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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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篇一

一、实施“问题解决”，引导主动参与

二、应用媒体教学，促进难点突破

三、借助学具操作，激活创新意识

四、营造良好氛围，增强情感交流

总之，教师要以崭新科学的新课程理念，教学指导思想，以
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以教师创造性的教学劳动唤起学生的
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要以教师人格力量和
高尚真挚的情感，以英语知识本身的艺术魅力粘住每一位学
生的心，使之受到感染和激励从而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篇二

朗读本课，要重点领会作者关爱他人的思想感情，并对日记
的内容和写法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1．自由朗读。抓住“‘我’做了一个什么梦，梦想成真了
吗”这个问题，自由朗读课文。

2．在朗读中感悟。先比较这两则日记有什么相同点？梦中情
景有什么不同？读第一则日记，要注意指导点拨学生，因
为“我”的梦想没有实现，心里埋怨妈妈，因而要把“我”



不高兴的语气读出来。最后一段朗读的难度较大，要多指导。
并组织学生讨论：你认为小女孩的妈妈小气吗？为什么？读
第二则日记，可以让学生思考：“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
了什么？同时指导学生把“我”梦中开心的事，用高兴的语
气读出来。

4．教师出示日记格式，并启发学生：日记的写法比较自由，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写出一天当中有意义的事或自己
特别想记下来的话以及自己的心情等等。

日记的篇幅可长可短，一定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篇三

1、目标明确，方法落实：

了解故事，读懂寓言所蕴涵的道理，这既是寓言学习的主要
目标，也是寓言学习的方法，老师把学习的目标与方法清晰
地教给孩子，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扎实进行，落实有效。从
题目激趣导入，探究“寓言”的意思，以关键问题为切入点，
引导理解故事内容，感悟寓言的道理，并创设平台，多次引
导学生把读懂故事内容与感悟故事蕴涵的道理交织深化，使
目标的落实扎实到位。

2、循环反复，螺旋深化：

简单的环节，训练却绝不简单，训练在反复中提高。

3、结合教材特点，选择学法，但切入点的问题缺少讨论的价
值：

这节课环节清楚紧凑，老师以“问题：养羊人两次丢羊的原
因分别是什么?先自己在文中找，再在小组里交流。还有就是
老师对养羊人有一种评价，不知对不对，待你们解决完第一



个问题后告诉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为切入点，引导孩子
读故事，在生生的合作学习和师生的交流探究中，巧妙的使
孩子读懂了故事，体会了寓意。这种探究合作学习在此运用
得如此自然与高效。体现了三维目标的“过程与方法”，但
是我觉得作为切入点的问题过于简单，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
小组讨论的意义不大。

4、教学无小事，更应关注细节：

课后，学生向我指出课堂上我出现的问题，例如：甲同学在读
“则”时，发音不准，我没有及时纠正;乙同学在对养羊人评
价时，说了一个同学们不理解的成语，教师忽视了这一环节，
含糊而过，给同学带来了学习上的阴影。这些只是学生给我
提出的，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出现了纰漏，作为“当局者”的
我也没有意识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悉
心聆听、快速分析、及时指出。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篇四

《西门豹》这篇课文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讲的是魏
王派西门豹管理邺这个地方，西门豹巧施妙计，和群众一起
破除迷信，兴修水利，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历史故事，刻画
了一个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的古代地方官的形象，赞扬
了他反对迷信、尊重科学的品质。

这篇课文的篇幅虽然比较长，但是文章有一条明确的主线，
那就是西门豹调查——除害——开渠。重点是西门豹是调查
和除害的过程，如果掌握了这两点，那么学生也就掌握了整
篇课文。我的要求是让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所以理解这条主线就成了我上课的一个重点。

本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大量运用人物对话，展开情节，
表现人物。因此让学生充分体会人物对话是他们理解课文、
把握主要内容的重要途径。课文的对话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以对话反映故事内容。

西门豹刚到邺时，看到土地荒废，人烟稀少，人民生活十分
困难，于是进行调查。他找了一位老大爷，通过他的“四
问”与老大爷的“回答”，简单明了的知道了当地穷困的主
要原因。

以上内容集中在1—8自然段，在讲解课文时，我先让学生自
己通过读课文概况西门豹的“四问”;然后根据老大爷的回答，
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讲述问题的答案。我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
如果他们是西门豹，看到当地人民的穷苦生活，他们会怎么
做。通过角色体验，让他们加深印象并初步思考如何改善这
个局面。

2、以对话表现人物机智。

让学生仔细品读课文第9自然段西门豹的话语，然后体会他话
语下面的潜台词。

他说：“河伯真灵啊”!真的是相信河伯的灵验吗?真的是赏
识给河伯娶妻的有用吗?

不是的，他实际上是欲擒故纵。

他说：“我也送新娘”。真的是去参与给河伯办喜事吗?不是
的。他要借送新娘惩办巫婆和官绅的计划早就想好了。这样
说，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西门豹的这些话语都表现了人物的机巧和智慧，需要学生仔
细、反复体会。

3、以对话揭示矛盾斗争。

“麻烦你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



去。”

西门豹借口新娘不漂亮，以再选新娘为理由，让巫婆去跟河
伯说一声，让卫士把巫婆扔进漳河里。

“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你去催一催吧。”

接着，西门豹又借口让官绅头子去催一下巫婆，又把官绅头
子投进了漳河。

“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去催催吧!”

“起来吧。看样子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你们都回去吧。”

他并没有直接戳穿坏人的骗局，而是用既幽默又客气的话语，
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穿巫婆和官绅们的骗局，
进而教育当地的百姓，这是本课讲解的一个重点，也是学生
理解的一个难点。

西门豹和巫婆及官绅们的对话及行动都是在当地老百姓在场
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给老百姓们
看的。

既然当初是巫婆说河伯是漳河的神，每年都要娶一个年轻漂
亮的媳妇，否则漳河就会发大水，淹掉老百姓的田地;当地的
官绅也出面给河伯办喜事。西门豹就顺水推舟的假装真的相
信真有河伯，而且巫婆及官绅和河伯的关系也很熟，让他们
去和河伯说一声也很合适。所以，把巫婆及官绅头子投进了
漳河。如果他们能安全返回，说明真的有河伯;如果他们都没
有回来，那么他们先前所说的河伯娶媳妇都是骗人的，迷信
自然破除了。



“老百姓最后都明白了，巫婆和官绅都是骗钱害人的”。老
百姓得到了教育，巫婆及官绅等一干坏人也到了应有的惩处。

通过品读课文中的人物对话，学生们基本都理解了课文内容。
本来，我还想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来演一下这个故事，那样
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深一步。但是因为时间有限而没有演
成。这是一个遗憾，希望有机会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再进一
步完善。

预言两则教学反思篇五

《圆明园的毁灭》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教材中第七单元
的一篇阅读课文，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
侵略者肆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
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忘
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圆明园的辉煌已成为历
史的记载，课文所介绍的内容都已消失，无法再现，引导学
生读文，感受，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它昔日的景观就成为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经过40分钟的组织教学和引导，我有以下
几点初浅的感受：

一、思路清晰，前后呼应。

(一)走近圆明园——从雨果给巴莱特上尉的信入手，让学生
谈感受，激发情感。

(二)走进圆明园—— 抓住课文中的三个评价圆明园的句
子“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博物馆、艺术馆”“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
学习“圆明园的辉煌的过去”和“圆明园的毁灭”的部分，
让学生感受到“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
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 走出圆明园——学完课文，配乐出示圆明园残址，拓展



升华，想象写话：假如你就站在圆明园废墟旁，你会说些什
么?最后再以雨果的话结束本课。教学思路简明清晰，前后呼
应。

二、感性认识，激发情感。

为了达到本课的情感目标，突破重难点，我在课前搜集了大
量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向学生展示了当年圆明园的辉煌之处：
它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博物馆、艺术馆。使学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它作为万园
之园的独特魅力，从而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只
有“爱之深”，才会“恨之切”。在教学过程中我分三步使
用这些影象材料：一是在课前五分钟进行渗透式传播;二是在
学习第五自然段时观看火烧圆明园的视频，推动学生情感的
喷发;三是在初略学习课文2、3、4自然段时结合朗读观看相
应的图片。丰富而感性的影象教材拉近了学生和教材的距离，
看到图片后学生们都震惊了，播放圆明园在大火中被焚烧的
影视资料，学生的惋惜、愤恨之情油然而生，最后一部分的
感情朗读就无需过多指导了。

三、以读为本，读中感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
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
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古人也说：“读书百遍，其义
自现”。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注重突出语文课“以读为本，
以读代讲，熟读成诵，在读中感悟”的特点，课堂上留给学
生充足的读书时间，采用自由读、指名读、默读、齐读、范
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
在读中思、读中悟，让同学们带着自己体会到的通过朗读表
达出来。通过给学生时间朗读，体会作者怎样表情达意，使
学生情有所感，理有所悟，再次唤起爱国热情，惋惜、痛恨



之情，从而更进一步体验情感，与作者产生强烈共鸣。

四、拓展文本，融入理解。

在学生、教师、文本间经历了一番深刻的对话后，我引导学
生引入了圆明园毁灭的真实史料，有关于“掠走的资料”和
关于“毁坏的资料”，请学生读了后说说心里、是什么滋味?
由此引发了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不足之处：

1.“想象园中的美景进行说话”这个教学环节学生的想象过
于苍白。

2.学生的积极性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师生互动还不够到位。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这一课，让我体会到课堂教学要重视
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的转变，只有让学生真正成为
了学习的主人，才能使课堂教学充满活力，才能全面提高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