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 寓言二则教学
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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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篇一

二年级下册第27课是寓言故事，本课是由《揠苗助长》和
《守株待兔》两篇寓言组成。课文分别为我们描述了古代两
个可笑的人物形象。一个做事急于求成，违背常理，结果把
事情弄得更糟；一个是对意外的收获心存侥幸，不认真做事，
结果一事无成。这两则寓言都是家喻户晓的作品，语言简洁
明快，内容生动有趣。寓言常常是以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
深刻的道理，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载。寓言的学习应
抓住课文篇幅短小、内容生动有趣的特点。引导学生结合课
文的插图，抓住理解重点词句，分析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心理
活动，读懂课文内容。同时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
理解感悟。抓住课文的内在联系，分析因果揭示寓意，让学
生从中受到教育和影响。如：《揠苗助长》，讲的是古时候
有个人盼望禾苗长得快些，就把禾苗一棵一棵地往高里拔，
结果禾苗都枯死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事物有它自身的发
展规律，如果违反自然发展规律，强借外力，强求促成，反
而会把事情弄糟。这则寓言情节简单，学生一读就能了解故
事内容，但寓意比较抽象，这对于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是比较
难以理解的。为此，我认真研读了文本，寻找到了本课教学
的关键所在，较好地引导学生悟出了深刻的寓意。在教学前，
我努力思考应该怎么样教授，才能让孩子在短暂的课堂上明
白这两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于是，边看书，边思考，就在
自己手捧着课本想：这两个人的表现有趣极了，第一个人，
看到自己田里的禾苗没有长高，好着急，于是自己认为想了



一个“好”办法，“好”辛苦地将禾苗全部拔高，而自己认
为的“好”结果却让禾苗全部枯死了，于是我们得出结论：
这个人好愚蠢。哈哈，自己就用这几个好字，作为本节课的
一条线，作为板书，相信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学习好轻松啊！

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篇二

一，导入

寓言是三年级的学生首次遇到的新的体裁，所以一上来，我
觉得有必要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寓言，让学生知道在这则小故
事中包含着一个道理.并让学生说说平时看过或听过的寓言故
事，让学生从现实的例子中真正理解寓言二字的含义.即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后通过学生说的例子中导入我们要学习
的一则寓言《揠苗助长》.学贵有疑，我大胆地让学生针对题
目去质疑，然后帮助学生归纳出要解决的问题，并打上问好，
让学生做到心里有数。

二，以读感知，以演促演

这则故事很精彩，通过演的方式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能让学生通过真实的演来掌握道理.但是要能演好却不是很
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让学生掌握了文中人物的心情，语气，
动作，把自己当做文中的农夫，才能很好的通过演出再现课
文的内容.所以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反复让学生进行朗读，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在读中理解课文，在读
中感悟课文.在阅读中与文本对话，在对话中师生交流，在交
流中共同成长.

三，重视字词教学

四，不足之处



整堂课我就是从以上几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学习，让学
生真正地做学习的主人。

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篇三

《寓言两则》是苏教版第六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讲述了
古时候有个人盼望自己的禾苗长得快些，就将禾苗一棵一棵
往上拔，结果禾苗都枯死了。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浅显，主
要通过指导学生朗读来领会课文内容，把握故事内容，结合
生活实际体会故事蕴含的道理，懂得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
步做，不可急于求成。

寓言是三年级的学生首次遇到的新的体裁，所以一上来，我
觉得有必要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寓言，让学生知道在这则小故
事中包含着一个道理。并让学生说说平时看过或听过的寓言
故事，让学生从现实的例子中真正理解寓言二字的含义。即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后通过学生说的例子中导入我们
要学习的一则寓言《揠苗助长》。学贵有疑，我大胆地让学
生针对题目去质疑，然后帮助学生归纳出要解决的问题，并
打上问好，让学生做到心里有数。

这则故事很精彩，通过演的方式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能让学生通过真实的演来掌握道理。但是要能演好却不是
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让学生掌握了文中人物的心情，语
气，动作，把自己当做文中的农夫，才能很好的通过演出再
现课文的内容。所以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反复让学生进行
朗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在读中理解课文，
在读中感悟课文。在阅读中与文本对话，在对话中师生交流，
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例如："宋国有个农夫，他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
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他总觉得禾苗一点儿也没有长，心里
十分焦急。"在这一小节中我主要想通过反复的读让学生自己



理解农夫那时候的心情，然后让学生自己通过自己的朗读来
想象农夫会怎么看，会怎么想，会怎么说，为最后的表演做
一个铺垫，让学生在表演中有话说。每一小节都能这样读演
结合，以读促演。

这样一次一次的阅读与小表演的结合，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大纲》中明
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
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形成能
力。学生自主学习，既避免了教师的烦琐讲解，又培养了他
们独自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在学生
活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

这是一课时的教学，所以识字，写字也十分重要。这堂课，
我充分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来丰富识字教学。让学生自己来
为生字找"朋友"，真正的把生字运用到生活中去。

课堂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比如对于学生的回答评价语言少，
总感觉到只有那么几句可可以表扬的话，还有在读的层次设
计上要有所把握。

整堂课我就是从以上几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学习，让学
生真正地做学习的主人。

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册的《寓言两则》，一则是《揠苗助长》，一篇是《鹬蚌
相争》。教学中，我主要让学生充分朗读，在朗读中理解课
文内容，在朗读中感悟人物性格，在朗读中体会寓意。

朗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朗读方式。如
教学初始，我让学生自由读，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因为
课文内容比较浅显，所以学生对主要内容的把握不是很难。
通过交流，学生了解了课文主要讲了古时候那个人盼望禾苗



长得快些，就把禾苗一棵一棵往上拔，结果禾苗都枯死了。
语文课要有语文味，孩子能够把句子读得有感情，读出语文
味，这个过程，就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品味、消化、吸收，
我让学生品读《揠苗助长》表现农夫急性子的语句，学生读
得比较有味道，说明他们能体会当时的农夫的心理。最后，
我让学生进行表演读，通过表演读，再次感受人物的心理、
性格特点，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说说寓意就不会显得难了。

寓言二则的教学反思篇五

与凌云版主和三备的许多老师一同研备，对寓言的教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同突然产生了成都大学的陈大伟教授所说想
上课的愿望，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教学设计到底效果如何。自
己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我们的学生，到底会是怎样一种情
形呢?就在这样的忐忑与期待中开始了我的寓言尝试课。

要突破的难点：

因为第一课时只是侧重于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基本了
解两则寓言的主要内容，然后就是写字，这样，我的第二课
时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既要精读感悟，又要理解寓意，还要
拓展延伸，对于一项比较慢节奏的我，是一个挑战。要在40
分钟之内，尽可能地完成预定目标。

最大的收获：

呵呵，这个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就是第一次独立地按照自己
设计的教学环节，设计制作课件。因为我们学校的电脑老师
是半路出家，又忙于教学，我们的教室也没有多媒体，所以，



这方面我们接触的少，上公开课基本就是从网上下课件，然
后改一改。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必须做一些课件，这样，就
开始了基础的尝试。虽然只是一些文字处理，但是还是颇感
骄傲的，从文章的呈现，揭示的寓意，到来自寓言的成语的
出示，补充阅读，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感觉美美的。

目标达成情况：

预设三个目标，教学重点及教学难点各一个。

目标：

1.关于寓意的理解，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领悟故事蕴含的寓言。
2.了解了寓言的基本特点。3.能够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结合生活实际领悟寓意，懂得做事要脚踏实地，不可
急于求成以及双方为了一点利益互不相让，可能会导致两败
俱伤的道理。

难点：能够联系生活实际举出与两则语言类似的事例。

应该说，三个目标完成的还不错，对于教学难点的把握，感
觉只有小部分学生能够结合生活讲一讲，其中，有的孩子举
例说，小偷只顾着在人群中偷东西，却没有料到身后正有便
衣警察等着他。受这个孩子的影响，又有一个男孩子说两个
小偷因为分赃问题展开争论，正好被警察抓个正着。

大家更多的是针对第二个故事举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我想



是由于我的原因。因为在学习完《鹬蚌相争》之后，我给孩
子出示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让孩子总结了
这个故事蕴含的道理，然后就接着出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并用电子白板出示了这个故事，让学生感悟只顾眼前
利益，往往会让他人得利，所以，学生举的例子也是跟这个
有关。

但我提示生活中有没有跟宋国的农夫一样急于求成反而把事
情弄得更糟的例子时，孩子们都感到为难。于是，我给孩子
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急于完成作业，书写潦草，然后被撕
掉重写;炒菜时嫌火慢，把煤气开得很大，结果把菜炒糊了。
在我的提醒下，有的孩子举了类似的例子，这让我觉得学生
的思维没有打开。

我想，如果教学完第一个寓言之后就让学生举例，当时学生
大脑正处于兴奋状态，思维可能更开阔一些。在学生思维最
活跃的时候，学习最投入的时候，联系生活实际举例效果可
能更好些。

高潮部分：

1.在品读《揠苗助长》表现农夫急性子的语句时，学生感情
把握非常充分，文章读得非常有味道。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孩子能够把句子读得有感情，读出语文味，这个过程，就是
对语言文字的一种品味，消化，吸收，今天同学们表现非常
好。

2.关于“一棵一棵”的争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当我
问到为什么“一棵一棵地往上拔”?有的孩子说他有耐心，我



就追问了一句：“同学们刚刚说他是急性子，这会儿他怎么
又这么有耐心了?”有的孩子说，他既性急，又有耐心。

(显然没有理解)有的孩子理解就特别好：“他想让禾苗快点
长高，所以一棵一棵往上拔，觉得虽然累，但也值得!”这样
一辩，孩子对农夫急于求成的心理感受更深了。不过，觉得
我少说了一句话，应该点一下，这里的耐心是反衬他的心急
的。因为觉得学生有些纠缠不清，想急于往下进行，当时表
述可能也不是十分清晰，估计有的学生还是会有些糊涂的，
自己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3.关于寓意的揭示。虽然孩子们没有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
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比如：庄稼生长需要一定的时间，不
能太心急;禾苗有它生长的方式，不能破坏它;提到了“欲速
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等。再如第二则寓言，
我们谈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
寓意的揭示水到渠成，教师再用多媒体展示出来，学生理解
了，记忆也更深刻了。

4.当出示《狐狸和葡萄》、《苍蝇与蜜》两则寓言，让学生
比较寓言的特点时，学生说出了三点：

1)寓言都包含一个深刻的道理;

2)寓言里的人和动物都有点笨(傻);

3)寓言的内容都比较简短。



对寓言的特点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

遗憾：

1.没讲透的部分：

在学习完《鹬蚌相争》之后，出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故事，让孩子们分别说了一下螳螂、蝉、黄雀、吴国的眼
前利益和身后祸患，但是却忘记让孩子比较一下，这两个故
事也是略有不同的，鹬蚌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各不相让，让他
人得利;而螳螂、蝉、黄雀、吴王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
祸患，不存在不相让的问题。如果教学时稍微点一点，学生
对这两则寓言理解更深刻一些，从孩子举的事例看，侧重于
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是各自退让一步。这是考虑不周的地方。

2.本来打算让孩子讲讲自己知道的寓言故事，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讲，这个环节可以删掉，放到练习八的成语故事里一起
讲。

3.时间分配不太均匀，《揠苗助长》用时略多，《鹬蚌相争》
相对较弱。老毛病不能一下子改掉，已经好了很多，如果一
节课容量特别大的话，是要有所取舍的。

这两则寓言上完了，但是对寓言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个尝试
也让我明白了：教学一组文章时，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枝
末，延伸有度。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四十分钟就结束，应该
给孩子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让孩子继续研究，学习，让四
十分钟的学习无限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