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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孔子的故事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这次上课的题目是《孔子拜师》。选择《孔子拜师》一课，
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在曲阜上了四年大学，在那个宁静而
温暖的小城里，受到了古朴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想起学生时
代看的那一场舞剧《孔子》，圣人的一幕幕沧桑又浮现在眼
前。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讲一讲孔子，把我所知道的孔子
讲给我的学生听。

11月19日，早上，上课了。按照预先的设计，从介绍孔子导
入。原本配乐《破阵》是一首颇有气势的音乐，加上激昂的
解说词，本想把学生引入到对孔子的无限敬仰之中。怎奈，
音乐中途“罢工”，正在我兴致刚起之时，戛然而止。我心
中一惊，但随即镇定下来，故作镇静地继续解说，想通过自
己有感情的朗读，弥补声音缺失的遗憾。但是，诚实的说，
心情还是比较受影响的。但是，课还是要继续！我强打精神，
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字词、文章大意的梳理。终于，上到了
我自认为可以出彩的一个环节——古文识汉字。精心准备的
音乐《墨香》响起，我重整旗鼓，打起精神，把我对汉字的
热爱透过汉字简介、古文字介绍传达给学生们。不知不觉，
我竟投入其中，渐渐把所有负面情绪过滤了出去，与学生一
起，走进了古文探秘的神奇。再接再励，小小的故事我也尽
量讲的声情并茂，学生和我，都融入了故事的情景之中。

课结束了，看到学生们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几位听课老师



微笑地看着我，我心里觉得轻松了许多。虽然，课上的并不
完美；虽然，一上来就出了那么大的纰漏；虽然，自己的内
心经历了小小的波折，但是，一节课完整地上完了，学生学
到了知识，我的教学目标基本达成，得到了几位老师的认可，
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吸取的教训就是：准备还要再充分一
些，课堂上的心里调试还应再及时一些，课程设计还要再精
心一些。每次进步一点点，离精彩就更近些。

孔子的故事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孔子拜师》是一片精读课文。同时也是第五单元中的第一
篇写人的课文。本文出现了很多学生从未见过的词语。在第
一课时中，我主要抓住了文中的重点词语进行朗读学习，生
字学习。比如远近闻名、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传授、毫无
保留、佩服、纳闷等词语进行理解，阅读训练。

学生不懂的就让他们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进行理解，或是
同桌之间交流。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风餐露宿，学生
理解到位，讲解的有声有色。

在扫清字词障碍后，我在第二课时提出了一个统领全文的概
括性问题：孔子和老子分别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既有统
领性，又有发散性。它能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将搜集
的信息加以概括和提炼，同时又能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
人物身上谈开去，不受拘束和限制。学生这时你一言、我一
语的感受，由浅入深的评价，都是积极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学生在唤醒文本的同时，心灵也因这种穿越而拥有了春风化
雨般的滋养与润泽。

另外，为了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学生与故事人物的距离，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搜集了关于孔子的图片、以及《论
语》中耳熟能详的句子。更加加深了学生对孔子的印象。



孔子的故事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事。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
子的思想主张两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

学习这篇文章时，我重点让学生通过研读课文相关句子感悟
孔子的品行。我通过复习上节课的内容：“课文写了孔子哪
几个小故事？”引出本课：“哪个小故事给你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你体会到了什么？”

在汇报过程中，我担心自己班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够，汇
报能力还不够，就给了学生汇报的框架，如：我们组认为孔
子是?人，我们是从第?段，第?行感悟到的，请大家跟我们
读?请问同学们还有不同意见吗？结果上课预设的教学目标没
有完成，时间不够。因为自己绑着学生的手脚在回答，浪费
了汇报的时间。学生汇报时也不流畅。结果可想而知，自己
画蛇添足了。

这节课没完成目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小组的构建还不够完善，
如学生汇报的形式要让学生自己做主，不要用自己的意愿强
加给学生。以后教学过程中加以改正。

孔子的故事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今天进行同步异构孔子这课教学，我设计这课时考虑到孔子
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
思想主张两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要让学生对孔
子的思想充分了解，才能激发学生更深一层去学习有关孔子
的著作。因此，我是用生本的理念来设计这一课的，目的是
做到以读引读。以理解本篇文章引出对其他文章的阅读。

我的设计是先设计预习导航：



1、默读课文1、2自然段，你了解到孔子是什么样的人？

3、你还会介绍课外了解到的有关孔子的事或者他的论著吗？

上课时，因为是公开课，我又担心自己班的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不够，汇报能力还不够，就给了学生汇报的.框架，如：我
们组认为孔子是…人，我们是从第…段，第…行感悟到的，
请大家跟我们读…请问同学们还有不同意见吗？结果上课预
设的教学目标没有完成，时间不够。因为自己绑着学生的手
脚在回答，浪费了汇报的时间。学生汇报时也不流畅。结果
可想而知，自己画蛇添足了。

看到自己预设的目标没有完成，我想自己以后应该在设计预
习导航时要考虑学生汇报时的可操作性。比如你了解到孔子
是什么人？你从哪些语句体会出的，请划出来。这样学生就
容易操作，汇报也容易操作。又如，课文用几个故事来写孔
子，你最喜欢哪个故事？故事体现孔子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呢？
请划出有关语句说明。

这节课没完成目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小组的构建还不够完善，
如学生汇报的形式要让学生自己做主，不要用自己的意愿强
加给学生。以后教学过程中加以改正。

孔子的故事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回顾《孔子拜师》这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成功更有不足，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基本是按照备课思路进行的，从导入到
新授再到重点突破。整节课能够按照教学设计，针对学段目
标进行有重点的授课。现总结出优缺点及改进措施如下：

导入时，在认识“拜”字过程中，交流突出了三个层次。即：
读“拜”的读音、记住字形、理解“拜师”的意思。

在词语教学中，我主要抓住“日夜兼程、风餐露宿、风尘仆



仆”这三个词语体会孔子求学旅途劳累、辛苦。其中由“风
尘仆仆”引入，一词带多词。找出文中还有哪些也体现出孔
子的旅途劳累。课堂上根据学生们遇到的困难，我还介绍了
查字典的好方法。如“日夜兼程”查不到，就可以先查“日
夜”再查“兼程”，最后把两部分解释结合起来。体现了教
学时善于组织教学，善于捕捉细节。顺学而导，发现问题，
马上解决，也体现了一定的教学机智。

在小组合作识字中，我采用了小老师带读，体现了学生互教
互学，在交流中学习。在写字指导上，采用同质合作。体现
出小组对于不同的学生可以有不同的要求。

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时，我采用的是补充课题的方法。教会
了孩子们又一种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

在教学“纳闷”一词时，读过一次句子后，我马上让学生换
词。其实这时学生还没有真正理解“纳闷”一词的意思。所
以换词时出现了，换成“气愤”“伤心”这理的理解。在这
里，我应该让学生再反复读读句子，体会纳闷的意思，理解
后再换词，就更能反馈出孩子对于词语的理解了。

在教学“风尘仆仆”一词后，只需借助字典或词典理解，或
借助情境理解即可。不需要进行想象。如果再重新设计可以
是：

1、读文中句子。

2、理解词语意思。

3、本段中还有2个成语也体现了孔子的旅途劳累。是什么？
（“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从而理解这两个词语。理解
时，也只需理解词语表面上的意思，不要深入理解。

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时，我没有做小结。应加上一句：今后



我们遇到的一些课文，有些也可以采用补充课题来概括文章
主要内容的这种方法。大家注意积累和运用。

本课我指导的几个字，都是根据有易错的笔画来范写的。今
后，再重点指导写的字时，要根据结构的不同，使每个结构
都找一个字来重点指导。

这节课课对于我来说，虽然已小有收获，但在细节设计、教
学环节的处理及课堂生成的调控上还欠缺很多。我还要在今
后的课堂实践中再努力钻研，完善自己，争取更大的进步。

同时，今天的教学中有些内容的设计，我只顾自己教的方便，
省事，而没有从教学达到的目的出发来设计。例如对于孔子、
老子、曲阜的介绍，我怕学生谈得不够全面，不够生动，只
想让学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没有把机会留给学生，让
学生交流自己收集的有关资料，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无
从表现，学生的学习就不会深刻。再如，对于曲阜的介绍，
我只考虑，通过介绍曲阜引出孔子文化节向本单元主题靠拢，
因而影响了教学的主旋律。节外生枝的教学，并没对学生的
学习带来多大益处。我想，今后在教学中，我一定要多从学
生学的角度设计教学，灵活掌握教学，真正为学生的学习服
务，使学生在学习中有所收获。

今后我要进一步努力学习新课程的精神，大胆实践，朝着新
课程的要求努力迈进，使自己锤炼成为新课程下的新型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