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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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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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一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寓言童话故事，它讲述了国王御厨里
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许多年后，陶罐出土成了文物，
铁罐却消失了的故事。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
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即他们的对话；第二
部分主要讲许多年过去后陶罐成了文物，铁罐却消失不见了。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
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这样
一个道理。因此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抓住对话、注重朗读，
体会人物性格特点。

“以读为本”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地读，采用反复读、多
种形式地读，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和感悟，真正做到“以读为
本”。抓住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关键词，如“奚落、和睦相
处”等词语让学生在朗读中彻底理解意思并领悟感情色彩。

学生在读懂课文之后，设计了：“你想对陶罐说什么，假如
铁罐听到陶罐关心它的话后，铁罐会说些什么？”这样既提
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又使学生的身心得到了熏陶和洗
礼。

总之，这节课让学生“真读书、学语言、重情趣”的教学思
想贯穿课堂始终，让学生在读、思、悟中积累了语言，培养
了语感，领悟到了道理。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二

《陶罐和铁罐》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课文，主要通过对话
展开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铁罐的傲慢、无礼和陶罐的谦
虚、友善，都在人物的对话中充分展现。我在研读教材时，
根据李家栋老师提出的五点思考，即“教材、课标规定了什
么教学内容？学生已经掌握的有哪些？哪些内容学生通过自
学就可掌握？什么学习内容需要教师的帮助？哪些内容无能
力学习？”，明确了学生一读课文就能知道铁罐是傲慢的，
陶罐是谦虚的，而要读好人物不同的语气则需要老师的`指导，
明白寓言的道理是需要老师帮助的。因此在制定教学重难点
时，我确定了[教学重点]指导读好人物对话，分角色朗读课
文。[教学难点] 通过学习让学生学会正确全面地看待事物，
懂得“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正
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做人道理。那么，
以什么作为指导对话朗读的突破口呢？我和指导老师反复研
读课文，找到了“奚落”这个关键性的词语：陶罐和铁罐所
有的对话，不就是“怎样奚落”和“怎样对待奚落”吗？于
是，整节课以初步掌握主要内容、理解“奚落”的意思开始
后，就用“铁罐是怎么奚落陶罐的？”这个问题直奔主题，
导入新课。

我让孩子们通过读课文，把铁罐奚落陶罐的话勾画下来，在
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一步体会奚落的含义。对话的朗读指导，
怎么才能做到求真、求实、求趣呢？这篇课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具体、生动的神态、动作描写，使铁罐、陶罐的形象更
加鲜明突出。对话的朗读指导就根据这个特点分成三部分，
有层次地展开，以学定教、顺学而导：第一部分的对话指导
有层次地进行，通过老师的指导，让孩子们理解“傲慢”的
意思后，加动作读出铁罐的傲慢。接着通过加表情读出铁罐
轻蔑的语气。第二部分的对话，以“恼怒”为切入点，让孩
子们运用学到的方法自主读书，自由练读，把自己的理解读
出来。第三部分的对话指导，让孩子们自己读书，在括号里
填上合适的词并读一读。接着，在此基础上练习分角色朗读



人物对话。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先让他们同桌练习，
给他们准备的时间，然后再请两名学生展示。同样的考虑也
体现在给动画片配音的练习中。我设计了给动画片配音这一
环节，目的是用给动画片配音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朗读兴趣，
把所有对话连起来练读，这是在前面充分练读基础上的总体
回归，也是孩子们对课文理解的升华，还是内化语言、积累
语言的训练。

在指导学生朗读第八自然段时，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铁罐的
话，然后在括号里填上表现铁罐语气的合适的词语，并提高
了要求，让学生填个四字词语。通过这个练习，不但训练了
学生恰当使用词语的能力，也让学生积累了语言。

这节课的教学，比较圆满地完成了预设的教学要求，达到了
预设的教学目标，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得主动，练得积极，以
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话的练读中。从孩子们的朗读和发言中，
可以感觉到他们已经体会到了陶罐的谦虚宽容，也感受到了
铁罐的傲慢无礼。最后通过学生的发言以及对童话故事结尾
的改写，可以看出本文的道理他们已熟知于心了。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我上了一节公开课，教学内容是《陶罐和
铁罐》的第二课时。本篇课文是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发生
在陶罐和铁罐之间的有趣故事，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主
要讲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第二主要讲许多
年代过去后，人们发现了陶罐，铁罐却早已氧化。作者告诉
人们“不能只看到自已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已的短处，也不
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这样一个道理。
教学时，引导学生明白寓理并受到教育是本课的主要教学目
标，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

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抓住对话、注重朗读，体会人物性格特
点。课文内容简单易懂，生动有趣，教学中放手让学生自读，



在自读感悟的基础上，教师作适当的指导。引导学生抓住陶
罐和铁罐的对话，以及表现陶罐和铁罐说话时的不同神态、
语气，体会他们的不同内心活动。比如：通过“你敢碰我
吗？”“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 可以
看出铁罐的自以为是，傲慢无理。通过“不敢，铁罐兄
弟。”“何必这样说呢？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可以看到陶
罐的谦让宽容。在学生自读后，教师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
提出问题、组织讨论的方式进行检测：陶罐和铁罐是怎样对
待对方的？让学生找出对话部分，反复读，根据课文对陶罐、
铁罐语言、神态的具体描写，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铁罐
傲慢、蛮横无礼；陶罐的谦虚、友善、宽容。

课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写铁罐是怎样奚落陶罐的。为了让学生
熟读精思，充分体现“以读为本”的思想，确保读书人人参
与，在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时，首先采取男、女生分组朗读
竞赛，再次是师生品评。在指导朗读过程中，要求学生读出
不同人物的感情：读铁罐的话，语调温和些，拖长一点，语
气生硬些，给人以傲慢、蛮横之感；读陶罐的话，语调平缓
些，语气温和些，给人以谦虚朴实之感。通过品读、比较、
分析，让学生感悟：铁罐一次又一次傲慢无理，而陶罐虽然
谦虚，但能据理力争。这样以读带悟，以悟促读，在读中体
验、揣摩角色的性格特点，提高思想认识，为理解寓意作铺
垫。为了指导学生读好铁罐的这些话，我再让学生画出描述
铁罐说话时神态的词语，想象铁罐说话的神情。学生很快抓
住了“傲慢”、“轻蔑”、“恼怒”这些词语。学生的表演
绘声绘色，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会心的笑，学生学得轻松愉
快，同时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看者也都加深了对“人物”的
理解。这样一来，课堂再不是我的独角色，成了他们的舞台。

在品析人物对话时，采用对比的方法，让学生体会陶罐和铁
罐不同品格。教学第二部分许多年过去了，陶罐和铁罐发生
了什么变化呢？在比较中让学生明白：在这里铁罐的可悲下
场和陶罐不朽的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一步让学生领悟；
陶罐出土后，依然惦记着曾经对自己并不友好的铁罐，从中



感受陶罐的善良之美。

在教学《陶罐和铁罐》一课的经历中，我学习到，体验到的
东西还有很多很多，陶罐和铁罐的对话就是这样一步步练成
的，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与遗憾，但是我所学到的经验都是我
今后教学生涯宝贵的财富。作为新课程教师的我，还要不断
刻苦钻研，看更多，听更多，想更多，在永不停歇的学习中
充实自己。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四

《陶罐和铁罐》是一则很有启发性的寓言，讲述的是国王御
厨里的铁罐自持坚硬，瞧不起陶罐。埋在土里许多年以后，
陶罐出土成了文物，铁罐却化为泥土，不复存在。教学重点
为通过体会陶罐和铁罐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的语言、动作和
神态的描写，让学生理解正确地看待人和事物的方法：每个
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
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由于在第七单元中类似课文已经学习过，再加上本文语言生
动，贴近儿童实际，内容浅显易懂，适合学生自主阅读。因
此，在设计本课教学时，我决定放手让学生自读，在学生自
读、感悟的基础上做适当的指导，引导学生明白寓言中蕴涵
的道理并受到教育。

我在上这课时，我做了这样的设计：在学习生字新词的基础
上朗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流利，在自由读、小组读等多种
形式朗读之后，让学生说说自己喜欢谁、不喜欢谁、理由是
什么。虽然此时的感受是粗浅的，但是促进了学生在读中理
解，在读中感悟。绝大部分学生都能说出铁罐的傲慢、狂妄
自大和陶罐的谦虚、善良和真诚。

在精构环节，围绕陶罐和铁罐的四次对话，我在教学中采用
范学式，先指导学习第一次对话，然后总结学法，再让学生



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其他的对话。在学习第一次对话时，我
引导学生在课文中找关键词，体会人物说话的语气和表情，
并通过指导朗读，感悟人物性格特点，由此对人物的性格有
了全面的了解。之后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由小组长组
织进行学习。在小组充分学习基础上，进行全班交流。让我
欣喜的是学生不仅能有感情地读出人物的不同神态不同性格
特点，有的小组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大家表演一番，可千万别
小瞧孩子们，铁罐和陶罐的特点被孩子们演绎出来了。看着
孩子们意犹未尽的神情，我想这样自主主动的`学习，带给孩
子们的是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享受吧。 并请学生说说悟
出了什么道理，这样读写结合，激活了学生头脑中储存的信
息，使学生有话可说，乐于写作。

教学中存在不足之处如下：精讲环节中，在总结学法的时候
我没有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对细节之处没有讲得更清楚，
导至小组合讨论走形式，不知从何入手进行学习。有些小组
长在组织小组学习时，人员分配不够合理，没有起到以点带
面的作用。这些方面的训练在平常还需加强。通过国培学习
我能认识到自己不足。要及时转变观念，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五

1．在教学中我让学生通过充分的、不同形式的朗读，来体会
人物说话的语气和当时的心情，学生理解得比较到位，兴趣
很浓。如在让学生理解陶罐和铁罐的第一次对话时，我问学
生铁罐说话时是怎样的语气，当时学生就从课文中找出来
了“傲慢”这个词，我接着提问，“傲慢”是什么样子的呢？
于是有学生说它的意思，有学生表演傲慢的样子，我趁势让
学生带着这样的神态来朗读陶罐的话，学生兴致很高地争着
举手。几个环节下来，通过小组分角色读，男女生分角色读，
同桌分角色读，等等形式，学生读得充分，对于人物说话的
语气、神态和动作的理解也都比较清楚。



3．我觉得学生的朗读有个别的地方有些重复，学生已经能够
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语气和情感了，所以就不必再去重复练
习朗读了，如陶罐和铁罐的第三次对话，学生已经能够很好
地把握住陶罐和铁罐的对话了，我让学生自由读，和同桌分
角色读，男女分角色读，读得太多了，以至时间拖沓，导致
后面的教学内容没有完成好。可见，读也要有度，而不时非
得为了训练而去读，重在效果。

通过这次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在阅读教学方面的不
足，也非常感谢何莎老师耐心细致的帮助，她的指导大大提
高我的课堂教学能力。我将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加虚心地向老
师们请教，通过这样的教学实践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再上
一个台阶。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六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生动搞笑，情节富有
变化，它讲述了国王御厨里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许
多年代后，陶罐出土成了文物，铁罐却不复存在的故事。全
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主要讲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
奚落它，即他们的对话;第二部分主要讲许多年代过去后，人
们发现了陶罐，铁罐却早已消失。作者告诉人们“不能只看
到自已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已的短处，也不能只看到别人的
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这样一个道理。这则寓言故事
语言朴素却富有童趣。初读教材时，我感觉对话就应是重点，
以对话贯穿全文，给学生呈现一个傲慢自大的铁罐和一个谦
虚善良的陶罐。但多读几遍后才发现，作者的这篇童话目的
不是给我们呈现两个罐子，而是以两个罐子的形象来说
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我们应如何正确的看待
人和事物。找到了人文价值，以何种形式来贯穿全文呢?经过
深深思索与课堂实验，我找到了以“提示语”贯穿对话的朗
读，从而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透过这节课的教学，我有了
些许的感悟与想法。



感悟一：放手有益。

每次拿过课文，我都会急着去思考如何进行教学设计，如何
才能想出新点子，让大家看到我精彩的设计，但每次都没有
预想的效果。仔细想想，我忽略了课堂上最主要的人物——
学生，他们才是课堂的主体，他们的兴趣才是课堂的源泉。
因此，我试着在课堂上放手，让学生随便谈，随便说，随着
学生的兴趣爱好走。没想到真的有效果了，学生的表达完全
出乎我的意外，而且与我的预设也完全一样。仔细想想，原
先站在学生的立场，想想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最想了解
什么?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惊喜。

感悟二：走进文本，走进学生，到达师生、文本对话之效。

记不起在哪读过这样一句话：语文就是学生、教师、文本之
间的对话。正如淳淳小溪流淌在课堂上。因此，以学生文本、
关注学生才是我们上课的最终目的。课堂伊始，我可能没有
走进学生、走进课文，因此不知其功效。当我投入的与学生
一齐挖掘陶罐和铁罐的性格，探究其价值时，我和学生全身
心投入其中，完全以学生为本，和他们同感悟、同体验。这
时我们的思想相互碰撞，心灵相互交流，让我真正体会到了
真正的课堂。

感悟三：抛开设计，以生为本。

每次讲课前，我都会把教案备得滚瓜乱熟，甚至评价语我都
会仔细琢磨。但是透过这节课，让我深深领悟到：课堂是随
机的，课堂也是学生的，教案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学生
的发言进行教学。处处体现学生自主性，当然，这也需要教
师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因此，透过这节课也让我深深地
明白：知识的储备对一个教师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七

这篇课文内容生动有趣，是篇童话故事。是小孩子最喜欢的
话题，本文通过陶罐与铁罐精彩的对话的生动神态，展开了
故事情节，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正
确看待人和事物。

针对我班学生的语文基础，大部分学生能读懂课文，都能用
自己的话总结文章中心。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
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有好
些孩子完全能用自己的观点总结文章中心。作为老师我，根
本就没作多的准备，就是让学生自愿组合角色读，这样激发
了学生的兴趣，这种办法比老师指定的角色配合，学生容易
接受，有利于情感交流。不过我也没闲着，巡视听听后指导
学生读出双方角色的语气。比如、铁罐的语气是：傲慢、轻
蔑、恼怒、怒不可遏”的变化。语调上要以上扬为主，这里
我配合学生角色演读了，并反复领读了，还有陶罐自始至终
是谦和宽容，讲道理，自然平稳的语气，语气要坚实有力，
语调要不卑不亢。

接着我出示了一些词语：骄傲、奚落、傲慢、谦虚、轻蔑、
恼怒、兴奋、懦弱。为了理解这些词语，我将文中四个人物
设计了出来，分别由学生扮演，甲：铁罐。乙：陶罐。丙、
丁：考古人员，具体操作程序（略）。通过这样课本剧的表
演，词意自然会懂。这里我作了过高的点拔，因为语文就得
靠积累感悟，即使学生暂时不明白，感觉一下也好。如：我
适当点拨了背景知识。寓言，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它是用
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了某个道理或教训的
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

我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也像我一样，选自己的喜欢
的动物编一个童话故事。我给了学生30分钟，大多数学生写
好了。不过学生的与我的下水习作思维差不多，什么“小鸭
减肥记”“小兔减肥记”虽然学生习作雷同现象较多，可我



还是高兴，因为作为三年级学生，我们不能只看到“雷同现
象”因为“雷同现象”隐含着深层价值。学生这样“由不会
写到会写”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如果没我的范文引路，学生
还真不一定写的这么快。所以我把学生习作的雷同现象归纳为
“完全正常，是必然的”。

接下来，我拓宽了本课的知识面。比如、我突然用手
指“嘘”学生看见我手势，教室里安静了，我神神秘秘地说：
“听，是谁在哭？好像是书包里发出来的……？”教室里活
跃了，有个调皮的男孩说：“是我的铅笔……”接下来说的
可多了，题材也多了“教室里的哭声”“书包里的哭
声”“厨房里的哭声”“月亮和太阳想成家”“月亮和星
星”……这下学生对童话故事真是略知一二了，我将自己的
教学回峰一转，又回到教材，去感悟文中的角色神态的描写。

上完本课，我反思了，在我的语文教学中，必须以“阅读与
写作”为教学中心和目的。这样完全可以把教材的重点、难
点始终贯穿在语文的实际意义中。比如、本课要突出的语文
知识点。首先描写人物神态要与动作，语言等描写相结合。
老师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每当老师进教室，她总会用右
手去推眼镜，然后什么也不说，把教室从四角到每个同学都
得扫视一遍，然后又推推眼镜，上课……“这些神态动作描
写表现出老师既亲切又严肃，突出了个人的特点。然后，要
注意描写人物神态的细微变化，表现人物心理。如、”我感
到身后有人，转身吓了我一跳，一位又高又瘦的老妇人坐在
石头上，平静地望着我。我的脸顿时热乎乎的……”这段描
写将我内心的细微变化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总之，上完本课，我悟出了一点写作技巧的指导，描写人物
神态要考虑文章的情节和人物的处境，不能生搬硬扯。将阅
读与写作相柔和，相互穿插，要注意观察人物在各种场合的
神态点滴做到心中有数，展现人物个性，看来语文真的是浩
荡而又沉静，广博而又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