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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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伊始，我就让学生找出徐悲鸿立的“志”——必须用事
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整个教学过程，都贯
穿着这句话展开教学，也就是抓住了文章的“文眼”，然后
再开始研读文本。

这篇课文从结构上来，叙事清楚，脉络分明。围绕“励志学
画”这个重点来逐层叙述。因此，我在设计教学时，紧扣
了“励志学画“设计了三个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第一个问
题：徐悲鸿为什么励志学画？通过朗读外国学生的话，读懂
这句话的内涵，说出徐悲鸿励志学画的原因，体会徐悲鸿的
满腔爱国心。第二个问题：徐悲鸿怎样励志学画？学生能说
出徐悲鸿励志学画的两个方面。体会徐悲鸿学习的勤奋和努
力。第三个问题：徐悲鸿励志学画的结果如何？重点理解关
键句”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眼不识泰山“。通过朗读，
体会徐悲鸿的成功。

这篇课文的写作特色有好几个，我想重点讲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是过渡句，过渡句的运用。比如课文的第四自然段，
承上启下，是个过渡段。但是对于第二部分中的后两个自然
段的具体叙写而言，这一自然段又是总写，概括写徐悲鸿更
加发奋努力。学习完这个过渡段，接着在学课文第三部分的
时候，再来找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过渡句，让学生体会



“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教学，但事实是高估了刚进入四年级的学
生，对句子和段落在全文中的结构不太了解。比如“过渡
句”，三年级的时候可能老师讲过，但本学期没有复现过，
因此同学们都遗忘了。所以我在这里只能以“告知”的方式，
告诉同学们这个第四自然段的作用。我想课后在讲评作文的
时候，再重点讲讲这个“过渡句”“过渡段”，结合学生的
作文来讲，进一步体会“过渡”的作用。

第二个是中心句的用法。课文中写到徐悲鸿发愤图强，用两
个方面围绕此处中心句展开，让学生学会这样的写法。所以
我让学生模仿这样的写法，进行一个片段练习：我的同学真
爱看书。让他们围绕中心句写具体。

如果学生能学会这两个训练点，那么这节课就是高效的了。

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人物故事，课文讲述了年轻画师徐悲鸿留学法国时，
为回击外国学生的嘲笑，立志勤奋学画，以优异成绩为中国
人争光的故事。学习这样一篇课文，我和往常一样，布置了
预习单，也布置学生去找找相关徐悲鸿的材料。课上由挂图
骏马图引入徐悲鸿，请学生交流查到的相关资料，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好多手都举起来了。听着他们的介绍，我很欣慰，
看来同学们的预习作业做的非常好。下一个环节，是检查预
习生词的情况。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个环节已经不难
了。读到“嫉妒”一词时却卡住了，大部分的声音把嫉读第
四声，有几个微小的声音妒第二声。和谐的读书声嘎然而止，
我的教鞭也停在了这个词上。心里顿时凉意四起。这就是预
习的结果吗，连课文的生字词都没有解决。接着就是几个人
的小型辩论会，大多数的人一头雾水。

小玉：课文的`朗读磁带我听过了，也读第二声。



一部分人随即点头

甜甜：应该是第四声，平时常常就这样说。

刚点头的一部分人又点了一次头

对于这个场景我无奈又好笑，我没有履行法官的角色对此作出
“判决”，我把这个“审判权”留给学生，没有一个人能拿
出有力的证据对此有个“判决”。我说：“我很遗憾，没有
一个同学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词语的读音，说明你们
的预习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电脑的漏洞多了会系统瘫痪，而
我们学习中漏洞多了会......（同学们七嘴八舌接过话题）
那么请在课后补上漏洞，希望你们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再出现
这样的漏洞。

反思:预习不是一样形式作业,要抓量的同时要把好质的关.预
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应该针对性的布置量力而行的
作业.语文的学习要从基础抓起,特别是字词.是重中之重.虽
然词语的书写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已不是难事.然而,词语
依然是根据.在预习中把课文读准,读通是最基础的事,也是最
容易的事。分析课文理解课文都是从字词入手，然后才是句。

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一篇人物故事，课文讲述了年轻画师徐悲鸿留学法国时，
为回击外国学生的嘲笑，立志勤奋学画，以优异成绩为中国
人争光的故事。学习这样一篇课文，我和往常一样，布置了
预习单，也布置学生去找找相关徐悲鸿的材料。课上由挂图
骏马图引入徐悲鸿，请学生交流查到的相关资料，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好多手都举起来了。听着他们的介绍，我很欣慰，
看来同学们的预习作业做的非常好。下一个环节，是检查预
习生词的情况。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个环节已经不难
了。读到“嫉妒”一词时却卡住了，大部分的声音把嫉读第
四声，有几个微小的声音妒第二声。和谐的读书声嘎然而止，



我的教鞭也停在了这个词上。心里顿时凉意四起。这就是预
习的结果吗，连课文的生字词都没有解决。接着就是几个人
的小型辩论会，大多数的人一头雾水。

小玉：课文的朗读磁带我听过了，也读第二声。

一部分人随即点头

甜甜：应该是第四声，平时常常就这样说。

刚点头的一部分人又点了一次头。对于这个场景我无奈又好
笑，我没有履行法官的角色对此作出“判决”，我把这
个“审判权”留给学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力的证据对此
有个“判决”。我说：“我很遗憾，没有一个同学拿出有力
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词语的读音，说明你们的预习存在着很大
的漏洞。电脑的漏洞多了会系统瘫痪，而我们学习中漏洞多
了会。（同学们七嘴八舌接过话题）那么请在课后补上漏洞，
希望你们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漏洞。

反思：预习不是一样形式作业，要抓量的同时要把好质的关。
预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应该针对性的布置量力而
行的作业。语文的学习要从基础抓起，特别是字词。是重中
之重。虽然词语的书写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已不是难事。
然而，词语依然是根据。在预习中把课文读准，读通是最基
础的事，也是最容易的事。分析课文理解课文都是从字词入
手，然后才是句。

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篇四

课文是一篇人物故事，讲述了年轻画师徐悲鸿留学法国时，
为回击外国学生的嘲笑，励志勤奋学画，以优异成绩为中国
人争光的故事，是一篇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在第一课
时教学中，我就注意了这一点。揭示课题后，我向学生提出
了这样的疑问：“‘立志’和‘励志’，两个词的读音都相



同，为什么课文不采用‘立志’一词，而采用的却是‘励
志’呢?它们在这儿能够互换吗?”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引
导学生说说两个词的意思，“立志”只是讲立下什么样的志
愿，强调的是心里的想法，而“励志”则是在立下志愿以后，
不断鼓励自己去达成那一心愿，强调的是行动的付出。两个
词能够互换吗?光从题目是找不出理由的，于是，我立刻叫学
生阅读课文，当学生读完课文以后明白了，不能，因为课文
重点讲述的是徐悲鸿不懈努力成为一个著名画家的过程，而
不是仅仅讲他立下当大画家的志愿。“励志”的意思是“为
了实现某一志向激励自己刻苦努力”。徐悲鸿的志向是什么
呢?当然是成为一名画家。是什么力量激励他呢?是因为他受
到了外国学生的侮辱，他要为中国人争气，所以，题目中只
能用“励志”而不应该用“立志”。就这样，这段讨论使学
生很好地区别了“立志”和“励志”的含义，便于引导学生
把握文章的内涵。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徐悲鸿为什么励志学画?

2、徐悲鸿是怎样励志学画的?

3、徐悲鸿励志学画的结果怎样?

并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教学。我首先让学生反复朗读第二、
三自然段，然后抓住外国学生的话，组织学生讨论那个外国
学生为什么会出言不逊。为了使学生更易理解，我引导学生
联系上文绘画大师达仰很看重徐悲鸿，通过“我知道达仰很
看重你”来体会那个学生对徐悲鸿才能的嫉妒，又通过“就
是……也……”体会那学生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偏见，以加深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学
生们感情也很到位。似乎外国学生的话把我们的学生也给激
怒了!接着重点让学生抓住“每逢节假日，常常，一整天”等
词语体会徐悲鸿“不知疲倦”“潜心”提高画技的刻苦精神;从



“小阁楼”“一杯白开水和两篇面包”体会他生活的清苦。
我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和徐悲鸿做比较，让学生更清楚认识
到徐悲鸿的认真和勤奋，效果还不错。最后让学生找出那位
外国学生的态度发生的变化的句子，与前文中嘲笑徐悲鸿的
句子进行比较，并分组进行朗读，让同学说说自己的感受，
从而引出“有眼不识泰山” 。

在这节课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学生在读了两遍课题后就提出
了很多问题，如“徐悲鸿是谁?”、“徐悲鸿为什么要励志学
画?”、“徐悲鸿学的是哪种画?”、“徐悲鸿在哪里学的
画?”、“徐悲鸿怎样励志学画?”、“徐悲鸿励志学画的结
果?”等一系列问题。接着，我就让学生自己读课文去寻找答
案。当学生读完课文后，有的已经忘记了刚才的问题，有的
也只是记得一两个问题。当我让学生交流读后答案时，回答
的都比较零碎，说实话有些问题我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对于
学生的交流，我觉得对理解课文帮助不大。

上完这堂课后，我就深深地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变课堂
上无序交流的状况呢?我想如果老师在备课时对学生质疑的问
题进行充分预设，并作好分类，那么就可以解决学生提问题
杂、乱，读时没有针对性的问题了。后来，每次上课之时都
认真听取学生提出的问题，在提问后，及时让同学回答一些
简要的问题，把难度问题给以总结，再次把问题重复说给学
生听，让学生明确的带着问题读课文，做到有效阅读，我感
觉这对我以后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画家徐悲鸿教学反思篇五

上完了《徐悲鸿励志学画》这篇课文，主要教学流程是这样
的：

1、 由徐悲鸿的《奔马图》导入，初读课文，要求能将课文
读通读顺。



2、 指名分节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3、出示课后第三题的词语让学生尽量用上这些词语再来说说
课文的主要内容。

4、扣题质疑，说说“励志”是什么意思，徐悲鸿励下什么志，
从而引出“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
人。”这句文本之魂。

5、紧扣“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找一找徐悲鸿是在什么情况下励志？
又用哪些“事实”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引导学生在关键
词句的品味中感受徐悲鸿为国勤学苦练的精神。

6、以“徐悲鸿，我想对你说……”为题写一段话。

回想自己的教学，有两点体会非常深刻：

1、第二课时的教学紧紧抓住“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
下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中心，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找一
找徐悲鸿是在什么情况下励志？又用哪些“事实”来实现自
己的“志向”。引导学生在关键词句的品味中感受徐悲鸿为
国勤学苦练的精神。在这基础上指导朗读。整堂课学生对课
文的理解非常到位。这节课深刻感受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设
计有助于高效地达成教学目标。

2、语文教学应抓住语言文字的训练。如何让学生感受徐悲鸿
勤学苦练的精神？需要学生穿行在语言文字之中，对关键词
的涵咏、品味，获得独特的读书体验。《语文课程标准》指
出：三四年级学生应能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
的作用。学生通过读书找到了“不知疲倦”、“日夜奔驰”、
“勇往直前”“画呀，画呀”“常常”、“一整天”等词语
感受到徐悲鸿的奋发努力、勤学苦练。在第六节，抓住“小
阁楼”、“一杯白开水”、“两片面包”和自己的生活做比



较，感受徐悲鸿生活的清苦，却能忍受是为了学习绘画的需
要，是为了让外国留学生重新认识真正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