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 两小儿辩
日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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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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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篇一

《两小儿辩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一单元的一篇
课文，也是教材中的第二篇文言文。今天我把它作为第一篇
文言文来上。小学六年级的文言文阅读是为初一正式实现文
言文阅读教学目标做好辅垫，激发兴趣，打下基础。因此第
八组导读中明确指出：“本组课文将引导你初步接触一下文
言文”，“第一次学习文言文，要对照注释，一字一句地读，
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课文读通，读懂。”

我的教学指导思想是：

学习得法则事半功倍。如何学习文言文是小学生学习文言文
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两小儿辩日》则是他们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课堂伊始，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文言文?当学生讲出对
文言文的粗浅的认识后，我便对他们的回答给予充分地肯定，
同时告诉学生，文言文是古代文化的遗产，是传承古代文明
的媒介，学习文言文能让我们了解古人的思想道德观点，还
能提高我们的语文学习能力。这样学生对文言文有了充分的
认识和兴趣。之后我又启发他们结合现代文的学习方法，渗
透总结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古文学习与现代文的学习有
密切的联系，在现代文学习中掌握的一些阅读方法同样适用
于古文的阅读理解，所以这节课中我注意调动学生以往的学



习经验，让学生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进步提高，获得全新的
文言文的阅读体验。

我让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这样更利于合作学习。教学中提供
合作学习交流的.机会，自主探究的空间。例如让学生结合学
习方法循序渐进，首先把句子中难懂的字词对照注释进行注，
然后把句子连起来解释，还有不懂之处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这样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习惯，让学生真正的
成为学习的主人，落实了学生主体地位，同时培养了合作精
神和协作能力。我还有意识地进行留白，如反问句在这里的
作用;“为”出现三次，为什么读法不同;“探汤”的“汤”
和现在的“汤”有什么不同……给学生留下自主探究的空间。
教学目标中“读懂意思”得到实现。

“读”是阅读教学的主要活动，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也
是诵读，这节课的重点在读，难点也在读。因此，在教学中
我将“读”贯穿始终。本课朗读分为三个层次：

1、读通：

通过生试读，个人练读，小组自学合作读等多种形式，将文
言文读通。

2、读懂：

生对照注释，在自己的努力下在互助的学习中能将每一句话
读懂，理解全文。

3、读好：

创设情境，激发读的兴趣。重点处我适时地点拨，如：两个
小儿争辩时为什么要用反问句，强调他各持己见、胸有成竹
的心态;有“车盖”的车古时候是给什么人坐的，在这里“车
盖”象征着什么，怎么读;“盘盂”与“车盖”相比天壤之别，



怎么读……这样学生带着感受读出对比的语调，一轻一重，
情到深处自然流!同时这样的训练充分达成了教学目标读出韵
味。

遗憾是：

1、时间分配得不够好，学法指导处利用了7、8分钟的时间，
因此也冲淡了重点;如果能在此节省5分钟时间，“诵读”的
训练能更突出一些，同时后面的设计的“谈启示”及“课本
剧”表演也能得到展示。

(表演《新编两小儿辩日》剧情：一现代少年穿越时空，来到
遥远的古代，恰遇两小儿辩日，孔子不能决也。现代少年用
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解答了两小儿的问题并表达了对两小儿
和孔子的敬佩之情。)

2、教学目标设计过多，贪多，贪全：

因为这是第一篇古文教学，因此，我总想在课堂上让学生收
获更多的知识，其实仔细想来，不如把了解古文以及激发兴
趣放在第一课时，这样便更能突出“读懂意思”“读出韵
味”的重点。

3、自己的教学语言还不够简练，有时语言随意，有时不够严
密或有重复学生说话的现象。

在结束反思的这一刻，有种感觉已在心中孕育、升腾。是希
望?是方向?亦或是壮志?虽然说不清楚，但我突然明白为什么
我校几位前辈能在语文教学这片沃土上几年如一日，默默耕
耘、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原来它真的能给人带来成长的快
慰，收获的喜悦。怀着这种情感体验，我第一次想发自内心
地对自己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分享：



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篇二

两首古诗的学习结束了，班中学生似乎仍沉浸在刚才的喜悦
之中。由于诗中都写到了小孩，他们与班中的孩子有着许多
的相似点，因此为了增强古诗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我让学生
将古诗《小儿垂钓》进行了表演。准备开始了，各组学生都
处于积极兴奋状态。一切准备就绪，各小组代表便开始登台
献演了。在演到“遥招手”时，台下的不满声音出现
了：“不对，应该是摆摆手。”“什么呀，应该是招招
手。”于是，戏演不下去了，表演成了辩论了。见此状，我
便让孩子们先坐好，想一想，然后再进行有理由的陈述。一
时，学生不知从何说起。见学生不作声，我便开导道：你们
觉得遥招手与遥摆手的孩子哪个更讨人喜欢？这下，学生的`
思路打通了，他们觉得一个全身心钓鱼的孩子加上一点热心
助人的品质更受人欢迎。但也有学生表示不同意，第一首古
诗中的偷采白莲子的小孩都能够得到诗人的喜爱，这个专注
着钓鱼而拒绝问路的孩子怎么会不讨人喜欢呢？一时，大家
无语。这到底怎么解决呢？追根溯源，还是我的引导出现了
误差，应该将探讨的话题放在“为什么文中用招手而不用摆
手”上，还不是在“喜欢怎样的孩子上”旁生枝节。的确，
顽皮淘气的孩子也自有令人欢喜的地方。

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篇三

苏教版古诗《小儿垂钓》，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写的一首描
写农村儿童生活情趣的诗作，《小儿垂钓》教学反思。全诗
是这样的：“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
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因为这首诗通俗易懂，课前已
让学生对全诗进行了充分的预习，可以说，领悟能力强的学
生通过自学完全可以理解诗意，感悟诗的意境。因此，我板
书完诗题后，直接让学生说一说“垂钓”的意思，这大部分
同学都已明白。学生说出就是“钓鱼”之意后，我追
问：“为什么称‘钓鱼’为‘垂钓’呢？”发现教室里突然
鸦雀无声，看来孩子在预习时只是从资料上查到意思记下来，



并没有进行“知其所以然”层面的思考，所以一下子被问住
了。我等了大约30秒时间后，有两三个孩子举起了小手，他
们有过钓鱼的经历，联系钓鱼时钓竿上垂下的钓钩及钓线上
理解了“垂钓”，其他孩子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都随声附和。
在讨论“蓬头稚子”时，孩子们都知道“稚子”就是小孩子，
我让他们说说对“蓬头”的理解。有的孩子说“蓬头”就
是“头发很乱”，有的'孩子说“蓬头”一词写出了农村孩子
形貌不加粉饰，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
真实可信；还有一个细心的孩子发现文中的插图上，垂钓的
小男孩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认为“蓬头”就是头发蓬松的意
思，教学反思《小儿垂钓》教学反思》。我对他们的理解一
一给予肯定，特别是最后一个同学，我还告诉她，古时候男
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把头发束起来，而文中的小男孩显然
还没到这个年龄，所以“蓬头”是很正常的。

《语文课程标准》以全新的理念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如何充分发挥语文课程人
文性的功能，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改革
中的热点，也是实际教学中的难点。在学习《小儿垂钓》一
诗时，我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动作“遥招手”出发，引导
他们思考：为什么用“遥招手”而不用“遥摇手”？从“招
手”中你能想到什么？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纷纷举手发言。
“因为害怕惊动快要上钩的鱼儿，所以没有马上回答路人的
问话。”“嘘，别出声。不然我就钓不到鱼了。”“请你再
靠近一点，我会轻声告诉你的。”……从他们精彩的发言中
不难看出，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感悟具体的语言文字，
知道诗人抓住了孩童瞬间的变化，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孩童
的神情意志，令大家不得不爱上这个可爱的孩子。通过思维
和想象，学生不仅体会到了古诗准确生动的描写，也培养了
礼貌待人、乐于助人的好习惯，从细微之处塑造学生健康向
上的美好心灵。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习语言文字，也在学习
做人。我想，这就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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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篇四

设计这个环节，我的目的是让学生把文言文读通顺。我先让
学生根据划分的节奏来自由读文言文；再分别叫四个学生单
个读；看到学生读的还不很到位，于是我范读；然后再让学
生像我这样读。在这一环节，通过不同形式的读，使学生把
课文读熟了，通顺了。

第二个环节：再读文言文，懂其义

设计这个环节，我的目的是让学生借助注释来弄懂文言文的
意思。我先让学生自主学习，也就是根据书上的注释试着自
己理解文言文；然后再让同桌、前后桌进行交流、讨论；最
后采用“渔歌问答”这个游戏进行全班交流。

第三个环节：三读文言文，展开辩斗

设计这个环节，我的目的是通过辩斗，挖掘、深化文本内涵。
我先让学生用笔画出两小儿各自的观点和理由；接着让两个
学生上台辩斗，看到这两个学生辩是辩了，但还没有“斗”
的感觉，于是，我亲自扮演其中的一个小儿，和另一个学生
展开辩斗。刚开始语气平缓，随着“此言差矣！”“非



也！”“胡说！”等连接词的加入，两人的语速逐渐变快，
语气变重，最后，感情激昂，互不相让。师生“辩斗”结束
后，我请学生评价。再后来，让全班学生都来做一回两小儿。
全体起立！左边的同学做前面一小儿，右边的同学做后面一
小儿。我呢，就在一旁引读创设情境：分别以“一儿
曰”、“一儿自信曰”“一儿摇头晃脑曰”“一儿拍着胸脯
曰”“一儿坚持曰”、“一儿争辩曰”、“一儿反驳
曰”“一儿不服曰”“一儿紧握拳头曰”“一儿手叉腰曰”
等为引导，组织学生反复朗读上面两句。

第四个环节：四读文言文，悟道理

设计这个环节，我的目的是让学生体会体会到两小儿善于观
察、说话有理有据，学习孔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两小儿辩日教学反思反思篇五

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翻阅字典，自己理解
课文内容。重点指导两个小孩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的
句子。在理解“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
远者小而近者大乎？”时，让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比如：
看远处的树木显得小，看近处的树木显得高大，从而真正理
解句子的意思，知道为什么小孩根据看到的现象得出远者小
而近者大的结论，接着总结出小孩善于观察和说话有理有据
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