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 小
圣施威降大圣教学质量分析报告(优秀7

篇)
环保意识的提高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怎样做到真正的
环保？这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以下是一些
环保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1.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课文所选部分主要是记叙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打斗过程，其中
孙悟空的多般变身，以及二郎神的随之变化，写得曲折详细，
故事充满了趣味，很能吸引读者。同时这场打斗经过，写得
既紧张又诙谐。而孙悟空的不屈不挠，反应敏捷迅速，在文
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真正塑造出了一个美猴王的形象。

2.想象丰富，充满神奇色彩。

文中写孙悟空和二郎神的多次外形变化，都是作者巧妙想象
的成果。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中;一会儿变成麻雀，一会儿
变成海鹤，等等，这多般变化，非一般作者所为，从中也可
见作者的想象之神奇，生活阅历之丰富。而且故事充满了神
奇色彩，把读者带到神仙世界，并给以美的享受。

3.语言优美，对事物的描摹惟妙惟肖。

课文部分出现了大量的动物，作者对这些动物的描摹可谓真
实、生动，哪怕是对动物细节的描绘也做到了刻画逼真，穷
形尽相。比如写大圣变作鱼儿，而二郎神变作水禽时，文中
写道：“忽见一只飞禽，似青鹞，毛片不青;似鹭鸶，顶上无
缨;似老鹳，腿又不红”，既描绘了它的毛片，又描绘了头顶，



还描绘了腿，其中有外形，有颜色。再就是一些动词运用准
确，表现力极强。作者根据不同动物的动作，采用不同的动
词，如写大圣变条水蛇时，文中用“游近岸，钻入草中”，
一个“游”，一个“钻”形象地写出了此时水蛇的动作。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
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
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吴承恩著。成书
于16世纪明朝中叶，主要描写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
沙悟净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的故事，取得了非
常高的成就。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
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西
游记》不仅内容大大丰富，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严谨，而且人
物塑造更加鲜活、丰满，想象更加多姿多彩，语言也朴实、
通达。更为重要的是，《西游记》在思想境界、艺术境界上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集大成者。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前不久,上了一堂公开课,内容是《小圣施威降大圣》.个人认
为此次课堂组织教学比较成功.

刚上这节课的第一环节就引发了课堂的辩论风暴,因为大家对
这一课内容不陌生,所以在第一环节中就热闹非凡,大家都把
准备好的《西游记》知识展示出来.开了一个好头.

在第二回合变身的演绎过程中,学生就原文中妙处的品读.
在“吆喝”一词上,学生们争执不下,有的说“六兄弟骄傲得
意”,有的说“无奈失落、虚张声势”,这时老师应该在最后



给出明确的小结,顺便教授学生赏析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分
析词的引申义,在这点上,我没有做到位,一直在附和学生的观
点,导致久争不下,陷入肤浅而无意义的口水战.于致于浪费了
不少时间,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在第三环节:问题探究处理很好,可见大家准备充分十分重要.
本课堂的建立绝非朝夕之功,每组学生打乱平均分配,确立中
心发言人,小组内解决部分问题.对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解决
问题、合作探究问题等能力皆有极大的提升.

第四环节处理也合理,古代名著知多少.学生展示了一些知识,
有的甚至我自己都出乎意料.该考虑什么时候组织一次知识竞
赛了!

这堂课让我感觉到:是试着初步放飞学生的时候了.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吴承恩创作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
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
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
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
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
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
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
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
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
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
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
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
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直接



影响了后世讽刺小说的发展。在《西游记》的影响下，出现了
《封神演义》、《四游记》、《续西游记》等一批神魔小说，
形成了明代小说史上神魔小说创作的高潮。

《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
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
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
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
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
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作品除《西游记》外，还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今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修业辑校本，易名为《吴承恩诗文集》
;此外有传奇小说集《禹鼎志》，原书已佚，仅存《自序》一
篇，收入《射阳先生存稿》。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小圣施威降大圣》是篇妙趣横生的小说，小说的情节曲折
生动，本课所描述的打斗经过，紧张中透着诙谐。从“小圣
施威降大圣”这个题目中，可以读出小圣施威想要降服大圣；
《西游记》中大圣有72变，小圣有73变，本文就抓住一
个“变”字，大圣小圣赌变化、弄神通。在神威之变、地点
之变、称呼之变、心理之变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可谓是
精妙绝伦！这其中，小说语言是体会人物心理变化的抓手。

举例来说，当大圣变为麻雀钉在树上之时――小圣变做一只
饿鹰。“收”“撇”“卸”“摇”四个动词，足以看出小圣
变化之有条不紊、从容淡定，与孙悟空赌变化，感觉是小事
一桩。当孙悟空居然径直到灌江口，变做二郎神，并现出本
相时――二郎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之前的从容镇
定都不见了，恼羞成怒，恨不得一下子取了孙悟空的性命。
而大圣被一齐率众挡住，于是，大圣变做个麻雀儿，“捏”、
“藏”、“变”、“飞”、“钉”这一系列的动作，展示了



大圣的随机应变和神通广大。而六兄弟前后寻觅不见大圣，
慌慌张张的样子，恰恰反衬了大圣的沉着、镇定。当大圣变
做二郎神时――竟然坐中间点查香火，多么地从容淡定；见
真君撞进门，悟空被迫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
姓孙了。”此时的悟空还有心戏谑二郎神，可见其大圣风范。
透过语言，不难看出人物的心理也在经历着微妙的变化：小
圣临危受命，降服大圣，越战越慌；大圣被迫迎战，戏耍小
圣，越战越勇。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一、基础检测题

1、“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小嚷，
庙宇已醒孙了’。”

仔细分析这句话运用那一种人物描写方法，刻画了孙悟空什
么性格？你觉得这句话写得好吗？好在哪里？请说一说。

2、写实文与想象文，你更喜欢哪一样？为什么？

3、初中生该不该读《西游记》，为什么？

二、课题质量监控检测质量分析：

初一（2）班到位上课的人数是52人。

第1题，做得完整的人数不超13人，全部放空的有5人。多数
同学能分析“生动地写出了孙悟空的性格风趣幽默”，却漏
掉了分析这一句属于什么类型的描写方法，更难见到分析孙
悟空纯心戏弄二郎君、想凌驾于他的本质了。

第2题，普遍喜欢想象文，理由是想象出来的内容新鲜有趣。
喜欢写实文的同学不超过15人，理由是描写细致，耐人寻味，



更真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第3题全部赞成该读《西游记》，这跟课堂反响基本保持一致。
问题是后续能不能落实在行动上，才是真关键。

三、教学反思：

1、关于第一题的反思：

在第一节的课堂上，老师除了布置标音、通读课理清情节之
外，还把一部分时间交给学生找出课文刻画孙悟空的各种描
写方法，在此基础上归纳孙悟空的性格特点，写完已经让四
人小组交流了缩写内容和人物描写要点。在第二课时里，将
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分析孙悟空形象个性以及运用的描写方
法。加上，孩子们看电视剧早就很喜欢孙悟空了，所以，对
他的性格把握得比较好。而描写方法呢？教学第一、第二单
元学过了，教师也讲得很多了，可学生依然没把握住。或许
在解题思路、步骤上没得到老师的再次指导，或许这节课因
容量太大，品味语言这一块没深层次展开，所以，学生在时
间仓促之下，把必备的步骤给漏掉了。这，也是期中考试出
现的通病，也是初三中考失分率最高的题型。

2、关于第二题的反思：

初一学生形象思维发达，当然比较喜欢想象文，这也是老师
预料之中的结果。不过，从平时写作情况反映来看，真正写
想象文的习作很少见。希望通过这个单元的教学，学生能放
开手脚大胆说自己爱说的话。与此同时，老师更要注重引导，
让孩子们看清生活的本色，生活不是无趣的。想象文也要合
理，也必须以活生生的现实为根基。

3、关于第三题的反思：

据说，有人在网民中搞一个调查，内容是关于是否喜欢阅读



四大古典名著的专题。结果呢，有85%以上的网民不喜欢读
《西游记》等经典小说，让人大跌眼镜。实不相瞒，在开教
这一课的前一天，我问这样的问题：“同样是《西游记》，
更喜欢看六小龄童演绎的电视剧的同学请举手”，两个班几
乎都举起了手。没错，今年11月17日，新闻传该剧因连续播
放3000遍，准备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紧接着，我再
问：“更喜欢读原著一百回本的'同学请举手”，结果，初一
（1）只有3人，初一（2）班的只有5人。我见了大失所望。

尽管市中考每年将《西游记》列为必考篇目，但真正去读的
农村学生有几人呢？大多数毕业班学生都是靠临时抱佛脚、
死记硬背题目去应考的。很多老师出于条件所限，也不太重
视读课外书，这不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沉默的原著被影视演绎得轰轰烈烈，可惜，那只是供娱乐用
的影像，不是能给人回味无穷、给人潜移默化的文字啊！经
过本课的教学，我的学生能这样全面认识到原著对自己的重
要意义，值了！我应该高兴！

四、改进办法

1、今后，通过课堂教学细致分析课文各种描写及其作用，要
讲评更多的课外阅读练习题来补强，让学生既会读书，又会
应试，努力争取两全其美，既提高语文素养，又提高语文学
习成绩。同时，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阅读来提高语言感
受力和表达力。

2、通过第六单元的单元教学，学生必须提高区分写实文与想
象文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老师要引导他们认识到二者同样重
要，同样能反映生活的真谛，同样必须一样重视，不可偏废。
特别应该关注的是，在书店里，写实文占各类读物的比例很
大。老师应鼓励学生重视在品读中获取关于自然的、社会的、
人生的各种启迪，写实文与想象文的阅读价值没太大区分。

3、认真敦促手下的徒儿好好读《西游记》，把这件事办好，



需要开展读书笔记或故事会，或者是想象作文比赛等活动相
配套。最好的途径是激发学生爱读好书，多读名著。

小圣施威降大圣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七

却说真君与大圣变做法天象地的规模，正斗时，大圣忽见本
营中妖猴惊散，自觉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
见他败走，大步赶上道：“那里走?趁早归降，饶你性命!”
大圣不恋战，只情跑起。将近洞口，正撞着康、张、姚、李
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一齐帅众挡住道：“泼猴，那
里走!”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
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那六兄弟，慌
慌张张，前后寻觅不见，一齐吆喝道：“走了这猴精也，走
了这猴精也!”正嚷处，真君到了问：“兄弟们，赶到那厢不
见了?”众神道：“才在这里围住，就不见了。”二郎圆睁凤
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
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
去扑打。大圣见了，搜的一翅飞起去，变作一只大鹚老，冲
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
钻上云霄来旺。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
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
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
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
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鹞，毛片不青;似
鹭鸶，顶上无缨;似老鹳，腿又不红：“想是二郎变化了等我
哩!”急转头，打个花就走。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似
鲤鱼，尾巴不红;似鳜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鲂
鱼，鳃上无针。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变
的。”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撺出水中，一变，变
作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旺他不着，他见水
响中，见一条蛇撺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了一只
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
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
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贱，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



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躘踵。那大圣
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了一座土地庙儿，
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
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
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
仔细看之，见旗竿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
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
是这畜生弄喧!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
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
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捣了眼，却
怎么是好?’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真君前前后后
乱赶，只见四太尉、二将军、一齐拥至道：“兄长，拿住大
圣了么?”真君笑道：“那猴儿才自变座土地庙哄我，我正要
捣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就纵一纵，又渺无踪迹。可怪，可
怪!”众皆愕然，四望更无形影。真君道：“兄弟们在此看守
巡逻，等我上去寻他。”急纵身驾云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
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
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真君把那
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
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
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个隐身法，走去营围，
往你那灌江口去也。”二郎听说，即取神锋，回灌江口来赶。
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
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
坐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
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
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真君却
道：“有个什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
见什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
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
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
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
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
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提防愈紧。这康、张太



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