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师风采展示活动方案(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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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一

课文节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的短篇小说《百万英
镑》。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市民以钱取人、金钱至上的
丑态。文中托德和服装店老板两个人物个性鲜明，文章本身
的内容比较好理解，对于人物形象学生也容易把握，看到文
章，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对比描写。作者在情节上的对比，
以及通过托德和老板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的变化来细
致刻画出两个市井人物的见钱眼开、惟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因此我就把“通过描写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变化来刻
画人物形象”这一方法成了教授这节课的重点。

于是我先组织学生说说在前几篇课文的学习中，你结识了哪
些人物？作者的哪些描写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流的
基础上顺势转入阅读本文。接着，我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文，
引导学生思考：“金钱会让人发生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
深入了解文本内容，如托德，他开始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后来，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接着
抓住最能反映人物特点的句、段，重点体会。如，老板为什
么吹了一声轻快的口哨？他的心里可能在想些什么？并画画
描写老板动作一系列的词语，说说这些表示动作的词反映了
什么你认为这些词语用得好在哪里？最后，让学生再次分角
色练习对读，让学生在读中悟、悟中读，效果很不错。最后，
在充分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分小组表演，将人
物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学完这篇课文后，在赞叹马克·吐温深厚的文学功底的同时，
我不由的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教育孩子，金钱买
不到亲情、友情……很多东西，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要。所
以我就设计了这样的结束语：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
金钱又不是万能的。它买不来真情、友情、爱和生命。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二

《金钱的魔力》一文选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
这篇课文经过托德和老板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描述，细致
刻画出两个市井人物的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教学时，我先向学生介绍一下小说《百万英镑》的大概资料，
让学生明白背景，才能更好地深入文章，体会人物形象。这
篇课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精彩的人物形象刻画。无论托德还
是他的老板，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是金钱力量的化
身。于是，我采取抓住人物言行的前后变化来体会。如托德，
他开始是怎样说的、怎样做的，之后，他为什么这样说、这
样做，重点抓住抓住托德的两处笑，第一处笑：“那种笑容
是遍布满脸的，里面还有折纹，还有皱纹，还有螺旋纹，就
像你往池塘里抛了一块砖那个子。”第二处笑：“这个笑容
就立刻牢牢地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恰像你所看到的
维苏威火山边上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的、满是蛆
虫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般。”让学生明白这样的描述是多
么富有想象力，多么精彩生动地刻画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
的拜金主义的丑陋形象。如，老板为什么吹了一声轻快的口
哨？他的心里可能在想些什么？让“我”试衣服时，
对“我”口若悬河的赞美，以致“我”插不上一句
话。“我”离开时，老板语无伦次的再见，无不刻画出一个
见钱眼开、阿谀奉承、唯利是图的拜金形象。最终，在充分
理解文章资料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分小组表演，将人物的形
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足之处，教学只停留在课文资料的讲解上，忽略了对学生



正确的引导既在现实生活中，金钱买不到亲情、友情------
很多东西，另外，教学时对学生的引导太多了，对其自学本
事的训练不够。况且本组课文的重点就是对人物一组的描述，
应当借学生对课文中两个重要人物的描述的方法让学生写一
段关于人物描述的练习，而这点没做到。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三

《金钱的魔力》节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
《百万英镑》。

这篇课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精彩的人物形象刻画。阅读时扣
住人物描写。无论托德还是他的老板，其一举一动，一言一
颦，无不是金钱力量的化身。

在教学中，我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描写，反复体悟，
并引导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由表及里，走进人物充满铜臭
的内心世界，从而真正理解金钱所焕发的巨大“魔力”。

在具体教学时，一开始我就对背景进行介绍，这样能让学生
瞻前，了解百万英镑大钞的来历；另一方面也吸引学生顾后，
发现金钱的魔力还不至于此，从关注课文转向关注小说。在
让学生感悟托德这个人物时，在体会了他的语言、动作、神
态的描写语句后，我让学生走进托德内心世界，想象托德看到
“我”衣衫褴褛时、当“我”颇为胆怯地请他通融时、
当“我”说我的大票怕他换不开时的内心活动，再让学生进
行表演对话，进入他“认钱不认人“的内心世界，进一步让
学生感悟到金钱的巨大“魔力”。

讲完此课，在赞叹马克·吐温深厚的文学功底的同时，我不
由地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教育孩子，金钱买不到
亲情、友情，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要。

文档为doc格式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四

本册第七组课文为人物描写专题，学生在升入五年级之后，
随着阅读面的的扩大和文学素养的提高，对文学作品中人物
的鉴赏已具初级能力，但在方法上的认识还属感性。本组教
材的编写正是要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为主要目
的，兼之以写作方法的指导。几篇课文均选自中外名著，篇
幅不长，但人物刻画经典，是指导学生学习鉴赏的好教材。

《金钱的魔力》一文选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
文中托德和服装店老板两个人物个性鲜明。教学时，我先由
人物描写方法的总结导入，既是对前面几部作品艺术手法的
总结梳理，又为本课的学习做了很好的学习指导。

本课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以前曾接触的人物刻画方法外，作
者还运用了对比这一手法。对对比的体会主要是通过对情节
的梳理，由感性认识到评议、总结逐步实现。作为自读课文，
学生的探究活动应为主，教师只给予适当的提示，学生在畅
快的交流之后，对比的效果自然彰显。教师需要关注一个情
节，即百万大钞出现之前、之后，板书中再鲜明地体现，学
生登时感受到两个人物前后不同表现所揭示的人物特
点，“金钱的魔力”使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似魔镜让善于伪
装的人原形毕露。对比手法的运用正是强化了这种表达效果，
学生也在鉴赏的同时获得了写作方面的启示。

教授写人记事的文章时，我们完全可以引领学生直接切入文
章的关键，即人物刻画及写作的主旨，教学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以评价人物为目的，指导学生透过情节，透过文字渲染，
体会人物个性特点，同时，收获作者写人的方法。

无论如何安排教学环节，设立怎样的目标，“读”始终是最
关键的。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也必从文
字的品读、感受入手。朗朗上口的文字，反复诵读，听读，
让文字以感性的面目呈现在学生面前，刺激其视觉、听觉和



想象，创造出真正由文字构建的世界，这才会让学生真正爱
上文字。

简评：这篇教学后记简洁、明了地向我们阐述了写人记事类
课文的教学方法。通过一气呵成的流畅文笔我们可以感受到
卢主任在教学《金钱的魔力》时的畅快和惬意。“‘读’始
终是最关键的”！的确，高年级的语文教学一定要重
视“读”，要重视“读”的内涵，“读”的效果，“读”的
魔力！不过，引导学生体会人物的个性特点切忌众口一词，
千人一面，应当引发学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个性思维，
方能促成“万紫千红百花艳”的最佳境界。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五

《金钱的魔力》是五年级下册第七组“作家笔下的人”为主
题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节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的
短篇小说《百万英镑》。课文主要写了“我”到裁缝铺买衣
服时，先遭到冷遇，而后由于拿出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
又倍受关照的故事。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市民以钱取人、
金钱至上的丑态。

教学时，我先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文，引导学生思考：“金
钱会让人发生怎样的变化？”接着抓住最能反映人物特点的
句、段，重点体会。如，老板为什么吹了一声轻快的口哨？
他的心里可能在想些什么？并画出描写老板动作一系列的词
语，说说这些表示动作的词反映了什么，你认为这些词语用
得好在哪里？最后，让学生再次分角色练习朗读，让学生在
读中悟、悟中读，效果很不错。最后，在充分理解文章内容
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分小组表演，将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淋漓
尽致。

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作者还运用了对比这一手法。学生在畅
快的交流之后，对比的效果自然彰显。提示学生关注这个情
节，感受两个人物前后不同表现所揭示的人物特点，对比手



法的运用正是强化了这种表达效果，学生也在鉴赏的同时获
得了写作方面的启示。

在结束课文学习后，我还指导学生讨论后认识到：在现实生
活中，金钱买不到亲情、友情------很多东西，不要把金钱
看得太重要。

我认为，这篇课文的教学还应当立足两个层面：

其一，还原故事背景。背景是理解故事的重要因素。在教学
中。我需要向学生介绍一下小说《百万英镑》的故事起因，
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还会自发地产生进一步的
阅读需求，由课文转向小说，由单个故事走向多个故事。

其二，扣住人物描写。在教学中，要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
神态描写，反复体悟，并引导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真
正理解金钱所焕发的巨大“魔力”。

思维课堂教学反思篇六

节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
课文主要讲了“我”到裁缝铺买衣服时，先遭到冷遇，而后
由于拿出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又倍受关照的故事。作者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市民以钱取人、金钱至上的丑态。

文章主要采用前后内容对比的方法，通过描写人物动作、语
言、神态等变化来刻画人物形象。

首先上场的是托德。“我”来到裁缝店，托德以衣取人，
对“我”表现得漫不经心，十分怠慢，对“我”十分轻视。当
“我”因“身边没有带着零钱”而“胆怯”地请求他“通融
通融”的时候，竟遭到他十分刻薄的嘲讽。当这一嘲讽引
起“我”的“冒火”时，他的态度才“稍微”有所改变。作
者的这些描写，目的是极力表现托德的势利眼和傲慢无礼。



当“我”真的把钞票拿出来后，托德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笑容遍布满脸”，托德的见钱眼开，表现出了托德对
金钱的贪婪。而当他向钞票瞟了一眼，发现是百万英镑时，
他的“笑容马上牢牢凝结”，“变得毫无光彩”。作者对这一
“凝结”的笑容作了细致的刻画，反映了托德此时的窘迫、
难堪。作者就这样通过钞票拿出前和拿出后的强烈对比，通
过人物的对话和神态的生动的描写，活脱脱地刻画出了托德
市侩小人的形象。

接着出场的是裁缝店里的老板。在“我”与托德交涉的时候，
老板始终不露面。而当他听到“钞票”二字，他“赶紧跑过
来”，“兴致勃勃”地询问是“出了什么岔子”。老板的势
利和见钱眼开，较托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看到是百万英
镑时，就“吹了一声轻松的口哨”。这“一声轻松的口哨”，
既是为了打破僵局，缓和气氛，同时也暴露了他见到百万富
翁时的满心喜悦。因为他想这下他可要发大财了，遇到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接着，作者便细致地描写了他的语言，
通过语言反映了他的一系列的活动，最后还送出门去。可见，
他为了金钱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甚至降低自己的人格。作者
就是这样刻画出了老板的唯利是图、世故圆滑、阿谀奉承、
献媚讨好的丑态。

教学时，我注重怎样引导学习作者怎样刻画人物，进行细致
描写，教学时学生对人物形象比较能懂，并用四个字词语对
人物定义。感觉学生学得比较好。于是在布置作业练习写人
物片段，学生仿写比较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