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汇
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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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篇一

课堂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精心准备。

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我总认为文言文深奥难懂，学生自己几
乎不能自主学习，所以我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大多采用串讲的
方式。一句一句，手把手的把字词翻译交给学生，希望通过
这样使学生课文中存在的疑惑，从来不敢有所怠慢。但我发
现，无论怎样尽力，学生的效果都很难提高。

为了能有效提高学习效果，我从多方面去精心构思，最后决
定屏弃串讲的模式，贯彻新课标，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就是
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让他们自主学习，充当学习的主人。
一节课下来，我感觉效果还算不错，得到不少听课老师的认
同和赞赏，学生自我感觉也相当好。

本层次的教学采用总结法和课外延伸法，让学生进一步认识
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通过推荐文言文成语故
事以及搜索文言文的网址引导学生学会积累，提高语文综合
素养，这样首尾呼应，成语贯穿始末，体现了“大语文”观。

本课还以读为主线，初步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培养
学习文言文的习惯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将为以后初中文言文
的学习打下基础。因此我让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读通、读
懂、熟读成诵，感悟学习方法，同时也让学生在批批划划中
养成学习习惯。



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篇二

这两则寓言，内容通俗易懂，故事情节简明有趣，但语言深
刻。本节课有个别难理解的字词，重点讲解。亡羊补牢：亡，
丢失；牢，羊圈；辕，古代车马前面的两根车杠；辙，车轮
走过之后，路面压成的痕迹。让学生把这几个关键词语的意
思记在课本上，及时复习。

“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反问句，让
学生变成肯定句。多出几个这样的句子让学生反复练习，掌
握牢固。因势诱导，讲解几种常见的句子转换。“把”字句与
“被”字句的变换，扩句和缩句的变换，病句的修改。集中
讲解各种句子，练习，有利于学生进行区分，并掌握。

两则寓言的哲理，从其中得到的启发，让学生结合生活讲讲。
说一说自己之前学过的寓言，记住寓言名称。

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篇三

《世说新语》二则是同学进入初中后学到的第二篇文言文。
严格来说是第一篇，因为前一篇《论语》六则是语录体散文，
不是完整的篇章。因此，教学本文就要注意以下几点：1、不
能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2、让文言文与现代文联系起来，实
现新旧知识的融合与贯通;3、根据教学要点概括文意和对文
中的人物进行评价。我把教学重点放在第三点上面，以实现
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

疏通了文意之后，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入了教学的第二个环节：
对文章进行赏析。对于这两则短文的主旨，不长时间就达成
了共识，即为人需要诚信。

接下来是对文中的几个人物进行评价。对人物的评价，同学
们比较陌生，一时感到无从下手。我先引导说：“对人物的
评价就是对人物的看法，而你对人物的看法又必须根据人物



自己的言行举止来进行分析，必须是有根有据的，不是凭空
的、盲目的。”经过讨论，陆续有同学举手表示要发言。

这一节课，老师上得很轻松，因为，我只是在旁边稍微点拨
一下，就创造性的对人物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分析与解剖。在
人物的评价操作中，让学生学会了人物评价的方法，同时反
思自己的为人准则。反思过去的教学，人物的评价要么只是
蜻蜓点水，要么要整节进行讲解和灌输，累死老师，困死学
生。现在，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体，让他们主
动来学习，让他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自觉地操练，学以致用，
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举一反三的能力，使他们学会
读书，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正如新课程所提倡的那
样：“阅读是学生的个体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
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惜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
”把学生当做课堂的主人，起到主体的作用，让他们插上翅
膀，然后放飞。这是新课程中应有的理念。

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学弈》时，我重在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感
受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我增设了两个激趣点，介绍了两种译
文方法。通过文言导入、朗读训练、学生质疑、探究研讨、
读书明理等过程，享受文言文学习的乐趣。

一、反复朗读感悟方法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
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因此，
我们必须为学生创设优良的阅读情境，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地
思考。

1、教师范读引好路子



学生刚刚接触文言文，没有相应的基础，而文言文在读音、
意思、朗读方法上与现代白话文的巨大差别，都需要教师的
有效指导。所以教师的范读对指导学生把文章读正确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有滋有味、声情并茂的朗读能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字斟句酌弄清意思

要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探究的时间，引导他们结合课后注释弄
懂字、词、句的意思，并通过独立说、同桌互说等形式予以
落实，待别是对课文中的“之”、“其”、“为”三个词出
现一词多义现象，应引导学生在逐字精读的基础上，通过进
行比较归纳，弄清他们的不同意思，总结出它们在用法上的
规律。

六年级文言文两则教学反思篇五

《纪昌学射》是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下册第八单元第一篇课
文29课《寓言两则》中的第一则。这则寓言讲的是纪昌学习
射箭，飞卫告诉他先要下功夫练眼力，一是“眼睛要牢牢地
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一眨”;二是“练得能够把极小的东西，
看成一件很大的东西”。纪昌一一照做。等练好了眼力，飞
卫才开始教他开弓放箭。后来，纪昌成了百发百中的射箭能
手。故事以生动的事阐明了无论学什么技艺，都要从学习这
门技艺的基本功入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可以体会到
学习者的恒心和毅力对学习结果的重要作用。

“学源于思，思源于疑”。好的问题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能
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能激发学生去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兴
趣。我们都知道课题是课文的眼睛，所以在教学时我抓住课
题，让学生根据课题质疑，课上学生也能够抓住文眼提出了
好几个问题，如：纪昌向谁学习射箭?纪昌是怎样学习射箭
的?从问题入手，对学习这篇课文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也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



《扁鹊治病》是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下册第八单元第一篇课
文29课《寓言两则》中的第二则。这则寓言告诉我们“要防
微杜渐、听取别人正确意见”这样一个道理。

教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遗憾艺术。虽然在备课时，我做
了充分的准备，整节课也达成预期的效果，但在教学过程中，
仍存在着不足之，但是还存在一些遗憾。如给学生读的时间
不是很多;教学语言不够充满激情，不能够很好地调动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对学生评价的语言，虽然用了但是显得
苍白无力。

今后，在教学中一定加强自己在教学语言这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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