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实
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首先，我认为应当弄清古文与现代文的不同。在这篇古文中，
有许多典型的单音节词，如“孔君平诣其父”中的“诣”指
拜见。还有“未”、“闻”、“示”等，那么我想让孩子学
会借助注释学习，这是一种习惯。先举出注释中有的“诣”，
再让孩子去研读。也许有些教的味道，但是，我想固然学生的
“先学”很重要，但初学后仍未明白的，应当点拨。因为这
是第一次。

其次，我认为要在古文的语境中读出语感来。这可有点难，
不像现代文的有感情朗读。古文要读好，首先当然要理解意
思，这是孩子通过自读及合作交流可以基本达到的。那么这
可以放手让孩子操作。在此基础上，学习适时停顿朗读。此
时，学生没有读出古文味，读得一字一停，什么也不像。于
是我范读，学生练读，就这样整整读了半节课，孩子还饶有
兴趣。虽然时间很长，但是，我不觉得浪费。我明显地感受
到读得越好了，理解也就加深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
这是入情入境地品味。品味够了，我抛出本文的中心问题：
读了文章，杨氏之子应答如何？没想到孩子们都读出了一妙
所在：杨氏之子巧用姓氏作答。然而二妙“未闻”之语气婉
转却鲜为人知。我想：读书百遍，其意自现。再读，可惜还
是没有答案。于是，我只得拿出比较句子的方法。将“未闻
孔雀是夫子家禽”与“孔雀是夫子家禽”作比。光这样读肯
定不行，要把句子放在语境中。我们先读了这似乎相同的两



句，解释了意思，然后我让他们演一演，学生当杨氏之子，
我当孔君平，对读，再换着读，从读中发觉有人已意会。我
不挑明，也不让他把答案说了，因为还有许多人正在跳，就
要摘到桃子了！接着我让那似乎意会之人演杨氏之子，其他
人用心演孔君平。放入语境中对读，果然许多孩子明白
了“未闻”之妙用。我没有及时揭穿，而是让他们小组内再
读读杨氏之子的应答。不一会我没讲明他们已然意会，情感
朗读亦水到渠成。

再次，在学生兴趣黯然时，拓展《世说新语》中另几个聪慧
之语《谢太傅篇》与《徐孺子篇》。有了这次学习的经验，
再让学生合作、交流、探究去。绕着看的当儿，我发现学生
再读古文时确实老练了许多，而且是非常饶有兴趣地去探索
语言的艺术。

学完此文，我自感牵引过甚。但是我转念一想，虽然教得多，
可孩子们学古文的兴趣变浓了，而且也学到了一些读古文的
方法，他们有收获我心应足矣。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把重点放在读通文章，理解句意上，
我先范读，让学生感知读古文的语感，画出停顿，然后通过
各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感悟，熟读成诵。
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我抓住文章的.中心句“杨氏之子九岁，
甚聪慧。

”这句话，让学生说说文中哪些地方体现了杨氏之子的聪慧？
引导学生去文中感受杨氏之子思维的敏捷、语言的机智幽默：
孔君平在姓氏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氏上做文章，由孔君平的
“孔”姓想到了孔雀；最妙的是，杨氏之子没有生硬地直接说
“孔雀是夫子家禽”，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说“未闻孔
雀是夫子家禽”，婉转对答，既表现了应有的礼貌，又表达了
“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难道杨梅是我家的果”这个意思，
使孔君平无言以对。我想，学生在领会文章的妙处时，也一
定能激发他们感悟祖国语言文字的兴趣。



这是小学阶段学生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所以，在备课的时
候就把教学目标定得相对简单了点。并且以教师讲授为主，
没有想到放手让孩子自己学习古文的这一点。只是想孩子能
读准停顿，理解意思就差不多了。但是，上完了课，再次回
到课堂，回到没有学完的课外古文补充，孩子们说的很好。
基本上的学生都能自己大概读懂，而且也能读准课文的停顿。
这一点是我的失误，对备学生还不够深入。

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杨氏之子》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三组第一篇课文。选自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该书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至晋
代士族阶层言谈轶事的.小说。文章篇幅短小，内容浅显，语
言幽默，主要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人家里的九岁男孩的故事。
这是一篇文言文，这也是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风格。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掌握生字，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流利，读通
句子，理解文意，体会人物语言的风趣和机智。围绕这个目
标，我确定“理解文言文的意思，理解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
何处”定为教学重难点，教学时我从这几方面入手：

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到古文，他们的心理充满了好奇，结合学
生的这一心理特征，导入时，我由古诗入手，激发学生的兴
趣，让孩子感知语言的艺术。在解题时，我又让学生对比今
天的课文与平时所学的课文有何不同，从而引出文言文，让
学生感到了一种新奇和亲近。

学习古文，读是最难的，又是最重要的，说它难是因为不好
读，说它重要是因为只有读，才能让学生懂，才能体会到古
文的魅力。因此在课文的感知环节中，我让学生按照读通课
文——读好课文——理解课文的程序好好的读书。进入第二
个环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反复诵
读，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在学生读通顺的基础上，我
告诉孩子们正确的诵读方法：读古文时，要注意停顿，读出



节奏。

本单元的主题是“语言的魅力”，体会杨氏之子语言的巧妙
是这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为了让学生体会人物语言的风
趣和机智，在学生读懂故事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
子——孔君平与杨氏子的对话来体会杨氏之子回答的巧妙。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学生不会马上理解。

因此在这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君平为什么指着杨梅对
杨氏之子说此是君家果？二是杨氏之子为什么说未闻孔雀是
夫子家禽？在这两个问题的引导下，学生马上体会到了杨家
孩子回答的妙处：孔君平在姓氏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氏上
做文章，由孔君平的“孔”姓想到了孔雀；当然，还有一个
巧妙的地方，学生一下子归纳不出来，于是我把“未闻孔雀
是夫子家禽”与“孔雀是夫子家禽”进行了对比，学生也较
快地体会出了杨氏之子语言的婉转，表现出了应有的礼貌。
接着我设计了一个语言练习：孔君平听完杨氏子的话会怎么
说呢？学生的回答不乏有赞美之声，谦虚之词。我想，这就是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吧！

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杨氏之子》是小学生初次接触到文言文，虽然行文简洁，
不足百字，但古今字义不同，孩子们阅读起来还是有一定难
度的。所以我以找准突破口、激起学生兴趣为重点进行备课
和授课。

教学开始，我通过范读、领读、划出分节线后自读特别要注
意停顿的恰当、，其次，文中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
”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是故事中的重
点部分。孔君平看到杨梅，联想到孩子的姓，就故意逗孩子：
“这是你家的水果。”意思是，你姓杨，它叫杨梅，你们本
是一家嘛！这信手拈来的玩笑话，很幽默，也很有趣。孩子
应声答道：“没听说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这回答巧妙在



哪里呢？要通过反复地朗读，引导学生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
解：孔君平在姓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上做文章，由孔君平的
“孔”姓想到了孔雀；最妙的是，他没有生硬地直接说“孔
雀是夫子家禽”，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说“未闻孔雀是
夫子家禽”，婉转对答，既表现了应有的礼貌，又表达
了“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杨梅岂是我家的果”这个意思，
使孔君平无言以对。因为他要承认孔雀是他家的鸟，他说的
话才立得住脚。这足以反映出孩子思维的敏捷，语言的机智
幽默。

没有注重学生的发散思维

应该让孩子们用文言文演一演，这节课的效果会更好，孩子
们对文言文的'学习也会更感兴趣。

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杨氏之子》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三组第一篇课文。选自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该书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至晋
代士族阶层言谈轶事的小说。文章篇幅短小，内容浅显，语
言幽默，主要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人家里的九岁男孩的故事。
这是一篇文言文，这也是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风格。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掌握生字，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流利，读通
句子，理解文意，体会人物语言的风趣和机智。围绕这个目
标，我确定“理解文言文的意思，理解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
何处”定为教学重难点，教学时我从这几方面入手：

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到古文，他们的心理充满了好奇，结合学
生的这一心理特征，导入时，我由有关语言的名人名言导入，
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孩子感知语言的艺术。在解题时，我又
让学生对比今天的课文与平时所学的课文有何不同，从而引
出文言文，让学生感到了一种新奇和亲近。

学习古文,读是最难的,又是最重要的,说它难是因为不好读,



说它重要是因为只有读，才能让学生懂,才能体会到古文的魅
力。因此在课文的感知环节中，我让学生按照读通课文——
读好课文——理解课文的程序好好的读书。进入第二个环
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反复诵读，把
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在学生读通顺的基础上，我告诉孩
子们正确的诵读方法：读古文时，要注意停顿，读出节奏。
并由教师范读，并重点在第四句“孔指以示儿曰”和第五
句“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两个难读地方进行指导朗读，
然后引导学生自己划分文章的节奏，学生一边读，一边划，
投入到课文的学习之中。这样学生读得有点韵味了。理解了
文章的意思后，再让学生带着理解读，我感觉学生读得越来
越好了。

教完本课，我觉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1、由于是小学阶段的第一篇古文，我在教学时，对放开的度
没有把握得很好，有些该放手的地方没放手，控制课堂意识
较强。

2、由于时间关系，有些环节也做了调整和放弃，如讲故事，
另外没有注重到学生的发散思维，如果让学生用文言文把这
个故事演一演，孩子们对文言文的学习也许会更感兴趣。

杨氏之子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杨氏之子》出自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此书是我国
第一部志人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世上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文言文通过记述杨氏之子在招待客人时机敏而巧妙地对
答，不仅使一个聪慧的杨氏之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文言
文语言的简要与精当也得到了清晰的凸现。教学时我注意了
以下几点：

一、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由于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差别较



大，学生又是初次接触，所以学习时有一定困难。因此，先
把文章理解清楚是教学的一个重点。

二、学习古文，最重要的莫过于养成吟咏诵读的习惯。读，
既是方法，又是目的。教学中注重让学生高声诵读，精心品
读，边读边想象，真正读活语言，“读出声，读出形，读出
情，独出神”。

三、特别注意关注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学中精心培植学生对
文言文的兴趣，捕捉学生的兴奋点，使学生不但能感受文言
文的新奇，而且能感受它的奇妙，这样才能产生对文言文的
更深层次的喜爱。

我希望学生在经历过第一次学习文言文后，能喜欢上这样的
语言，从而在古人为我们创造的.诗文中汲取典范的、优美的、
精炼的语言材料和语言表达方式，为丰富自己的语言打下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