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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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篇一

《智取生辰纲》是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名段节选，节选自《水
浒》，记叙了晁盖、吴用等人劫取梁中书生辰纲的`故事。故
事情节围绕“智取”二字逐步展开，悬念迭起，读来引人入
胜。学生对其产生兴趣不难，难的是真正走进古典小说，深
入品味，获得自己的感悟和体会。

而课程标准对初中学段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了解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
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
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
背景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
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语文教育名家余映潮老师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浅谈》中指
出：

1、大凡陌生作家的名作，大凡名家的经典作品或名作中的节
选，都需要讲究背景资料的铺垫。

2、教学中的重要视点或者说训练的着力点，应该是小说作品
的人物性格、表达技巧、表现手法和章法结构特点。小说教
学，不涉及“手法”，不涉及“章法”，不涉及人物分析与
环境分析，于学生文学欣赏素养的提高，没有一点好处。

根据学生学情、课标要求、古典小说教学的一般规律，本课



以教给学生掌握阅读古典小说的方法为目的。

围绕题目中的“智”，我决定以“智取”“智押”来分析人
物性格，以“智写”来分析文章写作技巧，这样能化繁为简，
长文短教，优化小说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解决了教学点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本课篇幅长，人物
多，相关情节复杂，通过了解，学生绝大部分没有完整的读
过原著，这就给教学带来了极大困难。如此长的课文，如此
大的课堂容量，要想在一课时内完全解决，就只有蜻蜓点水
似的泛泛而谈，效果可想而知。经过思考，我决定把本文的
教学预计为三课时：在早读课学生通过预习解决字音、词义、
课文朗读问题的基础上，第一课时了解作家作品、相关背景，
梳理故事情节（在这一环节引导学生仿照古典小说章回体题
目的特点概括段意）；第二课时由复习故事情节引入新的教
学环节：“智取”，然后过渡到“智押”，环环相扣，逐层
深入地分析人物性格（在这一环节一定要有关于杨志的补充
资料，否则学生对杨志的性格特点难以把握全面），从中获
得对自己有益的启示。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练笔，利用课文对
学生进行阅读技能的训练：学习运用点评的方式，用三言两
语表述自己的观点；第三课时由复习人物之智过渡到分析作
者写作手法之智——“智写”，打算采用“赏析示例”的方
式引导学生学会赏析古典小说写作技巧的方法。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设计，我想学生应该能够掌握一些阅读
小说作品的方法。

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篇二

《智取生辰纲》是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名段节选，节选自《水
浒》，记叙了晁盖、吴用等人劫取梁中书生辰纲的故事。故
事情节围绕“智取”二字逐步展开，悬念迭起，读来引人入
胜。学生对其产生兴趣不难，难的是真正走进古典小说，深
入品味，获得自己的感悟和体会。



而课程标准对初中学段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了解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
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
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
背景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
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语文教育名家余映潮老师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浅谈》中指
出：

1、大凡陌生作家的名作，大凡名家的经典作品或名作中的节
选，都需要讲究背景资料的'铺垫。

2、教学中的重要视点或者说训练的着力点，应该是小说作品
的人物性格、表达技巧、表现手法和章法结构特点。小说教
学，不涉及“手法”，不涉及“章法”，不涉及人物分析与
环境分析，于学生文学欣赏素养的提高，没有一点好处。

根据学生学情、课标要求、古典小说教学的一般规律，本课
以教给学生掌握阅读古典小说的方法为目的。

围绕题目中的“智”，我决定以“智取”“智押”来分析人
物性格，以“智写”来分析文章写作技巧，这样能化繁为简，
长文短教，优化小说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解决了教学点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本课篇幅长，人物
多，相关情节复杂，通过了解，学生绝大部分没有完整的读
过原著，这就给教学带来了极大困难。如此长的课文，如此
大的课堂容量，要想在一课时内完全解决，就只有蜻蜓点水
似的泛泛而谈，效果可想而知。经过思考，我决定把本文的
教学预计为三课时：在早读课学生通过预习解决字音、词义、
课文朗读问题的基础上，第一课时了解作家作品、相关背景，
梳理故事情节（在这一环节引导学生仿照古典小说章回体题
目的特点概括段意）；第二课时由复习故事情节引入新的教



学环节：“智取”，然后过渡到“智押”，环环相扣，逐层
深入地分析人物性格（在这一环节一定要有关于杨志的补充
资料，否则学生对杨志的性格特点难以把握全面），从中获
得对自己有益的启示。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练笔，利用课文对
学生进行阅读技能的训练：学习运用点评的方式，用三言两
语表述自己的观点；第三课时由复习人物之智过渡到分析作
者写作手法之智――“智写”，打算采用“赏析示例”的方
式引导学生学会赏析古典小说写作技巧的方法。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设计，我想学生应该能够掌握一些阅读
小说作品的方法。

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篇三

《智取生辰纲》是从文学名著《水浒传》中节选出来的文章，
在课本中是篇幅比较长的课文,并且文白参半，方言较多，这
些都增加了学生阅读的难度。另一方面,文章情节跌宕起伏，
饶有趣味。整节课围绕'智'字进行,让学生在理清情节的基础
上,分别概括双方的.智慧所在，在故事中双方智慧碰撞的同
时，学生的智慧也在课堂中激荡，体会到了智慧带来的乐趣。

针对初三学生的特点，激发兴趣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阅读方法
的点拨。例如，在理清情节的时候，提醒学生学习在较长篇
幅的文章中筛选信息。这样，学生容易在课堂上吸收有效信
息，在实际阅读中提高学习的效率。《智取生辰纲》第二课
时教学反思分类:课堂延伸早读安排学生读《从军行》背10分
钟，然后进行赏析。

先分组讨论一分钟，后班级交流。就效果来看，我参加的小
组人人能有自己的赏析，就班级交流看，没几个同学举手发
言。建议今后10分钟时间为背诵，后20分钟让学生写作赏析。
本课上课先回顾上课内容，然后重点探究吴用智取的表现。
就效果看，课堂气氛不够活跃，而这一问题学生也比较难回
答建议老师可以一笔带过。



此外，本课文学性不够。建议今后上小说的重点是落在小说
的写作技巧方面，并加强在阅读中的文章体验。以增强课堂
的文学性特征。至于本文的情节性内容如怎样智取怎样智运
则让学生简要地概括即可。

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篇四

说来惭愧，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作为语文教师，我竟没有完
整地看过《水浒传》，对于男人之间的打打杀杀，起义反抗，
我并没有多少兴趣。语文课本能将《水浒》中的这个故事片
段选入文章是有其道理的。细细读过之后，才发现作者的了
不起。

男人之间的战斗，不似女人的小肚鸡肠的'算计，而是智慧的
过招。今天，吴用为首的截取生辰纲的群体和以杨志为首的
护送生辰纲的群体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主要的情节冲突
还是杨志与截取生辰纲的七人的矛盾。

吴用并非无用，他是智多星。所以他的智慧表现在：知己知
彼，智用计谋，智选天时，智用地利，智用矛盾。所以一行7
人不费吹灰之力变截取了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

而杨志也并非无能，他一生想凭借自己的武艺封关荫妻，殊
不知一生坎坷，都不如愿。好不容易得到重视，戴罪立功押
送生辰纲，一路上小心谨慎，最终还是丢失了。从改变行装、
行程、行时到智察枣客、卖酒汉，他都表现出机智、谨慎的
一面，但他不能很好的处理内部矛盾，采取简单蛮横粗暴的
方式来对待士兵们，尤其是不能很好处理与老都管的关系，
导致自己失去了人和。所以最后被吴用所设计。

整堂课我围绕着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展开，学生通过视频和
读书，找出两个人物相关的情节描写并分析得出其形象。然
后引导学生思考二者之间的异同，最后分析智取成功和智护
失败的原因，从而得到一点点生活启示：作为组织管理者一



定要协调内部人员的关系，而在生活上做事也要深思熟虑，
要多积累，多应变。

智取生辰纲教学反思篇五

《智取生辰纲》选自《水浒》第十六回“杨志押运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教学重点有二：(1).通过分析人物言行，
分析人物形象。(2鉴赏本文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方
法。

在教学中，我紧扣“智取”这一文眼，从如何“智取”，
到“智”在何处，再到”以智斗智”

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1)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其智表现在那些方面?

(2)杨志是否不智?他的智表现在哪些方面?

(3)杨志既不乏“智”，他最终输给吴用的原因是什么?

以后在教学中要处理好教材和学生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