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前不久，笔者听了一节公开课《狐狸和乌鸦》。整堂课中，
授课教师通过读、议、演等多种的形式，让学生一直处于对
狐狸的谴责，乃至憎恨的氛围之中，尤其是课尾处设计的小
练笔，用其他老师的话说简直是点睛之笔，而笔者却有不同
的思考与感受。

教者在课尾处创设了狐狸与乌鸦再次相遇的情境，让学生充
分发挥想象，描述出他们再次相遇时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教者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文，但学
生的回答却让笔者的心为之一颤，直至有一种隐隐的痛。学
生给狐狸设计了这几种下场：要么被肉中隐藏的钢针戳死，
要么被碎玻璃渣划破血管而死，要么吃了被乌鸦下了毒的肉
毒死多么恶毒的主意，多么残忍的手段，比这更可怕的，授
课的老师竟然还对学生的回答大加赞赏，真聪明，你想的方
法真巧妙！等等如此的评价不绝于耳。课后，笔者有心翻看
了全班的作业本，发现竟没有一个学生为狐狸设计一个不死
的结局。

语文教学好比是播种，播什么种，就长什么苗，开什么花，
结什么果。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而教，这更
意味着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不再是仅仅带领学生领略那些浮
在文本表面的华美辞藻，而要穿过文字去寻觅作者在文本中
所寄予的思想感情，让文本所散发的温度去温暖人心。撇开
表面的好坏美丑，那需要我们的勇气；看清作者的真实本意，



那更需要我们的智慧，可这些又是常人看不见的。这则随笔
真是发人深省，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发展是否沿着正轨前进，
教师的引导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语文真的不能随意的教
啊！

本课的寓意是揭示：爱听奉承话容易上当，课文对狐狸的话
写的很多，对乌鸦的笔墨用之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
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体会朗读感悟狐狸的话，抓住狐狸的狡猾
不丢，让学生不自觉的去痛恨狐狸的虚伪狡诈，去鄙视狐狸，
却忘了去思考，乌鸦丢了肉怪谁呢？，是它喜欢听好话，喜
欢听奉承话才会放松了警惕而上当啊！这也就是我开始在前
面就提到的，我们要认清编者的意图，否则会误导学生啊！

语文离不开思考，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立足本位，本位是什
么？尊重作者的写作意图，尊重编者的编写意图，然后再思
考自己的教学意图，千万不能因张扬自己的教学特色而错误
地解读文本，更不能以发挥学生的自主为由而错误地引导学
生。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寓言的道理蕴含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它短小精悍，故事性强，
反映大众生活，成为令人喜爱阅读的文学形式。因此，在上
《寓言两则》这篇课文时，我紧扣故事内容，让学生在读中
理解课文内容，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寓意。教学时还注重朗
读指导，启发学生把故事中表达的不同意思读出来。在学习
《亡羊补牢》时，通过分角色表演、朗读对话部分，体会邻
居对养羊人的关心和养羊人对丢羊这件事的态度，尤其是最
后一段要读出养羊人后悔的心情。在学习《南辕北辙》时，
我让学生自由读，一边读，一边琢磨，看看课文中的人物是
怎么问话又怎么答话的。读完课文后学生之间相互试讲这个
故事，在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时，让学生三个人一组分角色
读。在学生读中悟的基础上，再让学生对去楚国人说说自己
想要说的话。这时有的学生说他带的盘缠越多，越不能到楚



国；有的学生说车把式技术越好，他离楚国越远；还有的说
楚国在南边，他不听朋友的劝说，硬要往北边走，走得越远，
就越到不了楚国。同时我结合课后思考练习第二题，让学生
联系实际，说说生活中与这两个寓言故事相类似的事，以及
自己的感受，有效地达到了对课文的理解。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

在教学《亡羊补牢》这则寓言时，我根据课文思考题“养羊
人对街坊的劝告，开始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想怎么做
的？结果怎样？”设计了表格，让学生自学课文，收到了良
好效果。出示表格以后，请学生自读课文，根据课文内容填
表格。

学生自己读书、思考、填表，克服了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归
纳学生死记的弊端，真正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体现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学生通过自学获得了知识，学会了学习。

《南辕北辙》教学反思

寓言《南辕北辙》的教学首先以理解课题中的“辕”
和“辙”入文，然后让学生在文中找到点出“南辕北辙”的
意思的两个句子，读读体会。以为课文基本是对话，所以第
二部分是让学生通过对读来体会人物的特点。同桌对读，熟
悉课文后，师生第一次对读，教师读朋友，学生读坐马车的
这个人。教师在读时，把文中的反问句改成陈述句，读后让
学生比较，通过比较理解朋友的竭力相劝，和反衬这个人的
固执，不听劝。师生的第二次对读，角色交换，教师在读时，
省去三个“没关系”。学生认为这样不能很好地体现这个人
的顽固、傲慢和不虚心，因此补上三个“没关系”，再读课
文。经过这两次的对读，学生从人物的言行中体会了人物的
特点，既读熟、学懂了故事，又提高了理解能力，寓意的理
解也水到渠成。最后让学生同桌再对读，加深理解。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通过学习，学生能正确理解古诗的意思，体会古诗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教学效果较理想。但本节课也有许多不足：如我
只是让学生把每首诗中的每句话及整首诗进行了解释，对于
每首诗中重点字的解释落实的还不够牢固，对于重点字应多
让几个学生说说，或设计连线等练习题，帮助学生理解诗中
的重点字、词，提高课堂的实效性。

《山中杂记》教学反思

本文词语丰富，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抒发了作者真挚
的情感，易于理解，得到了学生的喜爱，通过学习本文，学
生还了解了什么是杂记，知道了这种文体的写法，教学时采
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抓重点词句，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等，
总体看来，同学们对本文的学习是比较成功的。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

1、以学生自读为主，重在感悟、积累，尽量让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借助译文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提
出问题进行合作探究交流。并联系实际、拓展延伸，在充分
理解寓意的基础上，让学生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体
会。

通过排演课本剧，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活跃了课堂气
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文学体裁的一种。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它的结
构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无生物。
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
的故事中体现。



寓言式文学作品这种体裁，常带有讽刺或劝戒的性质，用假
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寓”有“寄
托”的意思，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有同名歌曲和音
乐专辑。

寓言原是民间口头创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已相当盛行。在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许多当时流行的优秀寓言，如：
《亡鈇》、《攘鸡》、《宋人揠苗》、《矛盾》、《郑人买
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汉
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
唐代柳宗元就利用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作，他在《三戒》中，
以麋、驴、鼠3种动物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盲目自大、
得意忘形之徒，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中国近代作家也用寓
言形式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多见。

1.寓言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语言凝练，结构简单却极富表
现力。

2.鲜明的讽刺性和教育性。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
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主题思想大多借
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鹬蚌相争》、
《东郭先生和狼》等都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寓言名篇。

3.故事情节的虚构性。“主角”更多是人格化了的动物、植
物或自然界的其他东西或现象。

4.常用手法为：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寓言四则》整体阅读难度不大，因此我不准备在对课文整
体阅读上花时间，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寓意的理解和寓
言同学生的关系。



寓意的理解我的目标不是说仅仅让学生理解这则寓言的寓意
是什么，而是把寓意和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本来我设立的
目标为一则寓言，多种解读。

这四则寓言，我也没有按照书本的顺序来教，而是让学生来
挑选，他们对哪则寓言最感兴趣哪则就先交，学生说他们对
《蚊子和狮子》这一则寓言最感兴趣，我想，学生可能对情
节性比较强的作品更感兴趣。在理解寓意的时候，一些学生
认为蚊子被蜘蛛吃掉，那是偶然的，但是书本上又认为这不
是偶然的，显然这正是难点之所在，学生无法说出理由，我
认为这和学生对偶然和必然的理解有关系，学生不知道什么
是偶然。我分析说：“同学们认为蚊子战胜狮子是必然的，
因为在战胜狮子之前，蚊子做了精心的布置，但是蚊子被蜘
蛛网粘住，那是因为蚊子不小心的缘故，所以是偶然，对不
对？”学生们同意了我的看法。

我接着说：“蚊子被蜘蛛网粘住了确实是偶然，但是对于一
只骄傲自大的'蚊子，它放松了对比狮子弱小的生物的警惕，
它就危险了，如果不是被蜘蛛吃掉了，迟早也会被壁虎吃掉
了，或者被那一只癞蛤蟆吃掉。这是不是就是必然的。”学
生理解了这个难点。

我再问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学生们纷纷举自己在
考试中经常遇到难的题目能完成，但是简单的题目却经常出
现问题的例子，这也算是切题。

学生第二喜欢的是《赫尔墨斯和雕像者的故事》，不过，学
生对这个故事阅读还不够到位，他们认为赫尔墨斯到人间真
的是为了询问自己到底值多少钱。我提一个问题：赫尔墨斯
如果真的是为了搞明白自己到底值多少钱，那么，他应该认
为自己有可能会值大钱，也可能不值钱，但是从他询问宙斯
和赫拉的价格以及认为自己为商人做好事应该值大钱的心理
活动，说明了赫尔墨斯这个人是有这很强的虚荣心。学生于
是明白了。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这



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我问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学生似乎还是没办法从这个
抽象结论里找出生活中相对应的例子，我举了学生打扮的例
子：很多人觉得穿好看的衣服别人会特别注意，但是对班上
的同学来讲，很少人会因为打扮而对自己印象好起来，大部
分人和同学交往主要是看交往的实质内容，比如你这个人的
脾气怎么样，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喜悦，我读初中的时候，我
的一个同学的姐姐，据说她一天要换三套衣服，她以为自己
这样的打扮很抢眼，但班上的同学却赠送给她一个绰号：白
骨精。这是贬义，说她像xx那样善变。

学生第三喜欢的是《智子疑邻》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学生
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陈默涵（大凡表现
好）和王兵（大凡表现不好）两个上课把书该在头上睡觉，
老师说：“瞧，王兵这个人就是不爱读书，读书的时候却在
睡觉，看看人家默涵，睡觉的时候还在读书。”学生笑起来，
找出生活中许多对人不对事的例子。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
说，这样的感情用事的例子太多了。

《塞翁失马》这一则寓言，福祸转化的故事在我们生活里也
是太多了，像《蚊子和狮子的故事》这一则就是福祸相互转
化的故事，我主要向学生传达，当你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下去，就像黎明之前那一刻是最黑暗，如果能坚
持下去，光明就要来临了，大多数在都是“死”在黎明之前
那一刻，缺乏的就是坚持。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六

本课是由《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兔》两篇寓言组成。课文
分别勾勒出了古代两个可笑的人物形象。一个做事急于求成，
违背常理，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一个是对意外的收获心存
侥幸，不认真做事，结果一事无成。这两则寓言都是家喻户
晓的作品，语言简洁明快，内容生动有趣。



寓言常常是以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是学生们
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载。教学中应抓住课文篇幅短小、内容生
动有趣的特点。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的插图，抓住理解重点词
句，分析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动，读懂课文内容。同时
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理解感悟。抓住课文的内在
联系，分析因果揭示寓意，让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和影响。

如：《揠苗助长》，讲的是古时候有个人盼望禾苗长得快些，
就把禾苗一棵一棵地往高里拔，结果禾苗都枯死了。这则寓
言告诉我们：事物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违反自然发展
规律，强借外力，强求促成，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则寓言
情节简单，学生一读就能了解故事内容，但寓意比较抽象，
这对于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为此，我认真
研读了文本，寻找到了本课教学的关键所在，较好地引导学
生悟出了深刻的寓意。

《揠苗助长》这则寓言故事共4个自然段，按事情发展顺序讲
明了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在教学过程中，我在学生初
读课文的基础上，用填空的形式：“宋国有的农夫，因为巴
望禾苗___________，就把禾苗_____________，结
果_____________。”帮助学生理清了课文的脉络，并自然地
概括了各部分的意思。

《守株待兔》这篇寓言故事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这是古人
做的一件蠢事，对什么事情都存有侥幸心理，不会靠自己的
努力去争夺。从古到今这样的人依然存在，学习本篇课文时，
课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学生续编《守株待兔》学生写
的很形象很生动，有的学生写到：＂种田人对自己的行为很
是懊悔，于是他就振奋起来，不再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
而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工作，最终在秋季得到了大丰收，
并且家庭逐渐富裕起来，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后来这个
种田人还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了自己的儿女听，并奉劝孩子不
要像自己学习．＂孩子现在明白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但
以后他们会怎么做呢？我期待孩子不要只是片刻的明白，而



是长远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