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父母说的感恩的话 父母谈心得体
会(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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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一

《草船借箭》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
有关“草船借箭”的情节改写的。课文写了周瑜妒忌诸葛亮
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
葛亮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
葛亮有胆有识，才智过人。教学时我落实了“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的新理念。

板书课题，引导学生由课题展开思考，设疑。

师：看了《草船借箭》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学生质疑：“草船借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草船借
箭”为什么说是“借”箭而不是“取”箭，“骗”箭等等。
这一目的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教师从中寻找有价值的问
题，确定教学活动的重点。

教会学生质疑，还要让学生学会解疑。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
我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跟大家讨论。
如“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全班交流，各抒己见表
现个体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教学中选择有思维含量的“发散点”是有效进行发散思维训



练的关键。课堂上学生质疑：如果三天内江面上没有大雾，
诸葛亮“草船借箭”落空了会怎样呢？问题一提出，引起学
生极大兴趣，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诸葛亮肯定大难临头
中计了，有的说，诸葛亮足智多谋，定会有化险为夷的计策，
有的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一回诸葛亮很可能凶多吉
少……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命运的预测，学生的看法虽然不
同，但言之有据。教师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肯定学生的思
维，并鼓励学生课后阅读，继续探究。

让学生活动不够到位，担心教学内容没法按时完成，因此，
有些体现学生主动性的动手，动口的活动还不够到位。个别
学生的口头表达声音过小，应该鼓励学生大胆表达。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二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有知识，
有计谋，要胆量，有胆略、

2、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
的前因后果、

3、掌握本课生字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了解xx船借箭这件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和一步步的发展过
程、

2、从xx船借箭这件具体的事情中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三课时

一、引入



同学们，看到这个课题，你们想到了哪些问题呢？

通过预习，你们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呢？

二、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2、指名回答、

三、理清层次

1、小组学习，想想课文按怎样的顺序叙述的？

2、交流，总结段意、

四、回归问题

1、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2、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五、作业

1、熟读课文、

2、小组讨论，找找课文中哪个词语最有研究价值、

一、回忆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你们小组认为课文中哪个词最有研究价值呢？

二、深入探究



1、教师引入：“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把你认为最能表现诸
葛亮神机妙算的句子划出来，再用心体会，诸葛亮到底神在
哪里、妙在何处、”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哪些地方最能突出诸葛亮神机妙算呢？

4、相机提问，引发思考：诸葛亮看到这场大雾又会是一种怎
样的心情呢？他会想些什么呢？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
兵出来……这是话中有话、话后有话呀！你能把诸葛亮没说
出来的话写出来吗？”《xx船借箭》这篇课文中，写诸葛亮说话
的地方有11处之多，但只有这个地方写到了诸葛亮的笑、你
们说，诸葛亮他在笑谁？”

5、应该怎么读出来？

6、现在，你弄明白了为什么要借箭，借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吗？

三、作业

阅读《三国演义》、

一、回忆

说说自己弄懂的知识、

二、延伸

说说自己读的能突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故事、

三、创见

课文与自己课外阅读的内容相比较，有什么不同之处、提出



自己的疑问、

四、总结

1、说说自己解决的问题、

2、说说自己学过课文后的收获、

五、作业

我看历史人物、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三

在第一课时，我从单元导读入手。一了解单元主题，二了解
单元语文要素。接着引出了我国古典四大名著。虽然同学们
都能说出四大名著的名称，但是对于作者却模棱两可。所以，
我在黑板上写下了四大名著名称及其作者，要求同学门写在
单元导读页，并默读识记。这是本单元必须要熟记的基本知
识。

接着，我介绍了“草船借箭”的背景。看到同学们目光，特
别是董佳俊跃跃欲试的举动，我知道他对历史故事很感兴趣。
这让我无比高兴。当时，我真应该让他来给大家介绍背景的。

听到问题，已经预习过课文的同学纷纷回答：诸葛亮草船借
箭。董佳俊又要展示自己了，因为《三国演义》他看过。我
及时制止了他的回答，因为我要给其他同学留下读课文，总
结答案的时间。

所以我要求同学们自读课文，首先自学生字词，再思考提出
的问题。时间15分钟。大约15分钟后，我们进行了开火车式
的词语认读以及齐读。因为班里基础不太好，所以，即使如
此会浪费一些时间，但是，我还是采用了开火车式读词语法。



在生字环节，我请同学们来说一说容易写错的字，给其他同
学提醒易错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简单地让同学们用手
在桌子上快速地写一写。可能不到1分钟，我就喊停了。所以，
这一环节就没有起到作用。在课后，我发现，同学们生字写
得很不好，错误比较多。所以有效教学还是应该让同学们跟
着说笔顺并书空，或者在本子上面写一写。

因为课文比较长，接着我播放了课文录音，要求同学们听录
音，看课文，回答课前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故事的起因、经
过、结果。在听课文录音过程中，我发现有几个同学总要抬
头看白板上的录音画面。我在想，课文是不是还应该由学生
来读，这样更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更有助于思考。

录音听完，我先让同学们在小组内交流，然后在班内交流。
这时，问题出现了，回答问题的只局限于特别感兴趣，比较
活跃的三名同学。所以，我提问的范围也比较狭窄。在复述
故事环节，依然如此。

课后，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课堂上应该多鼓励学生，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给不太自信的同学多一些鼓励的
目光，多一些激励的语言。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四

（案例）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课堂教学中的许多情况往
往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随机性。课标中指出：“尊重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独特的体验。”“阅读教学是个性化的行为。”

今天，教学《草船借箭》一课。学生研读第二自然段的人物
对话，体会人物内心。分角色朗读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人
物对话，谈谈对人物的认识。学生一个个都很踊跃。



生a：周瑜明知故问，真阴险！

生b：是啊，周瑜真是不怀好意，内心狠毒！

生c：诸葛亮表现得胸有成竹，很镇定！

生d：诸葛亮顾全大局，不和周瑜计较。

……

通过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学生已经初步把握了人物性格，
这些回答都在教师的意料之中。这时，学生e站起来说：“我
通过读他们的对话认为诸葛亮的做法不太好，周瑜让他十天
造十万枝箭，可是他却主动提出来用三天，如果三天完不成
任务不就被杀头了吗？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

话音未落，众生议论纷纷：

生1：是啊，万一他三天完不成任务不就被杀头了吗？

生2：他一定是胸有成竹，这更能说明他的自信。

生3：我想诸葛亮一定是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才这么说的。

……

师：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诸葛亮后来做了什么呢？他为
什么这么做呢？请同学们在读读课文，把你的发现和看法与
同学交流。学生积极地置身于朗读、探究之中。

通过这样的师生即兴创造，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而且体会
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这节课比我预想的要生动得多，价
值更大了。



（反思）

新课程下的教学设计注重生成与建构，淡化预设与讲解。课
堂教学要从学生疑问入手，体现以学定教，因需施教。学生
提出的问题往往和教学的重点、难点有着必然的联系。教师
应该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让自己的设计意图
融进学生的思维。

上面的案例中，学生对诸葛亮的做法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这是教师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时教师只是表扬“你考虑的真
周到”，而后继续完成预先设计的教学思路，我觉得这不
是“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不是“以生为
本”的体现。教师充分利用课堂中的生成资源，调整原来设
计的教学，生成新的思路，按学生的感悟组织他们辩论、学
习。设计了“诸葛亮后来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组织
学生去研读课文，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草船借箭》的教学让我感悟到，教师要与课堂一起成长。
对于学生的“意外之举”要给予关注，这样，课堂中才会出
现更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五

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心里很妒忌。想要加害于诸葛亮，
就让诸葛亮十天内造十万支箭，而诸葛亮将计就计，说只要
三天就能造好，还立下了军令状。

周瑜派鲁肃探听消息，可鲁肃却私自拔了二十条船，根据诸
葛亮的要求，两边排上一千多个草把子，并用青布幔子遮起
来。且答应对周瑜保密。

第三天四更的时候，诸葛亮和鲁肃秘密地一起去取箭。诸葛
亮吩咐把二十条船都用绳子连接起来，朝北岸驶去。这时大
雾漫天，船已经靠近了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



船尾朝东，一字排开，又命令军士们擂鼓呐喊。曹操听到鼓
声就下令一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诸葛亮又下令把
船头调过来。天快亮了，诸葛亮下令返回南岸。

周瑜得知借剑的经过，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
我真比不上他。

将相和教学反思及改进措施篇六

《草船借箭》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
有关“草船借箭”的情节改写的。课文写了周瑜妒忌诸葛亮
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
葛亮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
葛亮有胆有识，才智过人。教学时我落实了“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的新理念。

板书课题，引导学生由课题展开思考，设疑。

师：看了《草船借箭》这个题目，你想明白什么？

学生质疑：“草船借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草船借
箭”为什么说是“借”箭而不是“取”箭，“骗”箭等等。
这一目的培养学生提问题的本事，教师从中寻找有价值的问
题，确定教学活动的重点。

教会学生质疑，还要让学生学会解疑。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
我鼓励学生提出自我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跟大家讨论。
如“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全班交流，各抒己见表
现个体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教学中选择有思维含量的“发散点”是有效进行发散思维训
练的关键。课堂上学生质疑：如果三天内江面上没有大雾，
诸葛亮“草船借箭”落空了会怎样呢？问题一提出，引起学
生极大兴趣，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诸葛亮肯定大难临头



中计了，有的说，诸葛亮足智多谋，定会有化险为夷的计策，
有的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一回诸葛亮很可能凶多吉
少……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命运的预测，学生的看法虽然不
一样，但言之有据。教师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肯定学生的
思维，并鼓励学生课后阅读，继续探究。

让学生活动不够到位，担心教学资料没法按时完成，所以，
有些体现学生主动性的动手，动口的活动还不够到位。个别
学生的口头表达声音过小，应当鼓励学生大胆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