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 诫子书教学反思(模
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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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篇一

《诫子书》是本学期的第3篇文言文教学。但这篇文言文完全
不同于前两篇的文言文。上《世说新语》的翻译教学环节开
展起来的是相对轻松的，《论语》中的文本理解在加以引导
后学生还是能够有效理解的。但一上《诫子书》时，就会发
现：虽然这篇课文不足100字，但字字珠玑，不管是在文言字
词的解释上，还是在读文本的深层理解时，都存在着较大的
难度。而这些难度的产生，我觉得不是师或生任何一方面的
原因，而是两方面的原因夹杂在一起作用的结果。但在这两
方面的原因中，我认为我个人原因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现
将原因归结如下：

自身文本的理解不够。在上课之前，我对这篇课文有较高的
期望。我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这篇课文能够真正明白一些对人、
对事、对生活的一些看法。在学习的路上可以不要这样辛苦，
少一些内心的负担，多一些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快乐。或者说，
我希望他们能体会一种恬静的生活方式，能在这样的喧嚣的
社会里活得真诚些、洒脱些。

而事实证明，我自己也不能将这样的生活态度真正体会到，
这样的我如何将如此美好的生活态度传递给学生。空将侃侃
而谈的话告诉学生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如同跟他们说教一样。
对于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们来说，无非又给了他们一次叛



逆的机会。于他们而言，也许会觉得我矫揉造作，也许会觉
得我讲的是一些空谈的道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
没有我自身体悟在里面的教学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对学生的认知认识不够。在《诫子书》第一课时在第一个班
级教学时，在翻译全文后，我顺势将本文的中心论证句、论
证方法、以及成学成才的方法一起完成，在第二课时时，我
就可以用全力将文本的理解讲好，不需要再花时间来将写作
成文的方面的内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认知是不符合学生的
认知结构的。在跟周老师聊过以后，周老师建议我这堂课让
学生提出读不懂的句子然后全班一起理解。在学生读不懂的
全文的时候，对于任何简单的问题，学生在回答的时候都会
畏畏缩缩的，生怕自己的答案是错的。此时的课堂将会是无
效的课堂。在听取了周老师的建议后，第二班级上课时，我
及时做出了调整，明显这一堂课是较为有效的，学生有真的
学到，而我在整一堂可中也是较为轻松的。在和学生的交流
中，我和学生之间有一种思想火花的碰撞，那种感觉实在太
棒了！

每一次实际的教学都会给我一些新的体会，这样的体会让我
感受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在一次次的实战中不断完善自己，
让自己在一次次的遗憾中不断沉淀自己。相信在不久将来，
我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我的学生，因为那时的我知道我是一
位值得他们信任的老师。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篇二

1.通过朗读，读准字音，读出文章的节奏美和韵律美。2.借
助注释，疏通文意，并在讨论交流中做到文从字顺的翻
译。3.联系实际，培养自己勤学立志，宁静修身的人生态度。

二、学习重点

1.小组合作，借助注释，理解文意，尝试翻译课文。2.在情



景朗读中，体会家书中饱含着的深厚感情。

三、学习难点

感悟文中蕴含的修身励志哲理在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

四、学习过程

课前交流：培养学生热爱文言文的感情。

导入：结合自己所了解的，谈谈你对诸葛亮的认识。

师：诸葛亮不仅是忠诚和智慧的代表，还是善于用智慧教子
的父亲。今天我们就来拜读他在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的一篇
《诫子书》。

一、初读——把握节奏

读出韵味1.正字音，读通读顺。

2.把握节奏，体会文章的韵律之美。3.感受句式特点，体会
句式工整之美。

二、译读——疏通文意

读出意味

1.自主学习，借助注释疏通文意;小组合作，解决疑难。2.质
疑问难，全班交流，理解文章的意思。3.出示不加标点的文
章，学生尝试练习句读。

三、悟读——沉入文字

读出情味



结合背景，指导学生朗读。在有感情的朗读中，体会诸葛亮
的殷殷期望和这封家信对诸葛瞻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思读——自我修身

读出理味

1.从文中选几句话送给自己，说说原因。

2.结合诸葛亮的一生，理解“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蕴含的哲理。

五、感悟升华

总结提升《诫子书》对学生及我们每个人在自我修身及勤学
励志方面的积极意义。

结束语：我们对于《诫子书》的学习才刚刚开始，随着年龄
的增长，学识的增加，我们对它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愿同
学们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它，践行它!

愿同学们爱上经典，爱上文言文!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我和学生一起学习了诸葛亮的《诫子书》。这是一篇
篇幅较短的文言文，为了让每位同学在课堂上都能有所学、
有所悟、有所思，我是按照“生读——生悟——生思”的模
式来执教这节课，整个课堂中都以“生”为中心，关注学生
在课堂中的活动和收获是本节课的主要立足点。

“诵读”和“积累知识”两个部分进行较为顺利，学生课堂
活动较为踊跃，而且基本每个同学都能完成学习目标，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导学案设置比较合理，逐层深入，从“基础”到



“延伸”都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但这节课的授课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赏析”是本节课的教学难点，但由于“导”的不到位，
部分同学不能动起来，不能“赏”出亮点，“赏”出水平，
导致气氛不够活跃，对文章中富有哲理又有警醒作用的句子
领悟不够到位。在这个环节，如能适当让学生自己“质疑”，
然后解疑，相信学生对课堂的兴趣会大大增强。

2、课堂上小组运用不够成功。一遇到问题就让学生自己讨论，
有时都没有给学生自己考虑的时间就讨论，这样浪费了很多
有价值的时间；另外，有些问题确实不值得小组讨论，而我
不合时机的运用小组讨论，出现了课堂“懒散”的局面，如：
让学生讨论课文译文，这就属于“画蛇添足”，多余之举。

在今后的授课中，我一定会不断摸索，让小组讨论真正发挥
它的实效性。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篇文章短小精悍，辞约意丰，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有谆
谆告诫之语，更溢满殷殷期盼之情，《诫子书》教学反思。
采用以“读”贯穿课堂始终的方法，听读，朗读，跟读，默
读通过反复地读让学生自然成诵;然后猜读、精读、研读、品
读，让学生合作交流探究释疑理解作者情感，把握文章主旨。
联系现实实际谈体会，赏析品味拓展积警句;中间穿插历史背
景小故事，开阔了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感受诸葛亮的
人格魅力，提升自己的品德素养情趣，教学反思《《诫子书》
教学反思》。

为了让每位同学在课堂上都能有所学、有所悟、有所思，我
是按照“生读——生悟——生思”的模式来执教这节课，整
个课堂中都以“生”为中心，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活动和收



获是本节课的主要立足点。

前面几个部分进行较为顺利，学生课堂活动较为踊跃，而且
基本每个同学都能完成学习目标，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导学案
设置比较合理，逐层深入，从“基础”到“延伸”都起到了
很好的引导作用。

但这节课的授课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研读与赏析”是本节课的教学难点，但由于“导”的不
到位，部分同学不能动起来，不能“赏”出亮点，“赏”出
水平，导致气氛不够活跃，对文章中富有哲理又有警醒作用
的句子领悟不够到位。在这个环节，如能适当让学生自
己“质疑”，然后解疑，相信学生对课堂的兴趣会大大增强。

2、课堂上小组运用不够成功。

诫子书的教学反思篇五

体会，赏析品味拓展积警句;中间穿插历史背景小故事，开阔
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感受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提升自己
的品德素养情趣。作业设置结合单元后面的综合性学习进一
步拓展延伸，丰富学生积累的同时感受浓浓的亲情、乡情、
友情和爱国情。 (一)导入新课：

“丞相名垂汗简青，书台犹在谁复登”“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千古良相
诸葛亮不但是陆游、文天祥笔下的精英忠魂，更是后人眼中
的智慧化身。他一生立志“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此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更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高风亮节言
传身教，惠及子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诫子书》，
聆听他对子女、后人的谆谆教诲。 (二)初读，读熟课文： 1、
解题：



《诫子书》，告诫儿子的一封家书。 2、播放录音，学生听
读，完成下列任务： (1)标记生字注音。 (2)注意词句停顿。

3、师范读，提示长句停顿。 示例：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指定学生诵读，余生纠正，后齐读) 4、学
生自由朗读，互读。

5、指定优、中、困学生各一名朗读，听者点评(从字音、停
顿两方面)。

6、再次播放录音，学生轻声跟读，注意体味语调、语速的变
化，揣摩作者情感。 7、学生自由散读。 (三)精读，疏通文
意： 1、自主学习：

学生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自主译读课文，了解文章内容，
圈画疑难问题。 师巡回指导。 2、合作探究：

小组合作，解决个人疑难问题。探究不成的，小组代表上台
板书。 师参与讨论。 (1)难点预见： a、词语：

(提醒学生注意加横线的词类活用及一词多义字) b、句子：

a、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b、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萎，多不接世。

(2)处理措施：

a、让学生联系实虚词的日常积累(如“以”的常见用法)，迁
移联想，猜读翻译，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后总结成型。 b、
师提醒学生翻译课文时不能直译的便意译，无论哪种译都要



保留原句的句式特征(如a的双重否定)和原文的风格特点(如
本文的简洁精警)

以b句的翻译为例：年华随着时光飞驰，意志随着岁月流逝，
最终枯败零落，对社会无益?? 3、总结交流：

(1)四人一组互相翻译课文，交流指正;

(2)典型代表两名译文，师阐述自己观点，供参考。 (四)研
读，赏析文章： 故事引子：

魏国，终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享年54岁，临终遗嘱“掘棺材
之地，穿平常服饰，不配器物”，留给子孙的财产只有桑800
株，薄田15公顷。他以自身言行感染激励自己的子孙，“善
政嘉事”，“美声溢誉”，其子诸葛瞻、诸葛尚均义无返顾，
为国捐躯，一家三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为后人传诵。

1、集体探究：

(1)诸葛亮写这封家信的用意是什么?(学生举手发言) (告诫
儿子要注意修身养性，生活节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品德，
表达了他希望后代志存高远的厚望)

(2)文本作者抓住一个“静”字，围绕学习告诫儿子要成材必
须具备哪几个条件?(淡泊、立志、惜时)其原句分别用《逻辑
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否定句式)来强调其重要
性，找出这几个句子，再次加以品读，联系自身实际，谈谈
感受体会。

a、淡泊：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b、立志：非学无
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c、惜时：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萎，多不接世，悲守
穷庐，将复何及!



(3)请按照议论文的结构来给文章分层，并找出论点句，治学、
修身、惜时句，再次品读。(按照板书提示分组讨论完成，后
总结再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