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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庄子二则教学反思篇一

很多脑筋急转弯都是运用换概念的方法，考得人措手不及。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在辩论过程中也用偷换概念取胜的故事。

主要运用对话的方试训练学生的'理解，如分角色扮演，进行
辩论，普通话，南义话，文言文，各种版本的都可以。

庄子与惠子辩论，谁赢了？

刚开始惠子有优势，后来庄子有优势。为什么形势发生逆转？

在庄子辩论词穷时，他用了一招什么办法，转败为胜？提醒
是偷换概念，在哪里？偷梁换柱，胜之不武。

偷换概念，故意曲解“安在”。

庄子二则教学反思篇二

陈大伟

11月1日，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
年会，陪同李烈理事长、济南天桥区教育局张萍局长走马观
花地看了小学语文、数学、英语三个会场的教学交流，完整



地观察过王文辉老师上过一节《树的故事》（课文附后）。
王老师的教学基本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转场的时
候中，张萍局长问我能不能上一节《树的故事》。多年观课
议课使自己的脸皮变厚了，现在我鼓励中小学勇于上公开课
的说法是“上成功了有成就感，上失败了有贡献感；不要把
成败看得太重，好好享受过程”,我这样说，也这样实践。对
于张局长的邀请，我说：“没有问题啊，我11月14日就来上
一节。”

确定为11月14日是很早就有的计划。今年1月，我们在贵阳市
云岩区启动了“理想课堂建设”的项目，上一期处于启动阶
段我去得多一些，这学期我自己一直有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
享课“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压力（本周一，完成了其中的
一项任务，把《教师职业道德》的书稿交给高等教育出版社
了），加上很多朋友邀请到各地交流，没有更多的时间到贵
阳。但其中一个计划是要陪一部分榜样教师和进修学校的教
研员外出学习考察，预留的时间是11月14日、15日。

参观什么学校呢？山东教育报刊社的陶继新老师很热心，说
到时候他帮助联系，但陶老师也说如果人数较多，就要教育
局同意才行。碰巧，我受邀参加小教专委会的年会，见到干
练、热情的张萍局长，在她听过我的报告以后，我说云岩区
的老师希望前来学习，她爽快地答应接待，我就可以少麻烦
陶老师一回了。

马海燕副局长负责和我联系，知道我要一起过来，马局长希
望我趁此机会对天桥区教学骨干做一次培训。和我商量，他
们做出了这样的安排：14日上午，我上《树的故事》，并就
教材研究和教学内容设计做讲座，对象是区内各小学的骨干；
14日下午，观察汇文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和语文教研活动，并
进行相应指导；15日上午，观察汇文实验学校两节课和集体
备课活动；15日下午，以“如何有效组织教研”对区内的教
研骨干做讲座。整个过程，云岩区的老师全程参与。我考虑
到需要安排一次和云岩区的榜样教师的交流，计划了在15日



下午的活动以后再和他们进行一次讨论。

张局长点的课是《树的故事》，马局长给了汇文实验学校展
宏伟校长的电话，我和展校长沟通，知道是四年级的学生，
学生已经学过这个内容，我依据学生已经学过的实际进行教
学准备。

张局长、马局长、房晓鸣副局长都来观察课了。我基于同学
们学过的实际，组织了两个学习活动：

一是“发现和研究自己还不明白的问题”,具体要求和活动包
括：（1）仔细读课文，想一想“我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
在相应的位置简要标注自己的问题。（2）选一个你认为最有
研究价值的问题，研读课文，找一找答案？并写出答案要点。
（3）和同学们分享你研究的问题，并请同学们参与讨论。

二是改编故事：男孩学了《树的故事》以后，穿越回了自己
的童年，开始了一段和苹果树不一样的生活，请以《树和男
孩》为题改编故事。有这样的提醒：（1）可以选择其中的一
个场景写，也可以完整地改编；（2）注意使用描写语言、动
作、心情的词语和句子。

重点在第一个学习活动上，第二个学习活动可以视为一个活
动补丁（如果前面教学时间耽搁太多，这个活动可以留在课
后让有兴趣的自己完成；如果第一个活动十分顺利，就可以
在课堂上写一写，组织交流），这是预留教学活动的弹性。

对于组织同学们想一想“我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我也做了
两手准备。如果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能够实现教学的目的，那
就讨论同学们的问题，如果同学们还不习惯自己提出问题，
我预备了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者为什么把题目
定为‘树的故事’，而不是‘树和男孩’的故事”?这可以引
起的讨论是“作者希望读者主要关注什么”.第二个问题
是“课文中的为什么始终是‘男孩’”?这可以讨论如果不知



道体谅他人，不关注他人情感和需要，不承担责任和义务，
这样的人年龄再大也只是“男孩”,而不是“男人”、“男子
汉”.第三个问题是“课文最后一句‘你可能觉得男孩对树太
无情，然而我们谁又不是那般对待我们的父母呢？’这是什
么意思”?这不仅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反问句，而且可以体会作
者期望引起读者的反思意识，从而有所改变，学会从“男
孩”到“男子汉”,当然也从“女孩”到“女儿”,这是促进
成长，同时为过渡到第二个学习活动做出铺垫。

实际的教学是我用了七分钟组织同学们完成第一个活动的第
一个要求，同学们的问题价值并不太大，这时我抛出了自己
的问题。后来的学习活动，同学们研究和思考的是我出示的
问题。在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学习交流中，我注意引导他们抓
住听众、和同学们共同学习，进展比较顺利，同学们由开始
的紧张变得舒展。

上课结束，我先就教学的缘由、设想做了说明，然后就这一
堂课对话。王文辉老师、天桥区的三位小学语文教研员，先
后肯定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问题和我交流。接下来是我
的讲座，一个小时左右。主要就“课程目标与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教材与教学内
容”、“课文与教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及其他们的实践
意义用案例进行了诠释。

张萍局长曾经是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后来当小学校长、副
局长、局长，是教育的行家。曾经优秀的语文教师，站在行
外看语文教学，这使她对后面的发言有了两个视角的比较。
她对课的肯定使我有没有李烈老师、以及她的期望的感觉。
马局长说张局长读懂了我的课，我也佩服马局长的眼光。下
午他们开了初中教学质量表彰会，展校长说在会上张局长几
次用这堂课作为案例和校长们交流，表达了对这节课的理解
和肯定。

下午观察了“女娲补天”的阅读课和“小小推销员”的口语



交际课。然后观摩语文教研活动，利用两节课的平台进
行“基于教学问题的跟进式研修”和“基于课例的跟进式研
修”定位很好。我就两者的区别、如何更有实效交流了自己
的意见。

15日上午先观察一节初中语文课“背影”,然后是一节生物课，
接着观摩了集体备课活动。观摩集体备课就我来说还是第一
次，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感谢汇文实验学校的安排。天
桥区中学教研室的阚主任让我发言，我就如何利用过去的教
学经验、如何站在学生的角度集体备课、如何有结构地集体
备课、如何用更复杂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教材、如何引进他
人经验变集体备课为集体学习与研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15日下午我的讲座主要围绕“人因思而变”展开。交流结束，
和云岩区的朋友座谈，我对他们阅读和使用《幸福教育与理
想课堂八讲》提出了要求，并要求他们改变谈话的话语结构，
即用研究的话语结构表达自己遇到的问题、曾有的思考、行
动的效果和反思。交流和讨论十分热烈。汇文实验学校的吴
昕副校长对老师的参与私下表示了称赞。云岩区教师进修学
校的陈校长认为话语结构的改变对老师们的帮助很大。我自
己的体会，最近的交流我越来越重视话语结构的修整，重视
规范实践者的话语和行动结构，这几次都有了明显的效果。
这也算自己的进步。

本期“理想课堂建设”一个活动落幕！

写于2011月16日星期六

ps:今年曾经听上海青浦教师进修校关景双老师讲座，他在分析
“独在异乡为异客”时说，一定要有“异乡”的经历才能长
大，要有“异客”的体验和适应才有创新。我赞同这样的理
解，从这种意义上，这一故事上成对男孩的批评和责备的确
存在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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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故事

作者：瑞乔・m・约翰（美国）

翻译：江江

时光流逝，小男孩渐渐长大。

一天小男孩来到树旁，一脸忧伤。树说：“和我一起玩
吧！”

男孩回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想要玩具，我想有钱
来买玩具。”

树说：“对不起，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摘下我的苹果拿
去卖。”

男孩把苹果摘了个精光，开心地离去了。

一天，男孩回来了，树喜出望外，说：“和我一起玩吧！”

“我没有时间玩。我要做工养家，我们要盖房子住。你能帮
我吗？”

“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

男孩把树枝砍了个精光。

树再次寂寞和难过。

一个盛夏，男孩又回来了，树雀跃万分。男孩说：“我越来
越老了，我想去划船，悠闲一下。你能给我一条船吗？”



“用我的树干去造一条船吧。你可以开开心心地想划多远就
多远。”

男孩锯下树干，造了一条船。

终于，多年以后，男孩又回来了。“真抱歉，我的孩子，可
惜我现在什么也无法给你了……我唯一留下的只有枯老的根
了。”树流着泪说。

“我现在只要有个地方歇一下就好了。经过了这些年，我太
累了。”男孩说，“老树根是歇脚的最好的地方了。”

男孩坐了下来，树开心得热泪盈眶……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树就是我们的父母。

当我们长大后，离开他们……只有在我们有求于他们，或遇
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才回家。

你可能觉得男孩对树太无情，然而我们谁又不是那般对待我
们的父母呢？

庄子二则教学反思篇三

《纪昌学射》是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下册第29课《寓言两则》
中的第一则。这则寓言讲的是纪昌学习射箭，飞卫告诉他先
要下功夫练眼力，一是“眼睛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
眨一眨”；二是“练得能够把极小的东西，看成一件很大的
东西”。纪昌一一照做。等练好了眼力，飞卫才开始教他开
弓放箭。后来，纪昌成了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故事以生动
的事阐明了无论学什么技艺，都要从学习这门技艺的基本功
入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可以体会到学习者的恒心和
毅力对学习结果的重要作用。



“学源于思，思源于疑”。好的问题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能
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能激发学生去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兴
趣。我们都知道课题是课文的眼睛，所以在教学时我抓住课
题，让学生根据课题质疑，课上学生也能够抓住文眼提出了
好几个问题，如：纪昌向谁学习射箭？纪昌是怎样学习射箭
的？当学生提出问题后，我会以鼓励性的语言来激发更多的
学生大胆提出疑问。

虽然这则寓言比较简单，但是学生在总结课文主要内容时回
答得还不够完整，这时我并没有急于打断学生，而是通过引
导式的语言让他们完善答案，比如：你说的还能再具体些吗？
你还有需要补充的吗？??这样的语句来引导学生大胆说出自
己的答案。在这节课的伊始，我设计了学生朗读课文的环节。
第一个举手站起来的学生是我们班平时不太敢举手的同学，
当她流利的读完课文时，我以赞扬的语气鼓励了她，并且给
了她一个满意的微笑，从而让这位同学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值
得肯定的，并且鼓励她今后更要大胆的举手回答问题，这样
也会鼓励其他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

庄子二则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我给学生讲了《寓言二则》，分别是《亡羊补牢》和
《南辕北辙》。感觉很是失败，觉得很有必要反思一下，总
结一下。

叶澜教授曾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的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
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名师。”课上完了，到
底上的有效率吗？静下心来细细回顾一遍，会发现自己在哪
些环节是有效的，哪些是多余而累赘的。其实不是每节课都
能一帆风顺，尽如人意的，如果能敢于面对自己那些课堂教
学效益低下的课并及时查找失败原因，找准不足之处，并进
行分析，找到应对的策略，并记录下这些策略，对以后的教
学帮助会更大。



首先，教学目标不太准确，没给学生以明确提示本节课的任
务到底是一则寓言还是两则？没让学生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其次，也是最失败的一点，就是教师讲得过多，以至于学生
没有充足的的时间来独立思考。没有深入的结合学习。生活
经验来体会寓意。所以课堂气氛也不够活跃。只有课堂活起
来了，学生才有可能主动、生动、活泼地发展。课堂上，凡
学生能够自己学会和理解的，老师就应该大胆放手，先自学
再交流；凡部分学生能感悟的就请学生来讲授，让其他学生
听得感兴趣；教师要讲解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
些必要的方法，再启发学生举一反三。

以上是我对这节课的反思总结，以后还要虚心学习其他教师
的优秀经验，力争把自己的每一堂课都上出效率。

庄子二则教学反思篇五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一文我们不能用庄子与惠子谁对谁
错来判断，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把
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
同，他只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庄
子以其艺术家的风貌，在认知态度上偏于美学上的鉴赏；惠
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在认知态度上着重知识论的判断。两
种对立思路，一个超然物外，又返回事物本身来欣赏其美；
一个走向独我，认为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
状态。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认知事物的角度不同，认知世界
的结果也就不同。我想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庄子到底说
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