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实用7篇)
决议是对目标和期望的明确表达和承诺。监督和检查自己的
进展，及时调整和修正计划，确保决议的顺利实施。在面对
困难时，制定决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1、让学生自由"展示自己"

课堂上，要大胆地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尽情
地展示自己!每学习一篇新课文，我都鼓励学生尽可能地搜集
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知识，上课时，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成果
展示给大家，这样，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他们都表现得
十分积极，而且极大的丰富了知识的储备量。

2、引领孩子去读书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只有在实践中，学生
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我经常上网搜集课外阅读材料，推荐
给学生阅读。另外，我还结合教材所涉及到的内容，有目的
地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使学生尽量领悟不同类型的文章
的写作技巧;同时，鼓励学生阅读中外儿童名著，领略书中的
精妙所在。

3、在生活中学语文

"让语文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回顾我听过的语文
课堂教学以及自己两年语文教学经历，特别是在整体批阅了
学生的第一篇作文之后，我真正地意识到：小学语文学习离
不开生活，只有学生把在课本中学到的知识用到对周围生活
的观察、描写中，才能真正地学好语文、用好语文。因此，
我不断鼓励我学生坚持观察周围的一切，要养成从生活中汲
取养分的好习惯，并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使学生深



切地感受到：语文离他们很近很近。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新课标》指出：教师要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以任务引导
学习，激发学生学生学习兴趣，指导学生体验和感悟学习内
容。语文教学离不开情境，在课堂上，如何有效地把学生带
入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形的情境世界呢?我觉得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

课堂上，要大胆地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尽情
地展示自己!每学习一篇新课文，我都鼓励学生尽可能地搜集
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知识，上课时，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成果
展示给大家，这样，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他们都表现得
十分积极，而且极大的丰富了知识的储备量。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只有在实践中，学生
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我经常上网搜集课外阅读材料，推荐
给学生阅读。另外，我还结合教材所涉及到的内容，有目的
地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使学生尽量领悟不同类型的文章
的写作技巧;同时，鼓励学生阅读中外儿童名著，领略书中的
精妙所在。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2、《匆匆》本文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写的一篇散文。本文
围绕“匆匆”展开叙述，先写日子一去不复返的特点;再写自
己八千多个日子来去匆匆和稍纵即逝，作者思绪万千，由景
及人，叹息不已。最后，作者发出内心的感叹。表达了作者
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

课后第2题：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答：作者把自己过去的八千多日子比喻成针尖上的水滴，把
时间的流比喻成大海。日记显得多么的渺小，消逝得那么快，
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表现出作者十分无奈的愁绪。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1、给加点字注音

储备（）贮存（）叼走（）烟囱（）蹿出来（）

2、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安尼想观察一下，晶莹透明的雨水
里有些什么，他看了一眼显微镜下的小水滴后、禁不住惊叫
起来，“____”你认为最恰当的一句应是（）

a．别看小水滴那么清澈，原来里边有小虫子呀!

b．小虫子那么多，而且都在动!

c．小虫子!那么多小虫子都在动!

d．我真没想到，小水滴里是有虫子的。

3、课文主要写了松鼠在“我”家的哪三件趣事？从中你体会
到了什么？

含英咀华

（一）松鼠是一种美丽的小动物，乖巧，驯良，很讨人喜欢。
它四肢灵活，行动敏捷。玲珑的小面孔上，镶着一对闪闪发
光的小眼睛。一身灰褐色的毛，光滑得好像擦过油。一条毛
茸茸的`大尾巴总是向上翘着，显得格外漂亮。



1、在第二段文字的横线上填上恰当的动词

2、两段文字写的都是松鼠，但文体不同，第一段是文，第二
段是文。第一段主要介绍了松鼠的，写出了松鼠的特点，第
二段主要写了松鼠的，表现了松鼠的特点。

3、读了上面两段文字，你对松鼠有了哪些了解？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生字词教学是整个小学阶段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六年级虽
然是高年级，生字词的教学不像低年级那样繁琐，但是，我
们教师应当把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情况作为语文教学的头等
大事来看待。

在平日教学中，每讲一篇课文之前，都要求学生预习课文，
预习时学生要将所预习的本课生字每字写五遍上交，在没有
老师指导的情况下，看学生到底能把生字写到什么什么程度，
出错错在哪里，这样老师就掌握了学生书写生字的第一手资
料，讲新课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出错多的生字重点指导书写。
这样就把对问题的发现提前，为解决问题留足了时间，世间
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语文生字词教学活动也
不例外，根据艾宾浩斯遗忘规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
度取决于复习的次数及每次复习所间隔的时间的长短，所以
我在每教完一课都对学生进行听写，记录学生出错多的生字，
每课过关，这次听写没有过关的在此听写，直至所有学生过
关为止。单元结束后以每单元为单位进行听写，也是直到所
有学生过关为止。单元过关以后再把每一课听写时出错多的
生字听写一遍，加强巩固，加深记忆。练的次数多了，学生
自然而然也就熟了，考试的时候就会像平时老师听写一样轻
松应对了。

二、从教材整体出发，扣住重点训练项目，提高课堂效率。



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特点是全册课文分成若干组，而且也体
现了一组课文的训练重点。这样编排对我们掌握教材，把握
文章的重点也是十分有利的。一篇课文，要讲的东西往往很
多，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做到，学生的收获也是甚
微，抓住重点训练项目，从一组教材整体出发，以训练重点
为主线，就可以把教学重点凝聚到每篇课文，集中体现重点
训练项目，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教材所要教的精华。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六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情感。在阅读教学中，抓住重点词
句理解文本是重要一种方法，这一课也不例外，教学时我抓
住了重点词句来理解作者及家人对小松鼠的喜爱之情。比
如“他整天满屋乱跑，在橱柜和架子上跳来跳去，动作灵敏
的惊人，从来没有碰掉过一件东西。”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
小松鼠的欣赏，对松鼠的捣乱，作者没有埋怨，没有讨厌，
有的只是称赞和赏识。喜爱之情跃然纸上。再如“有时，松
鼠跳到我的肩上，用小嘴蹭我的`脸，还轻轻的咬我的耳
朵。”我请学生体会松鼠和作者关系的亲密无间，紧紧地抓住
“蹭、咬耳朵”来感受。学生甚至想到了松鼠在和作者说悄
悄话。我顺势引导他们会说什么悄悄话。五彩纷呈的答案呈
现了。松鼠说：“小主人对不起，都是我若的祸，给你添麻
烦了，对不起。等我存够了过冬的粮食，我会请你和我一起
分享的。”奇妙的想象，精彩的回答，也就只有在这样的氛
围中才会闪现。像紧扣后边的“父亲的哈哈大笑、我心中空
落落的”等经典词句进行理解，准确地把握了文本，走进了
作者，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这对升华情感起到了关键的
激励作用。由于课前对学情的激发，所以可重对课文，句子
的理解都变得水到渠成。

六年级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七

这是一个关于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文第二课课件，主要是了解
预习检测，读准字词，初读课文，了解背景，尝试感悟阅读



课文，思考问题：1.《月光曲》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是谁
写的?2.《月光曲》这篇课文写的'是什么?概括课文讲述了德
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因同情穷鞋匠兄妹而为他们弹琴，有感
于盲姑娘对音乐的痴迷而即兴创作出月光曲的传奇故事。欢
迎点击下载六年级语文月光曲课件ppt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