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下学期家长会年级组长发言
稿(通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公开课我主要围绕全文的情感变化来展开，抓住直接描
写情感变化的字词，按照其演变推进来梳理全文脉络。

首先，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找出最能体现作者思
想情感变化的字词，即“乐——愀然——喜”，再在此基础
上具体讨论作者“因何而乐、为何而悲、喜在何处”，并结
合文本具体分析讨论导致这些情感变化的原因。

总的来说，这节课我基本把握住了全文脉络，使整堂课能够
围绕教学重点“作者的情感变化”这一条主线来展开，重点
较为突出，故而思路会相对清晰。

此外，在各个板块的衔接上，比较注重衔接语的设计，使课
堂整体上能够连贯自然地进行。

但是，这堂课也存在了很多不足，首先是对学生的信心不足，
遇到自己认为相对较难的问题，会不自觉地就开始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给予学生发挥的空间相对不足。以后在课
堂上要学会适当放手，有些问题可以大胆地放手让学生自己
讨论，从而得出结论，使其能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

并且，课堂中学生回答之后，给予的点评力度不够，要适时
予以回应，和学生真正互动起来。



另外，语速过快，大大加快了课堂节奏，使得学生想要跟上
会有点累；并且问题设置过于碎片化，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
使人应接不暇，加重学生上课负担，同时也容易使学生囿于
教师思路，缺乏自主性。而问题的过于碎片化，容易使得课
堂内容分析显得零散，对重点的情感“乐、悲、喜”点得不
够透彻。需要进一步改进！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二

我在选课参赛的时候，决定选《赤壁赋》一文，是个艰难的
决定。本文是经典中的经典，有过无数次的被解读；本文由
景入情，由情悟理，思想深刻，背景广阔；本文以赋为体，
主课问答，应突出诵读；本文又是以文言文为载体，应强化
理解。一时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畏首畏尾，总怕
设计漏洞百出，割裂了学生与文本，但又不愿调换内容。

我考虑到本文文体特征，先定下了诵读这条主线，为帮助学
生诵读，我将课前自主学习的设计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帮
助学生逐层深入理解文本。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示小组
交流成果，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理解，也增强学生的信心。
课堂主要以引导，帮助为主，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的景、情、
事、理。课后延伸阅读是我的另一个设想，读懂本文是本课
的目标之一，读苏轼是我设计的更高目标。作为文化经典，
苏轼不可复制，如果在语文课堂上不能引起学生对苏轼的阅
读兴趣，那我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我的这一节课，完全是一节生成课，学生不是我所带的学生，
尽管彼此有些陌生，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惊喜。我对学
生的表现是满意的，我自己对学生的评价和引导还有遗憾和
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予以指导。

《赤壁赋》教学反思3

我自己比较喜欢苏轼，也看过一些苏轼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介



绍评论文章，欣赏他的旷达人生，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起来，
让我更能坚强的面对困难。我想让学生学这篇课文也有许多
收获，所以做了很多准备。

这一课上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自学阶段的基础文言现象很多同学没有整理全，只有三
分之一的好学生能掌握。这要靠检测巩固，还得是反复训练。

二、诵读遍数不够，学生只满足会读课文。韩博士要求读六
遍课文，学生达不到。即使读也只是为默写，只读不思。

三、苏轼思想本来就是难点，学生对三、四段内容理解不到
位。主客问答，苏子思想矛盾的变化，天地万物的辨证关系，
苏轼是如何解脱的这些问题学生不好把握。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还不够，所以在学完之后，从大师身上没
学到多少精神。

从我自身谈起也有不足之处，我还是放不开手对学生估计高，
所以有些失望；引导不到位，学生讨论不出来，有时直接自
己讲，学生被动接受。

这节课的收获：写作素材的积累，参看高考优秀作文，引用
苏轼的例子，从不同角度论述，一事多用，灵活多变。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三

在上赤壁赋之前有点忐忑，文言文历来是最难上的，没上好
的话就会学生上得无趣，老师教得费劲，因此准备功夫一定
要做足，备了很长时间的课，由字到词，由句到文，一字一
句都细细琢磨，准备了四个课时，希望能面面俱到。今天，
终于上完了，在计划内完成教学。再回过头来反思这几天的
教学，收获多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



首先是引入背景介绍，但是对背景却没有作过多的解释，感
觉背景被放置的目的性不强。

“教师的角色，就是方向的引导者，探究的合作者，情感的
激发者，方法的指导者。”打个比方，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角
色与作用，应不是《焦点访谈》式的独白，用一个个材料证
明主持人一个个观点，让你接受；而是《实话实说》式的对
话，话题选定以确立目标，问题引动以产生体悟，对话交流
来呈现思想，点拨梳理来渗透观点！正如叶圣陶所说：教师
之教，不在于全部讲授，而在于相机诱导。在课堂上，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是发展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发展的帮助
者、促进者，起主导作用。作为教师，主导作用应体现
在“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时点拨学习目的，引发学习动机；
学生难以把握自己时，点拨学习心理，让学生掌握自己；学
生学习出现疑难时，点拨学习疑难，帮助跨越障碍；学生学
习方法欠佳时，点拨学习方法，交给钻研钥匙；学生不能学
以致用时，点拨知识运用，体会收获乐趣。但在课堂上，在
某些关键句子上我的点拨还不到位，比如就“变”和“不
变”的理解上，学生不能理解为何“自其不变者观之，物与
我皆无尽也”，我的解读有无力之感，这说明自己在文本的
研读上还存在缺憾。

高一的学生正是培养习惯和打地基的最佳时期，所以老师一
定要在抓基础上落实好。再有对文言基础知识点的落实。对
于文言文教学一方面要注重文，但是基于文言文的特殊性，
就要注意对言的处理，只有言的内容落实好了，文言文教学
才能水到渠成。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对言的梳理上我用了三个
课时，这样在第四个课时理解全文时学生才会事半功倍。

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
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教
师才真正起到了主导作用。（叶圣陶）在高效课程模式下的
课堂教学教师更要注意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成为体
验者；教师积极引导，让学生成为发现者；教师精心组织，



让学生成为探索者；教师巧妙设计，让学生成为创造者；教
师灵活调控，让学生成为反思者。课堂上用加分来刺激学生
积极思考，回顾前面学习过的两篇文言文《劝学》《师说》
中的文言现象，踊跃发言，这一点收效很好，学生不但学会
举一反三，还学会了积累整理相关知识点。

几点反思，多多积累，为接下来的教学作好充足准备，加油！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四

由于现在的高中教材选用了大量苏轼的作品，当然，学生对
他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因此对于这篇文章的学习是有很
大的帮助，尤其是《赤壁赋》的学习。

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前后赤壁赋的对比学习，发现
异同点，应该说，就课堂效果而言，效果还算不错的。

首先，我让学生来背诵前赤壁赋，勾起对赤壁的回忆，加深
对苏轼的认知，从而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次，我让学生动起手来，扫清本文阅读障碍，让每位学生
都有事，都能做成事。

再次，让学生进行质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大家一起来探究本文的思想主旨。

但也有部分学生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下一阶段，要想办法
调动这些人的学习积极性。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五

我在选课参赛的时候，决定选《赤壁赋》一文，是个艰难的
决定。本文是经典中的经典，有过无数次的被解读;本文由景



入情，由情悟理，思想深刻，背景广阔;本文以赋为体，主课
问答，应突出诵读;本文又是以文言文为载体，应强化理解。
一时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畏首畏尾，总怕设计漏
洞百出，割裂了学生与文本，但又不愿调换内容。

我考虑到本文文体特征，先定下了诵读这条主线，为帮助学
生诵读，我将课前自主学习的设计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帮
助学生逐层深入理解文本。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示小组
交流成果，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理解，也增强学生的信心。
课堂主要以引导，帮助为主，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的景、情、
事、理。课后延伸阅读是我的另一个设想，读懂本文是本课
的目标之一，读苏轼是我设计的更高目标。作为文化经典，
苏轼不可复制，如果在语文课堂上不能引起学生对苏轼的阅
读兴趣，那我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我的这一节课，完全是一节生成课，学生不是我所带的学生，
尽管彼此有些陌生，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惊喜。我对学
生的表现是满意的，我自己对学生的评价和引导还有遗憾和
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予以指导。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六

1、注重诵读形式多样化本堂课有齐诵、自诵、范诵、脱稿朗
诵、全体背诵等多种诵读方式

2、教师的诵读指导调动学生的诵读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教学，在诵读方面，我下了一些功夫，设置了“诵读三境
界”、“诵读提示”等教学环节，并且针对每一段、每一层
甚至每一句的诵读，都设置了渐进式的诵读指导，层层深入，
指导学生，让学生逐步达到诵读的目标要求。

3、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课堂参与性诵读课说起来容易操作
起来不容易，必须有学生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就
成了老师的独角戏，这是语文教学新模式的大忌，所以，为



了使课堂成为学生表演的舞台，我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1）、设置了层进式教学指导，问题设置也极为明确，让学
生对诵读的理解在一堂课中逐步加深，这样做既有利于学生
参与，又符合教学规律。

允许学生谈出自己的观点，肯定学生看法或诵读的合理之
处——诵读是有个性化的，绝对不允许千篇一律，统一要求
运用某种腔调来诵读，那样做就违反了教学规律。

1、优点

这堂课学生总体表现良好，具体表现在：

（1）齐诵声音响亮，回答问题声音清晰，所有的问题都是学
生主动举手回答，共有有十多位学生。

（2）敢于质疑，敢于谈出自己的诵读看法。

2、问题

（1）回答问题的学生仍然偏少，据老师们统计，回答问题的
学生有十多位，其中有的学生主动站起来两次，但一些学生
仍然有畏惧心理，只能做到认真地听讲、思考，对主动举手
回答问题心存顾虑。

解决方法：

（1）继续推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勤思，
多表现。

（2）多创设课堂的发言机会，让学生走上讲台。

（3）解决学生畏惧心理，让他们从内心“放下”顾虑，培养
心理素质，展现自我。



（4）教师以身作则，善于表现，教出自己的个性风格，以此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七

本单元学习的是古代山水游记类散文，这类文章借对山水风
物的描绘，往往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本文是苏
轼的代表作，在语言和思想情感上都是上上之作。对这类作
品的解读往往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我的设计是以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体会为主，让学生了解本文诞生的背景，了解苏轼
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重在启发、引导，
让学生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蕴含在文字里的感情，从喜欢这
篇文章开始，喜欢苏轼。思考苦难、坎坷给生命带来的价值；
思考当有一天世界以痛吻我时，我该以何相报。

因此，在本课的设计中，我很注重学生自主的学习，合作的
探究，独立的表现，课后的延伸，我想把一颗种子埋进学生
的心里，可能现在看不见他们的不同，但也许在他们成长的
路上，这颗种子就会生出根，发出芽，甚至长出一棵参天的
大树。

1、 帮助学生了解文体知识，督促学生读懂本文的字词句含
义，并自主对内容进行梳理。

2、 启发、引导学生在诵读中体会并表现本文的情感变化和
思想意蕴。

3、 让学生在读懂本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了解苏轼的人生经
历和他面对人生风雨时的达观态度，从而对自己的成长有所
启示。

自主学习 诵读 合作探究 延伸阅读

多媒体课件 投影仪



一、导入

根据你课前的学习和阅读，说说这三个词之间的关系：黄州
赤壁 苏轼

由于“乌台诗案”苏轼才与黄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谁能根据
我们自学方案中的资料，点出这个案子的关键。

冤案，文字狱

余秋雨说：“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
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
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
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
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于是，在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三年，当他再一次泛舟于赤壁之
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太过平静，他却突然之间把自
己化作了千古绝唱。

二、逐段品读文章，梳理情感变化，理解作者思想，并用声
音传达自己的理解。

1、学习读第一段，展示自学成果

梳理内容：

说说第一段写了哪些画面和人物活动？

明确：画面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活动 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举酒属客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面对此情此景，你可以用哪些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从容、洒脱、自由、高雅……

作者也写了他置身此境的感受，那就是——遗世独立，羽化
登仙

诵读实践：

请试着用自己的声音来表现我们对文本的感受。

提示：注意重音、节奏，读出意境。

点评：随堂

2、学习第二段 展示自学成果

梳理内容：

“饮酒乐甚”是对第一段的概括，那第二段作者的情感是否
发生变化了？

明确：由乐到悲。

什么触发了作者情感的变化？

诵读实践：



请试着读出这种感情上变化。

提示：注意停顿、声调变化。

点评：随堂

3、 展示自学成果，学习第三段

梳理内容：

解释“愀”的含义。

容色改变。

苏子容色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扣舷而歌——正襟危坐。

“客”的这段话联想到了历史人物曹孟德，主要想到他的哪
些事迹？

文治 、武功

与赤壁相关的失意和得意的经历

这个联想的目的是什么？

和现实的自己形成对比

合作探究：

对比曹孟德的一生，“客”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一个悲
字来概括，这个悲有几层含义？

生命短暂、平凡、渺小而宇宙江月无穷，岂不悲乎？



愿望与现实相左之悲。试图“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
终”，却“不可乎骤得”。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只
能“托遗响于悲风”了。

这样的悲，用 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对整个存在、
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
沉喟叹”。

提示：注意内容和情感的关系：铺垫——转折——悲凉、深
沉

诵读与理解是相互促进的，诵读别人的文字，往往也能得到
内心的共鸣。

4、 学习第四段

梳理内容：苏子也觉得宇宙的无穷值得羡慕吗？他的观点你
理解吗？

而又何羡乎？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结果也不同。

水与月自变化的角度来看，不能有一刻的永恒，这一刻的水
已经不是上一刻的水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月自
然也不是上一刻的月了。

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物无尽，我也无尽。

永远流逝，永不消失，盈虚有变，皓月长明。我如何无尽？

我价值的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跳出个人小我的局限，人类的大我是生生不息，与万物同在
的。



请问同学们，苏轼是以何种方式、何种路径感悟宇宙人生，
化解郁结，超越人生困厄？

此时的苏子已处在不辨水天，无尽空明之中，全然不受时空
局限。人们常说，心有郁结，必须要找到一个散郁化结的出
口与通道，亦即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方能走出心灵的阴霾。
一般而言，这样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外释”，通过融合
于外物以转移注意力，消除怨悱；另一种是“内释”，通过
内在的心灵审视、通变，在自我观照中达到超越“旧我”走向
“新我”的圆通之境。

“而又何羡乎？”一句该怎样来读，轻而易举又重若千钧。

这一段话里还有怎样的胸怀？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共适清风明月。

不祈祸福、忘怀荣辱、超脱死生、旷达自适，与清风明月融
为一体，实现了人生的圆融。最难得的是此刻的苏子被记录
了下来，成为后世莫大的一笔财富。清代古文家方苞曾经这
样评价《赤壁赋》：“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
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模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
适调而畅遂也。”

诵读实践：谁能为我们读一读苏轼实现了人生超越后坦荡的
襟怀。

提示：诵读是一种有声的成长。

5 、学习第五段



客喜而笑，宾主尽欢，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东方既白。

三、学习总结

时间：月出——东方既白

情感变化：乐——悲——喜

诵读心得：注意重音、节奏。

注意停顿、声调变化。

诵读与理解是相互促进的，诵读别人的文字，往往也能得到
内心的共鸣。

诵读是一种有声的成长。

四、课外阅读

我给大家找到了几篇跟苏子相关的文章，“思想最深刻者，
热爱生机盎然。”希望我们能将对苏轼的品读延伸下去，延
伸到自己的生命中去。

五、合作探究

1、本文由“乐”而起，极“乐”而收，两次乐的内涵是否相
同？

2、你在本文中能读出“乌台诗案”与被贬黄州之事对苏轼的
影响吗？

3、有人说苏轼去的地方叫赤鼻矶，跟赤壁远着呢，他犯了常
识性错误，你认为呢？

4、“客”是真有其人吗？他在文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苏子



与客本质的不同在哪里？

5、理解苏轼的胸怀对你有影响吗？老师提供的相关文本，你
会选读哪一个？

我在选课参赛的时候，决定选《赤壁赋》一文，是个艰难的
决定。本文是经典中的经典，有过无数次的被解读；本文由
景入情，由情悟理，思想深刻，背景广阔；本文以赋为体，
主课问答，应突出诵读；本文又是以文言文为载体，应强化
理解。一时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畏首畏尾，总怕
设计漏洞百出，割裂了学生与文本，但又不愿调换内容。

我考虑到本文文体特征，先定下了诵读这条主线，为帮助学
生诵读，我将课前自主学习的设计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帮
助学生逐层深入理解文本。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示小组
交流成果，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理解，也增强学生的信心。
课堂主要以引导，帮助为主，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的景、情、
事、理。课后延伸阅读是我的另一个设想，读懂本文是本课
的目标之一，读苏轼是我设计的更高目标。作为文化经典，
苏轼不可复制，如果在语文课堂上不能引起学生对苏轼的阅
读兴趣，那我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我的这一节课，完全是一节生成课，学生不是我所带的学生，
尽管彼此有些陌生，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惊喜。我对学
生的表现是满意的，我自己对学生的评价和引导还有遗憾和
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予以指导。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八

有内容可讲，但同时内容多，又怕时间不够，这是刚开始时
的困惑，不过，上次讲过一次公开课，这次的信心很强，静
下心来，认真回想上次讲完课，评委的评价，一定要注意。
通过几遍梳理，阅读《教参》、查找相关备课资料，心中慢
慢理出了思路，那就是抓住景、情、理三者交融这一线索，



分析理解课文，试讲几次，发现效果还不错，但前提是学生
在课前进行了充分的预习，但后来得知：学生还没学到这一
课，那么教学内容就需要变，这时离正式讲课还有六天，作
为高三的老师，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建议以后公开课
的时间可否提前，他正好跟高三一摸冲突，于是，迅速定目
标，大胆删节，立足课本，吃透语言。

可以说，《赤壁赋》的难懂字词不多，但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告知学生，其他的只要结合课下注释，完全能够
理解，只要问题引导的具体，学生应该能听懂，事实证明，
效果也是不错的，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在安排教学环节中，我把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定位理清感情脉
络，难点是第三、四段的哲理分析。当然，在时间上没有把
握好，分析第四段时，我觉得学生回答得很好，不忍心打断
他们，所以延时三分钟，不过我觉得学生参与度较高，就是
一种成功，能说一些有用东西，能体会做的一点思想，这节
课就是有收获的。

但我觉得呢里的`多媒体设备真是太老了，出现状况，又不能
及时弥补，有点不好，以上是我对这次作课一点不成熟的看
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多多交流。最后我想说一句：“作
为教师，不讲公开课是不完整的，也很难成熟，我就是爱将
公开课。”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九

这个问题一提出，同学们立即将《同步作业》第１４面上的
《后赤壁赋》找出来，再与课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学
生都很投入，大约十多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回答了。经过梳
理，得出如下结论：

前后赤壁赋在内容和写法上都有不同之处：



１、描写的季节不同，景物特征也不同：

前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是一派新秋之景。

后赋“霜露既降，木叶尽脱”，是初冬景象。

２、夜游的起兴和游程不同。

３、思想内容不尽相同：

前赋表达的是一种旷达的情怀。

后赋有因苦闷而超脱尘世的思想。

４、写法也有所不同：

《前赤壁赋》作者以自己出面，发表一通议论，写的是舟中
发生的实事。

《后赤壁赋》则用道士化鹤这一俨然是印证前赋“羽化而登
仙”的虚幻故事，作为高潮也作为余韵，以抒发超脱的情怀。

这样一拓展，同学们不仅对教材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
时也对作者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的境遇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拓展之二：请同学找出课文中的对偶句。

这一小活动立即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学生找出的对偶
句有：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
而登仙。

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

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学生找的对偶句很多，这也说明学生对这篇文章有更深的认
识，于是我要求学生在作业本上将这些句子抄下来，多记多
背多积累。

这节晚自习，我的学生过得很充实，我也感到很快乐。

赤壁赋的教学反思篇十

高一的学生正是培养习惯和打地基的最佳时期，所以老师一
定要在抓基础上落实好。再有对文言基础知识点的落实。对
于文言文教学一方面要注重文，但是基于文言文的特殊性，
就要注意对言的处理，只有言的内容落实好了，文言文教学
才能水到渠成。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对言的梳理上我用了三个
课时，这样在第四个课时理解全文时学生才会事半功倍。



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
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教
师才真正起到了主导作用。（叶圣陶）在高效课程模式下的
课堂教学教师更要注意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成为体
验者；教师积极引导，让学生成为发现者；教师精心组织，
让学生成为探索者；教师巧妙设计，让学生成为创造者；教
师灵活调控，让学生成为反思者。课堂上用加分来刺激学生
积极思考，回顾前面学习过的两篇文言文《劝学》《师说》
中的文言现象，踊跃发言，这一点收效很好，学生不但学会
举一反三，还学会了积累整理相关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