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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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酝酿的时间有点长。一方面这篇课文有点长，是三
年级学生接触到的文章中篇幅较长的了，对于长文的阅读，
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是安徒生童话中揭露现
实表达对贫苦人民深切同情的一篇，特别震撼心灵的童话。
其次，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把握，学生远离贫穷不理解卖火
柴的小女孩她的悲惨遭遇，如何代入她的那种感受，是一种
挑战。

这节课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将重点放在小女孩的鞋子
上，“一双很大的拖鞋”“妈妈穿的”“被车撞倒”“小男
孩想给自己的孩子当摇篮”外貌描写写的小女孩很漂亮，但
她却没有注意过这些“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哆哆嗦嗦的往
前走”……这一系列的描写其实都是对小女孩生活环境的揭
露，贫穷，饥饿，痛苦，没有家人的关爱，甚至亲生父亲都
会因为卖不出去火柴而打骂她。这些词语的选择，让学生找
到的这些句子，并且带着感受与动作进行朗读，可以让学生
透过文字体会到小女孩生活的现状。从而让学生对她产生同
情，怜悯。

其次就是那五次划着火柴，特别是第一次划着火柴时用了一
个词“终于”，体会这个词，就能看出来小女孩的纠结、犹
豫，与下文第五次擦燃火柴她毫不犹豫的抽出一大把，形成
了对比。小女孩一共擦着了五次，分别看到了什么？带领学
生通过朗读，感受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寻找幻觉背后



小女孩缺失的东西，然后知道这些幻觉都是她渴望的。对于，
第一次的火炉，第二次的烤鹅，第三次的圣诞树，作者写作
的格式相差不多，唯独第四次她看到了唯一疼她爱她的奶奶。
这里感情需要升华，我主要带领学生读小女孩说给奶奶的话，
以及那一声“奶奶”，应该是饱含着对奶奶的深爱，对奶奶
的思念，对奶奶的深厚感情，也有见到她的惊喜，可谓是一
声呼唤“悲喜交加”“请把我带走吧！”以及后面三个感叹
句的运用，无不体现出小女孩对离开这个世界的迫切心理，
世界很美，生命很珍贵，可是对于她来说，却是毫不眷恋，
甚至要恳求奶奶把她带走。

其实，这个世界能逼死一个人的最主要因素大概不是单纯的
饥饿，或者寒冷，贫穷，最大程度应该是世界上人的冷漠与
无情。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如果有人同情她，买她一根火柴，
给她一件御寒的棉衣，她大概不会离开这个世界。恰恰是无
情的马车，冷漠的世人，将她推向了深渊。当我这么告诉学
生的时候，他们很快找到了文章中那些对小女孩遭遇无人问
津，遭遇漠视甚至戏弄的句子，这一点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文章最后，“她曾经多么幸福”“幸福的走进明天”两个幸
福，是作者的无奈，他无能为力改变什么，所以姑且认为她
的离开是幸福的，至少不会再继续在这个世间忍饥挨饿，饱
受折磨。也许孩子们没有懂，也许他们懂了，但他们知道，
如今他们生活的中国就是小女孩向往的光明，温暖幸福的世
界。所以，有孩子甚至说“我们就在天堂”。

这节课，突出的地方就是对第五次擦燃火柴之后的文段朗读，
情感挖掘。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将相关视频引入课堂，朗读
方面没有单个学生的朗读体会，在朗读方面形式过于单一，
以后要多加练习。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过去我们反对语文教学中过多的传授知识，但语文本身并非



不需要知识，恰恰相反，我们的许多教学目的，都需要知识
教学这个载体，以知识教学为渠道来实现。我们不需要陈旧
的知识，但我们迫切须要新知识。这新旧之别就在于，旧知
识是客观的陈述教学对象的特征。新知识是从学生出发，帮
助学生“阅读”的知识，帮助学生“实践”的知识。这样的
知识就是“管用”的知识。在小说教学中“叙事视角”知识
就是这样的知识，它教给学生如何阅读小说的知识。

在不断的反思中我有更深的体会。小说的教学要注意扎根语
言教学。从文体的特点考虑，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是形象塑
造的艺术，但它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根，叙事是干，
形象是果。有时候教师见了这种形象之“果”就忍不住要从
学生嘴里抢过来，自己津津有味的吃下去，结果小说课成了
老师人物形象的图解演说。小说教学要扎根语言教学就要
把“说”的机会，“说”的权力交给学生。小说的美是学生
自己品出来的，而不是教师讲出来的。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教
学特点，引导学生反复揣摩品味语言，让学生自己看到小说
情节的波澜，在语言的表达、交流中去构想鲜明的形象，体
验独特的情感。

还有就是把课堂交给学生。学习如同登高，给学生一根绳子，
让他们自己爬上去。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仅
仅是结果。教学中不光需要匠心独运的构思与设计，更要有
充满人文关怀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去阅读，去思考，去发
现。教师要带着欣赏的眼光有区别的去肯定他们的每一个发
现。真正体现对学生主体性及个体性的充分而真诚的尊重与
关怀。小说教学还要让学生读出他们的个性来。人们在现实
中是有很多无奈的，无奈之一就是人在现实中的活法不只是
一种。你选择了这种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千百种活法。小说则
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人体验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教师应该引导
学生进入精神享受的王国。因为文学是引领人走向真善美的
艺术形式。读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理想的小说
阅读境界大抵如此。



总之，在小说教学中我们不断反思，就会找到更好的教学方
法。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说到“月光”，不禁想到了《二泉映月》一文，同是月光，
感受却是大不一样，一则“悲”，一则“柔”，二泉的月色
里是阿炳悲切的命运，令人伤怀的琴声；而在孙友田的眼里，
月色里包含着的是母亲甜甜的嗓音、一首首充满童趣的歌谣
和温馨柔和、充满亲情的场景。

《月光启蒙》一文是一篇淳朴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作者
回忆了自己童年时，在夏夜月光的沐浴下，母亲唱民谣、童
谣和讲神话故事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母亲启蒙教育的感激、
怀念之情。

教学第一段时，我引导学生想象夏夜月光下母亲歌谣里
那“最美的时辰”。第一自然段首句就点明童年的夏夜
是“美妙的”。为什么呢？一是夏夜月色洒满小院，这
是“最美的时辰”；二是母亲忙完活在月光下唱起“动听的
歌谣”。这时，让学生通过抓住读“柔和”“洒满”等词语
来想象夏夜月亮升起的情景，感受月色下的恬静和安详；通
过读“搂着”“唱起”等词语来想象母亲忙碌了一天之后，
搂着“我”坐在月光下唱起歌谣的情景，体会那份永远留
在“我”童年记忆中幸福而美妙的感觉。

文中童谣、歌谣很多，读起来富有节奏，朗朗上口，学生朗
读的兴趣比较浓厚。为读得更有童趣一点，我放手让学生自
主选择朗读方式，学生的创意很丰富，有打节拍读的，有加
动作读的，还有的学生甚至把这些童谣哼成了小调，音韵悠
长，极富感染力。

当然，课题中的“启蒙”二字也是应该让学生理解的。文章
的第三段是对全文的总结，点出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用月夜诗情为“我”打开了民间文学的宝库；她用“智慧
才华”启迪了“我”想象的翅膀，让“我”飞向了诗歌的王
国。教学中我启发学生思考：这一部分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与课题“月光启蒙”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不仅要引导学生读
懂，更要把自己的体会、感受读出来。从整体上加深对课文
的理解，深化对课文中所表达的情感的体悟。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本组教材围绕以“战争与和平”这个专题，选编了几篇适合
四年级学生特点的课文。《夜莺的歌声》《小英雄雨来》都
是讲的战争中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的故事。《一个中国孩子的
呼声》通过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信，呼吁
国际社会一致行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儿童诗歌《和我
们一样享受春天》是孩子们呼唤和平的共同心声。每篇课文
都紧紧围绕专题，给学生越来越鲜明的情感体验，让学生越
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战争打破了多少童年的幻想，击碎了多少
美丽的憧憬。人类不需要战争，让我们共同祈祷未来的世界
永远和平，让“和平之花”永远绚丽绽放。

1、认识27个生字，会写2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
章表达的真挚情感，从中受到熏陶感染。

3、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4、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加强课文的朗读训练。

5、推荐一些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电视作品。

1、学习生字词，理解重点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其表达的思
想感情。



2、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加强课文的朗
读训练。

教学本组教材可用12—15课时，其中精读课文4—6课时，略
读课文3—4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习作2课时，“我的发
现”“日积月累”“宽带网”1课时。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第四单元的课文精选了4篇外国作品，其中后两篇是长篇小说
《鲁滨孙漂流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这两篇课文的形
式很相近，都是略读课文，都是由故事梗概和精彩片段组成，
最后设置了几个开放性的小问题供学生参考。

这两篇小说很多学生之前就看过，对故事内容并不陌生，也
谈不上兴趣盎然，这可怎么进行教学呢？实在是有些困惑。
阅读了一些教参书之后，我仍然比较迷茫，决定想办法试试
看。

我将两篇课文合并起来教学，与学生一起把故事梗概理清楚。
首先，我们一起概括《鲁滨孙漂流记》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哪
些事情，让他们自己拟出小标题，然后找出鲁滨孙遇到了哪
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并且要用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出来。
然后，对于《汤姆索亚历险记》，我让学生抓住“历险”二
字，去故事梗概中寻找出现了哪几次历险，用短语概括出来。
故事梗概之后是精彩片段，我觉得书本上的肯定不够，所以
布置学生课后阅读，摘录认为精彩或印象深刻的情节，可以
讲故事，也可以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还可以参考课后的小
问题，下节课进行分享。后来我花了两节课时间给他们，将
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先组内分享，再选出代表上台，组与组
就有了竞争的性质。没想到孩子们还挺踊跃的，而且组长反
馈回来的信息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分享了一些东西，这让



我感到欣慰。

不管怎样，这两篇小说我算是稀里糊涂的上完了，还是感觉
差点什么似的，不够理想。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六

1933年夏，沈从文游青岛崂山时，意外地看到一个身穿孝服
的小姑娘到河边提水，他回想起家乡的“起水”习俗和美丽
如画的青山绿水、充满诗情的淳厚民风，情不自禁对未婚妻
说，他要以那小姑娘和自己那片苗汉杂居、多少带有原始风
情的故乡为背景写一个故事，来展现人性美好的一面，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纯洁的爱情及旺盛的生命力。于是，他
就在自己的代表作《边城》中用心勾勒了一幅幅湘西风俗画，
以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来表现自己所崇奉的民族传统美德，
并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
自己的艺术追求。

《边城》着力描绘了不受“近代文明”污染的原始古朴的人
性，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
烙印的自然化的人，热情地讴歌了他们自在自得的人生。可
以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
的爱情赞歌，是一首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无韵之诗、绘就的无
彩之画。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
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
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
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
性’。”这句话，完全可以代表他的创作思想。就《边城》
而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
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主要不在领导读
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助桃源上行七百里路一个小城市中几
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
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亲人，他忠厚老实，古道热肠，几十年如
一日地守着渡船，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
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古稀之年，本应该安度余
生，但似乎上天不让他休息，把那个近在他身旁的女孩子翠
翠留给她呵护。翠翠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七年前同
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的爸爸
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翠翠，但是苗汉不能通婚的习俗迫使
二人结婚不成。既然生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阻拦，
于是军人首先服了毒。翠翠妈妈在小生命生下后，到溪边故
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因为女儿的悲剧，爷爷对翠翠疼爱
有加、呵护备至，对翠翠的爱情更是万分小心谨慎，唯恐翠
翠会重蹈妈妈的覆辙。于是面对大佬的求亲，他既想走车路，
又想走马路;面对船总儿子的追求，他既当着翠翠的面夸大佬
大方得很，是个有出息的人，翠翠嫁了他算是命好，又告诉
二佬，翠翠五月的晚上做了梦，梦到她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
来了，上对溪悬岩摘了一把虎耳草;他既干涉了翠翠的婚事，
影响着大佬的选择，又想把这个最终的决定权交给翠翠;他明
白翠翠的心理，既不直接告诉大佬，也不直接告诉二佬，更
不直接和翠翠交流，让一切在猜测中慢慢变了方向。殊不知，
正是因为爷爷这种过多的忧虑，总想给翠翠一个周全选择的
心理，给翠翠本该美好的爱情设置了重重障碍，增添了许多
误会。毕竟翠翠是一个涉世不深，为人处事还比较单纯的小
女孩，她对事物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单
纯朦胧的意识，可这种朦胧的意识却因为爷爷过多的忧虑最
终变成了伤害，以至让翠翠把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变成
了无尽的等待。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
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赋予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
赤心，湘西的酉水小船载满了她少女的悠悠岁月，她吮吸着
自然的甘霖慢慢长大成一个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从不想残
忍的事情的少女，自然的钟灵神秀养育了她含蓄羞涩的性格。
她喜欢傩送，但从不直接流露，只是记着傩送说的“大鱼会
吃掉你”，只是问爷爷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潭，只是让爷



爷给她唱《娘送女》，只是责怨“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
只是望着溪面为暮色笼罩就突然不停地哭，只是渴望在月色
下静静地听一个人唱歌，只是想一个人下桃源县过洞庭湖，
让爷爷满城打锣去找。其实，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都是她爱
情萌动的象征。随着年龄的增长，翠翠感受到了孤独和落寞，
爷爷的陪伴已经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她渴望爱情，但是
少女的羞涩让她把一切都埋藏在心底，就算对唯一的亲人爷
爷，她也不流露半分。她喜欢傩送，却假装不认识他;她不喜
欢大佬，面对爷爷的多次询问不直接拒绝而是低头不语，让
爷爷不明就里，不知所措，以至于大佬误会爷爷口上含李子;
二佬责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天保就是他弄死的;顺
顺搪塞他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想那些年轻人
的门路了，使得爷爷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遗憾离去。
如果翠翠不那么含蓄羞涩，能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或
许故事不会在我们赞美湘西纯朴民风民俗、向往茶峒美好人
情人性的同时在心底笼上厚厚的忧伤。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
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
美”交织在一起，于是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自
然化人，不可避免地有它缺失的一面，那就是边城人民纯朴
健康的人性下潜藏着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
信、宿命论的思想。他们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当很多
偶然的因素正常的逻辑无法解释的时候，他们就生硬地和人
的言行联系起来，自以为是地相信这是上天的安排，这是命
中注定。正是这一心理的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翠
翠爱情悲剧的制造者，顺顺不满意这个害死大儿子的女孩来
做二儿子的媳妇，傩送在金钱和爱情面前虽然没有选择金钱，
也给了翠翠一个遥远的等待。同时，也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宿
命摧毁了爷爷精神的支柱，留下了孤苦无依的翠翠，等待一
个不知归期的朦胧承诺。这是自然化的一种缺失，在这片纯
自然的天地里，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来表现远离都市文
明的湘西人情、人性的纯朴，没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污浊，
这里的一切都顺应自然的安排，顺应天地的造化，可是他们



却没有走出天命迷信的阴影，让人物在美丽面纱背后隐伏着
沉重的忧伤。

为此，我们在学习《边城》时，不仅仅是为了挖掘湘西纯朴
民风民俗下人性的优美健康，也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几千年来
华夏民族根深蒂固的心灵症结，而是要思索人和自然的一种
和谐。不管是物欲横飞、价值多元的信息时代，还是披荆斩
棘、筚路蓝缕的原始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都应该成为我们
人类关注的永恒话题，不要再让美丽的面纱披上沉重的忧伤，
让人们笑过之后留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泪水。

《边城》教学反思篇三

刘胡兰课文教学反思篇七

《猫》这篇精读课文细致、生动地描述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它
满月时的淘气可爱，全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之
情。

在教学本文时，我注意围绕“人爱猫，猫爱人”这一情感主
线，引导学生读书，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具体的语言环
境中品味词句。

首先，让学生在课文中找出哪些地方看出作者和猫之间的喜
爱之情？用“横线”划出有关句子，再试着有感情地读一读。

接着，学生在小组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全班汇报。在交流汇报
的时候，我抓住重点词句进行引导。如，“蹭”字，让学生
体会猫在撒娇，对主人很亲。“任凭……也……”、“无
论……也……”、“非……不可”等句式让学生练习说句子，
加深对猫的古怪性格的`理解。

最后，进行一次朗读比赛。在理解了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把
“人爱猫，猫爱人”的感情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