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篇一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

9月的反思

这个教案很精彩，每个问题的设计启发性都很强，绝不单单
是简单的“是”、“不是”、“会”、“不会”，同学们都
须动番脑筋，且都乐于投入进去。可以说，思考得很有价值。
如：第一个问题，文中人物是如何评价于勒的，同学们浏览
全文，在文中标注着，韩玉静一个人几乎把所有评价找全了，
宁继焱、宁纪杰做了少量的补充。我在他们的`提示下，将内
容板书在了黑板上。第2个环节，给这些评价分分类，哪些话
是在相同的情况下说的，张萌迅速理出了思路。我在她的提
示下完成了关于情节的板书：占钱――赶有钱――赞、盼没
钱――骂、躲。

接着，我说：“于勒的有钱、没钱使得文中‘我’的父母发
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针对这种变化老师拟了一幅对联，我写
在黑板上，请同学们加上横批。”我在黑板上写：十年思盼，
天涯咫尺，同胞好似摇钱树。王健在下面说：“老师，别写
下联，我们自己对。”“‘一日’对‘十年’”，看到我略
带思索的表情，王健马上改口：“‘一朝’、‘一朝’
好。”我笑了，在黑板上写上了“一朝”二字。几个同学异
口同声：“一朝相见，咫尺天涯。”好得很！我再提
醒：“‘同胞’与什么对？”



有的同学说：“亲人。”还有的同学说：“兄弟。”我写上了
“兄弟”二字。“‘好似’的同义词有哪几个？”“好像”、
“犹如”、“就像”，同学们叽叽喳喳。我写上了“犹如”
二字。张萌说：“老师，‘陌生人’与‘摇钱树’对。”就
这样一副对联对出来了。经过斟酌，议论，同学们普遍认为
下联改动一下感觉更好，那就是：一朝相见，咫尺天涯，骨
肉犹如陌路人。“横批呢？”我问。同学们略有所思。我提
醒：“为什么骨肉不相认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菲利普夫妇不
认兄弟呢？”贾鑫脱口而出：“钱！”“用个四字成
语。”“金钱至上！”十几个同学异口同声。我总结
道：“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说到这，下课铃响了，下一个环节
“人物形象分析”只能等到下节课上了。真遗憾！下一轮上
此课时我一定让各个环节再紧凑些，争取一节课完成好。

9月的反思

同样一个教案，今年上却没有了上一次的愉快、心满意足的
感受。第一个问题，说说文中的人物是怎样评价于勒的，就
这样一个简单、直观的问题很多同学就一点脑子都不动，找
的一塌糊涂。本来打算5分钟完成的一个环节，用了15分钟还
没结束，丧气得很。第二个问题：给这些评价分分类，再看
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反映出说话人对于勒的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同学们回答的零零碎碎，往外蹦词，我提示一点，
就再说一个词，不提示，就不再说了。

对对联情节更没出现上一轮上此课的精彩，横批“金钱至
上”这个成语竟没有一个同学知道，只有隗_[说出个近义成语
“嗜钱如命”。有的同学说“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这与
“金钱至上”都有较大的意义区别。我提醒道，这个成语的
意思是把钱看得最重要，成语中带一个“钱”字，也没有提
醒出一个同学来！郁闷！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平时提问也挺多的，也



启发同学们多思考、多举手、多表达，但是到现在却培养出
一批木头！当然，重要责任在我，我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采
用的方法不对头，自以为备课很充分，可是忽略了学生的实
际。次要责任在学生，平时不读书，课余时间都花在电视、
电脑、手机上，家长管不来就不管，致使学生脑子中一片空
白。

唉，现在教语文真难啊！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篇二

在引导学生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有的同学就问：谁是小
说的主角，全班同学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于勒是小说的主
人公；一派认为菲得普夫妇是小说的主人公。

说于勒是小说的主人公的`同学认为，小说人物之间的联系是
围绕于勒是否有钱展开的。于勒有钱时，菲得普夫妇盼于勒
归来，对于勒赞不绝口，分文不值的于勒成了正直的人，有
良心的人；于勒没钱时，菲得普夫妇躲于勒，怕于勒归来，
骂他是个贼是个流氓。于勒是否有钱决定着菲得普夫妇对他
的态度，而态度的变化正是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亲兄弟之间
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说菲得普夫妇是小说主公的同学认为，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
来描写夫妇俩的语言、神情、心理，通过他们的言行的变化
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更能凸现夫妇俩自私、
见利忘义、冷漠、爱慕虚荣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征正是
反映的主题。

课堂上乔景龙、张攀、袁园等五六个同学都参与了这场讨论，
他们发表看法时有理有据，这个问题是我意料之外的，教参
中并没有提到，我只是从参考资料中偶尔看到过说菲得普夫
妇是主人公，可在课堂作业中说到于勒是小说的主人公，我
还真一时难以下决定。然后，既然无法找到正确答案就不告



诉学生唯一答案，让让他们在课堂中留下遗憾，说不定更能
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最后我只是作为了一个小结：小说的题目是《我的叔叔于
勒》，可于勒却是作为暗线，略写和虚写他的过去和未来，
而集中笔墨表现菲得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变化上，从而刻人
物的性格特征。对于名著，作为赏析者，由于角度不同，观
点也就不同，不是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同学们可以保
留自已的观点。课后还有的同学来问我这个问题，就证明了
这一悬念引起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

反思之二：学生质疑把课堂教学推向了高潮

朱熹曰：学贵有疑。而引导学生主动地提出自己的疑惑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我直认为学生成绩差一般不会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在过去的教学中也确是如此，但这节课我
不得不为我低估了学生的能力而感到惭愧。

在前面学生已提了关于文章主人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
也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质疑的同学还真不少，特
别是这样两个问题确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正在对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小结时，柯萌萌同学突然举起
了手，我示意让她站起来。她说：“我有一个疑惑，我认为
于勒并没有在海外发财，如果发了财，她应该把钱寄回来弥
补过去给我一家带来的损失，他在信中不是流露了这一想法
吗？至于于勒写信说他发了财，那只是他对兄弟的一种安慰，
是个美丽的谎言。”

此言一出，马上就有同学站了起来，潘诗娅说，小说中不是
通过舰长话来说明于勒在那边阔绰过一人时期，他之所以又
破产了，那是因为于勒无法改变他那“花花公子”的秉性。

接着又有同学站起来了，我并没有阻止之意，就让他们这样



无拘无束地说，这样的机会太少，我还需要做什么，甘愿在
教室里当起了听众。

后来又有学生提到，菲得普夫妇这样做已做到仁至义，他们
并没有错。这涉及到小说的主题，也正是这篇课文难点，于
是我进一步引导他们再在小组内讨论，形成了统一意见再回
答。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篇三

这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名小说,在教授中我是这样做的: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否高涨，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调动？关
键在老师，不在学生。只要老师引导到位，学生是聪明的，
他会和你积极配合的。恰到好处的鼓励学生，也是真诚的赞
扬。亲其师，信其道“也许就不那样难了。

这节课我背得很熟，整个环节设计，每一个问题引出和引导，
我都做到了应用自如。源于我课背的熟练，准备的充分。我
知道我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我知道笨鸟先飞可以早入林。只
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让自己信心倍增，不至于忙乱出
错。

通过初读感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续写结尾培养学生的想
象和写作能力；通过合作质疑，培养学生的善思和团结合作
能力；通过字词句段的赏析培养学生的品词欣赏能力，通过
分析人物形象，培养学生客观的看待事物的能力，辨别是非
的能力。而且每一问题的解决都是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培
养。

下一步的教学中,多读多练,读书增强学识，增加知识储备。
通过本节课教学，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知识储备还不足。
所以每日必读书也就是我的必修课。在阅读中为自己的教学
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材，并且不断的钻研教育理论书籍，指导



自己的教育实践。让自己的教学在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
更有效。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篇四

通读文本，并读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阅读才是自由的阅读，
有效的阅读。我们平时的教学，学生自己读书的时间少，自
己读出感受的更少。上课伊始，学生还未开口读书，学生未
及进入作品之中体验，教师就已经强加给了学生，表现出教
师对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体验的充分不相信。我在教学中，
给学生一节课自由读书外，还在这一课时加入了分角色朗读
展示。

作为世界文学的精典名篇，既有内容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
度。这篇小说怎样教学才能实现耗时少、效果好，我设计了
四个主问题和四个亮点探究活动：研读课文，分析人物，归
纳人物的性格特点；再读课文，深入探究，理解“我”人物
形象看，从而明确主人公人物；进而提炼主题，感悟启示；
最终，拓展延伸，升华主题。这样，由浅入深、层层推进，
让学生逐步感受到探究文本的意义和阅读活动的乐趣。

探究式阅读让合作学习的思想得到最好的实践。小组探究活
动中，谁发言，谁记录，谁补充都有明确的分工。而在表达
中，要求学生努力达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提练整合小组
的观点，说句意连贯、层次清晰、语言精美的话的目标。从
一句到几句，再到一段，有理有据，切近题旨。

还记得《语文课程标准》中这样的一段话：“阅读教学是学
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根据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的特点，实行探究式阅读教学，为学生搭建一个真正开放的
交流平台，变文本解读为文本赏读、语言探究，并跳出课文
读课文，可以让语文课教学呈现新的生机。

学生“唱戏”，老师搭台。把时间最大限度地还给学生，让



学生、教师、文本三者形成整体，让三者交流、碰撞、沟通。
学生可以挑战文本权威，教师也可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阅
读教学课堂成了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究的舞台，也成了学
生与文本对话、教师与文本对话。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一等奖篇五

《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经典的老课文。以前对这篇小说主
题的认识比较单一，学生很难有自己的体会。其实，完全可
以有其他解读方式，所以，我就鼓励学生、引导学生有新的
思考，勇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是对话的基础。通读文本，并读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阅
读才是自由的阅读，有效的阅读。而我们平时的教学，学生
自己读书的时间少，自己读出感受的更少。上课伊始，学生
还未开口读书，学生未及进入作品之中体验，教师就已经强
加给了学生，表现出教师对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体验的充分
不相信。我在教学中，给学生一节课自由读书（自习除外），
并要求在读完后能谈自己对作品、人物的认识。事实证明，
这个目标实现了。

这是对话的'关键。作为世界文学的精典名篇，既有内容的广
度，又有思想的深度。这篇小说怎样教学才能实现耗时少、
效果好，我设计了四个主问题和四个亮点探究活动：寻读，
解决主要人物和线索人物的问题，这是打开文本的钥匙；理
读，解决作品的思路，这是学生最易获得的感性认识，并通
过理性探究体会构思精美；品读，通过品读细节认识人物形
象，并进而学习人物塑造的方法，这是小说阅读的中心任务；
说读，表达自己对文章主题、美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这
是阅读的更高层次。这样，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让学生逐
步感受到探究文本的意义和阅读活动的乐趣。

探究式阅读让合作学习的思想得到最好的实践。小组探究活
动中，谁发言，谁记录，谁补充都有明确的分工。而在表达



中，要求学生努力达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提练整合小组
的观点，说句意连贯、层次清晰、语言精美的话的目标。从
一句到几句，再到一段，有理有据，切近题旨。

还记得《语文课程标准》中这样的一段话：“阅读教学是学
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根据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的特点，实行探究式阅读教学，为学生搭建一个真正开放的
交流平台，变文本解读为文本赏读、语言探究，并跳出课文
读课文，可以让语文课教学呈现新的生机。

学生“唱戏”，老师搭台。把时间最大限度地还给学生，让
学生、教师、文本三者形成整体，让三者交流、碰撞、沟通。
学生可以挑战文本权威，教师也可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阅
读教学课堂成了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究的舞台，也成了学
生与文本对话、教师与文本对话、生生对话、师生对话的多
向互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