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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反思万能篇一

《学弈》是篇文言文，我想编者安排这篇课文的目的是激起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我借鉴名师的上课风格，在我的语
文课上，我最想体现的是：简简单单教语文，本本分分为学
生。整堂课上，我最想达到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初步感受文言文的文言形式，激起学生阅读和学习文言文的
兴趣。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理解文意，能够背诵古文。上
这节课，我感受最深的是：

1、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课堂上，我敢于放手，设计了三个层次的读、不同形式的读，
让学生通过结合注释，与同伴合作等方法，理解意思之后，
带着自己的理解读出韵味儿。老师是一个引导者，学生在老
师的引导下，读书体验、交流感悟，自主学习。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 注意方法的潜移默化的指导，比如文言
文的朗读、文言词的理解，起到教一篇，会多篇，为学生学
习文言文打基础。

2、体现了以读为主和语言文字的训练

文言文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朗读和背诵。本课的读分为三个
层次：

（1）初读感知，让学生通过自己试读，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



言形式；

（2）再读理解意思，找同伴互读，读流畅，理解意思。

（3）诵读（背诵）。在理解意思与熟读的基础上达到背诵。
这三个层次的训练充分体现了朗读教学目标从低到高、从易
到难的层次性。通过常用文言词“之”字的不同意思和用法，
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感受文言文的语言形式。最后出示的一
则短小文言文，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更激起了学生阅读文言
文的兴趣。达到了本课教学目标。

在这节课上，我在努力营造一种平等、愉悦的学习氛围。独
具匠心的古文对话活动，在无形中创设了情境师生扮演了古
人。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语感。又为理解
文意背诵古文搭设了台阶。整堂课不是学生在死读书，读死
书，而是通过多种方式自由理解，张扬学生的个性，对学生
有创意的见解与心得加倍爱护，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效果挺好。课堂上基本上做到了简简单单教语文，本本分分
为学生。但是，语文教学永远是一门缺憾的艺术。在我的课
堂教学中还有缺憾和不足，需要更细、更深的反思。因为，
我知道，多一份反思就多一份成功；因为，教学艺术的本质
不在于传播本领的高强，而在于唤醒、激励、鼓舞；真正的
教学不是老师带着教材走向学生，也不是老师带着学生走向
教材，而是学生带着教材走向老师，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不足之处表现在解释每句话的意思时，对助词“之”的讲解
尺度把握不很准确，部分学生对个别词语的理解，掌握还是
不扎实。整堂课比较注重对课文的理解，但对于一些重点字
词有所忽视，因而学生理解得不够透彻。

教学反思万能篇二

这节文言文教学课，我注意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新理念，
将学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全程之中，时时处处创设轻松的



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动起来。

１、设计独具匠心：

教学时我抓住了文言文语言精练的特点，把读的.活动在教学
中一以贯之，从范读到自由练读，再到深情诵读，使学生逐
步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并在不知不觉中熟读成诵。

２、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

在教学中，我能尊重学生，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自由理解，
张扬学生的个性，对学生有创意的见解与心得加倍爱护，让
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３、贴近学生的在本课教学中，我以平等中首席的身份引导
学生在学古文的时候，明理巧妙联系学生实际，让他们自悟
自得，从中深受教益。

４、不足之处：

在解释每句话的意思时，对助词之的讲解尺度把握不很准确，
讲得稍深，部分学生掌握不好。

教学反思万能篇三

这节文言文教学课，我注意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新
理念，将学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全程之中，时时处处
创设轻松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动起
来。

教学时我抓住了文言文语言精练的特点，把“读”的活动在
教学中一以贯之，从范读到自由练读，再到深情诵读，使学
生逐步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并在不知不觉中熟读成诵。



在教学中，我能尊重学生，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自由理解，
张扬学生的个性，对学生有创意的见解与心得加倍爱护，让
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教学中，我以平等中首席的身份引导学生在学古文的时候，
明理巧妙联系学生实际，让他们自悟自得，从中深受教益。

在解释每句话的意思时，对助词“之”的讲解尺度把握不很
准确，讲得稍深，部分学生掌握不好。

教学反思万能篇四

俗话说得好，一滴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片绿叶可
以显示大地的生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一件小事，往往能
使人们受到启发，有所感悟。第一单元的课文就是这样，用
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

第一课《文言文两则》中的“学弈”就是如此，用聊聊四句
话，讲述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古代故事：说弈秋是全国最善于
下棋得人，他教了两个学习态度不同的人下棋，学习效果也
截然不同，文章结尾也点出了学习效果不同并不是因为智力
上差异，而是学习应该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这样的一
个意思，一种道理，用文言文说出来，理解起来就不太容易
了。对本文我的'教学有很多地方值得回忆：

整节课我侧重引导学生朗读。课前，我充分阅读教参，心中
牢固的树立“朗读第一位”的观念。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不
无道理。我先是有声有色的进行了范读，用自己流畅自如的
读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随后逐字逐句的领读，
独处古文的节奏和韵味，几遍下来，基本上学生都流畅自如
了。再请学生理解意思，难度就降低了许多。

也有一些遗憾，比如对文中多音字的关注不到位，课前自己
没有弄清，导致课堂无言以对，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进度。再



有对文中代词“之”探究过于细致，致使自己有的时候也拿
不定主意。还有讲解太细，一篇小短文用了两节课时间，掰
开了揉碎了再嚼嚼，讲得太透彻了，反而索然无味了。

课下和同头课的老师交流，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浅显易懂的
古文，我们尽可大胆的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老师适当的进
行引导和点拨，解疑释惑即可。

诶，总是自以为是，怕学生不理解这儿，迷惑那儿，一位包
揽代办，此法不可行！不可行！慎思！

《学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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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万能篇五

担心忙碌的听评课活动的结束了，本次教研员老师带着我们
从集体备课开始，听评课指导，更深入课堂亲自示范，让学
生和老师都收获颇深。

我执教的是部编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篇文言文[学弈]，



本文选自[孟子.告子]。文章先写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
人，接着写弈秋教两个学习态度不同的人下棋，学习效果也
截然不同，最后写这两个人学习结果不同，并不是因为智力
上有多大差别。通过这件事，说明了学习应专心致志，不可
三心二意的道理。

文言文与现代文相比较，在词语句式等方面差别较大，把指
导学生朗读和背诵，能根据注释释译每句话的意思并能连起
来讲故事作为本课教学的重点。把作者是怎样的具体事例来
说明观点的作为教学的难点来突破。通过本课教学，对自己
的课堂教学做如下反思：

本课我开始也是按着读译析背四个教学环节设计的，但每个
教学环节过于繁复，课堂实效性不强，教学目标定位不够准
确，不能有效的关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没能很好的利
用共同体进行有力的合作学习。在高老师带领下，我与高年
级组的各位同事在经过两节课的研讨后，首先根据单元目标
明确了课时目标，然后进行了教学环节读译析背的设计，每
个教学环节的设计意图都是紧紧的环绕着课时目标，课堂上
注重练习学生的学习成效，利用学习共同体进行对子组内合
作学习。课堂上教学目标当堂可检测，学生的学习效率会很
高，每个教学环节都能很好的完成，目标达成准确，充分落
实了课后习题，时刻关注单元主题，学生的学习状态积极良
好。

通过本次备课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集体备课的魅力，集体的智
慧是无穷的。在今后的教学中，我深会入解读教材，依据单
元目标准确的制定课时目标，课上关注学生，尤其是对艰难
学生的帮助，把真正的课堂还给学生。

教研员点评：

本课出此刻第五单元第一课，人文主题是“科学精神”，语
文要素是“体会文章是怎样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的。”那么



教师在初备是更多的是关注到了文言文的学习方法，注重读
译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作者观点。忽略了怎样用具体事例说明
观点的这一重要教学目标。

那本文是怎样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的呢?首先分别写了两个小
孩学下棋的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形成鲜亮的对照;其次用设问
的方式自问自答来进行总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说明观
点的。

通过[学弈]一文让学生体会这个具体的故事是怎么讲述出来
说明观点的应该是学生学习并掌握的重点。所以，课堂教学
内容是由精准的教学目标来定，而精准的目标又源于教师对
文本的解读和对教材的准确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