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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猴王出世》一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
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历，体会石猴勇敢顽
皮的特点，感受其形象，激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这是教学
的重点。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
因此，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进而读懂课文内容是教学的难点。

根据本文的语言表达特点，教学时，我以读为主线来安排教
学过程。首先，学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读
中了解课文的大体内容。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
是怎样成为猴王的”等问题读读议议。接着再读课文，读中
感受形象。最后组织学生讲讲猴王出世的故事，并适度拓展，
开展语文活动。孙悟空，学生大都比较熟悉，帮助学生感受
他最初的形象是本课教学的重点。

教学时我注意结合学生头脑中已经建立的孙悟空的形象，将
读、想、做等有机结合，让孙悟空最初的'形象在学生头脑中
鲜明地树立起来。如，“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
叫道：‘我进去!我进去!’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
瀑布泉中”，可让学生边读边联系平时所感受的孙悟空的形
象想象：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想象后说一说，说后再读，
这样，猴王形象就会在学生头脑中树立起来。

当然在本节课中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课文中有一些难认的字，



其中，许多字在本课尚未列入“会认”的范围，这些字，学
生凭借拼音会读即可。课文中有些词句，学生能知其大意即
可。如，“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
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一句，学生大概知道“这块石头自从
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了，日久天长，有了灵气”这个意思就
行了。教师大可不必逐个细讲，只要在有些影响阅读的古今
差异较大的词义出现时，可让学生通过查字(词)典解决，有
的老师可直接告诉学生。避免占用课堂大量时间。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猴王出世》一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
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历，体会石猴勇敢顽
皮的特点，感受其形象，激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这是教学
的重点。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
因此，明白这些词语的意思进而读懂课文资料是教学的难点。

根据本文的语言表达特点，教学时，我以读为主线来安排教
学过程。首先，学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读
中了解课文的大体资料。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
是怎样成为猴王的”等问题读读议议。之后再读课文，读中
感受形象。最后组织学生讲讲猴王出世的故事，并适度拓展，
开展语文活动。孙悟空，学生大都比较熟悉，帮忙学生感受
他最初的形象是本课教学的重点。教学时我注意结合学生头
脑中已经建立的孙悟空的形象，将读、想、做等有机结合，
让孙悟空最初的形象在学生头脑中鲜明地树立起来。
如，“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
进去!’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可让学
生边读边联系平时所感受的孙悟空的形象想象：你眼前仿佛
出现了什么。想象后说一说，说后再读，这样，猴王形象就
会在学生头脑中树立起来。

当然在本节课中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课文中有一些难认的字，
其中，许多字在本课尚未列入“会认”的范围，这些字，学



生凭借拼音会读即可。课文中有些词句，学生能知其大意即
可。如，“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
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一句，学生大概知道“这块石头自从
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了，日久天长，有了灵气”这个意思就
行了。教师大可不必逐个细讲，只要在有些影响阅读的古今
差异较大的词义出现时，可让学生透过查字（词）典解决，
避免占用课堂超多时刻。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本组教材以“中国古典名著”为专题，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
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是本组文章的教学重点。而《猴
王出世》一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
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历，体会石猴勇敢顽皮的
特点，感受其形象，激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这是本课教学
的重点。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
因此，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进而读懂课文内容是教学的难点。
根据本文的语言表达特点，教学时，我以读为主线来安排教
学过程。首先，学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读
中了解课文的大体内容。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
是怎样成为猴王的”等问题读读议议。接着再读课文，
以“这只猴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为线索，让学生在读
中感受形象。最后，结合本组的口语交际“让名著中的人物
走上舞台”组织学生演演猴王出世的故事，让学生进一步感
受人物形象。在整个教学中，我认为有三处亮点：

一、注意引导学生体味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如：“这句话是什么描写？”“通过抓住动作、语言的描写，
读出了你心中猴王的形象，这

是阅读的好方法。”

二、借助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兴趣



动画版的《西游记》主题曲，电视剧石猴称王的片断，《西
游记》原著的图片，每一次的引

入，都能调动学生亲近文本的兴趣。

三、巧设结语，感受文字的魅力。

“一百个人读西游记，就有一百个孙悟空的形象，一百个人
读西游记，就能演出一百个

孙悟空的形象，这就是名著的魅力，经典的魅力，文字的魅力
“作结语，使学生领悟的文字

的魅力是动画、电视剧无法承载的内涵。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
在解决“理解词语的意思进而读

懂课文内容”这一教学的难点时，指导还不够充分，所以，
在以后的教学中，学生在读悟文

本时，显得力不从心。

另外，“让名著中的人物走上舞台”组织学生演演猴王出世
的故事，进一步感受人物形象。

”这一设计，本应该是最大的亮点，但由于教师的急功近利，
在学生演不出来的时候，没有

马上停止，反而又演一组，既浪费时间，又没有好的示范效
果。成为本堂课最大的败笔。如

果当时在“请一组同学表演”不成功后，适时媒体播放电视
剧石猴称王的片断，再继续进行



“看看应该注意什么？”的口语交际，相信一定能有的放矢，
事半功倍。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猴王出世》是一篇阅读课文，主要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孕育
了一只猴子，这只猴子每一天快乐地在林间生活，一日，这
只石猴与群猴玩耍时，因为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洞，被群猴
拜为猴王，表现了石猴活泼可爱、敢作敢为、聪明机敏、爽
朗坦率的特点。

显然，周老师在课前作了充分的准备，熟知文本和大纲，对
课文重点、难点把我得很好，教学轻车熟路。教学中，抓
住“石猴怎样出世”和“怎样称为猴王”两个重点，引导学
生自读自悟，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学习的
用心性。由于本文是是古代白话文，语言很精辟，长短句结
合多，读起来比较拗口。周老师给足时间让学生用朗读、默
读、略读、浏览等阅读方法，充分读文，实现与作者、文本
间的交流，机器求职、阅读的愿望。

周老师在辅与学的方面处理的恰如其分，既突出了教学重点，
有突破了教学难点。虽然《西游记》是古代白话文，但它的
语言较现代白话文，甚至其他名著的语言风格都有很大不同，
语言很精练，古文味很浓，生僻字较多，学生读起来较拗口，
难理解。教学中，周老师特意把个别生字词出示，让学生熟
记、理解，突破障碍。

在教学课文时，抓住“食草木、饮涧泉，才山花，觅树果;与
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吧，
朝游峰洞之中。”让学生反复朗读，理解意思，发现其运用
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动宾结构的词句，且长短句结合的
文法，感受语言的精炼优美、节奏感强，激起阅读的兴趣，



提高赏析、审美的潜力。在让学生学习“石猴怎样成为猴
王”时，抓住石猴的语言“大造化!大造化!”、“我进去!我
进去!”、“没水!没水!”等等，让学生品读，体会作者这样
写的用意，感受优秀作品语言简练、明快、干脆、富有感召
力的特点，感悟石猴的聪明、机敏、勇敢的特点，感受古典
文学的魅力，激起于都的愿望。

这节课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2.怎样发挥教师主导作用，该讲哪些，讲到什么程度，充分
的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猴王出世》是一篇略读课文。

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历，
体会石猴勇敢顽皮的特点，感受其形象，激发对古典文学的
兴趣，教学时，我以读为主线来安排教学过程。首先，学生
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读中了解课文的大体内
容。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
等问题读读议议。接着再读课文，读中感受形象。最后组织
学生讲讲猴王出世的故事，并适度拓展，开展语文活动。孙
悟空，学生大都比较熟悉，帮助学生感受他最初的'形象是本
课教学的重点。教学时我注意结合学生头脑中已经建立的孙
悟空的形象，将读、想、做等有机结合，让孙悟空最初的形
象在学生头脑中鲜明地树立起来。

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改进、努力提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