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汇总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一

《陶罐和铁罐》是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中的
一篇寓言故事，它趣味性强，寓意深刻，讲的是国王御厨里
的两个罐子的故事。铁罐自以为坚硬，看不起陶罐，经常奚
落它。而陶罐却没有与它计较，埋在土里许多年以后，陶罐
出土成为文物，而铁罐却化为泥土，不复存在。这篇课文文
本价值在于，让学生体会到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
看待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学会全面地
看问题，懂得要多发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

我在设计本课教学时，能够依据新课程理念，树立“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的观念，从陶罐和铁罐的对话入手，充分调动
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真正地成为课堂的主人。

教师要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把握教材所体现的人文精
神，并在课堂上抓住时机，进行良性的引导，在情感上引起
学生的共鸣，如果只是停留于文本的表面，这样的语文在感
情的熏陶上是缺失的。在教学上，引导学生利用多种感观来
体会感受陶罐和铁罐的不同的态度，相信学生从中以能体会
到其中的一些是是非非，有所感有所悟。然而，教师的引导
点拨还不够，如果能抓住恰当时机，抛砖引玉，引起学生自
主的思考，对童话所昭示的寓意体会得会更深入一些。

但是一堂课下来，学生感悟最多的还是铁罐的骄傲、自以为



是和陶管的谦虚、善良。学生从铁罐和陶罐的对话入手，引
导学生学习感悟。以“陶罐不再理会铁罐。”为关键，让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引导的方向不够精确，引导的
深度不够，学生的体验也停留在表面。如果学生在感受到铁
罐的骄傲时，我能再多问一句“铁罐为什么会那样骄傲
呢？”学生的思考的深度也就随之深入了。

问题是打开思维、唤起想象的钥匙，因此，教师必须高度重
视问题意识。理想的课堂教学应该是教师的问和学生的问相
互的融汇。问题还要由学生自己来解决，最好的方式是展开
讨论，鼓励学生发表各自的看法，不追求答案的统一。本片
断教学，教师在鼓励学生问的基础上，也不乏教师的问，教
师的问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有思考的价值。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二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寓言故事，课文生动搞笑，情节富有
变化，它讲述了国王御厨里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许
多年代后，陶罐出土成了文物，铁罐却不复存在的故事。这
个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人
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这篇阅读课文，我是把握着这样的脉络来教学的：初读——
说——品读——表演——悟理——自编——自创。初读是解
决生字的读音，说则在读的基础上把握全篇文章的主要资料，
这时分主角进行品读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之后带上面具进行
表演，对文章的精华了解更为透彻，文章的灵魂得以升华，
像一个烙印一样刻在学生的'脑海里，最后让他们轻而易举的
悟出文章的真谛——道理。层层深入，步步紧扣中心，水到
渠成。

这时有了必须的基础后更加用活了文本，进行思维的拓展，
即我设计了自编——自创，又给学生一个由易到难、由低到
高的台阶，让他们顺理成章、不自觉中就跨越这道屏障，由



此到达创作积累语言的过程，完成了一个作家的工作，这时
老师适当的鼓励，将会激发孩子创作文学的激情。

在教学过程中，时间十分紧凑，一环扣一环，学生始终带着
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热情来完成教学，在再读课文时，问他
们你喜欢谁，理由是什么？许多后进生或不爱发言的学生都
能主动说出自己的感受，可见他们对课文比较熟悉、感兴趣。
说用朗读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平时爱好读书的学生纷纷举手，
一比高下，并且还锻炼了合作精神。精制的面具及时对文章
的理解使得他们跃跃欲试，营造了课堂上的小高潮。最后体
悟出道理，明辨是非，使生受益。

在拓展思维中，老师的引话中提出了新问题，但在引导学生
弄清二者优缺点的过程中，学生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自觉地
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互换思维，并群众改编故事来赞扬铁
罐批评陶罐，对课文的理解到达新的程度。自创寓言则是读
写结合，生成创造，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语言，培
养学生的创造潜力，这样既引导学生内化了语言，又充满了
丰富的人文内涵，学生因此更为受益匪浅。

但再成功的课堂也还是留有不足和遗憾，在这节课中，时间
过于紧张、仓促，以致于在面方面没有注意到，后面创作寓
言时间不够，只能留于作业形式。当然作业布置我也作了精
心的设计，即照顾到各个层次、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可
在三条中任选一条来完成。

总之，多尝试、多实践，我相信会更完善，没有最好的，只
有更好的。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三

这一节课，从开始准备到最后呈现，经过了多次修改。在这
个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我苦恼、纠结、煎熬，不断推翻自己，
最终豁然开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了锻炼，有了不少收



获。

这次执教的课文《陶罐和铁罐》是一篇童话。童话这种文学
体裁有以下几个特点：充满想象与幻想，常用拟人化的手法，
故事生动有趣，曲折离奇的故事背后蕴藏着一个道理……。
《陶罐和铁罐》这篇课文，以对话推动情节，通过对话、神
态描写表现人物个性品质这两个点都可以作为本课的语言训
练点。考虑既要帮助孩子们建立一种文体意识，又要体现语
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同时也考虑到三年级孩子
的接受程度，我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学习通过陶罐
和铁罐对话、神态描写，表现铁罐傲慢无礼和陶罐谦虚的个
性品质的手法；初步了解童话，对童话所阐释的道理有自己
的理解。

童话，作为一种儿童文学形式，故事浅显易懂，情节曲折离
奇，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文体。因此，我认为学习童话
故事的课堂就应该是一个充满童心童趣、富有趣味性、让孩
子们喜欢的课堂。如何使课堂充满趣味性呢？分角色朗读表
演就是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课堂上，在孩子们找到了提示陶
罐和铁罐对话时神态的词语，并且对这些词语有了充分理解
的前提下，我提出要求孩子们分角色朗读课文。并且将每一
处对话的提示语剔出来，放在这一处对话的前面起一个提示
神态表情的作用，请两位同学分别扮演陶罐和铁罐，尽情地
去展示表演。《课程标准》指出“重视朗读，让学生在朗读
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
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
解。”在这个环节中，孩子们正是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通过朗读表演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陶罐和铁罐的形象。“表
演者”“卖力”地表演，“观众们”也都看得津津有味，课
堂也就趣味盎然了。

上完课之后，我感觉课堂教学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
遗憾的一点是：我与学生合作分角色朗读课文时，我的表情、
动作、语气还不够到位，还不够夸张。朗读童话除了要求准



确、流利以外，关键是“化妆”好角色。朗读时可以适当地
把声音“化化妆”以加强表现力，朗读的音色因角色不同要
有变化。为了逼真地表现出作品中的角色，可以进行模仿、
夸张等。课堂上我没有做好这一点，对于角色的表现力上就
差了些！

“课堂教学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正因为这样，才让我们
不断追求，不断完善。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去年谷玲老师上过，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学借鉴。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按照原有的教学思路，进行了适当的个性
化修改。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我觉得以下几点落实到位。

首先，这篇课文的段落比较多，学生不容易整体把握课文内
容。所以，我就尝试让学生将整个故事分成两个场景，并找
出分别是哪几个自然段，这样课文的重点内容即对话部分学
生也能一下子就找到。在设计中，我自己心里并没有底，令
我欣喜的是，孩子在初读之后就能找出故事发生在两个不同
的地方，又通过默读课文找出了相应的自然段。这样就理清
了脉络，有利于学生对全篇课文内容的把握。

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品读铁罐和陶罐的对话，从而了解人物
神态和性格。紧紧抓住“奚落”这个词语，让学生从铁罐对
陶罐的明知故问中，悟出这就是铁罐“奚落”陶罐，词语的
意思自然而然就掌握了。并且通过品读，学生还知道了铁罐
奚落陶罐的原因，教学重点和难点也迎刃而解。

不过，由于自身经验及准备不足，教学中也存在很多遗憾。

首先，学生的情绪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可能是因为下午学
生比较容易犯困，也可能由于自己也有些紧张，一直绷得比
较紧，从而影响了学生，总之感觉学生的情绪不如平时高涨，



有些孩子始终不敢举手，我也没有及时启发、引导，课堂气
氛不是很热烈。

其次，指导朗读形式单一，流于形式。陶罐和铁罐的对话部
分，是指导朗读的重点。理想的状态是学生能够表现出人物
对话时的动作和神态，而且每次对话都有所区别。应该让个
别学生进行演练，从而有目的的进行指导，逐渐提高要求，
增加梯度。但是我基本上都让学生齐读，这样看不出梯度的
变化，只是泛泛而读。

总之，每一次公开课都是自我历练、不断提升的过程，就像
这篇课文的最后，我送给孩子们的几句话：取长补短、相得
益彰！期待着自己的课堂教学，也能够在互相学习中有更加
成熟的表现。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五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生动有趣，情节富有
变化，它讲述了国王御厨里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许
多年代后，陶罐出土成了文物，铁罐却不复存在的故事。从
故事中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只看到自已的长处，而
看不到自已的短处，也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
的长处。要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作者的
这篇童话目的不是给我们呈现两个罐子，而是以两个罐子的
形象来说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我们应如何正
确的看待人和事物。本篇童话故事人物的对话居多，而且透
过对话，能让学生领会更多的道理，因此，我让学生在读熟
课文的基础上，分角色朗读课文，增加了学生的理解能力。

（新课标）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
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引导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方法，
为学生创设有利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环境。因此，在
课堂上我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是课堂的主体，他们



的兴趣就是课堂的源泉。因此，我在课堂上放手，随着学生
的兴趣爱好走。学生的表现也非常棒，课堂上有更多的精彩
之处。

语文要以学生文本、关注学生才是我们上课的最终目的。本
课中我与学生一起沉浸在陶罐和铁罐的对话中，只有真正让
学生把心放到文章中，体会陶罐和铁罐各自的性格，尤其是
领悟陶罐的价值，感受陶罐的美好的心灵，我让学生分角色
朗读课文，学生全身心投入其中，深入感悟、体验文本。这
时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文本的思想相互碰撞，
心灵相互交流，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真正的课堂。

这节课，我着重让学生领悟陶罐和铁罐的各自的神情、动作、
语言，透过语言文字理解陶罐铁罐的性格特点。学习作者这
种要想表达人物思想的就要通过语言文字来加以描绘，在学
生熟读、感悟、深入体会的基础上，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想
法，学生对语言文字理解深刻，达到了训练的目的。

陶罐与铁罐教学反思篇六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讲述了国王御橱里的
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王朝覆灭，宫殿倾覆，许多年
后陶罐出土成为文物，铁罐却荡然无存。故事告诉人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
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故事主要通过两者的对
话展开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通过对话使铁罐的傲慢、蛮
横无礼和陶罐的谦虚、友善、克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通过具体生动的形态描写，使铁罐和陶罐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堂课，导入的设计至关重要。富有情趣的导入，就像在师
生之间架起一架心灵沟通的桥梁。授课开始，我出示了一片
铁片和一片陶片，在学生看清楚这两种实物后让他们说说它
们各自的特点，我再把铁片和陶片先后掷到地上，结果一目
了然。学生更明白了一个易碎，一个不易破碎。于是学生七



嘴八舌议论开去，我顺势导入课文。因势利导，思考交流双
向并用，激发了学生兴趣。

课文的教学重点是通过陶罐和铁罐的对话神态描写，了解铁
罐的傲慢无礼和陶罐的谦虚而不软弱。这一重点分散在课文
的2——9自然段。我通过先自由读，以读促思，以词促段的
方式，找出描写陶罐和铁罐神态的词语，指名读，并配上动
作、神气，再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

在这部分的教学中我还安排了分角色对话：让两名学生上台
对话，其他同学作为观众，对他们的表演作出批评。在反复
的朗读对话后，铁罐和陶罐的特点跃然而出，学生自然生出
了对陶罐的喜爱对铁罐的厌恶之情。我顺势导入后半部分的
内容：“这样硬的铁罐，许多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呢?”

学生带着激动的心情继续学习剩下的内容。10——17自然段
写的是历经世事的变迁，陶罐和铁罐都被埋入土下，若干年
后，陶罐出土成为文物，铁罐却化为泥土，荡然无存。

我通过抓关键词突破难点，让学生谈谈感受。平时就爱发言
的快嘴女孩丹丹说：“陶罐太仁慈了，出土的第一句话就是
叫人们帮他寻找他的兄弟铁罐。”“铁罐化为泥土，活该!”
一语惊起鸥一群，其他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去，连平
时说话就结巴的李小小也把手举得高高的，我及时鼓励他来
说：“铁——铁罐，太——太可恶——了!”逗的全班哈哈大
笑。一番激烈的讨论后，我开始总结：“说一说你觉得做人
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在
生活中你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一个个问题的
提出，叩开了孩子们的心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从而明白
了做人应该谦虚、友善，人与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