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扁鹊治病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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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一

《扁鹊治病》是一篇精读课文。《扁鹊治病》写的是：扁鹊
拜见蔡桓公，几次指出蔡桓公病在何处，劝他赶快治疗。蔡
桓公坚信自己没有病，因而对扁鹊的态度由不相信，到不理
睬，到最后的不高兴，致使延误了病情，小病酿成了大病，
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故事以蔡桓公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警示人们不可讳疾忌医，
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精读课文，一定要精读。精读就是精细地研讨。为了让
学生反复阅读，把《扁鹊治病》读通、读懂、读透，我让学
生经历“自读自悟，粗知课文；自问自探，感悟课文”等环
节。为了让学生自读自悟地有效，为了让学生在精读中开智
促思，我精心设计表格（如下表），通过表格来理解课文。

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二

《扁鹊治病》是一则寓言故事，内容比较简单，以对话为主，
在教学时，我尊重学生质疑，另辟捷径帮助学生解疑。在堂
课上，学生提出了几个较有价值的问题：

1、蔡桓公为什么总是不听扁鹊劝告？

2、既然蔡桓公根本不愿听扁鹊的话，扁鹊为什么还要几次三
番对蔡桓公说他的病呢？



3、扁鹊可以直接告诉蔡桓公不治的后果，为什么要一次次地
说？

第3个问题引起了纷争，学生需要重新回到文本，仔细体会蔡
桓公的性格。为了让学生准确把握其性格特点，我另辟蹊径从
“名医”入手！质疑：“名医”“名”在哪？通过回归文本
知道名医名在：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追问：如此名医为何
医不好蔡桓公的病？好！回归文本细细体会作者的表达领会
其意！有的说，蔡桓公根本不会听的，认为是天方夜谭，因
为当时他觉得身体很健康。有的说，这样将会使蔡桓公误会
更深，以为他又在故弄玄虚。有的说，如果那么直接，说不
定蔡桓公一怒之下会把扁鹊拉出去杀了，不是说“伴君如伴
虎”嘛。通过3次对话提示语、语言内容、病况发展细细体悟
学生异口同声：讳疾忌医！问题迎刃而解。蔡桓公自以为是，
讳疾忌医、忠言逆耳最终导致小病不医，一命呜呼的。从中
我们获得启示：防微杜渐！迂回问题，巧妙解疑深化了对寓
言故事的理解，突破了教学重难点。妙！

《扁鹊治病》是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第一篇课文。
本单元专题是“故事长廊”，安排的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
《扁鹊治病》是取材于战国时名医扁鹊的传说故事，以蔡桓
公不听扁鹊建议，小病延误成大病，最后无药可医的悲惨结
局，警示人们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否则
后果将不堪设想。

教学时，我让概括故事内容引导学生初步感知寓言。在理解
课文时，主要是让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及人物对话体会人物性
格，领悟故事中的道理。比如，故事中出现的时间“过了十
来天”，“十来天后”“又过了十几天”，让学生想一
想：“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时间？”，学生答道：“是说蔡桓
公的病每过十来天就会更加严重。”时，我适时引导这是为
了突出病情的发展，由小病变成大病的过程，更是突出蔡桓
公不听扁鹊意见的结果。在学生体会句子含义后，再指导学
生反复朗读，使学生读中有情，读中有话。



但本课教学遗憾的是，对人物的心理体会得还不够，只停留
在表面，没有结合当时的背景，人物的身份加以引导。今后
的教学一定要注意。

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三

教完本课，总觉得不尽人意，反思课堂教学，有几点体会：

二、要体现开放式教学思想。新课程所提出的开放式教学思
想的渗透，并不是放任学生，而是对教材的开放，对学生评
价的开放，提倡多元化教学，这当中包括学生对教材的不同
体验和感受。本课教学就是要体现学生对课文人物的不同理
解，从不同角度去欣赏。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
《扁鹊治病》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故事。它以短小、简单、浅
显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教学中，我注意了教学
内容的价值取向的同时，适当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尊重学
生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多向思维，多种表达。

总之，新课程、新理念导引下的语文教学还有许多东西要我
们去探究，去实践。

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四

拿到《扁鹊治病》的第一稿，导入和初读课文的环节基本一
致。在切入课文学习是这样设计的：

1、同学们，课文中扁鹊给谁治病，结果怎样？

2、同学们，我们刚刚从故事中知道扁鹊是一位神医，他能从
死神手里把人救活，这次神医为何治不好病？是否徒有虚名？
请同学们在课文中找出描写扁鹊的句子，细心体会，动笔写
写；你从这些句子中，获得了什么信息？（了解扁鹊的医术



高明，具有先知先觉的智慧。）

第二天，我拿着修改稿去试教，感觉课堂十分融洽。其实，
里面的内容我没换，只是提问的切入口改变了。

这堂课又一次让我感受到：备课真的要备学生。以学生为主
体，学生成了课堂的主人翁，而教师却成了课堂的发现者、
开发者、欣赏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整个教学片段当中教师
自始至终没有去干涉学生的学习行为，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让学生在课堂中交流、讨论、争辩、质疑……教师只是
在规范学生学习行为，维护课堂秩序方面，作了适当地引导。
学生在课堂上尽情地发言，抒发对课文的感悟与质辩：扁鹊
的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他应该怎么做呢？学生从不同的
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甚至将扁鹊与现在的医生进行
比较，可以看出学生是思考了，是探究了，真正体现了以学
生为主体，使课堂成了他们学习的演练场。适当对教学内容
进行拓展，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多向思维，多种
表达。

扁鹊治病教学反思篇五

《扁鹊治病》是杭州采荷一小的王红校长执教的，用一个词
形容就是“朴实无华”，她体现了高效的课堂，很好的和孩
子们一起解读了文本。先学“扁鹊的医术高明”，接着质疑：
“这么高的医术，怎么治不好齐桓公的病呢？”接着理解齐
桓公的“固执己见”，很好的揭示了中心涵义，最后依次写出
“微、渐、防、杜”，合成“防微杜渐”，巧妙地揭示了寓
意。这个课堂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朴实，适合家常可用，
试想一节好的展示课，不就是为了可以推广给每一位一线的
老师用吗？王老师做到了。

王红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有一点非常吸引我。那就是王老师的
评价语特别丰富。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回答不重复，能根据
学生的回答来做出自己的评价。让我听得十分震撼，因为这



是我最欠缺的。如当学生有感情地读完扁鹊劝蔡桓公医治病
情的句子的时候，她说出了“扁鹊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你真是心急如焚啊”这样的评价语。如果这样的评
价语可以预设的话，那么王老师对于另外一个学生的评价则
真是非常的高明。王老师让学生讲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情，一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蔡桓公生病了，扁鹊给蔡桓
公治病，可是蔡桓公不听，最后扁鹊就离开了赵国。”当我
听到学生这样的回答时，我觉得这个学生已经答得很不错了，
可是王老师却这样来评价：你的起因和结果讲得都很不错，
但是过程可以讲得再详细一些吗？听了老师的评价，学生把
扁鹊三番五次劝谏这样的过程补充上去了，这样的教学让内
容更加符合寓言，也让学生懂得了概括内容应该更加注重过
程。这才是培养孩子概况能力的时候，而不会因为是公开课
怕耽误时间，扼杀学生的而学习时间，不得不让我佩服。如
果我们可以像王老师这样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智慧让答得不完
整的学生提高，那么我想在慢慢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提高
都难，这是需要老师心中有孩子们才可以做到的，佩服佩服。

这可能就是王老师的特点吧！那样的润物细无声，就像春雨
滋润着小草般，让孩子们成长的更加健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