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公好龙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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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公好龙教学反思篇一

《叶公好龙》是一则寓言故事，这则寓言故事是一篇短小的
文言文。在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三方面进行教学：

1、文言文的朗读，初步感受文言文语言的特点，掌握断词断
句朗读的方法。

2、文言文与白话文对比朗读，结合译文理解每句文言文的意
思，初步解释一些文言实词的意思。

3、在理解文言文内容的前提下，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说说叶
公似的'人物，理解文中所蕴含的道理。学生经过学习，初步
了解了文言文按意思断句朗读的特点，也明白到这个寓言故
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的写法。

《叶公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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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好龙教学反思篇二

去年10月份曾听过窦桂梅老师的一节文言文公开课，受到的
启发就是要引导学生通过读明白文言文与现代文相比，从词
语、句的对照读入手，整堂课显得得心应手。但是能否正确
流利地朗读，本课出现几个容易读错的字，而学生朗读和背
诵时本课教学的重点。

在教学本课时，我指导学生先从“好”字，这个多音字来揭
示课题，并就题设疑：哪些句子写叶公喜欢龙？结果怎么样？
让学生带着问题，自课课文。在学生基本读通、读顺课文后，
再让学生回答前面的问题，使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当教
学本课时我注重先扶后放，渗透学法指导，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

让学生先读，再让他们思考，学生在读完后，都积极地进行
思考，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抢着回答问题，只是在回答的过程
中，个别学生的口头表达的能力还比较差，但是其他学生能
及时地给予理更正。

教学时抓住动物的特点练习有感情朗读课文，懂得做事要有
主见、有耐心。利用朗读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指导学
生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读出叶公见到真龙时，那种害怕的
样子。加上与老师一起竞赛背诵时，短短的一节课时间有三
十多名同学能顺利地背下来，让我意想不到。

在下节课的学习过程中，对这篇课文的.内容，孩子们可能会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教师在尊重学生个性化理解的前提下，



可以启发引导，展开讨论。采用对叶公应有多元评价。通过
对本文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让学生以这个寓言
故事来教育自己，使自己不会犯类似叶公这样的错误。

叶公好龙教学反思篇三

学完这篇文言文，我深深感到：教学文言文，朗读是第一位
首先，教师要对古文熟读成背，为学生做好范读，感染学生，
激发学生朗读顾问的兴趣；其次，教给学生朗读方法：

1、放慢朗读速度；

2、注意按意思断句；

3、熟读的基础上达到流利背诵

另外在上《叶公好龙》的第二课时时，孩子们从“叶公子高
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中领会到
叶公对龙艺术的喜爱，又从“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
魄，五色无主。”领会到叶公对真龙的恐惧，我要求学生把
两部分进行比较理解，要孩子们谈谈自己对叶公的看法。

结果就有了四种观点：

1、不要爱慕虚荣的人。

2、做人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的人。

3、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4、叶公的行为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

前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但后一种学生的见解也是有道理呀，
但这却违背了本文的教育意义。于是我这样引导孩子们的：



1、这篇课文是以什么语气来写的？

生：嘲笑。

生：讽刺。

2、好，能感受到讽刺之意。哪个句子体现出这种意味？

生：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3、太棒了，既然是以讽刺的.意味来写，作者肯定有他的目
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生：他似乎是刻意想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

4、那他是想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或是想让我们从中吸取什么
教训呢？

孩子们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是有意让我们从中体会到做人应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不可弄虚作假的精神。接
着，孩子们热情高涨，谈到了生活中这种“叶公好龙”似的
现象。对什么叫寓言故事也加深了认识。

叶公好龙教学反思篇四

在新课标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如何指导学生学习文言文?这是
一道难题。所以，我首先是精心组织学习活动，关注自己的
教学过程，因此，我反复地阅读《教师用书》，反复地对比
网络上的各种教学设计、课件，写好教案，同时，提醒自己
要关注学生课堂上的表现，注意生成性的材料，努力为学生
提供一个交互式的学习的平台，通过生生合作、师生合作、
全班合作等方式，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
久地保持，乐读趣学自主感悟。



为此，我在第一环节，通过成语入手，激趣导入的方法，让
学生交流课前搜集带“龙”的情况，引出课题，然后介
绍“叶公好龙”的来由，也就是成语故事的背景介绍，目的
一是设置悬念，二是让学生知道，古代的一些寓言故事常常
带有它的历史背景，影射了一些社会现象，说明了一定的道
理，三是故事中鲁哀公的言行渗透了“叶公好龙”所蕴含的
道理。这样就迅速地点出课题，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但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重
点在读，难点也在读。因此，在朗读上必须有时和量的保证。
特别是小学生，接触文言文不多，更应该多读少讲，使学生
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明理，从而丰富语文的积累，培养语感，
发展思维。为此，我的第二个教学环节就是初读寓言、整体
感知。先是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整体感知读法，其次是让
学生朗读课文，比较读法，注意指导停顿，接着让学生再听
录音范读课文，检查自己的生字认读情况，这样，通过小组
的四读课文，学生已能读通课文，并初步感知了课文的意思
了。

有了对课文的初步理解，我便通过第三环节的回顾学法(查找
资料、译文对照、反复诵读、交流学习……)、合作解疑由难
入手，自主提出问题(学生提出疑难问题，课堂师生互动解
决)的方式，去感知古代文言文的特点，去感受“写”“走”
等古今字义的不同，掌握学习文言文的“金钥匙”。这样，
学生学得扎实、有疑能解。

叶公好龙教学反思篇五

在新课标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如何指导学生学习文言文?这是
一道难题。所以，我首先是精心组织学习活动，关注自己的
教学过程，因此，我反复地阅读《教师用书》，反复地对比
网络上的各种教学设计、课件，写好教案，同时，提醒自己
要关注学生课堂上的表现，注意生成性的材料，努力为学生
提供一个交互式的学习的平台，通过生生合作、师生合作、



全班合作等方式，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
久地保持，乐读趣学自主感悟。

为此，我在第一环节，通过成语入手，激趣导入的方法，让
学生交流课前搜集带"龙"的情况，引出课题，然后介绍"叶公
好龙"的来由，也就是成语故事的背景介绍，目的一是设置悬
念，二是让学生知道，古代的一些寓言故事常常带有它的历
史背景，影射了一些社会现象，说明了一定的道理，三是故
事中鲁哀公的言行渗透了"叶公好龙"所蕴含的道理。这样就
迅速地点出课题，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但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重
点在读，难点也在读。因此，在朗读上必须有时和量的保证。
特别是小学生，接触文言文不多，更应该多读少讲，使学生
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明理，从而丰富语文的积累，培养语感，
发展思维。为此，我的第二个教学环节就是初读寓言、整体
感知。先是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整体感知读法，其次是让
学生朗读课文，比较读法，注意指导停顿，接着让学生再听
录音范读课文，检查自己的生字认读情况，这样，通过小组
的四读课文，学生已能读通课文，并初步感知了课文的意思
了。

有了对课文的初步理解，我便通过第三环节的回顾学法(查找
资料、译文对照、反复诵读、交流学习……)、合作解疑由难
入手，自主提出问题(学生提出疑难问题，课堂师生互动解
决)的方式，去感知古代文言文的特点，去感受"写""走"等古
今字义的不同，掌握学习文言文的"金钥匙"。这样，学生学
得扎实、有疑能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