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 邹
忌讽齐王纳谏语文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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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篇一

古文学习，我们可能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每堂课按着字
音——词义——句意——段落分层——文章思想内容——写
作方法的套路带着学生一路小跑，下课时间到了，好，任务
完成。至于学生在被老师固定的思路牵了40分钟后，所得几
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固然要形成我们的教学特色，却
也不能拘泥于此，一成不变。不妨多做尝试，运用多种教学
方式，让学生在我们的引导下而不是死拉硬拽下学习古文。

在教学《邹忌》时，我让学生小组竞赛，自己表演，开展辩
论，自主查阅资料，围绕教学任务多样方式同时展开，充分
挖掘学生潜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都有表现机会。
好多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再惧怕古文，不再惧怕表现。
这篇教学反思也算是我对文言文教学教学的一个总结。从中，
我看到了古文学习阳光的'一面，也体会到了积极尝试的快乐。

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教研员来听课，本来打算上《背影》。

拟从“为什么偏偏写背影”这个角度挖下去，通过字词句的
品读分析，如：为什么是“不相见已经两年”而不是“分别
已经两年”？又如：为什么文章结尾是“我不知何时再能与
他相见”，怎么理解这里的“不能见”？从而理解“背影”



在朱自清父子“特殊”关系的发展中所具有的别样意义和象
征含义。这个设计把《背影》作为长期不和睦的父子关系中
独特的一瞬来品读，角度比较独到，如果流畅的话应该会比
较精彩。

然而同备课组的老师都正好上到《邹忌讽齐王纳谏》，打算
请教研员听这课。于是吾从众，第二节课教研员听我的课，
第一节课就赶紧重新构思教案，上得还算比较成功。课后教
研员的评课，对设计的角度还是比较首肯的。

《邹忌讽齐王纳谏》这节课从中国传统的“三”文化讲起，
中国人喜欢“三”，谚语成语里有“三思而后行”“过一过
二不过三”“三令五申”等，古典小说中有桃园三结义、三
进荣国府、三打白骨精，三碗不过岗等，可见“三”是一个
特殊的节点，特殊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其特殊的
意义的，学生应该对“三”有特别的敏感。而“三”的文化
根源，则来自中国古代“天地人”的文化基因。

于是，在让学生自己解决字词后，就让同学在文章中寻找暗含
“三”的因素。于是梳理出邹忌的三问美、亲友的三答美、
邹忌的三反思、三归因、齐王的三蔽、改革的三行赏、成果
的三阶段等等。梳理出文中隐含的“三”因素之后，请同学
梳理出其中的逻辑关系，明确齐王的'三蔽其实是关键，在这
个过程中邹忌劝谏的思路也就理清楚了，同学的逻辑推理能
力也得到了锻炼。最后分析各处“三”的好处，点拨学生要
注意思考、表达、写作的角度意识、层次意识、结构意识。

得意之处一是有新意，而是上出了些文化的感觉。

另：学校的主题教育课评比得了一等奖，同得一等奖的另外
两位老师在德育方面都是我一直仰望的，在诚惶诚恐之余，
在此自鸣得意一下。



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课程规范》中指出：“要重视同学的实践活动，让同
学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重视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
灵沟通；重视同学思维方法的学习。”为此，对这篇课文的
教学我注重同学学法和能力的培养：

１、圈点、勾画的方法，借助工具书、课本注释初步疏通文
意，力求做到准确、通顺地翻译课文，以此培养同学自主获
取知识的能力。

２、让同学质疑，并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相互解疑，以此培
养同学的质疑能力和合作精神。

３、在疏通文意的过程中落实特殊文言现象，使所学知识系
统化，既便于记忆，又利于运用，以加强文言知识，提高同
学对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

由于同学们的高度重视和充沛预习，整堂课犹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在课堂上，我把“扮演”的机会“让”给同学，
为同学提供体验和感悟的空间，搭建展示阅读个性的舞台，
以充沛尊重同学的阅读体验，珍视同学的独特感悟。结果，
无论是对文言知识的落实，还是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同学的
思维极为活跃，积极讨论，踊跃发言，局面甚是热闹。显而
易见，只有真正把课堂还给同学，把发明还给同学，这样的
课堂才会充溢生命活力，充溢智慧挑战！

在“新基础教育”理念和“二期课改”精神的引领下，我力
求在阅读教学中体现以“同学发展为本”的思想，突出同学
的主体地位，培养同学的主动参与意识，尊重同学用自身的
眼光观察世界，用自身的头脑考虑生活，用自身的心灵体味
人生，让同学在阅读实践中，发生阅读的愉悦感和自豪感，
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课后，有同学告诉我：“学文言文
蛮有味道的，没有了往日枯燥乏味的感觉。”然而，美中缺



乏的是，预设的课堂容量偏多，致使对某些问题的落实难以
深入，不能和时捕获同学思维的闪光点，很难利用新生成的
教学资源。课前我跟同学说，这篇文言文老师讲完了是要求
他们上台扮演的，全班依照小组，分成两个小集体，一二组、
三四组对决，结合课上老师的讲解，联系实际生活，把本文
改编为一个小剧本。他们可以在小组里面选人，课后进行一
定的排练，两节课上完之后，我让他们上来扮演，但很遗憾，
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扮演不是胜利的，其实这是我第一
次采用这样的方式上课，当初心里有点紧张，怕到时候同学
不配合，到时候没有人愿意上来就很糗了。谁知道真的失败
了。我想以后在教学特别是文言文教学中多采用这样的方法，
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进一步关注同学的需求，关注同学已
有的知识，关注同学的情感体验，努力做到精心设计，机智
生成，让预设和生成相得益彰。

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篇四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古代历史名著《战国策》中的名篇，
文字易懂，语句流畅，人物生动，故事性强，有丰富的人文
内涵和教育意义。便于课堂上反复诵读，宜于在为人处事、
交际修养等方面启迪学生心智，适合初中文言文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对学生文言文阅读的培养，因
为“读”是文言文审美教学中最为关键的方法，能够有利于
学生正确的理解文意，所以我将“读”这一实践贯穿于整个
的教学过程之中。学生通过逐字逐句的仔细阅读，抑扬顿挫
的表情朗读，声情并茂的琅琅诵读，不仅“品”出了
语“味”，而且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和能力的迁移。把握了课
文中传达出的信息，进一步体会到文中美的语言、美的形象、
美的情感。

学生在这堂课中的分析能力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展开的。有了



老师的范例和学生的自主探究，总结邹忌的人物形象问题自
然就会迎刃而解了。

虽然自我感觉较好，但仔细回忆，不足之处尚且存在：

1、在分析邹忌的进谏方法时，问题设置的层次性不强，梯度
不够明显，没有做到由浅入深，如果老师减少铺设只做适当
引导，让学生进行分析总结，效果会更好些。

2、教师没有把握好课堂时间，前面对邹忌的分析很细致，但
对齐王的形象的讲解还有待于雕琢，讲解时过于简单，没有
结合文本进行深挖掘。

3、在提问时，教师给学生的思考时间较少，学生还没有思考
完毕，教师就急于揭示答案，这样不利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
培养，久而久之，学生容易形成依赖性而不去独立思考问题。

总之，一堂好课是师生共同创造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随机
应变，发挥教学机智，及时分析学情，进行教学反馈，才能
在教学对话中激发出生命智慧和创造潜能的火花。我相信，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我会有更多的收获，更大的进步。

邹忌讽齐王纳谏课堂教学反思篇五

古文学习，我们可能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每堂课按着字
音——词义——句意——段落分层——文章思想内容——写
作方法的套路带着学生一路小跑，下课时间到了，好，任务
完成。至于学生在被老师固定的思路牵了40分钟后，所得几
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固然要形成我们的教学特色，却
也不能拘泥于此，一成不变。不妨多做尝试，运用多种教学
方式，让学生在我们的引导下而不是死拉硬拽下学习古文。

在教学《邹忌》时，我让学生小组竞赛，自己表演，开展辩
论，自主查阅资料，围绕教学任务多样方式同时展开，充分



挖掘学生潜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都有表现机会。
好多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再惧怕古文，不再惧怕表现。
这篇教学反思也算是我对文言文教学教学的一个总结。从中，
我看到了古文学习阳光的一面，也体会到了积极尝试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