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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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篇一

《〈论语〉十则》是初一上册的一篇文言文。文言文的学习
一直是初中生颇感厌烦的事情，初一学生又是刚接触文言文，
在本堂课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我首先搜集了许多有关孔子的知识和图片，一下子引起了学
生的兴趣，然后转入对文本的学习，我觉得这个开头很好，
效果也不错。

可是，要理解这篇文言文，兴趣只是个好的开端，主要的是
朗读品味，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好多
学生在小学时候都会背诵，所以背不是问题，关键是怎样读
出文言文的味道来，在教学过程中，读的指导要到位，示范
性的朗读太少，学生的情绪就不能很好的调动，他们的朗读
也就无法达到读出情味的要求。我找了一个好的朗诵例子，
让学生听，跟着读，然后自己反复朗读，慢慢地学生进入了
状态。然后引导学生去理解。

我觉得这一课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并吸收前人思想中的
精华和有益于自己的思想修养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教学重点
不在于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在于掌握主要的字词理解，把握
课文大意，理解文中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和修身养性的道
理。因此，我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没有一点点地讲，而是让
学生自己去试着理解，有不懂的在小组合作中去解决，经过
这两个环节，还有不懂的问题，拿到班里来答疑，结果我发
现学生参与多了，兴趣也高了，主动提问的多了，站起来答



疑的同学也多了，基本不用老师去解答，学生们互相补充，
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课文也掌
握的特别熟了。我想，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这一课的成语
句子也许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如：“三人行，必有
我师”，“任重道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我觉得，对于文言文的学习，还是要读，
反复的读，读出它的味道来，不是讲出它的味道来，在读的
过程中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老师只是起到引导点播的作用。

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篇二

《论语》教学反思

《论语》这本书的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古代就有“半部
《论语》治天下”之说。

我认为学习《论语》的目的旨在让学生了解并吸收前人思想
中的精华和有益于自己的思想修养的部分。所以我们的教学
重点不在于逐字逐句吃透课文，而在于把握课文大意，理解
课文教给我们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和做人道理。

而在教学实践中，我感觉好像真的在学生们面前打开了一扇
窗户，铺开了一条通道，让他们穿越了时空，去阅读、去思
考、去吸取、去与两千多年前的'大师直接对话，了解并深刻
地认识了我们的祖先，去学习、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学
生对学习文言文有兴趣，愿意去读，这课就没有白上。

说到我的教学过程，上课我注意激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上加大读的力度，例如散读、齐读、领读、个人读、
小组读。通过读的训练，同学们对课文就容易把握。为后面
的讲解奠定基础。从读入手，这样也就更好地是学生掌握文
章的内容和内涵。



因为《论语》都是文言文，又是大思想家的理论，在学习上
有难度，后来经过研讨，学生积极的解决疑难，还很顺利。
《论语》渗透着教学方法、学习态度、做人修身，对于学生
来说此时正是需要这一教育的时候。

我认为本学期国学课我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由于古文中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多，有的同学对个别知识点
可能还不够理解。如古今异义词、通假字及特殊句式等。

2、学生能积极参与讨论，如果能让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学
生自己讨论来得出结论，效果会更好；所以在以后的教学过
程中，我一定深入钻研、虚心请教，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
水平。

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原先设计意图为以赏读带动字词解析，也布置过预习作
业，但是学生完成预习工作并不理想，影响上课的理解基础。

《渔父》这一节课文言重难点较多，作为公开课又要力求完
整性，所以在设计上难度很大。

首先，上课时由于偏重于赏读情感挖掘，对重点字词以及倒
装句式分析不足。

其次，在设计情感修饰语填空时，范围定得太死，学生思路
无法打开。而应在学生充分理解语段基础上，让学生有所感
悟，再进行情感的修饰语概括。这个作为未来教学努力改进
的方向。

再次，在引导上缺乏铺垫，所以学生的思考不够活跃；在学
生回答之后，应该再加以追问。



以上不足基于各位评课老师的意见而汇总，作为自己未来改
进的方向。

改进要点：

1、认真研究学生情况，放低教学要求，增强针对性；

2、重视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提高互动频率；

3、如何教学求实，落实字词意思与句子翻译；

4、为了补充本课的不足，接下来再专门上一节字词落实课。

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篇四

章太炎说过:读《百家姓》不如读《三字经》;读《三字经》
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代散文;读古代散文不
如读诸子百家;读诸子百家就读其中一本——《论语》。但是
对于《论语》的教学,老师们却是想爱你不容易。之所以会有
这样的困惑,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不愿意阅读《论语》是重
要原因。作为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
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
的注解后,便一直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
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
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

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书中许多词
语,即便是在这白话文的时代,仍被人们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常
常使用。但是现在的学生们却觉得《论语》枯燥乏味,书中的
许多要义觉得难以理解,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们
却一个个还是云里雾里。

(二)不理解课文内容学生的理解总是和文章之间隔了一层窗
户纸,看不透文章的真实思想。总之是搞不懂,自以为得其实,



往往是自己的主观臆断,与文章的真实想法差得很远。

论语三则教学反思篇五

孔子眼看时局纷乱，有心出仕济助众人，但他绝不肯违背道
义和原则而求官。再说他洁身自好，虽然他屡次受到一些洁
身自好的隐者的嘲讽，但他绝不消极，仍抱持进去的精神，
努力推行正道。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从他的这些话中可知，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
简单，不像有些所谓的圣人，只在乎名利，他对于不义的富
贵，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对道德、学问等不在于欲望的满
足，而在于德业是否精进，所以说孔子“不求名利，洁身自
好”。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们竞相做官，追求金钱和权力，
想想，是多么的可笑。一个连自我都迷失的人，拥有更大的
权力和无尽的财富有何意义呢？所以，我希望找不到自我的
人们都来读读《论语》，都以孔子为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