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优秀10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一

《杨氏之子》是小学阶段的第一篇文言文，是学生认知的一
个全新领域。对于老师该怎样教和学生该如何学，都是一次
全新的挑战。针对学生初次学习古文，再加上古文的艰涩难
懂，我是这样组织课堂教学的：

首先，确定教学目标为：

1、会读“为设果”、“应声答曰”等难读的词语，会
写“惠”、“禽”等生字。

2、读通句子，理解意思，会有自己的话说说课文的主要内
容3、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初步掌握文言文学习的方
法。

其次，精心组织课堂结构，尽可能地兼顾学生的认知规律，
组织课堂结构如下：

1、谈话导入新课。针对孩子爱看书的习惯，设计“谈谈最近
你在看什么书”的小问题，和学生亲切交流后，推荐《世说
新语》一书，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然后告诉孩子什么是文
言文，给予孩子对文言文的初步认识。最后引出本课的学习，
揭示课题，读一读。说一说课题的意思。特别是强调“子”
在古代是指儿女，泛着孩子，感受文言文和现代文在词语精



炼程度上的区别。

2、学生自由读文，读准字音。特别强调“为设果”、“应声
答曰”等词语的读音，然后请孩子完整地读课文，巩固字音。

3、教师范读，强调古文在朗读时的节奏感，通过孩子自己划
一划停顿的节奏，增强孩子对句子节奏感的认识。然后课件
出示正确的停顿方法，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再读课文，读出
句子的味道。

4、学生交流朗读：先自由练读，然后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一句
多读几遍，并把句子的意思说给同桌听。交流时，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逐词逐句的进行解释，并连起来翻译成现代汉语。
学生在充分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反过头来朗读句子，使学生
能较好地读好文中的停顿，读出节奏，读出感情。

5、通读全文，读出文言文特有的味道。

6、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7、小结时，巩固孩子在学习本篇文言文的方法：看注释，联
系上下文等。最后以“下节课再来好好品味文言文的语言魅
力”解释课文的学习。

8、学以致用，完成语文课堂作业本里的2、3两题。巩固本节
课的一些知识点，让孩子们在运用的过程中再次回顾知识。

第一次学习文言文,学生热情很高，气氛活跃，师生双边活动
较融洽等，是本节课的成功之处。遗憾之处。在教导朗读时，
我做的还欠到位。过分重视停顿，而忽视句子本身的连贯性，
反而失去韵味。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二

《杨氏之子》是选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本文讲述
了梁国姓杨的一家中的九岁男孩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语
言幽默，颇有趣味。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有三个：

1.让学生开始接触文言文，理解古文的意思，对文言文有一
个初步的认识；

2.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参考注释，理解句子的意思，体会
杨氏之子的聪颖机智。

总体来说，这节课遗憾挺多的，首先，课件做的不充分，在
页面呈现时出现了许多低级错误，比如错别字，翻译不顺等，
这是讲课最忌讳的，因为错误可能会误导学生。第二就是关
于课文的朗读方面，没有引导学生读课文，而是有点把重点
放在了后面的综合性学习，使得整堂课有些头重脚轻。

在今后的教学和学习中，一定要注意引导学生读课文，只有
把感情读出来，才是真正的理解课文，理解思想。在教学实
施之前，一定要好好备课，做好课件，安排好课堂流程。学
会以学生为中心，把时间尽量的放给学生，在把握自己设计
的同时跟着学生的思路走。在教学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一定
要注意及时复习，最好能当堂掌握。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三

《杨氏之子》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三组第一篇课文。选自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该书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至晋
代士族阶层言谈轶事的小说。文章篇幅短小，内容浅显，语
言幽默，主要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人家里的九岁男孩的故事。
这是一篇文言文，这也是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风格。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掌握生字，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流利，读通
句子，理解文意，体会人物语言的风趣和机智。围绕这个目
标，我确定“理解文言文的意思，理解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
何处”定为教学重难点，教学时我从这几方面入手：

一、激发兴趣，消除畏难情绪

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到古文，他们的心理充满了好奇，结合学
生的这一心理特征，导入时，我由古诗入手，激发学生的兴
趣，让孩子感知语言的艺术。在解题时，我又让学生对比今
天的课文与平时所学的课文有何不同，从而引出文言文，让
学生感到了一种新奇和亲近。

二、以读促悟，体会语言魅力

学习古文，读是最难的，又是最重要的，说它难是因为不好
读，说它重要是因为只有读，才能让学生懂，才能体会到古
文的魅力。因此在课文的感知环节中，我让学生按照读通课
文——读好课文——理解课文的程序好好的读书。进入第二
个环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教学时，首先让学生反复诵
读，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在学生读通顺的基础上，我
告诉孩子们正确的诵读方法：读古文时，要注意停顿，读出
节奏。

三、抓住谈话，突破难点

本单元的主题是“语言的魅力”，体会杨氏之子语言的巧妙
是这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为了让学生体会人物语言的风
趣和机智，在学生读懂故事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
子——孔君平与杨氏子的对话来体会杨氏之子回答的巧妙。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学生不会马上理解。

因此在这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君平为什么指着杨梅对



杨氏之子说此是君家果？二是杨氏之子为什么说未闻孔雀是
夫子家禽？在这两个问题的引导下，学生马上体会到了杨家
孩子回答的妙处：孔君平在姓氏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氏上
做文章，由孔君平的“孔”姓想到了孔雀；当然，还有一个
巧妙的地方，学生一下子归纳不出来，于是我把“未闻孔雀
是夫子家禽”与“孔雀是夫子家禽”进行了对比，学生也较
快地体会出了杨氏之子语言的婉转，表现出了应有的礼貌。
接着我设计了一个语言练习：孔君平听完杨氏子的话会怎么
说呢？学生的回答不乏有赞美之声，谦虚之词。我想，这就是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吧！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四

《杨氏之子》选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该书是一部
主要记载汉末至晋代士族阶层言谈轶事的小说。《杨氏之子》
一文，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一户九岁男孩机智聪慧地应对别人
的故事，情节简单，语言幽默，颇有趣味，令人拍案叫绝。

这篇文章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接触到的第一篇文言文。教材
这样编排，目的有三：一是让学生开始接触文言文，对文言
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二是理解古文的意思；三是使学生感
受到故事中人物语言的风趣机智。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把重点放在读通文章，理解句意上，
我先范读，让学生感知读古文的语感，画出停顿，然后通过
各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感悟，熟读成诵。
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我抓住文章的中心句“杨氏之子九岁，
甚聪慧。”这句话，让学生说说文中哪些地方体现了杨氏之
子的聪慧？引导学生去文中感受杨氏之子思维的敏捷、语言
的机智幽默：孔君平在姓氏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氏上做文
章，由孔君平的“孔”姓想到了孔雀；最妙的是，杨氏之子
没有生硬地直接说“孔雀是夫子家禽”，而是采用了否定的
方式，说“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婉转对答，既表现了应
有的礼貌，又表达了“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难道杨梅是



我家的果”这个意思，使孔君平无言以对。我想，学生在领
会文章的妙处时，也一定能激发他们感悟祖国语言文字的兴
趣。

在学完课文后，我创设了一个练习情景，
用“张”“李”“刘”等姓氏来替换孔，如，张君平
说：“此是君家树。”让学生模仿应答，训练他们的思维，
使学生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学生发言积极，对答如流，课
堂气氛很活跃，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古文的浓厚兴趣。

另外，我还拓展了《世说新语》中的《谢太傅篇》与《徐孺
子篇》作补充材料。有了这篇文章的学习经验，再让学生合
作、交流、探究文本的妙处，我发现学生再读古文时确实老
练了许多，而且能饶有兴趣地去探索语言的魅力，这不能不
说是一大惊喜，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不过，在教学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些做得不够好的地
方：

1、调控学生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每次的课堂教学似乎都只属
于一部分人，还有少数学生一直游离于课堂之外，无法让他
们专心听讲，这真是老师心中永远的痛。

2、在语言的感悟上，仍然有所欠缺。对古文的理解及拓展方
面，我的反馈还不够全面。其实，这也是教师个人文学修养
的欠缺所致。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对于优点我会继续发挥，
对于不足，我会积极地改正。

[《杨氏之子》教学反思2]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五

让学生读通课文、读准字音。通过指名读，检查学生生字及
节奏。通过范读，让学生找准节奏，再进行练读，最后全班



齐读。

让学生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等方法，了解句意，进行小组
学习，合作探究。在全班汇报交流中，特别提醒注意“未闻/
孔雀/是/夫子家/禽”句中的“家”是孔君平家，“禽”指鸟，
与现在的“家禽”意思不同。

让学生思考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何处？通过引导，让学
生体会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在对方的姓氏上做，又没直接否定孔君平的说法；既
表达了应有的礼貌，又让孔君平无言以对。学生心中无不佩
服此“子”，再读全文，其佩服、夸赞的语气由此水到渠成。

不足之处在于，在体会“妙”在何处时，自己过于着急，说
得过多，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不够，不利于学生思考能力的
培养。下次要注意。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六

《杨氏之子》这篇文章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接触到的第一篇
文言文。学生既生疏又好奇，怎样上好文言文是个值得探究
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我首先带着同学们读古文。我便示
范，便告诉同学们：读古文时，要注意适当停顿，语速要慢。
之后，我让学生尝试了读第一遍，随后发现学生有的是一字
一停地读，有的读了破句，没有古文的韵味。于是我又范读
了一遍，再采取领读、学生练读的方法，反反复复读了好几
遍。虽然所花时间很长，但是，我不觉得浪费。我明显地感
受到了学生是越读越好，越读越有兴趣。读着读着，学生终
于找到了读古文的感觉。

于是，我以“教学生学会并且会学”为本，引导学生借助语
文教材和《词语手册》上的注释进展学习，再让学生进展合
作、交流、探究去理解课文。当学生理解了文意，深化体会
本文语言精妙时，我便抛出了本文的中心问题：杨氏之子的



应答妙在何处？有学生马上轻松地作理解答：巧妙地用姓氏
作答。这应该就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吧！当然，
还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学生一下子归纳不出来，于是我
把“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与“孔雀是夫子家禽”进展了比
照，学生也较快地体会出了杨氏之子语言的婉转，表现出了
应有的'礼貌。

不过，在教学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些做得不够好的地
方：

1、调控学生的才能还有待进步。每次的课堂教学似乎都只属
于一局部人，还有少数学生一直游离于课堂之外，无法让他
们专心听讲，这真是老师心中永远的痛。

2、在语言的感悟上，仍然有所欠缺。对古文的理解及拓展方
面，我的反响还不够全面。其实，这也是老师个人文学修养
的欠缺所致。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对于优点我会继续发挥，
对于缺乏，我会积极地改正。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七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出示名言，了解古文

要想学好文言文，首先应当弄清文言文与现代文的不同。开
课伊始，我课件出示一些出自文言文的句子，有的是学生以
前在“日积月累”里学过的，有的则是课外积累的，让学生
读一读，引导学生说一说文言文与现代文有什么区别。使学
生了解文言文比较难理解，语言比较精炼、简洁等特点。通
过交流，一方面为学生学习课文做了铺垫，另一方面激发了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二、读通读顺，读懂读美



在教学中，留给学生充分阅读课文的时间。首先，引导学生
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如自由读、同桌对读、男女生合作读、
师生合作读、指名读、齐读等，告诉学生读古文时，要注意
停顿，讲究断句，课件出示正确的停顿方法，让学生再读，
把古文读通、读顺。再指导学生结合注释和自己积累的学习
经验，在读中体会句子的意思，把课文读懂。然后引导学生
在读懂故事的基础上我抓住文章的中心词“甚聪惠”进行思
考：你从文中哪里体会到杨氏子甚聪惠？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然后交流讨论，引导学生抓住孔君平与杨氏子的对话来理解，
而后紧抓“应声答曰”体会杨氏子的聪惠，比较“孔雀是君
家禽”与“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来感受杨氏子回答之妙，
也较快地体会出了杨氏之子语言的婉转，表现出了应有的礼
貌。最后，引导学生读出对杨氏子喜爱的感受，读出古文的
韵味，把课文读美。

三、适当引导，感悟学法

在探究交流、学习课文的过程中渗透学习方法的指导。引导
学生掌握看注释、联系上下文、查找资料书、多读等学习文
言文的方法。

四、拓展阅读，学以致用

最后，在学生学习兴致正浓时，拓展《世说新语》中的《陈
太丘与友期》，有了这篇文章的学习经验，再让学生合作、
交流、探究文本的妙处，我发现学生再读古文时确实老练了
许多，而且能饶有兴趣地去探索语言的魅力，这不能不说是
一大惊喜，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八

1、初读。

让学生读通课文、读准字音。通过指名读，检查学生生字及



节奏。通过范读，让学生找准节奏，再进行练读，最后全班
齐读。

2、理解读。

让学生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等方法，了解句意，进行小组
学习，合作探究。在全班汇报交流中，特别提醒注意“未闻/
孔雀/是/夫子家/禽”句中的“家”是孔君平家，“禽”指鸟，
与现在的“家禽”意思不同。

3、体会读。

让学生思考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何处？通过引导，让学
生体会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在对方的姓氏上做，又没直接否定孔君平的说法；既
表达了应有的礼貌，又让孔君平无言以对。学生心中无不佩
服此“子”，再读全文，其佩服、夸赞的语气由此水到渠成。

不足之处在于，在体会“妙”在何处时，自己过于着急，说
得过多，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不够，不利于学生思考能力的
培养。下次要注意。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九

这堂《杨氏之子》是人教版第10册教材中第三单元的课文，
这个单元是“语言的艺术”专题。这组课文最大的特点是在
人物语言上见功力。备课时老师仔细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教
材说明，了解了教材的结构、特点、目标以及各单元的编排
情况，对“语言的艺术”这个单元更是进行了深钻，查阅了
大量的资料，作好了充分准备才开始写，修改了许多次后终
于定下了今天这个教案。我认为这堂课上下来有这几个方面
做得好：

1.让孩子就文中的两句对话就体会语言的艺术的确很难。为



了把这个主题深入下去，我在开课的时候就出示了罗斯福的
故事，让孩子感知语言的艺术。在拓展环节，我设计了孩子
收集体现语言艺术的生活中的语言，离孩子的生活很近。有
了这开课的铺垫，课后的'拓展，孩子对于语言的艺术就领悟
得比较深切了。而课文中杨氏之子的回答则抓住了杨家小儿
的反映敏捷，迅速听懂了孔君平的言外之义，并马上联想到
孔君平的姓与孔雀一样，于是用孔雀来回答，但有没有正面
否定孔君平的回答，也是话中有话，言尽而意无穷，这就是
妙之所在。孩子在体会的时候先是有些不大明白，但随着深
入学习，细细品味，最终恍然大悟，这也是学习这篇课文的
有趣之处。

2.在我设计过渡语言的时候，也考虑到这是一篇文言文，我
想老师的语言是不是也应该引用一些古文，这样既和课文相
得益彰，又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刺激孩子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进入第二个环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进入体会的环节，我
引用了朱熹的读书八法之一“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让孩子学会静静思考，品词品句；在结束语中，我引用
了“口吐金兰”“唇枪舌剑”“妙笔生花”“舌战群雄”，
这些成语的意思都于语言的艺术有关。希望这些语言能够感
染学生，浸润学生。

部编版杨氏之子教学反思篇十

《杨氏之子》选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讲述的是梁
国姓杨的一家中的九岁男孩的故事。这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原
汁原味的文言文，孩子们还是很新奇的。

在教学时，我重点放在指导朗读上。但古文毕竟与现代文不
一样，要想有感情地朗读，读出语感来，这可有点难。所以，
我首先范读了一遍后，叫孩子们照着读。可读出来的令我大
失所望，因为他们根本掌握不住节奏。于是，我又把每一句
的停顿告诉他们，我又范读，再让学生练读。就这样反反复



复读了好几遍，终于找到了一点古文的感觉。

品味够了，我抛出本文的中心问题：读了文章，杨氏之子的
回答妙在哪里？学生轻松地作了解答：一、杨氏之子巧用姓
氏作答二、将“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与“孔雀是夫子家
禽”作比。让学生杨氏之子语气委婉表现出的幽默与礼貌。
光这样读肯定不行，要把句子放在语境中。我们先读了这。
在理解意思的基础上情感朗读亦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