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 灿烂的
中华文化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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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特点、影响，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中华美德。

2、能力目标：

把握中华文化特点的能力；

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文化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了解中华美德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转
化为实际行动。

二、教学重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三、教学难点：代代传承的'传统美德。

四、教学方法：讲授法、探究法、事例法等。



五、课时安排：1课时

六、教学用具：多媒体

七、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请同学们欣赏歌曲《中国话》，边欣赏边思考：在歌曲
中都介绍了哪些内容？

（学生认真听，并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的回
答进行总结，导入新课。）

（二）新授

（板书课题）灿烂的中华文化

师：通过听歌曲我们感受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接下来我们
就“话一话”中华文化。

（活动一）【话文化】1、你还了解哪些中华文化？

2、你喜欢哪种形式的中华文化？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补充总结。）

师：通过学生列举中华文化的实例，我们发现中华文化丰富
多彩、包罗万象，那么具体来说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请同学生阅读教材65页末段。

（教师点名学生回答。）

（学生根据教材回答教师问题，教师提示总结。教师使用多
媒体展示材料，向学生讲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师：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一方面特点，下面我们来看教
材64页上的探究，通过探究活动总结一下中华文化的另一特
点。

（活动二）【比一比】将学生分成两个小组，每小组的同学
分别回答探究上的问题，看哪一组回答得好，然后每组推荐
一名同学概括中华文化的另一特点。

学生总结出：源远流长。

（教师解释源远流长的原因。）

师：下面我们来看“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本上的相关链接，进一步
证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学生否认，异口同声回答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

教师点拨：既然各民族为中华文化都做出了贡献，那么各民
族之间就要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彼此不要歧视欺压。

（活动三）【说一说】学生列举一些格言，并说说对做人做
事的影响。教师由探究活动引出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教师
提问学生回答：传统文化有哪些深远影响。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例子，进一步证明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

（教师引导学生得出结论：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学生讲述故事并回答问题，教师根据探究活动得出结论：
既然传统美德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
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那么我们对传统美德，就要薪火相传。
）



师：那么代代传承的美德有哪些？（学生回答）

师：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随着时
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与时俱进的传统美德有哪些呢？我们
先来完成一个连线题，根据连线题解决我们的问题。（学生
完成连线题，教师总结补充）

（活动五）【做一做】作为中华儿女，你打算为传承中华文
化做点什么？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补充。

（三）总结

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特点、影响，
以及中华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创造中华文化的
同时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对于中华文化，我们不仅要继
承，而且要不断的进行创新，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更具生命力
和凝聚力。请同学们看板书，像不像一朵花？如果它是一朵
花，那我们就共同祝愿中华文化这朵璀璨的奇葩，越开越芬
芳，越开越美丽！

师:下面到了我们每节课的轻松驿站时间。

（活动六）【轻松驿站】请三名同学讲幽默笑话。

（四）巩固练习

多媒体展示习题，学生思考并完成。

（五）布置作业

同学们课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创作或收集一个文学小作品。
（备注：可以是诗歌、对联、绕口令、快板、寓言故事、名
言警句、谚语等等）



八、板书设计

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篇二

一、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学生掌握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朴素辩
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
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
念;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墨家墨子、儒家孟子、法家韩非
子等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后法》与《孙膑兵法》。

能力方面：引导学生结合前几课所学的知识，分析春秋战国
时期的时代特征，以“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为
出发点，使学生明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促进文化的
空前繁荣，进而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政治与思想文化相
互作用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教师指导下，以学
生自学为主，以列表的方法总结“孔子的教育思想”，指导
学生利用图表掌握历史知识的方法，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
和总结历史问题的能力。指导学生回答“战国百家中，哪一
家的学说对战国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最有用”，培养他们的对
比分析能力。

思想方面：指导学生阅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民贵君轻”等教材所摘录的材料，及讲课所过讲述孔子的
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生
活态度。通过对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大思想家的观点及
其著作的讲述，使学生明白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对后世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此激发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孔子和百家争鸣百家争鸣



教学难点：如何认识、理解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

三、学法设计：

讲述法为主，兼用谈话、讨论、讲故事、图示等方法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首先进行复习提问：东周分为哪两个时期?分别说出各自
的起止年代。并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在学生回答
的基础上，教师总结：同学们已经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我
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并逐步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
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七雄并立，社会动荡，战争不断。
而贯穿整个时代的是奴隶制度的没落和消亡，新兴的地主阶
级异军突起，封建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日趋繁荣。大
的社会变革促使那些有识之士去深入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现
象，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主张。当历史的车轮由滚滚前进
的时候，科学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军事、科
技、文字各个领域英才辈出，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科学
文化领域的有关内容，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思想领域的内容，
了解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和它们的主张和著作。

一、思想家老子

让学生阅读教材中有关内容，并指导学生归纳出以下内容：
老子是春秋时期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书。

由教师或学生讲述塞翁失马的故事，通过对失马、得马、伤
人到避战祸的关键内容的分析，体会到老子思想中的朴素的
辩证法思想即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

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1、思想领域

教师首先提问：孔子的姓名是什么?生活在什么时代、所创立
的什么学派。估计学生阅读教材后可归纳出：孔子名丘，字
仲尼，春秋晚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关于孔子“仁”的学说，由于比较难理解，建议教师用比较
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讲授。“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仁”对于统
治者来说，就是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让百姓有
安定的生产环境，反对严刑酷法繁役，在不把奴隶当作人看
的奴隶社会，孔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社会矛
盾不断尖锐的情况下，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提出“仁”的'学
说，要求统治者推行“仁政”，减轻剥削、压迫，以缓和阶
级矛盾，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人民，所
以他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加以利用和
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比的正统思想是有进步意义
的。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
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2、教育领域的贡献

关于孔子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建议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文，
加以归纳补充：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
面，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注意“因
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要求学生对学过
的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教育学生要养成老老
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文化领域的贡献

教师提问：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有关《诗经》的内容，《诗
经》的作者是谁?学生应当回答出：孔子。教师提出问题：除了



《诗经》之外，孔子还有哪些著作?我们所知道的《论语》一
书，又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要求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内容，
并由学生总结出：孔子编订了《春秋》一书，孔子的弟子把
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一书。

三、百家争鸣

各学派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评价

儒家

荀子

庄子

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篇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理解源源流长、博大深的中华文化
和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和勇于提问解答
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难点：传统美德，薪火相传

【教学准备】

课件、课堂练习、学案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多媒体播放）

1、听“古典音乐”

2、看“万里长城”“故宫”“书画展”等图片…

3、古诗朗诵…

讲授新课：

活动一：看谁说的多

1、提到中华文化，你会想到什么？

2、你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活动二：品味中华文化

1、你是怎样品味这些文化情趣的？

2、你认为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人物有哪些？他们的主要成就
是什么？

3、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最能代表中华文化？

活动三：谚语和格言赏析



1、吃一堑，长一智

2、车到山前必有路

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活动四：讲故事

1、请三位同学分别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以下三个历史故事

苏武牧羊

徙木为信

负荆请罪

2、这些故事所蕴涵的传统美德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课堂训练】

当堂完成巩固练习

【集思广益】

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掌握甲骨文、金文和竹帛书。《诗经》和屈原、
商周的青铜艺术、钟鼓之乐。



能力方面：指导学生用比较的方法学习甲骨文、金文、大篆
等知识，从而培养学生对比联想的思维能力。教师指导学生
以图表、归类等方式自学“硕果累累的科学技术”的内容和
春秋战国时期突出的科技成就，指导学生利用图表掌握历史
知识的方法，借以培养学生列表、概括的能力。

思想方面：通过介绍先秦时期灿烂的文化，使学生认识到先
秦时期我国的天文和医学等科学技术处于之所以能够位于世
界先进行列，是与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科学道路上不畏艰苦、
勇于攀登的民族精神分不开的。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高
尚情操，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感。通过对《离骚》中部分作
品的朗读、学习，体会分析其中含义，使学生理解屈原的忧
国忧民的高尚品格，对其进行人格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通过对《诗经》中部分作品的分析，使学生理解人民
是历史的真正的主人，灿烂的文化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

二、教学重点：甲骨文、《诗经》和屈原。

教学难点：对一些专门的科学知识如甲骨文、节气等较难讲
述清楚;本课内容较多，头绪复杂，比较难于掌握。

三、教学方法：采用综合教学法，包括讲述法、谈话法、启
情法、读书法、直观法等。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创造出来许多灿烂辉煌的文化，在
我们学习过的先秦时代，文化空前繁荣，成就突出，今天我
们就来看一看。

一、从甲骨文到竹帛书



1、商朝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
者迷信鬼神，要去打仗，能胜与否?今年小麦，丰收与否?老
天下雨吗?有人进攻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是男呢还是女呢，
等等，全都要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
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甲
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余字,公认千余字。甲
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图片的展示，使学生从中捕捉到有效信息，
了解到甲骨文的发现、名称来源和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
的成系统的文字。所以，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
始。同时，教师引导学生从占卜的内容总结出，甲骨文记载
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
堪称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2、商朝和周朝的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
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西周晚
期，有人将文字统一整理成为一种样式，这种字体称为“大
篆”。

3、战国时期的竹书和帛书

教师直接点题，并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的有关内容。然后提问
学生：和我们刚刚学习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竹书和帛书的
最大进步在哪里?加深学生对书写材料的变化的认识。

二、硕果累累的科学技术

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并填写本表格。



科目时间成果

天文夏朝记录了我国最早的一次日食。

春秋(公元前6)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一颗彗星扫过北斗，这是
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历法夏朝农历又称“夏历”源于夏朝。

商朝历法逐渐完备，历法称为“殷历”

战国制定出24个节气，这是历法上最大的成就。

医学商朝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有数十种。

周朝医学分为内科、外科、营养保健科和兽医四科。

春秋战国名医扁鹊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疾病，四诊法一
直为中医沿用。

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1、《诗经》

教师总结指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由孔子
编订，全集305篇，绝大部分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涉及
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较为深刻
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我国诗歌创作史上初步形成了现实主
义传统，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诗经》在我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2、屈原和《离骚》

教师提问：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人们都要吃粽子、划龙舟，
相传是为了纪念谁?这种民俗反映了人们什么思想感情呢?在



学生回答之后，教师继续提问：他为什么受到人们这样的爱
戴呢?教师可以让学生看课本上插图《屈原》和教材中有关内
容，并配以画外解说：这位目视远方，面有愁容的人物就是
屈原。屈原不仅是一位很有抱负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
的诗人。他吸收南方民歌之精华，采楚国方言，创造了一种
新体诗歌“楚辞”，写下许多优秀诗篇，《离骚》是其中名
篇。

3、钟鼓之乐

教师出示编钟的图片，边看边讲：编钟由青铜铸成，分三层
排列在刻满彩绘花纹的钟架上，气势宏伟而壮观。最上层的
叫钮钟，是用来定调的，只要准确地敲击标音位置，就能发
出合乎一定音阶的声音。中层叫甬钟，有三个半八度音阶，
能演奏各种乐曲，声音清脆嘹亮，悦耳动听。下层也叫甬钟，
因为形大体重，所以声音深沉宏亮，在演奏时能起到烘托气
氛与和声作用。用这套悬挂的编钟，至今仍可以演奏出古今
中外的各种乐曲。

早期的中华文化教学反思篇五

不知哪个激进的教育家说过，有时候我们对待孩子，要“昧
着良心说好话”。初听这句话，觉得有些偏激，细想想，如
果出于爱，出于从心底里的赏识，有意识地夸赞一个孩子，
夸到他“灿烂发光”，有时真的能奏奇效。

班里的许杰同学年龄较小，活泼淘气，三年级的孩子还像一
年级，上课的时候能做到二十分钟集中注意力就不错了。可
这孩子天资不错，聪明伶俐。他最头疼的就是写作文了，刚
接班的时候几个星期，每个星期天布置的周记总是不完成。

课余的时候，和孩子们聊天，许杰也在其中。说起作文之最，
我把周围的几个孩子大大夸赞了一回，给他们每个人都“量
身定做”了几个“之最”，务必让他们满怀信心地去完成作



文。看到他，我灵机一动，夸他的作文是“童趣之最”，还
要其他的同学学习他。在同学们的一片惊叹之声中，许杰的
脸红了，眼睛亮了，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

这一个星期的`周记交上来，他竟然完成了，而且写得还不错，
字迹端正，行文流畅，只是篇幅短了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进
步！语文课前，我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在作文上终于有了重大的突
破……”当我宣布了他的名字时，我分明看到他眼神中流露
的惊喜。“请你永远记住今天――它将是你腾飞的开始。”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许杰的身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挺
拔，他的眼神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这一节课，他听
得特别认真。

孩子毕竟是孩子，打那以后，他还是“大错不犯，小错不
断”，不过我发现他上课专心的时间长了，作业的速度快了，
而且布置的作业很及时地做，总想赶在第一时间去完成，这
是个不小的进步。作文上，他的态度端正多了，从来不逃作
文，只要发现作文中的“闪光点”，我赶紧大方地给他“四
星”的赞誉。他的点滴进步让我倍感欣喜，我常常把我的发
现告诉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进步，萌发上进的愿望。我相
信，在我的赞美之下，他一定会从“灿烂”走向“辉煌”！

是啊，我们看《读者》、《赏识你的学生》时，常常看到老
师的一句话、一个行为令孩子改变一生的案例。这时，我们
往往感叹为什么有时候连自己都被感动的谈心、激励，不能
打动学生的心呢？是他们麻木，还是我们太急躁呢？我想教
育人是一个长久的工作，孩子也许会有反复，甚至后退，但
是如果我们大海捞针地发现，一如既往地期待，不遗余力地
赞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孩子们一定会朝着积
极的方向发展，有时甚至给我们带来惊喜！

《灿烂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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