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期末教学反思总结(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墨梅》。

2、学会“砚”字，理解诗句中的词语，并说说诗句的意思。

3感受古诗的意境，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受到自然美和
艺术美的熏陶。

4、积累关于梅的诗句，感受古人对梅的情结。

理解古诗的词语，并说说诗句意思。

感受古诗意境，体会作者贞节自守的感情。

一、会读诗

1、（幻灯出示课题，播放音乐《梅花三弄》）伴随着这首古
朴典雅的`古筝曲《梅花三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古诗
《墨梅》。

2、作者王冕，简介作者。（幻灯）

3、一读:自由读诗，反复读，要做到字正腔圆，读通读顺。

指名读，讲解生字读音“砚”，“乾坤”



二读：光把诗的字音读准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板有眼，不破
句，读出节奏来，读出味道来。再指名读，注意速度。

三读：师生合作读，前四个字你们读，后三个字我读。味道
出来了。再换读。

老师读题目，作者，生读全诗。

二、读懂诗

2、质疑：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介绍题画诗。）这是一首题画诗，题画诗，就是在中国画
的空白处，往往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抒发作者的
感情，咏叹画面的意境。从而形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
们比较熟悉的苏轼的诗《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
一首题画诗，只不过这是苏轼描绘的是惠崇和尚的画面上的
意境。

4、看看王冕是怎么描述这株墨梅的？

读一二句。在哪儿？理解“洗砚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常
常在池边练习书法，有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这里借
用这个典故而成“洗砚池”）

理解“淡墨痕”（每一朵梅花都呈现出淡淡的黑色，没有浓
妆艳抹，没有鲜艳的色彩）“痕”进一步突出了梅花的墨色
淡雅到极点，简直若有若无，使人对其产生了轻灵飘逸的感
受。

读三四句，说意思。“清气”“乾坤”

说全诗的意思。



5、把自己的理解送回诗里，再诗读，是不是诗味更浓了？

三、悟梅魂

板书：墨痕——淡（清雅素淡）清气——满

2、（幻灯回《墨梅图》）《墨梅》中的梅花个个清雅素淡、
冰清玉洁，可有人却说：“王冕，你不去画娇艳的荷花，只
画这素淡的梅花，哪里还会有人喜欢你，还会喜欢你的画
呀！”于是王冕就给这画题上了诗，也给了回答，你能找到
吗？（为什么不画富贵的牡丹、艳丽的挑花和丰腴的海棠花？
为什么不画粉色白色红色的梅花？）

3、为什么不画得鲜艳夺目一些呢？（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
清气满乾坤）梅的颜色好不好看？我们来看一看。

再看曹雪芹的。（有好颜色却刻意不画，墨梅与那些红梅、
白梅相比，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她不靠鲜艳的颜色来取悦别
人，她只想让——清新的香气充盈在天地之间）

（2)与墨痕的淡相对的，是清气的——(满）

拓展写“香”的诗：爱梅的诗人多，赞梅花之香的诗人也有
不少。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咏梅》
（零落凋残变成泥又碾为灰尘，只有芳香依然如故。）现在
有一首歌就是由此句而来——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只不过暗香一词也并非词作者原创）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林和靖《山园小梅》（在靠山的花园里，百花由盛到衰，
最后纷纷飘落，这时，园中的梅花却依次开放，由少到多，
由疏到密，最后独占花园。青山脚下，小园一角，有清泉一
潭，水清见底，潭边有梅一簇，梅枝横斜水上，清瘦的身影
倒映水中，梅下清水，水上疏梅，相映生辉。每当夜幕降临，
月洒青辉，晚风袭来，梅香四溢，满园芬芳。）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梅花》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白梅》（忽然一夜花开，芳香便传遍天下。）

（3）这么多人钟情于梅花的清香？在这里吸引文人墨客的仅
仅是香气本身吗？香气还代表什么？（继续出示诗句：坚强
品格、高贵气节、勤奋、刻苦、高洁、脱俗）

为什么不两全其美？

（色——外表，气——内在，不流于世俗，不追求虚浮绮丽
的外表，而钟情于梅花的精神）王冕独爱梅花的清香，以至
于放弃渲染梅花固有的色泽，而选择以“淡墨痕”来画梅，
目的是为了突出——香气，清香。

4、感受“人”

同学们，王冕一生写了无数咏梅的诗，以这首《墨梅》最为
有名。他笔下的墨梅有着它独特的淡雅和清香。

（自喻，他不在乎“颜色好”，一指梅的颜色，他并不希罕
那些庸俗的人们来夸奖梅花的颜色艳丽，暗指名誉、钱财、
地位，只求保留那清新的香气充溢在天地之间，只愿给人间



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
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因而《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也反
映了作者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
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这种借助事物表达感情的
手法就叫托物言志，你还知道这样的诗吗？（石灰吟、竹石）

5、小结：就是由于王冕这种鄙视流俗、贞节自守的高尚情操，
才有了这素净淡雅超凡脱俗的墨梅。让我们再读读这首诗，
读出梅花的高洁，读出王冕的高洁。

四、拓展延伸，追溯“梅”文化

1、梅花，不畏严寒，冰肌玉骨，人们喜爱它的形态，更敬佩
它的精神，古往今来，有许多关于梅花的诗。现在我们来追
溯一下梅文化。梅花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性格和含
义，梅花的大红大紫是从宋朝开始的，当时有所谓的“咏梅
两千卷”。当然，捧红梅花最不遗余力的就算林和靖了，梅
妻鹤子。在古诗中，以梅为题的诗作很多，情感走向也是多
方面的。

（一）借梅叹国恨

古往今来，国家兴亡，民族荣辱，百姓悲欢，最牵动文人墨
客的情思，像梅花这种自然中最普通的植物，也成了抒发伤
感之情的桥梁。南宋诗人刘因的《观梅有感》就是这类题材
的代表作。

前两句写东风把战场上的灰尘吹落了，意思是说南王朝已被
元军消灭，战争已经停息，作者想到了曾隐居杭州西湖的北
宋文人林逋。因南宋的都城在杭州，作者实际怀念的是南宋
朝廷。后两句写作者想象南宋灭亡后江南百姓的的不幸遭遇。
江南水乡，自古闻名，苏杭更是封建时代的繁华都市，晚唐



诗人杜牧曾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
但现在国家已经灭亡，江南当年的繁华景象早已不在，江南
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战争所带来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
使作者在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欣赏梅花了。

刘因是跨越宋元两代的文人，他目睹了南宋兴亡、江南兴衰
的过程，他在《观梅有感》中，以梅为载体，抒发自己对江
南的怀念和对南宋的悼念之情。

（二）以梅喻人如本诗，陆游

（三）以梅寄闲情

（四）借梅诉乡情

五、作业

1、课外自学《竹石》

2、自由组合，出一期“梅花赞”的手抄报。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句表达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受到
熏陶。

3、背诵并默写全诗。

感悟作者崇高的爱国思想。

：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古诗二首》中的第一首，
陆游的《示儿》。

哪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陆游？

生：介绍

师：大家说的非常好，（出示课件）陆游，字务观，自号放
翁，诗的题材极为广泛，内容丰富，其中表现抗金报国的作
品，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诗的风格豪放，气魄雄浑，
近似李白，故有“小太白”之称。他勤于创作，一生写诗60
年，保存下来就有9300多首。他一生坚持抗金主张，虽多次
遭受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死时还念念不忘
国家的统一，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一、1177年（中原沦陷50周年），陆游《关山月》一诗中写
道：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表达了对沦陷区百
姓的深切同情。

二、1192年（中原沦陷65周年），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
作》一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表达
了诗人一心向往报效祖国，英勇杀敌的情怀。

三、1193年（中原沦陷66周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
凉有感》一诗中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表达了诗人对沦陷区百姓的同情，对收复失地的盼望。

四、1210年（中原沦陷83周年），85岁高龄的陆游，重病在
床、生命垂危的时候写下了相当于遗嘱的绝笔《示儿》。

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示儿》

（一）初读诗文，了解诗人的“悲愁”心事。



（1）先听老师范读，学生再自读，要求读的正确、流利。

生：先自读，再齐读。

师：谁来把这首诗给大家范读一遍。

生：指名读。

师：下面，请大家根据注释，理解诗意。（课件出示相关释
义）。

课件出示：万事空：什么都不存在了。但：只。北定中原日：
向北方进军，收复中原的阿日子。（多媒体出示，结合地图
演示“北定”）家祭：家中祭祀祖先的日子。

生：交流合作，理解诗意。

师：指名解释。诗里有一个字明确的表达了诗人写诗时的情
感，哪个字？

生：“悲”。

师：为什么“悲”，用原诗回答？

生：齐答“不见九州同”。

师：介绍当时局面。出示课件：（历史上的南宋是北宋的衰
亡时期，1126年，北方的金兵屡屡进犯中原，宋军节节败退，
最后国都汴州被金兵占领。从此，山河破碎，不复统一。朝
廷南逃到临安（杭州）定居，建立了南宋。他们苟且偷安，
不思报国，这种状况持续了95年。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
虽多次遭受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死时还念
念不忘国家的统一。气表达出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为多难的
祖国呐喊的爱国精神。）



师：下面谁能用深沉的语气表达出诗人对祖国前途的忧虑，
对祖国统一的牵挂。

生：指名读。后齐读。

（二）再读诗文，体会诗人的“悲凉”心情

1、出示“悲凉”的意思：悲哀，凄凉

诗人一生为多难的祖国呐喊，为收复失地而奋斗终生，但临
死也不能看到“九州同”。诗人死不瞑目，内心悲凉万分。

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三

教学目标：

1、会读本课的12个生字，理解新词的意思，正确地朗读课文。

2、初步学会抓住重点段给课文分段的方法。

3、懂得邺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原因和西门豹认真调查，
分析原因的经过。

教学过程：

一、围绕人物，理清思路

1、读题质疑：围绕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2、自读课文：课文围绕人物，重点写了什么？（自读课文要
到位，要求能把课文读正确。）

3、理清思路：课文哪一部分写惩治恶人？哪一部分是起因？
哪一部分是结果？



二、创设情景，自读研究

1、创情景：老师扮西门豹，你们就是我的谋士，咱们就要分
头调查。

2、定组名：讨论调查小组的名称。

3、明要求：

（1）你们想调查什么？交流，提示。

（2）阅读课文第2-9自然段，讨论并填表。

（）小组调查报告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三、汇报交流，点拨展开

1、帮助释疑：你们在调查和写报告过程中碰到了什么困难？

重点理解：

闹：都是河伯娶媳妇给闹的。

他们每闹一次都要收几百万。

倒是夏天雨水少，年年闹旱灾。

2、交流报告：（重点交流调查结果）



四、小结提升，设悬延伸

1、通过调查，你们有什么想法？

2、大家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联系上下文，理解“麻烦、提心吊胆、面如土色”等词义。

2、借助文本，多角度地理解西门豹惩治巫婆、官绅的巧妙所
在。

3、通过学习，初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意识和
能力。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确定专题。

1、引入：同学们，在你的印象中，西门豹是个怎样的人？
（用一个词语概括、板书）你能给上面的词语分成两类吗？
（巧妙为民除害）

2、确定专题：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西门豹是怎样巧妙（或
机智）地为民除害的”。

二、梳理内容，指导方法。

2、四人小组研究：你们觉得哪一处最能体现西门豹惩治的巧
妙？

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议一议，这句话巧妙在哪里；

赛一赛，谁能读出这句话巧妙。

三、小组研究，教师指导。

四、汇报交流，展示点拨。

“不行，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巫婆去跟
河泊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

1、四人小组起立，小组长主持汇报：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其他组的同学同意他的说法吗？有补充吗？）（板书：救
姑娘、投巫婆）

2、你们从哪里体会到的？

（1）“不漂亮”：姑娘真的不漂亮吗？为什么要说新娘不漂
亮？

（2）“麻烦”：“麻烦”是什么意思？这里的“麻烦”与平
常的意思一样吗？

（3）“河伯不会满意的”西门豹真的相信有河伯吗？

（4）“扑腾了几下就沉下去了”，说明巫婆已经淹死了。

3、你觉得西门豹这样说高明在哪里？

（1）救出新娘；

（2）惩治巫婆；

（3）破除迷信；



（4）教育百姓。

4、当时，西门豹会怎样说这几句话？谁来学西门豹？你觉得
他的朗读怎样？为什么？（朗读引导：三个“不”读得坚决，
“麻烦”、“漂亮”等词语得稍客气又含有命令口气。）

5、教师评价：你们抓住了西门豹的语言读出了话外之音，读
懂了西门豹惩治办法的巧妙，真不错！

6、迁移：像这样，西门豹巧妙的话还有很多。你们读懂了吗？
学生交流随机出示另两次语言：

“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你去催一催吧。”（官绅头子）

“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去催催吧！”（官绅）

（1）逐句朗读，体会心情，为什么这样读？（随机理解人物
的动作和神态）

（2）比较西门豹的两次语言，你发现了什么？从哪里看出来？

a、“麻烦”到“请”，从有商量的口吻到命令的口气，重话轻
说，轻话重说，巧妙之一。

b、从“催一催”到“催催”和“到”。“！”看出西门豹说
话的语气越来越急，急话缓说，缓话急说，巧妙之二。）

（3）有感情地朗读。

五、深化专题，体验情感

（1）以迷信治迷信破迷信；

（2）以巫婆、官绅的河伯娶媳妇办法来惩治他们。



2、片断欣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西门豹的精彩片段。（观看
录像）

4、补充题目：（）的西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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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在阅读中认识本课生字；积累描写风的词语。

2、正确有感情朗读课文，品词读句，训练表达。

3、预习课文，重点学习：边读边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4、通过学习，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爱护动物的情感。

重点难点：

1、预习课文，重点学习：边读边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2、正确有感情朗读课文，品词读句，训练表达。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一、导入，激趣

1、激趣：你们看见过“天鹅”吗能介绍一下吗？交流描
写“天鹅”的词句。

2、板书课题，指导读课题。



二、预习并检查

1、提出预习要求。

自学生字，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自读课文，划出不理解的词语。说说课文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2、学生按要求预习。

3、检查指导

（1）交流，说说自己是怎么学习生字、词语的。（交流已理
解的词语）

（2）指导正确读音“脯”、“嚓”。

（3）指名读课文，齐读课文。（板书学生读错的字，纠正）

（4）交流，说说课文讲述了一件什么事？它们为什么要这样
做？

三、体验朗读，品词品句。

1、学习第一、二节

（1）齐读，划出描写天冷的词句读一读，积累描写风的词语。

（2）指导朗读，体会天鹅的困境。（抓“突然”、“北风呼
啸”、“冰封湖面”等词）

（3）出示天鹅第一次叫，朗读指导。

2、学习第三、四节



（1）划出老天鹅和众天鹅是怎么做的

（2）指名读，体会老天鹅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坚韧顽强的
品质。

（3）想象：老天鹅第二次、第三次怎么做的？训练说话。

3、学习第五节

（1）齐读

（2）指名读天鹅欢呼的句子，理解体会：“克噜――克
哩――克哩”的内涵（指导说话，指名交流）

（3）齐读课文，说说令你感动的语句。

四、拓展说话

你想对老天鹅、众天鹅分别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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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一课讲述了战国时期，魏王派西门豹去管理漳河
边上的邺，西门豹看到当地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就深入调
查，然后巧设妙计，破除迷信，教育了当地老百姓，最后带
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的事。这篇文章是一篇历史故事，也是
一篇人物传记。

整篇文章利用人物对话展开，对话简洁，没有说话前的提示
语。特别是西门豹的话更是简洁明快，体现出了西门豹做事
果断、机智。此外本课对话部分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相
同中求不同。

一、内容不同，实质相同



让我们仔细阅读课文中老大爷与西门豹的前三次对
话，1、“都是河伯娶媳妇给闹的。河伯是漳河的神，每年要
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要不给他送去，漳河就要发大水，
把田地全淹了。”2、“巫婆说的。地方上的官绅每年出面给
河伯办喜事，硬逼着老百姓出钱。每闹一次，他们要收几百
万钱；办喜事只花二三十万，多下来的就跟巫婆分
了。”3、“哪家有年轻的女孩子，巫婆就带着人到哪家去选。
有钱的人家花点钱就过去了，没钱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
儿被他们带走。到了河伯娶媳妇那天，他们在漳河边上放一
条苇席，把女孩打扮好了，让她坐在苇席上，顺着水漂去。
苇席先还是浮着的，到了河中心就连女孩一起沉下去。有女
孩儿的人家差不多都逃到外地去了，所以人口越来越少，这
地方也越来越穷。”老大爷的三段话，都说明了当地的巫婆、
官绅是以给河伯娶媳妇为名，实际上搜刮民财。

河伯娶媳妇那天西门豹以送送新娘位为名，实际是巧设妙计
惩处巫婆与官绅。

西门豹对巫婆说：“把姑娘领来让我看看。”“不行，这个
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你去跟河伯说一声，说
我要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这里，西门豹以姑娘不
漂亮为名，实际是保护了姑娘；以让巫婆给河伯送信为名，
实际是除掉了巫婆。

再看西门豹对官绅头子说的话：“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
你去催一催。”这是以让官绅头子催巫婆为名，实际是为了
除掉官绅头子。对官绅们说的是：“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
去催一催吧！”西门豹说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吓唬官绅们，逼
迫官绅们说实话。

纵观以上内容，人物的对话，都说明了是谁以什么为借口，
实际是为了什么这样的`内容实质。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
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读出文字背后的意思。



二、内容相似，节奏不同

西门豹对巫婆的话，节奏比较缓慢，语气既有不容反驳，又
非常客气。“不行、不漂亮、不满意”三个不字说得铿锵有
力，不容反驳，因为这是保护姑娘的理由。一个“麻烦”显
得让巫婆给河伯送信就客气而有礼貌多了。

对官绅头子和对官绅们说的话，更显示了西门豹的智慧。西
门豹对官绅头子说：“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你去催一催
吧。”让官绅头子催巫婆的理由正当，“怎么还不回来”，
而又显得稍有不满，语气平缓，一个“麻烦”显得客气。这
句话，说的平和，有着商量的语气。而对官绅们说的
话：“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去催催吧！”这句话，缺少了
谁还不回来，将“麻烦”二字改为一个“请”字，句末不再
是句号，而是感叹号，“催一催”变成了“催催”，从而让
读者感到西门豹已经不耐烦了，此时说话的节奏应该是快的，
而且语气是不耐烦，这样让官绅们感到了可怕，感到了将要
大祸临头，这就为后来官绅们的跪地求饶，说出实情打下基
础，也为老百姓明白真相，破除迷信设下铺垫。从而体现出
西门豹铲除首恶，杀鸡吓猴教育官绅的处罚智慧。

在教学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反复品读西门豹的每一句
话，体会西门豹说话时的语气、表情，读出西门豹说话的节
奏与没有说出的话中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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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句，读懂课文。

2、学习老人是如何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

重点难点

弄清老人为什么能帮助商人找回骆驼；理解重点词句。



一、导入新课

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找骆驼》这课。

（板书课题、齐读。）

师：看了题目，你们想知道什么？

二、自读自悟

出示自学提纲：（课件）

（1）自由读课文，读懂每段话的意思。

（2）利用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新词意思。

（3）讲的是一件什么事？老人根据什么指点商人找到了骆驼？

（4）提出学不懂的地方。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指读课文，纠正字音。

2、你理解了哪个新词？

（指名答，师生评议。）

3、讨论提纲3题。

老人的依据：脚印右深左浅左脚跛

左有蜜右有米驮着蜜和米

叶的牙齿印缺牙齿



四、再读课文，品评人物品质

你觉得那老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五、指导朗读，体会感情

1、自读，领悟情感。

2、指读，交流。（引导：丢骆驼的商人当时心情怎样？老人
说话时不紧不慢应是怎样的语气？）

3、老师随机范读。

4、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

六、总结

1、学了课文，你懂得了什么？

（认真仔细观察，遇事要动脑筋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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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学目的：

1、了解课文内容，通过对惩治巫婆和官绅方法之巧妙的探究
性阅读，认识的胆、略、才、智，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
合作、勇于探索的精神。

2、通过《之巧妙》的片断写作，把学生不够规范，完善的口
头语言，提炼为规范、准确、有序的书面语言，以提高他们
的语文素养。



教学过程：

导言：这节课我们接着学习15课[课件展示课题]上节课我们
已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理清了顺序，谁来回顾一下？（学生
说课文顺序，老师相机点击课件屏幕展示板书：

摸清底细

破除迷信

兴修水利

一、学习第一大段：了解是怎样摸清底细，查明原因的。

过渡：是怎样摸清底细，查明原因的呢？请同学们翻开书看
课文第一部分内容。老师希望你们通过小组讨论自学第一部
分内容。我们先看大屏幕展示的要求，自学时要注意哪几点？
（读读画画说说写写）

思考：1、到邺之后，看到“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是怎样
的？

2、问了哪四个问题？老大爷是怎样回答的？摸清了哪些情况？
画出相关语句。

3、小组讨论完成下表。

[问]老大爷[答]摸清底细

1、学生组内讨论填好表格后，汇报学习结果。

2、老师小结：同学们通过自己读书及合作研究，理解的真全
面，说得也不错。四问之后，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巫婆与
官绅勾结坑害百姓的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又对老大爷说了
什么？（大屏幕展示句子：）



[这样说来，河伯还真灵啊。下一回他娶媳妇，请告诉我一声，
我也去送送新娘。]

3、引导学生探究：〈1〉“河伯还真灵啊”，果真如此吗？

〈2〉“我也送送新娘。”真的去送新娘了吗？他是怎么送的，
你能想像一下他怎么送吗？

二、学习理解课文第二大段，理解惩治巫婆和官绅方法之巧
妙。

〈1〉用什么好办法来破除迷信﹑惩治巫婆和官绅？

〈2〉根据学生的回答来进行问，的借口到底巧妙在何处呢？
请同学们再细读课文，从句子中去体会，找答案。

〈3〉学生思考后汇报结果，老师相机板书：

救了姑娘

投了巫婆

投了官绅头子

教训了官绅们

教育了百姓

三、学习第三段，总结全文。

过渡：惩治了巫婆和官绅后，还做了什么事？齐读最后一段。

﹙学生说，老师相机板书：兴修水利年年好收成﹚

四、课堂练笔，升华重点。



〈1〉课文学到这，你觉得是个怎样的人？

〈2〉同学们理解的真全面，能将说的写下来吗？以《之巧妙》
为题来写一段话。

阅读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时创造。上面就是给大家整
理的6篇小学三年级语文《西门豹》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
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西门豹课文的相关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