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四年级扁鹊治病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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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部编版四年级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聆听了刘校长执教的一节寓言教学《扁鹊治病》，感
触很深。学生学得自然充分，老师导得恰到好处，顺应了孩
子的读书规律，真正还原了孩子本真的阅读过程，给每一位
听者如沐春风的感觉。我觉得刘校长这节课有以下几点值得
与大家共勉：

一个好的阅读者，看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名字，头脑中一
定会产生许多猜想。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引导孩子看到
题目，要学会从题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依据信息读出猜
想。刘校长出示课题《扁鹊治病》后，及时问孩子，看到这
个题目你都想知道什么？从课堂实践看，孩子的猜想涵盖了
文章的每一个角落。如：扁鹊是谁？谁生病了，病得怎么样？
扁鹊怎样治病？病人的病好了吗？多好的猜想呀！我们今天
能让学生这样去做，明天也这样，后天还这样，日日都这样，
孩子是不是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看到题目头脑
中要有猜想。有了猜想就拥有了阅读期待，带着期待读文本，
孩子会在读书中不断地验证、修正自己的猜想，这样阅读的
过程是快乐的。

真正的阅读者，再读课文，一定像品茶一样，喝一口停一停，
“吧嗒吧嗒”嘴感觉一下茶的味道。这样才能越品越香，一
杯茶下肚，茶的余香也就品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们和孩子
再读文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遵循文脉，读过一节
停一停，回过头去想想这一节说的是什么，自己都读出了哪



些理解。读过两节三节，又把两节三节连起来回想一下。刘
校长在与孩子阅读寓言故事的过程中是这样做的：读过第一、
二节，让孩子充分交流自己读出的信息和感受。刘校长只是
针对孩子的阅读结果不断地点拨，提升，尤其是注重引导孩
子读懂情节，读懂人物的性格特点，进一步达成每一阶段的
教学目标。读过三、四节也是如此。

当刘校长引导孩子读到此处时能及时停下来，让孩子把这几
节联系起来读读，看看能读出什么？有没有新的感受？这样
阅读，孩子不会停留在片面的一段话中，而是能学会上牵下
联，能站在整体去思考，会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形象有新的
理解和感受。读过五六节后，学生的感受实际就丰满起来了，
刘校长让孩子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读懂人物心理，站在读者的
角度读出自己对人物的评判。

我们经常教导孩子读过别人的书后，一定要想想自己的生活。
刘校长执教这则寓言也设计了这样的环节，激发孩子的生活
体验，其实说出了生活体验也就读懂了寓意，从而达成寓言
启迪心智的教学价值。课堂上，孩子谈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有的想到了写字时的坏习惯，有的想到了马虎粗心大意的小
毛病，有的想到了弹琴，有的……孩子将这些生活经历都谈
了出来，寓意就不言而喻了。最后再让孩子用自己的话说说
读后的启示，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我们的教学应该让孩子养成一种盘点的习惯。一堂寓言教学
结束后，孩子再遇到寓言应该如何去读，孩子心理清楚吗？
我想部分孩子可能会记住一点点，过了几天也许就忘了。因
此，最后一定让孩子说说，如果再给你一则寓言，你打算怎
样去阅读呀？让孩子梳理出这节课读寓言的方法，达到学以
致用的目标。

存在的问题：

联系生活读懂寓意环节教师处理略显拖沓，致使课堂超时。



部编版四年级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二

《扁鹊治病》是一则寓言故事，内容比较简单，以对话为主，
在教学时，我也是放手让学生质疑，解疑。在这堂课上，学
生提出了几个较有价值的'问题：

１、蔡桓公为什么总是不听扁鹊劝告？

２、既然蔡桓公根本不愿听扁鹊的话，扁鹊为什么还要几次
三番对蔡桓公说他的病呢？

３、扁鹊可以直接告诉蔡桓公不治的后果，为什么要一次次
地说？

对教材的思考及对教学的反思：

第３个问题引起了纷争，学生需要重新回到文本，仔细体会
蔡桓公的性格。有的说，蔡桓公根本不会听的，一位是天方
夜谭，因为当时他觉得身体很健康。有的说，这样将会使蔡
桓公误会更深，以为他又在故弄玄虚。有的说，如果那么直
接，说不定蔡桓公一怒之下会把扁鹊拉出去杀了，不是
说“伴君如伴虎”嘛。最后再回到扁鹊这个固执偏见，自以
为是，最终导致小病不医，一命呜呼的结果。这个问题深化
了对全篇课文的理解。

部编版四年级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三

好久不来了！人啊！一旦松懈了勤奋的脚步，就会越来越懒!

这些天在构思《扁鹊治病》的教学设计。当我“绞尽脑汁”
终于完成了教案之后，却无意间又重温了被遗忘很久的一本书
《窦桂梅与主题教学》。天啊！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
其中她谈到“如何唤醒学生、感染学生？”这一节时，这样
写道：



“教者的作用显得至为重要。因此，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的
不同，进行不同的情感储备和调动——悲喜哀乐，酸甜苦辣；
教师必须让自己、让学生通过文字“怡情养性”，让性情
在“怡养”的状态中健旺起来。可以打这样的比方：如果说
教材是“泉眼”，课堂就是一条有待引发出来的生命之河。
既然是生命之河，“河水”的状态一定是恒温的，而不是忽
冷忽热的。为了这条河的畅通与灵魂，教师还要为它修
筑“岸”或“桥".有了岸的“约束”，桥的“搭建”，孩子
们才如这生命之河中的生灵——水草丰茂，鱼虾成群，与天
光云影共在这源头活水之中畅游”。

“教师和孩子在一个良好的氛围里完全沉浸于学习之中，教
师的激情并不在于渲染，也不是教师的刻意追求，激情只能
缘于一种真实人的外露。那就是，无论什么性格的教师，其
眼睛里流露的一定是对学生对语文的热爱——而这，就是他
（她）个体化的激情”。

“听过太多的优质课，每次都能感受到热闹、喧哗，但极少
让人怦然心动。”

我常想着：语文课堂，我们到底应该留给孩子们什么？是能
力，是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学习、生活的能力！这个答案今天
再一次得到了理论提升！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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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课上来说，课前准备较充分。查阅了不少关于扁鹊和桓
公的资料，记住了扁鹊的小故事。对于文中桓公的表现，进
行了合理的推测与分析，得出了独到的见解。绞尽脑汁将课
文的各个环节用自然的过渡性语句串到一起。尽量的打开思
维的空间，不拘泥于课文中仅有的文字描述，给学生想象的
空间，补足了文中人物的丰满度和立体感，让学生们察觉到：
其实看似遥远战国人物也并不是那么平面化，那么不可感知，
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觉得好像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故事中的这



段时间，因为有了亲身经历的体会了，入文了，所以感觉就
实在了，道理也就水落石出了。另外在其它几个班级试讲，
又有和同级部老师以及领导的交流和沟通，对这一课的了解
只有越来越清楚和深刻。那么，即使没把交流的内容悉数呈
在课堂上，但因为感觉知道的多了，所以，讲课的底气就不
一样了，好像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驾驭了。

从上课上来说，总体课堂确实气氛不错，学生的发言，回答
问题的准确性（针对我班学生的特点，一个问题可以有好几
种问法，举例说明，如果一个问题太难，太宽泛，那么可以
问得具体点；可以提些选择性的问题；也可以把一个问题分
成三节来问，环环相扣，层层加深；可以把上一个问题的答
案变成下一个环节的问题；还可以给学生一些简短的暗示、
提示等等，这是课堂气氛能否活跃的技巧），听讲的态度，
老师的整体调度，基本上较为顺利。除了有个别小环节有遗
漏，再是对板书有些小遗憾之外，凡是能想到的差不多都做
到了。

部编版四年级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五

感受最深的教材处理介绍或教学片断摘录：

《扁鹊治病》是一则寓言故事，内容比较简单，以对话为主，
在教学时，我也是放手让学生质疑，解疑。在这堂课上，学
生提出了几个较有价值的问题：

１、蔡桓公为什么总是不听扁鹊劝告？

２、既然蔡桓公根本不愿听扁鹊的话，扁鹊为什么还要几次
三番对蔡桓公说他的病呢？

３、扁鹊可以直接告诉蔡桓公不治的后果，为什么要一次次
地说？



对教材的思考及对教学的反思：

第３个问题引起了纷争，学生需要重新回到文本，仔细体会
蔡桓公的性格。有的说，蔡桓公根本不会听的，一位是天方
夜谭，因为当时他觉得身体很健康。有的说，这样将会使蔡
桓公误会更深，以为他又在故弄玄虚。有的说，如果那么直
接，说不定蔡桓公一怒之下会把扁鹊拉出去杀了，不是
说“伴君如伴虎”嘛。最后再回到扁鹊这个固执偏见，自以
为是，最终导致小病不医，一命呜呼的结果。这个问题深化
了对全篇课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