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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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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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篇一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以唐僧取
经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猴孙悟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孙
悟空“三借芭蕉扇”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争、
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

《三借芭蕉扇》主要围绕“三借”展开，在教学三借前我先
让学生听歌曲《一个师傅三徒弟》为的是调节紧张的课堂气
氛，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从学生不自觉的.歌唱中可以感
受到学生已投入到轻松愉快的学习中。在此基础上提问孙悟
空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为接下去的学习作下铺垫。接着开
始学习“三借”，主要以朗读、表演为主，一借我让学生说
说过程，变文本为自己的语言，接着说说孙悟空给你什么印
象，你是从哪些词看出来的，使学生又回到文本，通过学生
有感情朗读来体会孙悟空的足智多谋；二借通过多读，首先
是让学生自由朗读。接着找句子，孙悟空是如何骗得芭蕉扇
的？分别朗读其中的对话，注意语气。最后分角色朗读，充
分体会孙悟空的足智多谋和有些粗心的性格特点；三借的教
学中让学生找词语体现打斗场面的激烈，突出孙悟空敢于斗
争。

课的最后，我邀请勇敢的学生上台把三借芭蕉扇的故事讲给
大家听，把书本内容内化为自己的语言，锻炼了学生的胆量
及说话能力。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篇二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以唐僧取
经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神猴孙悟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
争、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

教学这课时，我导入教学情境：幻灯片：悟空像《西游记主
题曲》插曲《猴哥》，《西游记》简介，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通过倾听歌曲调节紧张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上课
的积极性，从学生不自觉的歌唱中可以感受到学生已投入到
轻松愉快的学习中。在学习孙悟空是如何骗得芭蕉扇时，通
过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孙悟空的聪明和机智。

同时通过对重点词语讲解体会当时环境的恶劣：例如“寸草
不生”“烈日炎炎”等词语，最后观看录象，同桌合作分角
色给录象配音，体会孙悟空的足智多谋和有些粗心的性格特
点。对于课后作业，我让学生原汁原味读原著，既是对课堂
内容的延伸，又增加课外阅读量，让学生对我国古典文学产
生浓厚的兴趣。

林庚先生说：《西游记》“以儿童的.天真烂漫的情趣讲述着
动物世界的奇异故事以及它所赋与孙悟空的活泼好动、富于
想象和轻松游戏的乐观性格，都正暗含着当时社会思潮中寻
求精神解放与回到心灵原初状态的普遍向往。《西游记》中
的童话性与李贽的‘童心说’，分别在文学与哲学的不同领
域中体现了这共同的向往。”这样看来，《西游记》的产生
以及它独特的艺术风貌与艺术情趣，在那个特定时代出现，
都不是偶然的。人物性格还通过富于谐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
表现。孙悟空的语言总是那么简洁、明朗、痛快，充满豪爽
而又乐观的情绪。故事中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因而
在学习中，学生的兴致非常高。对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赞不绝
口，对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反思课堂中的不足：

1、在自读课文的学习中还要尊重孩子的思维模式，放开思路
让孩子充分想象理解，老师不要过于牵引。

2、让孩子更充分读课文，在读文中充分识字和阅读，培养孩
子的语感，在读中感悟人物的性格特征。

3、对于自读课文的识字安排还应更精练些，有针对性的讲解，
以免占用不必要的课堂阅读时间，要保证课堂的有效性。

4、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拓展学生的知识积累面，最大程度
上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5、对于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老师还要照顾到，保证孩子
听课状态和效率，及时调整学生的听课状态。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篇三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以唐僧取
经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神猴孙悟空光彩照人的一术形象。
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
争、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

课文主要围绕“三借”展开，在教学三借前我先通过图文结
合让学生了解火焰山条件很差，要想通过必需得铁扇公主的
芭蕉扇；了解孙悟空所担的重任，非得借到芭蕉扇。再此基
础上学习三借，这样学生就能帮助学生体会孙悟空的人物性
格。三借的教学主要以朗读、表演的形式来体会孙悟空嫉恶
如仇、敢于斗争、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一借我用了录像和
文中的关键动词结合，通过学生有感情朗读来体会孙悟空的`
足智多谋。二借通过三步朗读，首先同桌合作分别找出文中
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话自由朗读。其次指导学生抓住提示语
再次练习朗读。最后同桌合作分角色表演这段内容，体会孙



悟空的足智多谋和有些粗心的性格特点。在三借的教学中由
于前面的内容太长导致拖时。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篇四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以唐僧取
经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神猴孙悟空光彩照人的一术形象。
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
争、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

课文主要围绕“三借”展开，在教学三借前我提问：孙悟空
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问题一抛出，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的举
起手来，有的说孙悟空很厉害，能七十二变。有的说孙悟空
很勇敢。孩子们越说越起劲，为接下去的学习作下铺垫。接
着让学生带着自己提的问题去读课文，试着解决问题，充分
地肯定了学生的提问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研究的，也使学生
认真地去读文章，积极地解决自己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
行交流，孙悟空为什么要借芭蕉扇？在这一环节的设计上我
让学生去找句子、词语，让学生体会到火焰山条件差，芭蕉
扇厉害，铁扇公主蛮恨无理，致使孙悟空不得不去借扇子。
但我忽略了小学生的思维仍处在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变
中，对于事物的'理解仍需要借助直观的事物，如果这时出示
火焰山的图片，或通过图文结合让学生了解火焰山条件很差，
要想通过必需得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了解孙悟空所担的重任，
非得借到芭蕉扇，学生接着去学习三借，这样就能帮助学生
体会孙悟空的人物性格。三借的教学主要以朗读、表演的形
式体现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不怕困难的性格特点。
一借我抓文中的关键动词，通过学生有感情朗读来体会孙悟
空的足智多谋。二借通过三步朗读，首先同桌合作分别找出
文中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话自由朗读。其次指导学生抓住提
示语再次练习朗读。最后同桌合作分角色表演这段内容，体
会孙悟空的足智多谋和有些粗心的性格特点，但在三借的教
学中由于前面的内容太长导致拖时。



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篇五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以唐僧取
经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神猴孙悟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西游记》《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孙悟空“三借芭蕉
扇”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不怕困难的性
格特点。

教学这课时，我导入教学情境：幻灯片：悟空像《西游记主
题曲》插曲《猴哥》，《西游记》简介，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通过倾听歌曲调节紧张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上课
的积极性，从学生不自觉的歌唱中可以感受到学生已投入到
轻松愉快的学习中。在学习孙悟空是如何骗得芭蕉扇时，通
过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孙悟空的聪明和机智。同时通过对重点
词语讲解体会当时环境的恶劣：例如“寸草不生”“烈日炎
炎”等词语，最后观看录象，同桌合作分角色给录象配音，
体会孙悟空的足智多谋和有些粗心的性格特点。对于课后作
业，我让学生原汁原味读原著，既是对课堂内容的延伸，又
增加课外阅读量，让学生对我国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林庚先生说：《西游记》“以儿童的天真烂漫的情趣讲述着
动物世界的奇异故事以及它所赋与孙悟空的活泼好动、富于
想象和轻松游戏的乐观性格，都正暗含着当时社会思潮中寻
求精神解放与回到心灵原初状态的普遍向往，教学反思
《《西游记》《三借芭蕉扇》教学反思》。《西游记》中的
童话性与李贽的‘童心说’，分别在文学与哲学的不同领域
中体现了这共同的向往。”这样看来，《西游记》的产生以
及它独特的艺术风貌与艺术情趣，在那个特定时代出现，都
不是偶然的。人物性格还通过富于谐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表
现。孙悟空的语言总是那么简洁、明朗、痛快，充满豪爽而
又乐观的情绪。故事中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因而在
学习中，学生的兴致非常高。对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赞不绝口，
对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反思课堂中的不足：

1：在自读课文的学习中还要尊重孩子的思维模式，放开思路
让孩子充分想象理解，老师不要过于牵引。

2：让孩子更充分读课文，在读文中充分识字和阅读，培养孩
子的语感，在读中感悟人物的性格特征。

3：对于自读课文的识字安排还应更精练些，有针对性的讲解，
以免占用不必要的课堂阅读时间，要保证课堂的有效性。

4：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拓展学生的知识积累面，最大程度
上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5:对于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老师还要照顾到，保证孩子
听课状态和效率，及时调整学生的听课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