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部编版六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第三单

元《多样文明 多彩生活》说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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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编版六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6、

探访古代文明》第一课时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6、探访

古代文明》第一课时下面我将从说教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说教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等七个方面来对本课作具体阐

述。 

一、说教材 

本课是人敎版《道德与法治》六年级第二学期第三单元第 6课。

它和第 7课《多元文化多样魅力》同属第三单元“多样文明丰富多彩

这一单元主要从古代文明的主题岀发，引导学生 从人类早期文明主

要分布，了解人类的文明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悠

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拽集资料及

交流中感悟古代劳动者的智慧。同时， 在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



学会珍惜领悟和传承古代文明遗迹，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感到自豪。 

了解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尊重不同的文化并

宣传中国文化。 

二、学情分析 

六年级的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所以课前的

准备是课堂交流的重要过 程。学生通过了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位于大河流域，包括我国的文明发祥地 在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在文物故事的搜集过程中，无论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

印度,都对人类文明 发展做岀了重要贡献.学生通过交流文物故事,

在故事中感悟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通过课堂交流，学生可以初步了解一些国家或民族在民俗风情、

生活习俗及礼仪上的不同， 懂得对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

化习俗，持宽容、欣赏和尊重的态度。同时知道世界上的 各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文化习惯和节日习俗。初步了解对世界影响较

大的几个主要节日 及其文化内涵，并从中感受人类文化传播及其传

承，感受文化的多元性。 

三、教学目标 

1.懂得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保护文明世界的文化

遗产，形成开放的国际视野。  

2.初步了解古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

地之一，明白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珍视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3.初步掌握收集、整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初步了解古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要保护文明世界

的文化遗产。  

教学难点：如何保护文明世界的文化遗产。  

五、说教法 

新课标要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课程要通过创设多样性

的情境不断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

考。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启发法、讨论法、

探究法、情景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 

六、说教学过程 

环节一、谈话导入 

1.谈话。同学们，放眼世界，人类拥有的很多文明成就。在中国

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古代遗迹，这些古代遗迹的发现告诉我们人

类的文明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古代文

明。  

2.板书课题：探访古代文明  

环节二、讲授新课。  

活动一：早期文明发祥地  

（一）看图发现规律。  

1.观察 p44“大河流域文明发祥地图”。  

2.说说：人类早期文明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  



3.发现：  

我发现这些早期文明都位于大河流域。  

我发现……  

（二）阅读，做一个考古学家。  

1.阅读 p45 图文材料。  

2.想象与思考：  

在中国历史上，位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人，距今约 7000 年和位

于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距今约 6000 年。）早期开始了定居生活。他

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的，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的生活又是怎

样的呢？  

3.考古发现：收集更多的资料，从住、食、用等方面选择一个你

感兴趣的话题，尝试去做个小小“考古学家”吧。  

（三）查找资料，比一比。  

1.收集资料：为了更好的了解早期文明，同学们还查找到不同的

资料。  

2.比一比：你还有哪些发现？  

我发现这些早期文明区域都有文字的出现，他们有共同点也有不

同点。  

七、说板书设计 

6、探访古代文明 

早期文明发祥地 

大河流域文明发祥地 



古代劳动者的智慧 

早期文明的童要性 

 

此板书力求让学生抓住课文主线，突出教学重难点，简单明了，

便于掌握。以上是我的说课内容，谢谢各位聆听！ 

 

 

小学部编版六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6、

探访古代文明》第二课时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6、探访

古代文明》第二课时下面我将从说教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说教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等七个方面来对本课作具体阐

述。 

一、说教材 

本课是最新部编版《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 6课。

本单元主 要从古代文明的主题出发，引导学生了解人类的文明史是

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 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发祥地

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搜集 资料及交流中感悟古代劳动者的智

慧。同时，在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学会 珍惜领悟和传承古代文

明遗迹，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感到自豪。了解各种不同 的生活环境

造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宣传中国文化。 



二、学情分析 

六年级的学生己经初步具备了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所以课前的

准备是课堂交流的重要过程。学生通过了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人

类文明的发源地位 于大河流域，包括我国的文明发祥地在黄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在文物故事的搜 集过程中，无论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

印度，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生通过交流文物故事，在故事中感悟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懂得

对不同国家的 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习俗，持宽容、欣赏和尊重的

态度。同时知道世界上的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文化习惯

和节日习俗。初步了解对世界影响较 大的几个主要节日及其文化内

涵，并从中感受人类文化传播及其传承，感受文 化的多元性。 

三、教学目标 

1.懂得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保护文明世界的文化

遗产，形成开放的国际视野。  

2.初步了解古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

地之一，明白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珍视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3.初步掌握收集、整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初步了解古代早期文明发祥地；知道要保护文明世界

的文化遗产。  

教学难点：如何保护文明世界的文化遗产。  

五、说教法 



新课标要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课程要通过创设多样性

的情境不断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

考。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启发法、讨论法、

探究法、情景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 

六、说教学过程 

环节一、复习导入 

环节二、讲授新课 

活动：文明世界的文化遗产  

（一）阅读感悟，查找资料。  

1.读 p47“阅读角”：殷墟。  

2.感悟：殷墟的发现说明了什么？  

3.查一查，讲故事：  

你还知道哪些惊动世界的考古发现吗？请说说有关他们的故事。  

4.出主意，交流：  

你还知道哪些震惊世界的中国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又该怎样保

护他们？  

（二）探究金字塔。  

1.收集资料：了解金字塔。  

2.探究问题：  

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古代，古埃及人是怎样建成如此巨大

而精美的金字塔的？  



这些不同形状的巨石是怎样雕刻成形的？  

金字塔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木乃伊又是如何制作的？  

……  

（三）阅读，查找资料。  

1.读 p48 阅读角：《汉谟拉比法典》  

2.收集资料：  

除了前面的古代文明成就外，你还知道哪些古代文明成就，请收

集相关资料。  

3.讲故事交流：和同学去讲讲他们的故事。  

4.感悟：   

你从这众多国家创造的灿烂文明中感受到了什么？  

课堂总结。  

七、说板书设计 

6、探访古代文明 

早期文明发祥地  

文明世界的文化遗产  

此板书力求让学生抓住课文主线，突出教学重难点，简单明了，

便于掌握。以上是我的说课内容，谢谢各位聆听！ 

 

 

 



小学部编版六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7、

多元文化  多样魅力》第一课时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7、多元

文化  多样魅力》第一课时下面我将从说教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说教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等七个方面来对本课作具

体阐述。 

一、说教材 

本课是最新部编版《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 7课，

侧重于让学生在感受不同的文化活动中，体会多样文化的魅力，从而

激发学生去了解他国文化，尊重他国文化的意识。 

二、学情分析 

如今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接触世界的机会比较

多，事业较开阔，但是，六年级学生还是会受到年龄的局限，对世界

各国民俗的了解仅停留在浅层次的理解上，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国外

的习俗只是盲目地追拌。所以.本课的重点是加深学生对世界各国的

民俗风情更深更全面地了解，并懂得要以开放的心态接钠不同国家的

文化习俗。 

三、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海陆分布。 

2.在了解不同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地球对于人类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初步了解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海陆分布。 

教学难点: 

在了解不同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地球对于人类的

重要性，激发学生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情感。 

五、说教法 

新课标要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课程要通过创设多样性

的情境不断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

考。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启发法、讨论法、

探究法、情景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 

六、说教学过程 

环节一、激趣引入 

1.播放地球的演变过程。 

2.思考：观看视频以后，你有什么发现？ 

3.师：人类居住的地球，约 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陆地仅占地

球表面积的 29%，但却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是否感觉到地球的神

奇之处呢，这节课我们就来探究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的文化。 

4.揭示课题：多元文化  多样魅力 

环节二、新知探究。 



 

（一）看“世界的海陆分布”图 

1.出示“世界的海陆分布”图。 

2.找一找：在图中找出七大洲和四大洋，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1）学生与同桌边找边交流。 

（2）全班交流汇报。 

（3）师小结： 

七大洲是：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

洲。四大洋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 

3.说一说：地球表面的陆地是什么样子的？ 

（1）学生观察交流。 

（2）老师小结：陆地表面高低起伏，形态多样。有连绵起伏的

高山，有低洼的盆地；有宽广的高原，有低平的平原…… 

（二）看“世界地形图” 

1.出示“世界地形图” 

2. 试着在教材附录中的《世界地形图》上找一找： 

（1）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 

（2）青藏高原、巴西高原、东非高原 

（3）亚马孙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 

（三）自然景观大搜查 

1. 出示东非高原， 撒哈拉沙漠、亚马孙平原和北极地区自然景

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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