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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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我分两个课时来完成。并且我把这篇课文的重点放
在理解字词、课文内容和让学生自己归纳课文中寻找石兽的
四种方法上;把难点放在让学生知道学习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
么道理上。

首先我让他们自己借助课文下面的注解和工具书自己初步阅
读感知课文内容。

读了几分钟后全班一起朗读(他们边读的时候我把他们读错的
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在一起更正读音)。更正之后我再带他们
朗读一篇课文，紧接着让他们自己在朗读几篇。这样他们就
会对课文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便于他们更好地学习课文。
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带他们多读文章，这样不仅能
熟知课文内容，而且还会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

接下来就是对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掌握课文内容。对于作家
作品的介绍我只简单的说一下。对字词和课文内容我讲的比
较详细。我先让他们自己翻译课文，把不会翻译的作上记
号(在学习时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等时间到了我让每个小
组派一个代表一句一句讲解课文内容，由于文章内容有点长
我让他们一段一段来学习。如果将的内容太多我发现对农村
中学得孩子来说要他们把那么多的内容记下来就有些困难，



他们消化不了。我把每段里面重要的词语句子要他们做上记
号，再让他们当堂把这些内容记下来。过几分钟后我在检查
他们学习的情况，真的和我预想的差不了多少。我觉得人有
了压力之后才会有动力，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用这种方式让他
们掌握文章内容效果还可以。我真的很开心他们能达到这样
的效果我感到很欣慰。学完文章内容之后，我马上进入第二
环节提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学生归纳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
个什么故事?待学生回答之后便明确答案(寻找石兽的故事)。
接着问他们课文中讲了他们用几种方法来寻找石兽的?然而学
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回答的不是太好，他们都只找到了三
种，他们都把第一种给漏掉了。最后又问学生他们是怎样找
到石兽的?学生马上回答是根据老何兵提供的线索在河的上游
找到石兽的。

文章的最后我问学生从他们寻找到石兽这件事我们应该明白
一个什么道理?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回答的就不是很全面。

对于这篇课文我觉得自己在教学生朗读和让他们课文重要词
句这方面做得还可以。他们之后做这课的习题时很多学生都
不用看书，这点值得我高兴。在课文提升这方面我觉得自己
做得还不好。以后自己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俗话
说：“活到老，学到老”，对于学问是永无止境的。只有不
断给自己充电，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我一定会不断的学习，是自己越来越优秀!

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的故事同学们都熟悉，当我们
的方法不当之时，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河中石兽》也
是异曲同工的文章。

从孩子们熟悉的成语引入，首先让孩子们都有一个总体印象。
然后再逐字逐句翻译。学生们在已有的文言基础上，能够凭
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对文章大意有初步了解。但是最难懂的.还



是为何石兽会逆流而上。于是我搬来了实验。

首先，将一个乒乓球当做是落入河中的石兽，然后用一个小
盆装满豆子，盆子便是河床，豆子便是泥沙。在展示台上展
示四种不同的捞法。在研究老河兵的说法之时，假使水从左
边而入，而因为石兽较重，所以石兽迎水面的豆子就会越来
越少，然后就会形成坎穴，低于右边的豆子，石兽因为重力
不得不往矮处跌，所以就逆流上一点，如此反复。终究逆流
而上啦。

在具体实物的帮助想象和演示下，学生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
从而揭示文章的中心：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

在拓展迁移部分，将读书与行路结合。展示一副图画读书多
实践多的人可以在高高书堆上透过云层看到太阳，读书少实
践少的人，只能在矮矮的书堆上看层层乌云。这样一对比，
学生就明白了如今是积累书本、理论知识的时候，要看到太
阳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实践结合着。

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河中石兽》一文对倒塌于河中的石兽位置有三种不同的判
断。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河中石兽教学反思，希望大家喜欢!

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学习文言文有一定的难度，教学时
要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再读课文，了解课文
内容。多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好方法。第一步先读通，第二
步读熟，“熟读百遍其义自见”，熟悉了课文之后，再逐字
逐句的解释词语，让学生知道文言文的许多词义和现代文是
有区别的，还要让学生知道古今词义的不同解释，所以我的
第一节课主要是以读为主，先处理好字词和解释，把基础的
知识弄扎实，接下来第二课时再根据课后注释理解课文内容，
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深刻涵义。



重点分析几个人物的不同看法，到底谁说的正确，为什么正
确?这就要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去思考。因此，
第二节课上课前最好和部分学生沟通交流，学生不理解的道
理可以问物理老师，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制作课件演示，所
以安排两节课，就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去主动学习，主动
探究生活中的现象，这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潜移默化的被
激发了出来，最后揭示故事的道理就很容易了。

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节选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故事围绕着“如何才
能找到十多年前掉进河中的石兽”展开，僧、讲学家、老河
兵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故事的结局证明了“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1、 落实文言重要实词，反复朗读，知晓文章大意。

2、 了解“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理解“借事说
理”的方法。

3、 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方法，体会“实践出
真知”的道理。

4、 培养学生客观对待分析事情的态度。

教学重点：落实重要字词;体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难点：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办法，体
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一、导入(检测字词落实情况)

ppt展示



河中石兽

清.纪(ji)昀

——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师：朗读推开记忆的门，在朗读中回忆重要字词。

ppt展示

圮 并 阅 棹 设帐 物理 是 携 耳 确论 湮 颠

二、字句落实

1、落实第三段重要字词

ppt展示

解释下列划线的字词

如是再啮：像;冲刷，侵蚀。

遂反溯流逆上矣：逆流。

固颠：本来。

如其言：依照。

然则天下之事：既然这样，那么。

但知其一：只。

可据理臆断欤：主观地判断。

2、结合字词挑战自己



ppt展示

(1)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杮，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2)沿河求之，不亦颠乎?

(3)石性坚重，沙性松浮。

(4)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

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

(5)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

可据理臆断欤?

3、再次朗读，整理内容(了解故事大意)

ppt展示

文章记叙了 (概括)，得出了 的道理(原文)。

提示：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明确：短文前面记叙，后面议论，叙议结合，借事说理。

三、研读赏析，讨论人物

ppt展示

三类人：

僧——出家人，居于寺庙，四大皆空;



讲学家——居于书塾，研究经史，讲学教书;

老河兵——长年驻扎河边，巡河，镇守河防。

思考：

1、讲学家和老河兵分别为了什么而“笑”?

明确：(1)讲学家嘲笑僧的错误做法;老河兵嘲笑僧的错误做
法，以及对众人的盲目追寻的世风而无奈。

(2)僧只考虑水流性质，考虑问题不全面;讲学家只根据书本
知识，考虑石头和沙子的性质，空谈事理，不切合实际;老河
兵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从水流性质、石性和沙性出发，全
面考虑。

ppt展示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有矣，不可据理臆断。

明确：多指空谈多，实践少。反问句，加强作者情感。

四、走向生活

学了《河中石兽》，回望自己的学习、生活，我收获(懂得)
了 。

板书：

借事说理

僧：考虑问题不全面



讲学人：空谈理论

老河兵：阅历深广，实践经验

批判“空谈理论，盲目追从”的世风(遗憾)

强调“实践出真知”。

《河中石兽》教学反思

《河中石兽》设计的特点是，在朗读的基础上，围
绕“译——议——悟”的结构模式，

从知识能力到情感体验，从文本走向生活。具体有如下收获。

1、 突出了重点：在诵读中体味、感悟。

2、 突破了难点：巧用“换字法”，体会“多”和反问句的
情感，既避免了空洞的分析，又体现了“过程和方法”。

3、 体现了特点：抓住了学科与文体的特点，上出了一定
的“文学味”。

这是《河中石兽》的第二课时，所以文言字词的重点稍有偏
颇，但课后有学生问我：老河兵的方法是不对的?突然意识到，
我犯了文言文的忌讳，本末倒置，没有扎实“言”，而高屋
建瓴地探究了“文”的蕴含。以下是我几点不足。

1、过度预设：第一板块“点译、句译、全文理解”，随
着ppt的呈现，看似学生回答得流畅，但是流畅的背后是教师
过度预设，这抛弃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如果让学生
借助注释口头翻译，把盲点疑问等标注出来，也许课堂生成
地更有效果。“全文理解”，由于时间关系，我也只是
用“一段话概括”故事来检测落实，其实这没有真正的检测



学生掌握的情况。对于文言文，我们该落实到字词，还是粗
略地了解大意?这也是个疑问，也许是家常课和公开课的问题。

2、资料更近不足：“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多矣，可据理臆断欤?”这是整篇短文的句眼，一个“多”，
一个反问句，包含了作者纪昀的情感，对当时社会的想法，
然而由于我浅薄的知识，无法理清《阅微草堂笔记》撰写的
时代、宋代理学家的特点、乾隆年间的故事，这些都是作者
的生活环境，适当的资料更近，有利于学生了解纪昀的情感，
“论事”方能全面“知人”。

3、忽视知识序列衔接：初一学生对于文言文学习仍处于低层
状态，接受识记文言字词也许比较合理，“通假字”、“古
今异义”、“实词”、“虚词”等，这些也许是他们知识大
门敞开所需要的，当然也需注意随文而教的问题;然而，这篇
文章，我把后半部分的设计重点放在了体悟上，两次“笑”
的不同，论“三类人”的做法，还强行灌输了“表达方式”
的内容，初一学生的知识需要和我所教的知识，有一定的落
差。

河中石兽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教案分析：

本文节选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故事围绕着“如何才
能找到十多年前掉进河中的石兽”展开，僧、讲学家、老河
兵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故事的结局证明了“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教学目标：

1、落实文言重要实词，反复朗读，知晓文章大意。

2、了解“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理解“借事说理”



的方法。

3、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方法，体会“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4、培养学生客观对待分析事情的态度。

教学重点：落实重要字词;体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难点：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办法，体
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导入(检测字词落实情况)

ppt展示

河中石兽

清.纪(ji)昀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师：朗读推开记忆的门，在朗读中回忆重要字词。

ppt展示

圮并阅棹设帐物理是携耳确论湮颠

二、字句落实

1、落实第三段重要字词

ppt展示



解释下列划线的字词

如是再啮：像;冲刷，侵蚀。

遂反溯流逆上矣：逆流。

固颠：本来。

如其言：依照。

然则天下之事：既然这样，那么。

但知其一：只。

可据理臆断欤：主观地判断。

2、结合字词挑战自己

ppt展示

(1)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杮，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2)沿河求之，不亦颠乎?

(3)石性坚重，沙性松浮。

(4)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

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

(5)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

可据理臆断欤?

3、再次朗读，整理内容(了解故事大意)



ppt展示

文章记叙了(概括)，得出了的道理(原文)。

提示：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明确：短文前面记叙，后面议论，叙议结合，借事说理。

三、研读赏析，讨论人物

ppt展示

三类人：

僧——出家人，居于寺庙，四大皆空;

讲学家——居于书塾，研究经史，讲学教书;

老河兵——长年驻扎河边，巡河，镇守河防。

思考：

1、讲学家和老河兵分别为了什么而“笑”?

明确：(1)讲学家嘲笑僧的错误做法;老河兵嘲笑僧的错误做
法，以及对众人的盲目追寻的世风而无奈。

(2)僧只考虑水流性质，考虑问题不全面;讲学家只根据书本
知识，考虑石头和沙子的性质，空谈事理，不切合实际;老河
兵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从水流性质、石性和沙性出发，全
面考虑。

ppt展示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有矣，不可据理臆断。

明确：多指空谈多，实践少。反问句，加强作者情感。

四、走向生活

学了《河中石兽》，回望自己的学习、生活，我收获(懂得)
了。

板书：

借事说理

僧：考虑问题不全面

讲学人：空谈理论

老河兵：阅历深广，实践经验

批判“空谈理论，盲目追从”的世风(遗憾)

强调“实践出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