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 刷子李
教学反思(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课文《刷子李》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
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本文细节描写对于塑造人物个性起
到了重要作用。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就注重了细
节描写。这是课文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子
李”的黑衣黑裤，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一
惊的白点等细节描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
为了烘托人物的形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
李”大胆的“承诺”，充满自信，豪气千丈，同时又心细如
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
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师傅刷墙时，“最关心
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傅身上出现白点时，
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对师傅“半信半疑”
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行对比，充分表达了
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和肯定。

本文教学的重点之一是“刷子李”的技艺高超在哪里。教学
的时候先放手让学生自由读，自由划有关句子，然后再交流。

生1：我从第6自然段“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
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中“每一面”看出墙有好几
面的，曹小三不放过任何一面寻找落下的白点，都没有。



生2：我从“搜索”看出他是很仔细地找，不是随意地看一下，
他仔细寻找，也找不出芝麻大小的粉点，芝麻是很小的，几
乎看不到的，可还是找不到，说明刷子李的技艺实在是高超。

生3：我还从“一个”、“也没发现”看出真的没有粉点，看
出技艺高超。

没有划出来的学生也根据起立学生的指点，划出了句子的重
点句子，接着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读一读，然后请学生起来读，
发现有的学生突出“一个”朗读，有的学生突出“芝麻大
小”朗读，但效果都不错，最后全班运用这两种不同的读法
齐读，让朗读更加有滋有味。

在教学“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
点，和着琴音”时，学生说：“他不觉得刷墙是苦力活，他
把这活当作一项艺术的创作。”

我马上表扬了她很会用词，接下来的手举得更多了，有的说：
“他刷墙摆来摆去，很有节奏。”有的说：“本来刷子打到
墙上声音很难听的，但在他那‘啪啪’声很清脆，很动
听。”有的说：“粉刷的颜色特别白，特别亮，特别干净，
而且他刷两条下来不会重复，也不会有缝隙空开，太了不起
了。”

今天的课堂气氛浓厚，学生说得津津有味，文章描写的情景
虽然离学生的生活实际较远，但语言幽默风趣、简单易懂，
令学生喜欢，学生也就很容易抓住字词咀嚼其中的韵味，让
学更加有趣，让学生更加快乐。

课文《刷子李》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
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本文细节描写对于塑造人物个性起
到了重要作用。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就注重了细
节描写。这是课文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子



李”的黑衣黑裤，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一
惊的白点等细节描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
为了烘托人物的形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
李”大胆的“承诺”，充满自信，豪气千丈，同时又心细如
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
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师傅刷墙时，“最关心
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傅身上出现白点时，
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对师傅“半信半疑”
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行对比，充分表达了
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本文教学的重点之一是“刷子李”的技艺高超在哪里。教学
的时候先放手让学生自由读，自由划有关句子，然后再交流。

生1：我从第6自然段“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
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中“每一面”看出墙有好几
面的，曹小三不放过任何一面寻找落下的白点，都没有。

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优赛归来，细细咀嚼课堂细节，静静聆听行家教诲，默默享
受语文的每一份情怀，心里涌起的尽是感动。感动于孟老师
的亲切关怀,感动于余老师的谆谆教导,感动于二实中学生的
精彩表现，感动于同行们真挚的鼓励和鞭策。滴水瓣花总关
情，点点滴滴到心头。

反观自己的课堂教学过程，自感失误太多，每每想起，总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课前的教学设计中，我试图努力做
到以下几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环节。在设置教学环节时，
我本着“以生为本”，“贴着学生教”的设想，设计了“我
来读――读精彩篇章，整体感知课文；我来品――品情节、
人物、语言之奇绝；我来秀――秀身边凡人奇事；我来



赞――赞刷子李之魅力”等教学环节，以期达到教学流程清
晰、合理、紧凑的效果。

以期实现使学生对小说的情节有一个整体把握的目的。其中，
选择以曹小三的口吻来复述的方法以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进一步领会小说尺水兴波、一波三折的情节魅力；深刻感受
曹小三心理之变化、刷子李手艺之奇绝；在学生的个性解读
和创造性复述中深入体会本色、津味之语言特色。

（三）以品析为手段，探究文本之奇。《俗世奇人》奇妙双
绝，奇在人物，妙在故事和语言。那着一袭黑衣却不沾白点，
那挥舞朴实刷子却悠然享受，那道出人生教诲却举重若轻，
那守望平凡却追求卓越的刷子李令人暗暗叫绝。那曲折有致
丝丝入扣的情节，那形神兼备出神入化的精湛描写，那津味
十足本色朴素的精妙语言也令人拍案称奇。因此，我认为品
情节之奇妙、人物之奇绝、语言之奇美是文本的美之所在，
也应该是教学的着力之处。

（四）以人物的双重解读为契机，使文章主题升华。人物的
双重解读，即人生意义上的人物解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解
读。

这是一篇微型的民俗小说，人物的理解除了从自身个性魅力
来解读外，还可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来解读。本课教学
便基于以上认识展开。

美好的愿望不等于现实。这节课带给大家更多的还是遗憾：

（一）文本品读不够到位，浅尝辄止。如在理情节的过程中，
虽然找出了几个“然”字，但并未让学生真正明白小说的一
波三折，何为波，何为折等。静心思之，这堂课在“三个维
度”——温度（教师情感的温热度）、广度（在主题的范围
内旁延扩展）、深度（语文性、情感性和思想性的深刻和恒
久）的体现上，明显地感到了广度和深度的不足！我也曾想



用结尾的人物系列和民俗文化来弥补这一点，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未能如愿，课堂因此缺少生命的震撼力，也就没有好课
应有的高度而流于平庸！拓宽备课视野，深化文本处理和加
强课堂的厚重感是我需急补的课程！

（二）语言品味不够深入，蜻蜓点水。课堂上只让学生简单
读了读，常常是以我个人的理解代替了学生的阅读实践，而
没有在品字上下功夫，品出其特色，品出其韵味，从而深刻
解读带有天津烙印的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掘人物背后的厚
重的民俗文化意蕴。对这一点，我自觉做的太肤浅了。

（三）学生走进文本时间太少，缓入早出。由此我真正明白：
对文本的解读始终应是师生的第一要务。作为自读课，应该
以学生自读为主，通过自主阅读文本有所悟，有所得。

（四）由于个人其它事务耽误太多而准备不周,以至于信心不
足、不能灵活的驾驭课堂。学生出乎意料的一次回答，就会
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由此我深知自己的经验不足，在教学
艺术上的领悟之浅薄。

（五）课堂语言不够精练准确，随意性强，以至于出现硬伤。
至今想起仍觉汗颜。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语文课堂的美！那始终盈于课堂
的融融的师生氛围、那含于同学眼中的真挚与热切，令我至
今难忘。当然还有我内心深深的遗憾和懊悔！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深知自己在教学上还很稚嫩，
远不及赛友们之渊博厚重。我需要多请教，多探索，多实践。
虽然我带着遗憾离开了优赛，但执教《刷子李》，留给我更
多的是对如何真正践行新课改精神的思索，还有盈于心头的
无限感激：感谢省、市、县教研员对我的关心与呵护，感谢
余老师精彩的点评和指导，感谢这次大赛使我找到了自己的
位置，给了我一次成长的机会，让我为演绎精彩语文而不懈



努力！

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刷子李》是人教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的一篇略读课文，本单
元的三篇课文向我们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而本课选自冯骥才的民间世人轶事集《俗世奇人》,他文笔生
动,妙趣横生。“刷子李”是生活于市井里巷的凡夫俗子中的
奇人高手，他绝妙的粉刷技艺无人可比。本文生动有趣,幽默
风趣,故事一波三折,人物形象富有传奇色彩。是一篇艺术性
和趣味性都较强的文章.这篇课文以“刷子李”的高超手艺为
话题，既为奇人，则轶事多多，但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
借一件极富戏剧性的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结合
教学目标的要求，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组织教学：

1.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语文阅读课的学习重在培
养学生的语感，增强学生的积累，提高语文素养.教学时，我
放手让学生根据阅读提示的要求自读课文，让学生以自己喜
欢的方式自行朗读课文，在学生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围绕
“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里？作者是怎样写出他技艺
高超的？有哪些描写最精彩的句子等问题交流讨论。在此过
程中，学生阅读，发现，欣赏，咀嚼，感受。要想真正品出
文章的味道，没有读的过程是不行的。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且提高的阅读水平。

2.在学生交流过程中以课文内容为基础引导学习本文描写人
物特点的方法：体会“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采
用了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的的情景：刷墙时的动作美，
刷墙后的效果奇。组织学生一句一句地品读，边读边想象情
景：刷墙时的动作好似跳舞，刷墙时发出的声音好似乐曲，
完成的作品好似一面天衣无缝的屏障等。学生通过动作描写
和生动形象的比喻感受“刷子李”的技艺高超，也直观地了
解了可以怎样突出技艺高超。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刷子李
的徒弟检查黑衣服并发现小白点这种一波三折的侧面描写烘



托刷子李的技艺高超。本文采用的就是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
相结合的方法。

3.拓展：推荐学生读本文相似的文章，如《泥人张》、《张
大力》等，也可课外阅读《俗世奇人》，增加语言积累。

由于在教学设计中结合了学生的学情，学生对最后两句话的
体会很精彩：刷子李的技艺可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靠平时刻
苦练出来的，这可是师傅的经验总结，也是徒弟的感悟。学
生整堂课都很专注，下课之后，普遍认为这节课时间过得太
快，意犹未尽。

回顾整个课堂，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我十分注重对学生
的评价，但在评价中不免有些流于形式，如评价的不够新颖，
不能针对个体进行准确评价。今后要加强评价的新颖性和准
确性的训练，要让学生更多地体验成功的喜悦。再者，要进
行写作方法的归纳时，可尝试让学生试着用这种方法口头作
文，做到现学现用。此外，语言赏析还不够地道，这也是我
备课时深感困惑的地方，如何让学生深刻体会文本津味语言
特色，从而深刻解读带有天津烙印的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
掘人物背后的厚重的民俗文化意蕴。

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以“刷子李”的高超手艺为话题。既为奇人，则轶
事多多，但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借一件极富戏剧性的
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教学的时候先放手让学生
自由读，自由划有关句子，然后再交流。课文语言朴素，并
且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

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注重了细节描写。这是课文
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子李”的黑衣黑裤，
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一惊的白点等细节描



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为了烘托人物的形
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李”大胆的“承诺”，
充满自信，同时又心细如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
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
师傅刷墙时，“最关心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
傅身上出现白点时，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
对师傅“半信半疑”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
行对比，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
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在学生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围绕“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表现在哪里?作者是怎样写出他技艺高超的?有哪些描写最精
彩的句子等问题交流讨论。

为帮助学生真切地体会“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
我采用了抓住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的重点句段的情景。
组织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边读边想象情景：刷墙时的动作好
似跳舞，刷墙时发出的声音好似乐曲，完成的作品好似一面
天衣无缝的屏障等。“他刷浆时，干完活黑衣服上为什么没
有一个白点”，通过集中讨论，学生们取长补短，从而感
受“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美中不足的是学生对“粉刷”知道得多，但对这种活的过程
及细节了解的少，学文前应让同学们展开访问或者亲自去看
看这种工作，那样效果会更好。

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创作的小说集，全书由短篇小说连缀
而成，各篇文字极精短，半文半白，带有“三言两拍”之意。
书中所讲之事，多以清末民国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为背景，
每篇专讲一个传奇人物生平事迹，素材均收集于长期流传在
津门的民间传说、奇人异事，如刷子李、泥人张、快手刘、
风筝魏、机器王等。每个人物之奇特，闻所未闻；故事之精



妙，叹为观止。

当我第一次读《刷子李》的课文时，就在想：这究竟是怎样
一个手艺人啊！怎样能够把一个粉刷的活做到如此绝妙的地
步？带着这份好奇又把课文重读两遍，似乎还不死心，此时
对冯骥才充满了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位作家？怎样能够写出
如此神奇的文章，于是把《俗世奇人》的文章一口气读完，
真的是“奇在人物，妙在故事”。文章有主角和配角，主角
可能出场的镜头并不太多，往往需要配角来烘托，借此凸显
出主角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刷子李”是主角，“曹小
三”是配角。

本篇文章究竟该如何入手呢？结合本单元的单元主题及要素，
再回顾我们学习的《人物描述一组》，那重点就是理解用什
么人物描述方法去刻画人物的特点的。《刷子李》第二课时
的教学思路如下：

在上完课之后，我还在想关于“刷子李”这个人物，刷子李
的本事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胡诌出来的，而是自我经过了
努力，勤奋，坚持等等勤学苦练来的，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学
习的一篇文章《卖油翁》一文中的一句话“无他，唯手熟
尔”。

师傅就是师傅，徒弟就是徒弟，在这整个粉刷的过程中，刷
子李将徒弟的一举一动，以及细心思尽收眼底，却不说破，
而是由着自我的节奏在做自我异常擅长，异常专业的粉刷事
业，直到最终，师傅才揭开了谜底，这不正是一位奇人，一
位高人吗？这是位饱经了世事沧桑后的大智若愚，才有了师
傅最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好学本事吧”！

刷子李才是俗世中的不俗之人。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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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子李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六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课文通俗易懂。教学时，首先我放手让
学生根据课文前“连接语”的要求自读课文。在学生充分自
读思考的基础上，师生围绕“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
儿，作家是怎样写出他技艺高超的，有哪些描写最精彩的句
子等问题交流讨论。最后整理小结，若有可能，再读读与本
文相似的，如，《泥人张》《快手刘》。

2．许多学生对粉刷不太了解。因此，很难真切地体会“刷子
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这是教学的难点，这一难点不
突破，不仅很难感受“刷子李”这一人物形象，而且也不可
能去体会作家的'写法。为帮助学生真切地体会“刷子李”的
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我通过抓住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
的重点句段，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如，第5自然段，这一段比
较集中地描写了“刷子李”刷墙的情景。教学时，我组织学
生一句一句地读，边读边想象情景，读后交流感受。再是围
绕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集中讨论，如，“他刷浆时，干完活黑
衣服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白点”，通过集中讨论，学生之间取
长补短，从而感受“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3．冯骥才笔下的此类俗世奇人还有许多，阅读本文后，可以



补充冯骥才的同类，如，《泥人张》《快手刘》，供学生自
由阅读。补充同类给学生阅读，既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这类人
物的感受，又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便于学生较全面地体会作
家描写人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