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节散文标明作者(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孙权劝学的教学反思篇一

《孙权劝学》是一篇难度适中、篇幅较短的文言文，比较适
合讲授公开课。在我校的“同课异构”公开课比赛中，申老
师授课时不仅串讲了字词，也欣赏了人物的语言和对话；杨
老师主要夯实基础，主抓字词和翻译；我选择了公开课讲授
第二课时，把字词留在了第一课时。两位老师都选择在平行
班讲授此课，于是，我选择了在七四班，也是平行班，我自
己的班级。

这节课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读发现亮点。因此，这节课，我
制定的目标是：

1、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反复诵读、品读，学生能读准节奏
和停顿，读出语气感情。

2、通过小组合作和自己思考，同学们能从不同角度得到感悟。
首先，课间时，我为同学们播放了《孙权劝学》的动画片，
片长约5分钟。（后来细细想来，课前课堂反差较大，是不是
容易让七年级的孩子们对课堂兴趣不大？）

正式授课过程中，我的教学环节基本为：

一读课文，读准字音和停顿。在这个环节中，我选择了把整
篇课文的标点符号去掉，然后让同学们齐读，以此判断同学
们断句情况。结果，发现个别同学读的不够整齐，于是我顺
势介绍了文言文断句的方法。这个“高分锦囊”上有。这个



环节比较有新意，但是，断句方法由于时间关系，我讲的不
够全面。

我的第二个环节是：二读课文，赏析对话美。本文对话言简
意丰、生动传神、富于情味，同学们可在对话旁边作批注，
感受这三位人物各自说话时的口吻、神态、心理，然后上台
展示。这个环节目的是培养同学们圈点勾画做批注的习惯。
实践证明，这个环节执行得还比较到位。

我的第三个环节是：三读课文分角色朗读，读出语气，体味
人物心理。由于前面比较拖沓，这个环节缺乏充分的准备和
酝酿，敢主动展示的同学较少。于是，我降低难度，挑选了
几个比较典型的句子，让同学们读其中的一句。譬如
（1）“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2）“孤岂欲卿治经
为博士邪！（3）“卿言多务，孰若孤？”（孙权）
（4）“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让同学们读；课堂气氛
渐渐活跃了起来，回答问题的同学越来越多，譬如刘洁、吴
嘉仪等同学回答都非常好。可惜离下课越来越近。

然而，比较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天的第三课时授课时，
同学们表现非常好。

于是，我反思：对于普通班同学来说，一定要把握学情；没
有充分的酝酿或者说发酵，孩子们回答问题往往不够自信；
如果有充分的酝酿和积淀，同学们一定会表现非常好。

我的第四个环节是：四读课文，体验反思总结全文。句式：
通过____句（或词语），我感悟到了______。这个环节设计
的是开放性试题，一般能激发同学们的回答欲望；如果运用
得当，会精彩纷呈。可惜，时间关系，这个环节留作了课后
习题。

反思我的整个课堂，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因此课堂语言不够
流畅，有的环节不够熟练，这节课虽然也有部分优点可圈可



点，但是，我认为，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要继续努力。

孙权劝学的教学反思篇二

反思这一节课，既有可以说的优点，但是缺点也不少。

本节课体现了语文课堂的朗读。朗读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
占较大比重。以读带讲的效果很好。而且能读出了人物的语
气语调。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

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清晰，让人能够直观感受。利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有效的扩充课堂容量，教学更直观。

不足的地方也很多：由于学生学习基础的把握不够，以至于
在译读这一环节所花时间过多。忽略了其他该设计的教学东
西，如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不详细。

对课文的人物形象分析不够，，花的时间少，而且展开的讨
论有限，没能展开来讲。对学生的观点做的评价不够全面。

孙权劝学的教学反思篇三

《孙权劝学》是我在文南中学上的一堂交流研讨课，也是一
堂常规教学课，我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为了备好这节课，我除了认真钻研教材、教学指导用书，还
积极了解所要授课班级的学情，从而制定教学目标、教学重
难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文言文，词句方面的障碍少，适合学
生自主学习，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于是，我将“揣
摩文中人物对话描写，品味用对话来刻画人物的表达效果”
作为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根据文言文的教学需要，采用诵读
和探究发现法展开教学，让朗读贯穿整个课堂。具体教学流



程如下：

导入新课，检查预习，自主质疑，读懂文意，品读语言，分
析人物，诵读课文，反思领悟。

反思这一节课，从施教过程看，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处。

成功之处：

1、检查预习情况包括对作者等有关文学常识的了解，难字的
读写，落实基础;

2、“自主质疑，读懂文意”能够给足时间学生自由朗读，读
课文注释，同桌互相翻译，并将不理解的词句标上记号，我
注意到所有学生都能认真读书、互译。

3、利用小黑板事先写出文中重点、难句，在学生质疑之后检
查落实句子翻译，并教学生小结翻译方法。

不足之处：

1、在“自主质疑”环节，让学生自己提出不懂的字词，原本
担心会不会有学生质疑，出乎意料的是就这篇简短的文章的
字词理解这一点，学生连连举手竟提出不少问题，所以这一
环节花了很多时间。

2、在检查句子翻译的环节，由于担心学生不懂翻译，教师反
复讲解，耗费时间，可以说是课堂的教学语言不够简洁。

3、由于在上一个环节花去至少22分钟的时间，所以以致于
在“品味语言”这一重点环节，上得不够从容。总担心时间
不够，来不及给学生背诵。所以在引导学生揣摩人物的语气，
品析人物的性格时，给学生“品”的时间不够，所以学生对
于孙权、吕蒙、鲁肃这几个不同人物对话的情味体会得不够



深刻。

受益之处：

通过文南中学老师及教研室领导的点评，我对于文言文的课
堂教学又有新的启发：

1、授课时教师要满怀激情。文言文教学注重朗读，最好教师
能够声情并茂的朗读。

2、 对于文言文字词的掌握、句子的翻译，要让学生在活动
中完成，集中训练，落实知识点。

3、不管文言文的篇幅长短，都应寻找教学的突破点，如本
文“鲁肃和吕蒙的对话”就是突破点。

孙权劝学的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设计思路清晰，环节紧凑，层次清楚，梯度适当。注重
落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给学生学习文言的方法。
拓展和作业设计自己非常得意，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好评。

教师基本功不高，语言欠简洁。教学设计内容较多，难点突
破的不够漂亮。

对于这篇文言文，我首先都是要求学生先学会翻译文言句子
内容，这样的目的让学生能够先初步掌握文章大体内容。而
对于这节课的文言翻译，我是先给同学们解释重要的字词，
让同学们带着这些重要的字词自己先学着翻译，然后再由我
进行纠正。这是学习课文的第一个阶段，学习目标是让同学
们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掌握重要的关键字词。

课文第二个学习阶段很轻松，我采取的方式是让同学们进行
表演，这篇课文很短，但是要能准确把握课文内容，需要掌



握课文中的关键人物。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出现了三个主要
人物，因此在表演的时候我是让三位同学到黑板上进行角色
表演。不仅这样，我还让男女生同学进行对比表演。而轮到
女生组表演的时候我是让他们先用文言文来讲，后来我干脆
来个急性篡改，让表演的女生用现代人的口气来演，效果还
不错。通过这样的表演让同学们能够更形象地了解课文内容，
并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课文的第三个阶段的学习就比较复杂了，这是文言知识的系
统性升华。在这一阶段，主要目的是带着同学们总结课文文
言知识。这一堂总结课我是围绕“三”这个字而来的，总结
内容包括“三个字音”“三个主要人物”“三个多义
词”“三个古今异义词”“三个句末语气词”“三个称
谓”“三个成语”等来展开的。首先是先让同学们到黑板上
做专题练习，接着再由我进行总结，这样同学们的印象更加
深刻。

总之，这一堂课，我所体现的是“三”这个教学思想。即第
一阶段是翻译，第二个阶段是表演，第三个阶段是总结。

1、在课堂教学中，以“读”为载体，以“品”为活动目标，以
“演”为活动方式，学生学得轻松，学得主动，学得有效。

2、本课体现了学生合作探究的精神。俗话说：“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合作交流，许多不能解
答的问题得到了解答，许多能解答的问题愈加明朗。

但是，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正是遗憾，才给
我展示了再探索的空间。长此努力，老师将乐教，学生将乐
学！“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吾当勉之。

孙权劝学的教学反思篇五

《孙权劝学》是部编版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四课，它是一



篇自读课文，文章简短,虽然寥寥数语，但言简义丰，使人物
形象跃然纸上。这篇文言文课文翻译时词句方面的障碍少，
适合学生自主学习，适合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根据初中语文课程标准第四阶段（7-9年级）要求，我在本节
课教学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朗读课文、翻译课文和分析人物
说话语气，把握人物性格上。通过多层次朗读、读准字音、
读出停顿，读出节奏、齐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理解课文。
学生结合注释和工具书来翻译课文，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
文的能力。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来体会人物说话
的语气，把握人物形象。培养了学生的朗读、表达等方面的
能力。此外有多媒体协助教学，课堂容量，内容得到了充分
的补充。从施教过程看，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处。

1、使用多媒体教学，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本课教学使用的
视频，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课文理解并不难，疏通理
解时让学生结合注释和工具书自主合作学习，翻译课文画出
疑难词句，学生与老师一同解答，这样便于发现并帮助解决
学生学习中的疑难点，也能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调动学习
积极性。

3、在品味对话，分析性格。这一环节，我设计五个问题，引
导学生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合作能力方面比较
好，学生敢说敢表现，也使课堂气氛比较活跃。

1、在作者作品介绍上花费时间较多。

2、文言词语的解释有点多。建议只抓住几个重点词语与句式
即可。大部分词语学生有学过，不必个个点到。这样可以节
省时间课堂。

3、在品味对话，分析性格之后，应该让学生再用分析的人物



语气来读课文，分角色朗读等，由于疏通文意花费时间较多，
后面没有进行，觉得有欠缺。

4、对学生的观点做的评价不够全面。

5、板书字体不好，今后多练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