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优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篇一

《汤姆·索亚历险记》这篇文章和前面一篇文章一样，篇幅
比较长，而且文章分为梗概和精彩片段两个部分。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四大名著之一，其语言
的最大特点就是风趣幽默略带夸张讽刺。这篇课文的教学重
点是通过阅读梗概和精彩片段，把握名著的内容，激发学生
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

汲取了前篇课文教学中的失误。我在设计教案的时候首先考
虑的就是孩子们的喜好，然后注意抓住语言文字的特点展开
教学。

预习课文的时候我让孩子们将文章中的生字新词和四字词进
行了梳理和自学。

学习梗概的时候我只为孩子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1、通过读梗概，汤姆·索亚经历了几次历险？

2、你最喜欢哪次历险，为什么？孩子们经过自学讨论很快就
迫不及待地举手要求交流。特别是第二个问题，孩子们讨论
的兴趣很高，有一个孩子在谈自己为什么喜欢三个人到杰克
逊岛上过无拘无束地海盗生活的时候这样说到：我觉得这段



描写岛上景色的句子特别美丽，而且描写这几个小孩子的自
由快乐的句子也特别能打动人。于是我迅速抓住这个孩子的
发言，引导孩子们去有滋有味地朗读的句子。从孩子们的朗
读中我听出了他们的兴奋与高兴。在小结的时候我说：孩子
们，为什么我们能深深地喜欢这段文字呢？我们为什么能读
了这段文字后有满心的愉悦呢？这是文字的魅力在吸引我们，
这也是文字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孩子都似乎有所悟。

在教学精彩片段的片段的时候同样我只让学生先弄清精彩片
段里主要为我们讲述了什么，然后我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一个片段去细读，最后我让学生扮演汤姆为全班同学讲述在
洞中的奇遇。在孩子们交流自己喜欢的片段的时候，我给了
孩子们充分的时间去读去悟，让他们去体会作者的语言特点。

我觉得整个教学过程中最精彩的要算孩子们结合课文内容展
开想象讲故事了。一个个孩子都尽情地发挥想象，展开了合
理的想象。当学生进入了情境之后就会觉得40分钟实在是太
短暂了，尽管这节课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铃声响起了，但
是孩子们没有丝毫要急着出教室门去吃饭的意思。还有许多
孩子跃跃欲试想到台前为大家讲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让
孩子们写小练笔，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写汤姆的洞中奇遇记。
并许诺孩子们找个晚自习的时间来交流，评出最优秀的小练
笔。

我觉得我在教学这一课中孩子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初步领略了
语言文字带给他们的奇特感受，我想，只要如是地带着孩子
们去品位去感悟的话，孩子们一定会爱上中国的语言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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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篇二

我看了一篇关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儿童历险小说《汤姆。
索亚历险记》，小说中的主人公―汤姆。索亚是个有理想有
抱负也有烦恼的男孩，他是一个天真活泼又调皮的典型美国
少年。他生性活泼，善于说谎，会搞无穷无尽的恶作剧，却
又不乏正直，勇敢，善良的品性。小说的主要资料是：汤姆
为了摆脱枯燥无味的功课，虚伪的教条和呆板的生活环境，
他们作了种种冒险来改变自身的环境;去墓地探险，他和哈克
亲眼目睹了一齐凶杀案，在无辜者即将遇难时，汤姆勇敢地
站了出来，指证凶手。之后，凶手逃了。学校里的老师组织
学生去野炊，在一个山洞里，汤姆和贝基突然发现了凶手，
虽然如此，可凶手最终还是被活活饿死了。汤姆和他的朋友
们成了当地了不起的英雄。

当我看到“第二章”―无奈刷墙，战绩辉煌中的“汤姆一只
手拎着一桶灰浆，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长柄刷子。他环顾栅栏，
所有的快乐，立刻烟消云散，心中充满惆帐”的时候，想到：
在过去外国的生活中，他们的生活真是艰难，那些像汤姆那
样大的孩子还要刷墙，干家务，才明白此刻我们的生活比他
们要好很多。虽然此刻改革开放了，生活渐渐变好了，可在
西部地区的人们还是吃不到饭，就连一日三餐都不全，更别
说那些孩子上学的事了。

当我看到“第九章”―坟地惨案，波特受过中的“突然医生
猛地把对手摔开，抓起威廉斯坟上那块重重的碑，一下子把
波特打倒在地。与此同时，印第安。乔乘机把刀子一下子全
捅进了医生的胸膛”的时候，想到：过去的外国与中国差不



多，也是随便杀人，有时还拿杀人寻开心。如果故事发生在
现代，那么印第安。乔必须会被判死刑，波特也是一样。我
一想到“杀人”两字，立即就毛骨悚然，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只有不孝子才做得出来。

当我看到“第三十一章”―得而复失中的“这时，不到二十
码的地方，有只手，拿着蜡烛，从石头后面出来了。汤姆大
喝一声，那只手的主人―印第安。乔的身体立即露了出来”
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心想：这样汤姆和贝基会不会被杀掉，
或者是被杀后做成人肉包子?还是他们给他带路出去，还是。
我害怕极了，我实在是不敢再往下看了，但是强烈的好奇心
趋使我拿起了书。噢，还好，还好，是好的结局，印第安。
乔以为是法官派人来捕他，被吓跑了。

这篇历险小说的结局是完美的：汤姆和哈克两人意外地发了
横财，轰动了圣比得堡这个穷乡僻壤的小村镇。最后，汤姆
和哈克组织了一个队―海盗。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篇三

《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教学沿用《鲁滨孙漂流记》的教学方
法，只用一个问题统领全文：“文章哪些地方让你感兴趣，
为什么？你发现梗概原来是怎么写出来的？”问题抛给孩子，
他们如我预设般的很快谈了各自的感触，目光分散到了“墓
地试胆”“当小海盗”“鬼屋寻宝”“山洞迷路”“找到金
币”，基本做到了抓住关键词句，联系个人生活，体悟文本
内涵。关于梗概写法，也能从梗概和精彩片段中感悟出，梗
概虽然大致继续了课文的内容，但是也要有详有略，梗概一
般使用第三人称写法，而精彩片段大都是第一人称写法。我
随即为他们进行补充指导：

第一步：读。通过对原文的精读，尽可能地和文本、作
者“对话”，了解原文内容，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如果一
两遍读不明确就多读几遍，不到胸有成竹绝不“善罢甘休”。



第二步：抽。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抽取出原文各段的段落
大意。需要强调的是对一些描写具体或是富含情感的关键段
落要注意适当保留原句；对一些简短的、不影响文章表达的
次要段落则大胆地取舍。

第三步：连。将抽取出来的各段大意连接起来。

第四步：理。将连接好的语句梳理通顺：删去重复的文字，
做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使它成为一段通顺的话。不过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梗概也不例外。成文后多读多改，梗
概才能更精彩。

解决完以上问题，一节课时间竟然还有剩余，于是神秘的告
诉他们，黑板上老师刚刚书写的词语（学生读书时，我便默
读边书写，目的是给他们读书就要顺手摘录的启示，同时将
好词有意识的挑选出来用于强化记忆）是老师摘录积累的，
不光优美，而且里面有好玩的游戏，看谁能发现？一听游戏，
还很好玩，他们可是上了劲，各个瞪着牛眼睛探寻。有人举
起手了，又有几个孩子举手了。我见差不多了，就请他们说
自己发现的游戏。真是知师莫过于生，他们找出了词语的特
点，可以将词语进行归类游戏，比如：abac式：无忧无虑无影
无踪无边无际无声无息比如：abb式的：黑糊糊白茫茫比如词
语里含有一对近义词的，我让他们分类并进行补充，大家玩
的热火朝天。我想：本课的词语积累应该不成问题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篇四

小孩子的天性是玩、淘气，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淘气包：
汤姆。索亚，他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主人公。

汤姆虽然淘气，但他很机智。他用智慧得到了玩具，还不用
干活;他用勇敢告发了杀人犯印江。乔埃的罪行……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汤姆去干活时发生的事。



有一次，姨妈要汤姆刷墙。汤姆一开始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可是，小汤姆做事只有三分热度，一会儿就觉得很无聊了，
他可不想干这么枯燥无趣的事。这时，汤姆看到贝恩来了，
马上装出一副很好玩的样子，上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
刷刷。贝恩看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像刷墙，汤姆见
贝恩掉进了“陷阱”里，直到贝恩和汤姆交换苹果时汤姆才
答应让贝恩刷墙。接着，来了很多小伙伴，都用玩具和汤姆
交换了刷墙权。汤姆心里美滋滋的。不仅不用刷墙，还得到
了很多玩具。我真佩服汤姆的智慧。

在法庭上，恶棍印江。乔埃和所有的“证人”都说是莫夫。
波特杀害了鲁滨逊医生。而汤姆却勇敢的把当天自己藏在坟
场里所看到的事实大声说了出来，原来是印江。乔埃杀害了
医生!大家惊呆了!印江。乔埃赶紧逃走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非常有趣，汤姆的机智让你敬佩，汤
姆的勇敢让你赞叹，汤姆做的傻事让你哈哈大笑。快去翻阅
一下这本有趣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吧!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学反思篇五

《汤姆·索亚历险记》这篇课文讲述的是汤姆和他的小伙伴
们五次历险的经历，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所不能、淘气、向
往自由、勇敢机智、有正义感和爱心的一个孩子头儿的形象。
这篇文章和前面一篇文章一样，篇幅比较长，而且文章分为
梗概和精彩片段两个部分。根据单元目标和教材特点我把这
课的目标定为：了解梗概内容，初知人物形象；欣赏精彩片
断，感悟文章语言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感知人物形象；
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自认为有几点
还是值得夸赞的：

1、紧抓题意历险对教材的梗概部分进行梳理：墓地历险、荒
岛历险、鬼屋历险、山洞历险，这样梳理内容一目了然。



2.精彩片断的赏析中抓住“虚惊一场”这一关键词，把梗概
和精彩片断两部分内容联系起来，然后以大悲大喜的人物情
感主线展开教学，让孩子找出哪些是大悲的.描写，哪些是大
喜的描写，感受马克吐温文学大师的写作技巧。接着让孩子
们谈谈大喜部分的描写中哪些描写最吸引你？这时孩子们都
畅所欲言，无一不感受到作者语言的夸张。

3、小练笔：汤姆夸张地吹嘘这次历险过程特别精彩，有两个
词一连用了五六次——六个“怎样”，五个“如何”。让孩
子们结合梗概部分相关的描写，尽情地展开想象，把第一
个“怎样和如何”的具体内容写出来。可是在教学过程中时
间没有把握好，在梗概部分的教学中花了太多的时间，总认
为孩子会说不出来，所以引导太到位了。因为这时学生已经
预习了，对于故事内容应该比较熟悉，或者说我应该在布置
预习的过程中就让孩子以历险为重点，去概括写了几次历险？
这样在课堂上时间就可以省出来了。那么后面的设计“小练
笔”就不会成为虚设了。这是最遗憾的一件事。第二点值得
我思考的就是：我们老师上课在平时若布置了学生预习，可
能会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进行教学，那么在分开课时是否也
能一样做到呢？比如我这一课的教学，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教学时间就不会不够了，教学目标当然也能完成，甚至
还可能拓展更多的东西。可是往往在公开课上这件事还是很
难做到。总担心自己的预设不能及时完成，总担心学生的生
成答案与自己的预设不相符，害怕出丑。我想在今后的教学
中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