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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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篇一

这篇课文记叙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写的
不是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军事斗争，而是写红军与反动军
队的民心之争，故事生动感人。我在教学设计中主要抓住一个
“情”字。一开始，藏胞对红军队伍的误解；接着，朱总司
令用实际行动“为藏胞春耕”、“把他们的院子打扫得干干
净净”来感化藏胞；以至于藏胞们赞颂红军为“菩萨兵”。
教学中我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红军不帮助藏胞
们打扫房间，打扫客厅呢？”学生一下子就想到了：因为主
人不在家，不经主人同意是不能进人家家门的，红军队伍有
着铁的纪律，为了尊重藏胞因此没有进入藏族同胞的家而只
为他们打扫了院子。这些跟反动军队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这些细节处，使藏胞们感受到了红军是他们的“菩萨
兵”。学生们的理解真的.不错。

上这节课也有一个不尽人意处。“挨”是这篇课文的多音字。
为了让学生掌握，上课时，我让学生先说出它的另一种读音。
再用这两种读音口头说词时，学生开始混淆了。“挨
骂”“挨打”，他们读成了第一声，我没有马上给他们正确
答案，让他们自己查阅字典做解答。第二节课反馈这一情况，
结果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回家查了字典。其他同学早就忘记了
这件事。学生的主动学习真成问题，这一点我直觉得心寒。
看来以后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这方面还得下功夫。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篇二

在这节课的设计与教学中，我抓住插图、品尝头尾，通过对
文本精巧的处理，让学生逐渐形成对课文主线的把握能力，
从而达到能自主研读的目标。

《菩萨兵》一课，朱德那几句话中的深义既是文章的重点也
是难点，若停留在按部就搬的情节分析、字词理解上，那么
这堂课将会上得很琐碎且费时严重，这样的教学效果显然并
不理想。因此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全文，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
点来提高这节课的课堂效率成了我思考的问题。

细细读课文便发现本文虽在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叙事，但贯穿
其中的一条暗线则是在于藏胞的情感变化。而要体会人物情
感的变化，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便是从神态、动作上入手。
此时，我注意到了课文中的那幅插图，图上藏胞们围着朱德
喜笑颜开，有种掩盖不住的感激与幸福感。于是，我决定利
用这幅图作为突破口。在学生在对反动军队与红军部队有了
深入了解并知道文中菩萨兵指的就是朱德带领的红军部队后，
我在第二课时的开头这样设计到：“同学们，好好观察一下
这幅图上人物的表情与动作，你看懂了什么？”学生看着图
上人物的表情与动作很容易便能描述出当时的情景。我趁势
把他们引回到文字中：“请你们快速读课文，说说课文哪几
自然段描写的是图上的情景？”学生很容易便找到了是8、9
两个自然段。此时，我引导学生读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并提
问：“红军部队刚到藏民居住地时，藏胞们都早早躲进了深
山，不敢露面。怎么到后来的转变竟是如此之大呢？”由此，
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文章开头与结尾的对比上，不仅
让学生体会到了文章结构上的前后呼应，也为学生真正进入
文章主体而作好了铺垫。

接着，我紧扣第1自然段中，“急坏”两字，引导学生去寻找
朱德在心急如焚的情况下想了什么办法来解决难题。



学生很容易便找到了主体部分2-7自然段，并概括出了朱德一
共想了两次办法，第一次是第2-5自然段，叫翻译去说服藏胞
（没有见效）；第二次是第6-7自然段，亲自带领部队用行动
来感化藏胞（终于见效）。课文的主线此时已经非常清晰，
学生已经从整体上把握了全文，此时，再引导他们从具体的
对话中去感受人物心情已并非难事。事实上在后来的实际教
学中，学生的课堂反应也正如我的设想，一切水到渠成。通
过这节课的设计与教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研读文本的重要
性，一幅小小的插图便可以是个极好的切入口，而利用好开
头与结尾的反差更是抓住了要害。当问题能提在节骨眼上的
时候，学生的学习就变轻松了许多，课堂的效率也便提高了
许多。真切地感受到了研读文本的重要性，一幅小小的插图
便可以是个极好的切入口，而利用好开头与结尾的反差更是
抓住了要害。当问题能提在节骨眼上的时候，学生的学习就
变轻松了许多，课堂的效率也便提高了许多。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篇三

《菩萨兵》这篇文章纪录的是红军长征途中路经藏民居住地
区发生的事情，结合学生上节课所提出的疑问，在本课教学
时，我是这样做的：

授课时，我抓住藏民们对红军两中截然不同的反映展开，在
第二课时的开头这样设计到（先出示课文后面的插
图）：“同学们，好好观察一下这幅图上人物的表情与动作，
你看懂了什么？”学生看着图上人物的表情与动作很容易便
能描述出当时画面上的人物十分的高兴。我趁势把他们引回
到文字中：“请你们快速读课文，说说课文哪些地方描写的
是图上的情景？”学生很容易便找到了是8、9两个自然段。
并围绕藏民们说的话：“几时见过菩萨一样的司令，菩萨一
样的兵呀！”与文章的第一自然段进行比较，并提问：“红
军部队刚到藏民居住地时，藏胞们都早早躲进了深山，不敢
露面。怎么到后来的转变竟是如此之大呢？”引导学生找出
关键词“吃尽、苦头、一听说、就”来体会反动军队给藏民



们带来的伤害，并让他们想像反动军队是怎么伤害他们的由
此，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文章开头与结尾的对比上，
不仅让学生体会到了文章结构上的前后呼应，也为学生真正
进入文章做好了铺垫。

其中，朱德总司令也是文章的关键人物，在二年级时学生已
对朱德有了了解，在本课教学时也比较自然顺畅，从第一自
然段中的“急坏”二字来展开分析朱德当时的心情，并让学
生去文2到7自然段中找找朱德在急些什么呢?学生能从朱德的
话中找到他所着急的事，为什么朱德总司令会如此着急呢？
学生能联系文中的语句结合自己理解到的来谈，趁势我便问
学生从中你感受到朱德是个怎样的人？（学生说到：为人着
想、善良）但光着急也不行，还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又
让学生去找朱德面对藏民们不出山的反映，又是怎么做
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通过自己用心地读书自然能
找到答案的。当学生在理解“要让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里发
芽、生根、开花、结果……”这句时很费时费力，学生只能
从表面理解是一般的麦种的成长，而联想不到朱德及红军们
的爱民之心在藏民心中生根，这问题有一定的深度，面对全
班冥思苦想的眼神，我得重新设计问法：“你觉得红军对藏
民们怎样？藏民们知道后会怎样？把朱德及红军们的关爱比
做种子在藏民们心中牢牢记住。”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凑齐来
理解。并从文中的语句中来体会这支军队不同于反对军队，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切，从藏民们最后的反映中去感受，
再让学生自己揭开疑问“为什么称他们是菩萨兵呢？”通过
这节课的教学与课堂上学生的反映，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研读
文本的重要性，一幅小小的插图便可以是个极好的切入口，
而利用好开头与结尾的反差更是抓住了要害。当问题能提在
节骨眼上的时候，对于一种答案多种问法，能灵活变通，会
使得学生的学习就变轻松了许多，课堂的效率也便提高了许
多。这也是我以后的教学所要注意及努力的。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篇四

《长征》已经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不管从哪个角
度说，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也不能让学生忘记那段历史。
现在，也有好多历史家研究长征，更客观地评估长征，有好
多作家拿起笔，重新写起长征。长征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
经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了。从我们读书时，课本从小学到高
中，甚至到大学，都有这一素材。写这一思考，我用“红军+
长征”在中搜索，搜索到217000条信息，这足以说明长征是
一门课程，是一门中国人要学的课程。苏教版在三年级下册
首次将“长征”引到教材，旨在引领学生读长征，研究着长
征。

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长征”的事，按我们的一般认识来
看学生们并不陌生，因为这方面的电视剧、电影、书等还是
非常多的。但现在孩子因为喜欢游戏，喜欢卡通，喜欢动
画[题外话：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部动画式长征大剧]，因
为“长征”是成人的世界，也许没有更多的信息走进孩子的
大脑，了解了孩子已有的知识经验，了解了孩子的实际情况，
就能把这篇文章的本质呈现与学生了。这也是，我们在教学
之前所要研究的。

“菩萨兵”这篇长征小故事，给予学生的是什么？一是让学
生知道朱德（我问过三年级的老师，一个班38人，有37个人
不知道朱德，1个人说的也是所问非所答）；二是引领学生知
道那时的藏民是如何生活的（课文写的不是很详细，学生阅
读后也能够粗略地知道一点）（那时的藏民还是农奴制）；
三是军民鱼水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四是这篇文章以《菩萨
兵》为题，“菩萨”一词要让学生理解，我们不要把菩萨一
词理解成迷信，引导学生明白这是一种信仰，“菩萨”是佛
教用语。指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这也是
菩萨一词的本义。是藏族同胞对这支部队的称呼。而在这一
课中其意思还有着“心地慈善的人”的意思。这同样也是藏
族同胞对这支部队的称呼。另外还有“兵”这个词的理解。



教学中，我们不能把落脚点只放在朱总司令上，这篇文章不
是单单歌颂朱总司令的，而是歌颂朱总司令这支队伍的。我
们要让学生明白，长征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群体的事。最
后一个自然段：“他们说：‘几时见过菩萨一样的司令，菩
萨一样的兵呀！’”，虽然意思有多层，但关键还是要让学
生明白，这个团队的力量改变了藏族同胞的认识。

为什么要开动员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思考着。在研究
长征史上，人们不会忘记许多会议的，每一种会议都有着一
定的目的。为次动员会为什么开？一是红军战士不理解藏族
同胞，说明这个会议要开；二是藏族同胞不理解红军，这个
会议要开；三是行动起来才能让藏族同胞理解；四是并不是
所有军人都能够统一的，开动员会是统一认识；五是春耕时
候，不抢种不行，这是硬任务，也是一次命令性的大会……
所以，在思考这个动员会时，我感觉到，在课堂上，我们应
该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这次动员会，因为这个会非常有意
思，值得研究。没有这个会，热火朝天地干是难以出现的。

这篇文章传递的信息非常多，仅仅靠课文的理解，肯定是不
够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里的未知数太多了，因此，用
这一课引领学生读读长征方面的书，还是可行的。学生如果
能主动去读了，长征就不会那么抽象了！

这篇课文记叙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写的
不是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军事斗争，而是写红军与反动军
队的民心之争，故事生动感人。在还没有上《菩萨兵》这课
前，我真有点儿担心，因为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已与学生的
生活相去甚远，孩子们会喜欢这样的课文吗？为了上好这课，
我大量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教学时，我主要注意了以下几
点的教学：

一、注意背景资料的补充

在第一课时时，我给学生补充了些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



资料，让学生了解为什么红军会到藏民居住地区去，以及他
们长征途中是如何的艰辛。这能帮助学生对“红军”的形象
有个大致的把握，也为学生理解红军与藏帮之间之所以能建
立这种“鱼水情”做下铺垫。

二、注意重点词语、句子的理解。

在这篇课文中，朱德总司令的话语是教学的重点，我让学生
在充分朗读的基础上抓住令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自己说说体
会，充分发挥学生的本体性。而他说的“要让红军播下的种
子在这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这句话更是重中之
重。只要能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藏胞称红军为“菩萨兵”这
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补充藏民的生活信仰

藏民大多数是信佛的，菩萨在佛教中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的，所以菩萨在藏民心中有着很神圣的地位，藏民把红军比
作他们最崇敬的人，这是对红军最高的评价。补充了这些内
容，学生理解藏胞称红军为“菩萨兵”更会水到渠成。

四、与现实相联系

我将红军这种一心为民的形象与当代最可爱的人——中国人
民解放军联系在一起，这更是与“要让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
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这句话相呼应。

这节课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红军为民着想的这条主线的体现得不是很明晰，我太注
重点的把握了，从而忽视了整体性的东西。

二、对学生的一些回答缺乏评价性的语文。



三、作业设计不周详。我的有个作业是：秋天收割时，藏族
同胞想表达对红军的感激之情，让学生代他们写信。但在做
这个作业之前应该教学时有所铺垫，比如可以让学生们说说
当藏胞看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和整治得平平整整的土
地时会对红军说些什么，这样学生写起来就会比较顺手了。

四、板书设计应更清晰明了，能起到引领全文的作用。

这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是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离学生
的距离很远。如何能让学生与文本产生共鸣，这是一个难点。
尽管课前学生搜集了一大罗资料，但机械的文字无法吸引学
生。所以倒是用了点心思让学生找寻一些长征途中的小故事，
这个时候再去研读文本我想相对容易了许多。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有意识地抓关键句，找关键词进行分析
感悟，收效不错。比如在品读“藏族同胞吃尽了反动军队的
苦头，一听说又有军队开过来，早就躲进了深山，谁也不敢
露面。”这句时，学生找到了一个“尽”字，通过联想，他
们仿佛看到了反动军是如何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掠夺，进行惨
无人道的压迫的。课文中的“吃尽”不就是包含着老百姓对
军队的惧怕和憎恨程度之深吗？这个时候，学生再去朗读这
句时就是带着自己的情绪在里面的，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
作者用词的准确。在课文里，朱德的三句话也是关键，学习
的时候，我让学生结合藏胞当时的处境和季节环境进行多方
位品读，并引进了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学生也
有颇多的感受，对“朱德”这一人物形象也有了新的认识和
了解。当然，有的学生也对朱德的其中一句话作了质疑，平
时总是说种子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里朱德为什么
会把它说成是“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这个问题是我
意料之中的，课前也作了一番查阅，发现原来朱德所说的这
句话就是摘自“毛泽东语录”的。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与课堂上学生的反映，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研读文本的重要性，每教一篇文章，自己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真可谓“教学相长”也！这也是我以后的教学所要注意及努
力的。

菩萨蛮韦庄教学反思及评课篇五

在语文的教学中，如果把表演带入课堂，一改学生被动阅读
的地位，促使学生多动脑，多动手，主动参与阅读，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准确理解语言文字，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有利于展示学生的才华。在教学
《菩萨兵》这篇课文中我尝试着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
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使学生学得愉快，学有收获。

具体体现在：

教学中我设计了学生喜欢的演一演的形式，让学生来演一演
藏民当时的所想所言，深切地体会当时藏民们的心理、神态、
语言，不知不觉化解了“菩萨兵”这一难点。特别“你们是
菩萨派来的吧”这一句符合人物特点的话，虽见平常，却可
见学生对课文的感悟之深。引导学生创造性地想像，把他们
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通过表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请
学生演一演藏民见到红军会怎么做，怎么说，这就需要学生
展开丰富的想像，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去思考，拓展思维的空
间。在学生独具匠心的表演中，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学生的个体学习是基础，小组合作学习、师生合作学习可以
发挥课堂教学的群体功效，为学生成功学习提供帮助。在让
学生演一演时，让学生四人小组分角色试着演，既发挥了集
体的功效，又让全体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让一部分不善表
现自己，或胆怯的学生也得到训练。

在表演之后，让学生评一评演得怎么样，在评的过程中再一
次引导学生感悟了课文，进一步探究学习，把对课文的理解
引向更深的层次。在愉快的评议中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及感
悟文本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