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争吵课文教案 争吵教学反思(优
秀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争吵课文教案篇一

张华梅今天的这堂课，对我而言算是一堂自我检测课，它让
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现我将
本节课存在的问题做了如下反思：

1、不能有效地控制课堂、把握时间

从整体来说，这是一堂极其糟糕的课。一堂好的赛讲课，它
最重要的就是在时间的把控上能够游刃有余，而单凭这一点，
就能证明一个老师控制课堂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点我没有
做到，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更好的引导学生体会父亲说的
最后一段话的含义这一难点，这是本课最大的失败，也是作
为一名教师最应反思和更正的地方。

2、没有备学生

在讲课前的那两个小时，我只顾着备教材、备教学目标、备
重难点，却忽视了最应该备的东西—学生。在上课之前，我
完全没有考虑到学生会在学过的课文里出现字词不分前后鼻
音等的'这些小问题上，也更没有想到学生会对课文中的目标
问题完全没有思路，从而使整堂课的节奏不能有序进行，浪
费了许多时间，更没有有效地引导学生体会主人公的心理变
化这一重点。针对这个问题我做了深刻的反思，这和我过分
高估了学生的能力以及引导的不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



这堂课会因为我的这些缺点败得一蹋涂地。

3、缺乏朗读的引导

三年级的语文课甚至整个小学阶段的语文课，最大的特色就
应该是以读代讲，应该让孩子在反复朗读文本的基础上自发
地感悟课文中所蕴涵的道理和情感，包括体会人物的的内心
世界等等都需要通过朗读来完成。而《争吵》一文就是要通
过孩子们在反复研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我”和克莱蒂吵架
后的心情，以此来使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可我恰恰没有
做到这一点，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在这方面上多向一些有
经验的老教师取经。总而言之，这堂课上的漏洞百出，丑态
尽显。

不过，也就是这么一堂失败的课让我认清了一个不足的自己，
一个在教学上急需要改变的自己。我希望它能时刻鞭策我：
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争吵课文教案篇二

《争吵》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围绕“我”和克莱谛之间因
本子被弄脏而发生争吵的事，具体讲了“我”所受到的教育。

因为我们班男孩子多，又处在9岁左右的年龄，特别调皮，经
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矛盾，我想，学了这篇课文应
该对他们有所启示，有所帮助才对，所以，我精心准备了这
一课。

1、整体感知，采取了课题质疑的办法，让学生边读边思考以
下问题：谁和谁争吵？为什么争吵？怎样争吵？争吵后怎样
了？然后让学生自主读书，通过交流、讨论，了解课文讲了
什么内容。

2、重点引导学生体会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对于主人公的心理



活动，课文中作了详细描写。我被克莱谛碰了胳膊肘，火了，
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吵架后，觉得不安，后悔，觉得对不起他，
很想认错，又觉得太丢人;心里暗下决心，可嘴里又说不出。
这些矛盾的心理活动，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每个学生都经
常遇到。我引导学生认真体会，让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3、理解重点词句。“嫉妒、报复、瞟、挨，举起尺子、拨到、
搭”这些重点词语用得很精妙，把我和克莱谛的心理展现得
淋漓尽致，我让学生反复读这些语句，谈体会，让学生感受到
“我”的后悔，“我”的矛盾，克莱谛的宽容，并对两个人
的行为、心理进行比较，感受克莱谛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友
好，表示敬佩。

父亲说的三句话，在文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三句
话散见于课文，“应该知错认错”，“要是你错了，别人打
你，你千万不要还手，只要防御就是了。”“既然你错了，
就应该第一个伸过手去请他原谅，更不应该向一个比你高尚
的朋友举起尺子！”我让学生找出这三句话并好好地谈了自
己的理解。

此外，我还让学生以“我和同学之间发生的事”为题仿写，
让他们写出和同学之间发生的小故事，反思自己的行为，提
高判断是非的能力，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真希望他们也能
像克莱谛一样拥有宽广的心胸！

争吵课文教案篇三

感悟理解课文时，我主要做了以下几点：

1、整体感知，采取了课题质疑的办法，让学生边读边思考以
下问题：谁和谁争吵？为什么争吵？怎样争吵？争吵后怎样
了？然后让学生自主读书，通过交流、讨论，了解课文讲了
什么内容。



2、重点引导学生体会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对于主人公的心理
活动，课文中作了详细描写。我被克莱谛碰了胳膊肘，火了，
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吵架后，觉得不安，后悔，觉得对不起
他，很想认错，又觉得太丢人；心里暗下决心，可嘴里又说
不出。这些矛盾的心理活动，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每个学
生都经常遇到。我引导学生认真体会，让学生在情感上产生
共鸣。

争吵课文教案篇四

《争吵》一文围绕“我”和克莱蒂之间因为本子被弄脏而发
生争吵这件事情，重点讲了“我”的心理变化以及“我”对
整个事件的感受，本节课我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主要抓住我的表现的两个句子：“终于挨到了放学。我
愣住了。”展开教学。我先请学生朗读，从读中感悟出此时
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接着让学生思考：今天“我”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到底在想些什么？然后再
给“挨”字换词。第一个学生换了一个“等”，另一个学生
认为“等”的心情并不一定是我现在的心情，他想到
了“熬”这个字。再请学生举例说说自己平时觉得时间难挨
的情况。学生也能从不同的情况进行举例，有的说被关在门
外等妈妈下班，挨了批评不好受……。最后走进“我”的内
心进行朗读训练。

对于克莱谛的表现我主要抓住第十段展开教学。让学生从克
莱谛的动作、神态、语言中去体会他对朋友的宽容和友爱。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很棒。

争吵课文教案篇五

从教二十多年，对语文教学颇多感慨。教语文不易，教好语
文更难。考试是指挥棒，围着它转时，我们有许多语文教师
失去了自我，放弃了对教学方法的探讨和对语文教学深层次



的思考。面对学生不会阅读，害怕作文的现实，我们心焦，
但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

现在用新课标，新教材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新机遇、新起
点，让我们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走几步新路子成为可能。

当然，我的语文课并没有什么出新，只是对语文传统课堂的
细化与总结而已。我力图展示的，只是我在平时阅读教学中
的做法。

这几年的语文教学界，非常重视读的训练，在这方面的探索
与尝试，成功的范例很多。不过，我认为，阅读，有深有浅。
一目十行是阅读，水过地皮湿是阅读，精读细读也的阅读。
都说我们手中的教本应该成为学生的学本，也有让学生自主
阅读的说法，但我们一线的教师比谁都明白，孩子小，在他
们没有自主学习能力，还不懂得如何读好一篇文章的情况下，
任其“自主”，那是一种放任，学生是不能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的。今天我在课堂上所展示的，就是自己在平时的语文
课堂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一些做法。具体包括：

１、鼓励学生借助工具书，特别是字典。它对学生通读课文
有很大的帮助。善用工具书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２、鼓励学生每读一篇文章都要了解大意，这是对文章整体
的把握，也是一种概括性思维的训练。

３、鼓励学生养成边读边思考的习惯。这一训练过程，往往
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焦点。以前的“满堂灌”，老师将自己
的所思灌输给学生，偏了方向；而“满堂问”也未必就能引
起学生的思考。为了追求“活跃的课堂气氛”，“满堂灌”和
“满堂问”又被搞成了“满堂超”。但学生在这样的所
谓“活跃”的气氛中，即使是能够思考，也不会是深刻的。
阅读者，特别是善阅读者，是能够边读边思的，这是一种很
不错的阅读习惯。如何培养学生的这一阅读习惯呢？我所用



的方法，就是教会学生做批注。已经在课堂上有所展示了。
它使热闹的课堂沉静了下来，也使浮躁的童心沉静了下来。
只有心与心的交流与对白，这应该才是阅读的佳境。当然，
小孩子的思考不免流于肤浅、偏颇，放任他们的思想，信马
由缰，就没有我们老师的事了，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还
必须有一个收拢与限制，这就是我们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
用。组织学生相互交流，教师与以必要总结，进一步点明课
文的学习要点，使学生的思维与理解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

语言的积累和运用也是语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丰富
语言库比储备知识库更为重要。积累语言文字，是阅读教学
的必须。所以，我的语文课堂也安排了这一环节，所期望的，
就是让学生在平时的阅读中也会注意主动积累语言文字，形
成自觉积累语言文字的习惯。

以上是我在第一课时所展示的教学教学内容的说明。也算是
我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种基本模式吧。需要说明的是，一读识
文，二读思考，三读品味，四读积累，并不是说，把文章读
四遍，而是代表了四个层面，代表了每一层面上的不同要求。

在第一课时传授学生阅读方法的基础上，安排第二课时的阅
读方法应用，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坚持的做法。学以致用
嘛。掌握了一种阅读方法。然后马上给学生一个应用这种方
法繁荣机会还是必要的。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量，正
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要在第二课时阅读另一篇文章，就必
须对课本上的精读课文的讲读进行精缩。如果不管眉毛胡子
一把抓，面面俱到，惟恐落掉每一个细节，总担心考试考到
学生不会，这样是完不成教学任务的。其实，语文说到底是
一种能力，学生的语言分析与应用能力，正是在大量的阅读
中自然形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大一些。学生的语文能力
提高了，也就没有必要去担心学生应付考试的问题了。

偏颇与谬误之处，望海涵并挞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