识问题的肤浅程度而言，
又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呢！不过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罢了。每
次谈完上完课后，不免又把后悔的火焰拨亮了几分，照得自
己的不足或失误锃锃亮而已。

下面，简记本学期上本课的得与失，以坐实上面的话之不虚。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篇四

今天，我执教了第三单元的“词语盘点”，通过一节课的教
学，有以下体会：

1、在“读读写写”中有23个词语，其中有四个四字词。在让
学生自由读的时候学生都能够按要求读词，即：读准字音，
认清字形。在“开火车”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读错的词。
这说明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已经牢固的掌握了这些词语的
读音。

2、这23个词语里，有几个多音
字——“糊”、“削”、“兴”、“重”学生能很快的找出
来，并且采用组词的方法加以区别；结合在学习课文的过程
中，“籍”、“屉”、“魔”、“哀”这三个字学生容易写



错，在教学的过程中作了重点的书写指导。

3、对于“读读写写”中的四字词，让学生说意思从而加深了
对词语的理解。

4、课上，让学生从词语中选3——4个说一段话，这一环节学
生表现的十分积极，大部分学生能按要求说出一段文从字顺
的话，进而训练了学生的遣词造句的能力。另外，进行了拓
展，引导学生交流了单元收获，加深了对这些词语的理解。

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基础是关键。词语的积累十分重要，
因此，对于词语盘点的教学应该重视。

六年级语文上教学反思部编板篇五

《穷人》一文在单元教学中理应要读懂课文，体会情感。同
时要再次深入地去学习作者通过环境描写、人物言行、心理
描写的句子，去抒发美好情感的方法。在本文的教学中，抓
住环境描写、人物语言、心理描写的句子去分析人物的内心
世界和品质，始终是一条主线和抓手。

在本课的教学中，整体思路分为理解《穷人》的“物质贫
穷”以及“精神富足”这两大部分。由于文章比较长，理解
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为此，在预习的时候我让学生“根据人
物的主要活动”来划分三部分进行理解。这几部分内容的概
括把握能够帮助学生整体去感知全文。在品味“物质穷苦”
的部分上，我设计的是让学生自行读文章，在1~2自然段中找
到相关的句子体会穷人的“穷”。从学生的回答上看，学生
能够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中体会桑娜一家的穷苦，并由环
境描写中确实地体会到了作为穷人的那种悲惨的境地。为了
达到更透彻了解穷人的境况，营造悲凉的气氛，我再让学生
从描写寡妇西蒙的句子延伸开去，想象一下作为残缺的穷人
家庭的生活会如何更加的凄惨。



对“物质贫穷”的品味越到位就越能达到表现“精神富足”
的目的。其实，在品味环境描写的过程中，学生不但体会出
生存环境的恶劣，同时也体会到穷人在困境中保持的那种美
好的品质。对穷人的善良、勤劳的品质有了初步的了解。而
品味精神富足部分，重头戏在于品味人物的语言以及心理的
描写。在此环节上，主要抓住桑娜的复杂心理，原意是用朗
读、品味的形式去体会其中的忐忑不安以及矛盾心理中的坚
定。在学习中学生是能够一定程面地体会到桑娜那种义无反
顾地帮助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可对人物那种矛盾心理，以
及复杂心理的原因却是无法理解到位。因此，对一些关键词
句的理解仍然是不够透彻。而后来体会渔夫与桑娜对话的环
节中，学生始终也无法模仿出文本的味道。因此在末段的对
话中，虽然抓住了“熬”字进行体会，但对渔夫那种善良、
宁可吃苦也要助人的精神的体会就不够深刻了。

细想开来，为何在品读“物质贫穷”的部分，学生会较有感
触，而对“精神富足”部分的理解却有些阻滞。原因之一是
始终没有让学生进入情境的朗读，对篇章长的文段没有引导
学生抓有效信息，进而朗读不到位，从而也没有对关键词句
进行透彻的体会，这就导致了一知半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