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汇
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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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为了参加全市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最近我校
组织了校内选拔赛，其内容之一就是上课，于是我选择了上
《与朱元思书》这一篇课文。

以前，对于文言文的教学，我一般是按部就班，按照下列流
程来上的：导入新课，简介作者，范读课文，教学生字词，
翻译课文，理解内容，处理练习。从教学的时间来看，翻译
课文的用时就要占课堂时间的一大半，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在讲台上讲得多，可谓辛苦，学生听的打瞌睡的也多，无动
于衷。为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我尝试着一些改变，
现在算是找到了一点成功的喜悦。

我今天教《与朱元思书》一文，就没有花以前那么多时间去
做翻译课文了。在上这一课之前，我用了一节早读课的时间
让学生充分预习课文，尤其要借助工具书和书下注释基本能
够翻译课文。在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我先范读了
课文，接着让学生结合课文下的注释理解课文的内容进行小组
（四人）讨论，由组长负责记录本组的疑难问题，之后进行
全班讨论，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翻译课文的时间，而且也培养
了学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习惯。然后，让学生齐读课文，思
考下面几个问题：

1、课文紧紧围绕两句话来展开的，请从课文中找出这两句。



一堂课下来，学生都在积极的动手、动口、动脑。上完了这
篇课文，我没有一句句的教学生翻译，但学生却基本能翻译
了。以前要花两课时的课文，今天用了一课时就基本完成了。
我感觉这堂课还是成功的，也符合新课标新课程新课改的要
求。今后，我将继续这样去实践。

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今天上课后，感觉那里少了点。《与朱元思书》是一篇自读
课文，学了两课的写景散文，应该可以做到自学，就按照课
表要求，学生自己来读，来学，来说。可结果还是不理想，
学生读的没有感觉，干巴巴的喊，机械的读。读出节奏，读
出感情，读出内容，成了口号，该怎么读照例不改！

我一直的理想是，愉悦的教书，学生高兴的学习，师生共同
徜徉在语文的海洋里！梦总归是梦，学生不爱学语文，更谈
不到兴趣，还是我的.问题！

《与朱元思书》很美的一篇写景散文，也是一片优美的骈文。
重点围绕奇山异水展开，异水异在它缥碧的颜色，在它千丈
见底的清澈，在它甚箭若奔的急湍上，真是异常！奇山是本
文的亮点，也是最美处，山之高的两岸高山，更体现负势竞
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山像人一样，有了争
胜的行为，争着向上，向高处，向远处伸展，找一个争强好
胜的山峦，好一个吴均，到底是山争胜还是人争胜呢？为下
文埋下伏笔。

这篇文章难吗？我感觉不难呀，文章很美，景美文也美，语
文课当然要学文的美了！用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修辞，
用了不同的动静，虚实等，揭示景物美可以平息那一份争名
逐利的心，然后是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物者，窥
谷忘反。作者的心志得以展现。好一个醉心山水的智者！好
一个沉迷美景的仁者！天地之大，唯有内心平静者最幸，希
望学生们能欣赏美好的自然山川！



学生们表现的不理想，可能是基础太差，他们不懂得，不理
解本文，何谈喜欢与否。也可能他们喜欢不愿意说，想做一
个沉默的学生，不屑于交流，不屑于谈论。还可能是老师不
会引导，学生无从说起，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抓的无措感！

最有可能的是，我的引导及课堂教学欠缺，影响学生的发挥。
这真如于漪所说，一辈子教书，一辈子在学教书。我呢十几
年教书，一直在反思教书，自己的课怎么就不能让学生喜欢，
自己的学生怎么就不爱语文。这一课也是如此，怎么提升学
生的课堂关注度，如何让他们参与其中，动脑思考问题。

常思常学，可能找得到原因！

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近日，我在教学过程中，品赏了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的骈文
《与朱元思书》，我不仅被他那角度多变的手法，灵活精妙
的构思，清新流畅的文字所折服和陶醉，更为他那育人无痕
的独具匠心和寄情山水的宠辱皆忘的博大胸怀所倾倒。

我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带着种种疑问，查阅了吴均的人
生档案得知：“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南朝梁代有名
的文学家、史学家。出身寒贱，自幼好学而有超群的才华，
所作诗文深受当时行家称赏，其文章风格清拔而有古气，时
人效之，称为‘吴均体’。吴均为人耿直，因私下撰写《齐
春秋》，并如实记录了齐、梁间的历史，萧衍‘恶其实录’，
便焚其书稿，免其官职。不久又奉召撰写通史，未成而
卒。”

《与朱元思书》是一篇难得的山水游记，更是一篇与友人的
书信。细读文句，品尝文章中心，联想作者才华出众，却又
人生坎坷，遭遇不幸。我们不难推想出他作书和赠书的当时
情形：作者赠书给朱元思，可以想见朱元思一定是作者的好
友，并且也一定是文人墨客。否则就与吴均难有共同的语言，



更不可说是好友和需要赠书了。朱元思既是文人，就有可能
牢骚多。“自古文人牢骚多”。

故此：一日，朱元思与好友吴均相会与吴府，少不了要饮酒
畅谈。酒过三巡，朱元思微带酒意，就会有怀才不遇之感，
慨叹人生之不幸，世道之不公，针砭时弊，牢骚满腹。几杯
酒下怀，更是借酒浇愁，颓废踉跄，意志消沉。看到友人如
此，吴均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想要劝解，觉得朱元思乃满
腹经纶，与自己旗鼓相当，不知如何开口。沉吟良久，于是
心生一计，返回书斋，挥笔写下了这篇山水游记。天色渐晚，
朱元思告辞回家。临别时，吴均将所作书信双手奉送
曰：“朱兄，在下日前游富春江，偶有所得，随作一文，不
知妥否？还望兄台斧正。”朱元思虽醉眼朦胧，但心智尚清，
接过书信曰：“岂敢，岂敢。”急切阅读后说：“妙哉！妙
哉！真乃山水游记上乘之作也。何谈斧正，愿为珍藏。归去
自当细细品赏。”吴均曰：“如此甚好。恕不远送，兄台珍
重。”

朱元思回到家中，酒也醒了。回想起吴均赠书之事，随挑灯
夜读，更觉得实在写的太好，令人拍案叫绝。细一品尝，顿
时恍然大悟。自曰：“好你个吴均，你原是借此书劝戒我不
要追名逐利，沉沦世俗，需要淡泊明志，寄情山水。你何不
当面说明，却要说让我斧正，实乃用心良苦啊！”朱元思回
想自己身世遭遇，与吴均相比，自觉惭愧。胸中之气，全然
散尽。

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理念”的
今天，师道尊严的传统教育已经成为历史，严师出高徒的教
育理念已经过去。在这样的教育形式下，今天的教师既要担
负起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又要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背上个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罪名。如果对学生的过错和违纪违规
行为，置之不理，教师又会背上玩忽职守的骂名。那么，当
今的教师怎样才能做到既尽职尽责，又不背上罪名和骂名呢？



吴均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就是要淡化育人痕迹，实施和
谐育人。正所谓“转化学生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
需要果敢的勇气，还需要运筹帷幄的战略战术，而且需要恰
当地把握出奇制胜的战机。”教师要学会利用一切有利于自
己的环境、资源、情景、时机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做到既不伤害学生的身体和自尊心，又能够达到教育和转化
学生的目的。这才是高明之举啊！

课文后一个练习题为“作者在极言富春江的奇异景色后，为
什么要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伦世务者，窥谷忘
反’？”

参考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作者描写富春江的奇异景色之后，
转到抒写身历其境的内心感受‘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
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是说优美的山水，足以使热心世
务、期盼仕途腾达的人产生隐居之想。作者触景生情，从审
美的角度，进一步烘托出山水巨大的诱人魅力，表达了作者
对大自然的向往。”

从作者自己悲惨的遭遇、博大的胸怀、巧妙的构思、赠书的
行动看，作者的写作目的远非于此。既不是向友人炫耀自己
出众的才华，也不是说明奇异的山水能够让人升华情感的奇
妙功能，也不仅仅是表白自己向往大自然的心理。从中很可
能是隐含着励己勉人的目的。他也许是要借此勉励自己和好
友不要追逐名利，沉落世俗。要寄情山水，回归自然，达到
物我两忘的境界。抑或是向人们表白自己寄情山水的志向。
还有可能是歌颂富春江壮丽的山水，表达自己赞美之情。或
者说明自己之所以能够超凡脱俗，与世无争、寄情山水的原
因是富春江的山水太美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我们只按照参考书中的答案，未
免太片面和庸俗了。所以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作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把
握教材，领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全面、准确把握中心。



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学生，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

今天的教师，用古人的准则，大多数充其量不过是“半个文
人”，但是就是这“半个文人”当中却有不少人爱发牢骚，
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得不偿失，怨天尤人。如果我们也能
像吴均一样寄情与我们的事业，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在我
们的工作中找到人生的乐趣，其不美哉！

总之，我爱这篇课文，因为她给了我莫大的启示，教我如何
做人，如何育人。

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初中语文课本中，每册都安排有两单元的古诗文，其中古文
所占较大的比例，这些古文一般篇幅较短，内容较浅显。所
描绘之景也易为学生所理解。在教学这些课文时我多采用横
向联系的方法，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及描绘的意境相似之
处，理解课文内容，品味意境，体会人物思想感情。如在教学
《与朱元思书》时，在学生解决字词、初步理解课文之后，
抓住“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
绝”，在作者听来，这里的鸟叫声是多么动听悦耳，仿佛就
是一曲美妙婉转的乐曲，而在杜甫笔下所描绘的鸟叫声“恨
别鸟惊心”却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猿叫更是一种最凄厉，最
悲伤的一种动物叫声，《山峡》中郦道元的笔下猿鸣却
是“哀转久绝”、“猿鸣三声泪沾裳”。许多人听来都感到
悲伤凄凉，而作者却是百听不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
描绘、感受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样通过比较、分析，使
学生对本文作者时心胸开阔，心情舒畅及对人生有较深刻的
认识理解得透彻。同时让学生朗读背诵《春望》一诗和《三
峡》一文使旧知识得到巩固。

求知本身就是一个激发生动的、不可熄灭的兴趣的最令人赞
叹、惊奇的奇异的过程。兴趣与求知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课堂实践也证明，当教师把学生的兴趣唤起之后，学生便
会思想活跃、思路开拓、思维创新、想象力飞扬。并且突破
课堂的界限，走向课外的广阔天地，涉猎更广博的知识领域，
一直指向学问的苍穹，以焕发出灿烂的智慧光芒。学生求知
欲的引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新课程
改革要求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基本技能，扩
大更新知识、丰富经验。勇于开拓创新，营造新鲜活跃的课
堂气氛，打造独具魅力的课堂品牌，让学生对你的每一堂课
产生浓厚兴趣，从而引发强烈的求知欲望。

例如：我在教学《与朱元思书》时，设计了一段《万泉河风
光》的录相。万泉河的“奇山异水”，让学生骤然生趣，万
泉河的“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荷希互相轩邈、争高
直指，千百成？”。令学生们赞叹不已、兴奋不已，我及时
让学生说出万泉河奇在哪里，白石岭异在何处，学生涌跃发
言，从而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课堂兴趣。课文中类似的问题
都在他们的兴趣中一一化解。

教师的“授之以渔”对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凸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如在文言文《与朱元思书》的课堂
教学中，我先布置学生自读，试译全文，由学生的翻译代替
传统的串讲，在学生有疑惑之处稍加点拨，学生领悟其意后
亦能顺利译成白话文，然后自行解答教师出示的问题，如文
章如何描述自富阳至桐庐一带的“奇山异水”？“山”
之“奇”之“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其特征是什么等问题。
之后学生自找问题，师生共同答疑解惑。在最后一个环节中，
我要求学生设计一个本文的板书，有一个后进生设计如下：

水：清澈湍急

富阳——桐庐

山：雄奇轩邈



这个设计虽然没什么“出彩”之处，但当我向全班同学展示
时，却获得了一片掌声，要知道，这可是他第一次得到全班
同学的认可，这怎么不令人欣慰呢？我请学生对此设计进行
评论，一位学生说：“此设计简单明了，表明了从富阳到桐
庐一带的山水特点，体现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我亦表扬了
他，肯定了他的设计。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只是引导、
点拨，学生却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整个课堂教学活动，主体地
位得到凸现，真正地“凸“于教师之上。

与朱元思书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我十分有幸参加了此次“同课异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
我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同事的指导关心，自己也受益颇多，下
面是我对这次讲课的一些反思。

根据初三的教学进度，我们决定以《与朱元思书》这篇文言
文来参加这次活动。在讲课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初三语文组
在小组教研会上对这篇课文进行了集体备课和分析。这是一
篇文言文，而且是一篇优美的山水小品文。所以我们认为这
一课的教学重点首先应该是理解文意，掌握重点词语的意思
并且能翻译重点句子，然后是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主要在体
会富春江山水的绮丽多姿，以及对抓住特点有层次的写景方
法的学习和对作者厌弃尘俗、向往自然的情感的理解。

星期一，按照活动要求，我们组集体抽签。得知这一课要由
我来讲后，我本来想呈现一个完整的课堂，从朗读到翻译再
到理解分析课文。但根据我对学生两个多月的了解，他们比
较含蓄，接受知识比较慢而且需要给予充足的思考和理解时
间，于是我决定将本课的翻译和词语理解提前进行。所以我
把这节课的目标定为熟读课文和学习抓住特点有层次的写景
方法。在备课和制作课件过程中，大家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
关心，顾校长建议我在课件的最后以书面形式将写景的方法
进行呈现，可以更清晰而且省时间，胡老师和瞿老师在课件
的制作上也给我提了意见，让我明白了课件要为课堂服务，



而不能过多牵制课堂。

星期二的下午第二节课这堂课以朗读贯穿，重点是分析文中
的写景方法，并联系以前的课文让学生加深印象。这堂课我
认为基本达到了目标。课堂虽然不够活泼热情，但学生们都
积极思考，一些基础很差平时不敢回答问题的同学也努力跟
上节奏。对于这堂课的难点：富春江山的写法的分析没有遇
到什么阻碍。而且学生们也在品味优美的山水中准确理解了
作者的思想情感，最后这堂课时间把握也刚刚好。总之，我
认为这堂课基本完成了任务。

上个星期五我们组召开教研会，对我的课进行了评课。老师
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堂课的切入点较小，目标明确，
舍弃了不必要的环节，在知识的掌握上很扎实，符合初三年
级的教学实际。我还有所欠缺的是：第一点，原计划以朗读
贯穿全文，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到了课堂后一半，由于时间
关系也由于我有些紧张，就忘记了阅读，本来想让学生们在
熟读基础上进行背诵的，效果没有完全达到，课堂的优美性
打了折扣;第二点，关于作者的生平介绍不用一定放到课堂的
开始，可以到理解主旨句的时候插入作者的经历，使学生更
好地体会情感;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本来是一篇很
优美的散文，但是我带领学生条分缕析的同时忘记了体会这
篇文章的美。语文在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的同时，还要
注重学生情感能力的培养，语文课堂应该是美的熏陶。

总之，此次活动中让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集体的力量是
无穷的。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也会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虚
心听取各位前辈和同事的建议，积极参加集体教研，主动思
考如何让课堂更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