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 三顾茅
庐教学反思(实用8篇)

导游词的内容应包括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特色建筑、
艺术品等方面的介绍。导游词应该具备一定的逻辑顺序和故
事性，以便能够吸引游客的注意和记忆。在这里，你可以看
到一些经典导游词的示范，它们充分展示了导游的魅力和技
巧。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一

一、精读感悟在我们数学课堂中的运用。现在我们的数学课
堂在对知识点的感悟上是比较薄弱的。很多同学看题目的时
候都是走马观花，更别提去认真感悟了。数学的本质是生活
中的数学。而同学们把数学学得太死了，老师有时图省事不
想让同学们感悟探究就把结论给提示出来了。导致学生学不
到数学方法和数学的真正意义。总之就是缺少了感悟的过程
与方法。以后的做法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把课堂还给学生，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将自学、交流、展示、点评、拓展、延
伸贯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根据教学内容灵活组织课堂，教
师对题型的引导和把握上充分留出让学生感悟的时间，不能
越殂代庖。让主体和主导作用落到实处。

不对的，应该是课桌（面）的面积是24平方分米。学生没看
出来的话，让他摸一摸课桌和课桌面再做评语：面积是手能
摸到的，而课桌就不是手能摸出来一个面就可以的。也可以
对大家说：课桌能用它的一个面代表整体吗？同学们摸一摸
课桌面和课桌是不是一回事呢?还有一题：一升水的质量和一
千毫升水的质量是相等的，学生犹豫的的不敢判对。老师就
可以说：大胆的想像：难道一升水和一千毫升水喝起来不一
样吗？这样的语言评价既让学生明确了优点与不足，又提出
了改进的方向。



三、教师放手，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在语文课上，每篇课
文学生都自主预习，小组间互帮互助，解决问题。课前的读
书时间也充实了学生的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数学上也可以放手让学生多思考
多想象，使数学课堂能呈现别样的风景！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二

《三顾茅庐》是一则历史故事，讲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诚心
诚意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故事，赞
扬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这是一篇发展语言、
启发思维、培养能力的好课文，同时，这篇课文也能帮助我
们很好地激发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让他们对祖国的优秀作
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能达到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我在
教学的过程适时地插入了三个片段的欣赏：

1、在学生品读刘备斥责张飞的话时，通过朗读，学生基本体
会到了刘备的诚心诚意，这时我引导学生了解刘备、张飞、
关羽三人的关系，引出“桃园结义”的典故。从而使学生既
从张飞和刘备的关系上理解到刘备为了诸葛亮而斥责自己拜
把子的兄弟，真可谓是诚心诚意;又对阅读《三国演义》中的
其他故事产生了较大的兴趣。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对课外阅读有了兴趣，我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
必定会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学生的语文素养会快速的提高，
使学生终身受用。

2、在品读文章借助环境描写来体现刘备的诚心诚意时，学生
抓住了“雪花纷飞”、“数九寒天”等词语，了解了在这样
寒冷的环境中，刘备能这样做确实体现了他当时的决心之大，
心意之诚。但文章中对环境的描写只是这么几个词语，要深
入体会出这种诚意，是比较模糊的。于是，在这个地方，我
又加入了另一个片段的欣赏——《三国演义》中后人写刘备



风雪访孔明的一首小诗：一天风雪访贤良，不遇空回意感伤。
冻合溪桥山石滑，寒侵鞍马路途长。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
纷纷柳絮狂。回首停鞍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通过这首
小诗的欣赏，学生对当时的情况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刘
备的决心和心意有了更深的感悟。同时，学生在阅读欣赏这
个片段的时候，又进一步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摆
脱了枯燥的文本的学习，在阅读体会的过程中，增强了阅读
能力，提高了口头叙述和表达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材
料，使学生了解祖国优秀灿烂的文化，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热爱语文，丰富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今后的
写作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在了解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体会了其求贤若渴、礼贤下士
的精神后，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的内容，提升学生
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品味和欣赏，我又不失时机地插入了第三
个课外阅读欣赏片段。诸葛亮深为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
所打动，答应了刘备的请求，离开隆中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
汉的国基。你知道有哪些胜仗吗?(学生纷纷讲了自己了解的
一些故事)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就走上了为了国家统一大业
的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在二十一年后回忆起这
段经历，写下了这样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
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
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
来二十有一年矣。学生通过阅读，既对课文的内容有了更深
的理解，又从中受到了道德情感的教育，增加了语言的积累。

整堂课的教学过程虽然比较流畅，但也存在很多不足。我以
刘备哪一点感动了诸葛亮为主线，让学生在自渎自悟中去发
现刘备的“诚心诚意”。当学生找出相应的句子时，我只是
一味地问“你从哪里看出刘备的诚心诚意”?而且一步步深入
分析的过程都是我牵引着学生在思考，只扶不放，没有充分
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忽视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课内语句分析多且烦琐，在有限的'课堂40分钟时间内，学生
朗读的训练和指导不够到位，如在比较刘备的“斥责”
和“大声斥责”时，学生的朗读没有体现出大的差异，我并
没有及时点拨指正，使这一朗读环节在形式上走了过场。在
最后出示《前出师表》表中的段落时，有句“先帝不以臣卑
鄙”，“卑鄙”一词古今意义相差甚远，这一点我没有在教
学中作渗透，容易引起学生误解。

总之，本堂课中遗憾之处还有不少，有待于今后不断学习提
高。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三

在了解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体会了其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
精神后，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的内容，提升学生对
祖国语言文字的品味和欣赏，我又不失时机地插入了课外阅
读欣赏片段。我问学生：刘备这样诚心诚意请诸葛亮出山辅
佐他创立大业，诸葛亮被刘备的精神所感动，终于答应了刘
备的请求。这以后，诸葛亮忠心耿耿，帮助刘备打了许多胜
仗，你们知道有哪些战斗吗?(学生纷纷讲了自己了解的一些
故事)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三
国演义》。学生通过阅读，既对课文的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
又从中受到了道德情感的教育，增加了语言的积累。

在课文上完后，学生的热情十分高涨，于是我抓住这一时机，
利用阅读课开展了一次《讲三国故事》的.活动，这不仅是对
文本的一种升华，而且带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大大激
发了孩子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在班上刮起了一阵"
三国风。"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四

三顾茅庐是国标本教材四下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是根据罗
贯中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第三十七回改编而成的，文



章任务人物形象描写栩栩如生，文字背后内涵深刻，因此在
教学的时候我紧扣一个 ‘读’子，在读中感悟一个“诚”字，
重点处让学生多读、多悟、自读、自悟，力求读出‘诚’，
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我注意以下两点：

我在使用本科教材时，将隆中的景色描写置前，这样做就是
为了让学生在后面的自读自悟的过程中学的更加紧凑。

我努力给学生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让学生自读自悟，交流
体会，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老师积极表扬，让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重视，享受成功的快乐，这节课始终是以
刘备对诸葛亮诚心诚意这条主线来写的，也是唯一的一个中
心问题来组织探究学习的，那么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学生
的主动得到了发挥，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交流合作的能力得
到了培养。第二课时的教学我是从景入手，以景点人，在师
生交流的基础上引出刘备的诚意，感悟刘备的诚意，这正是
本科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教学，我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让学生
在自读感悟的基础上找一找、读一读、演一演刘备的诚心诚
意，比如让学生找到表现刘备动作的词和句子，恭恭敬敬这
个词让学生联系以有的生活经验体验刘备的诚意，在感悟的
基础上再度课文，插图的作用不可以忽略，在学生读到刘备
轻轻敲门这个环节中，我不失时机的让学生扮演刘备，想象
一下此时此刻人物的神态，动作，还有语言，让学生在表演
当中拓展读书的空间，读出文本以外的语言，切实的体会刘
备之诚，然后再来朗读重点的段落，学生置身文内，实现了
与文本零距离的接触。

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是我们语文教学的重要的任务，我
借学习《三顾茅庐》这篇课文把学生引向更广阔的阅读空间，
所以最后我给学生留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回去以后读一读
《三国演义》。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五

每位教师都看到了《三顾茅庐》这篇文题目的左边有一枚邮
票，不知大家对这三国演义的邮票有多少了解？我不是一个
集邮者，我说不太清楚。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下。下面就是我
查找到的部分资料：

《三国演义》系列邮票从1988年发行第一组开始，到1998年
十年间共发行了五组邮票，共20枚邮票3枚小型张，以“桃园
三结义”始，至“三分归晋”而终，内容上基本包罗了三国
时期的主要战役和重大事件。因为《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是
“尊刘抑曹”，因此邮票设计内容也是以刘备一方为主，其
中对孔明先生的偏爱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和他有关的邮
票共有“三顾茅庐”、“舌战群儒”、“智激孙权”、“草
船借箭”、“赤壁鏖兵”、“白帝托孤”、“孔明班
师”、“空城计”、“秋风五丈原”九枚之多，基本包括了
诸葛亮一生中所有重大事件。当然，无庸置言，这些故事也
是书中浓墨重彩所描绘的精彩华章。《三国演义》五组邮票
设计时都是采用中国工笔重彩画的形式在仿古绢上绘制而成，
为了在方寸之间表现出原著的神髓，设计者颇费苦心。在五
组邮票中，前两组由陈全胜所设计，主要描绘了三国前期主
要人物与事件，刘关张、吕布、貂禅、赵云、曹操、诸葛亮
都在此时粉墨登场。后三组全部由温州书画院专业画家戴宏
海设计，核心事件是赤壁之战，第三组描绘的是赤壁之战前
两军的斗志斗勇，包括脍炙人口的舌战群儒、智激孙权、蒋
干盗书、草船借箭四个故事，为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战胜作
好铺垫；第四组描绘了赤壁之战及战后形势，包括合肥之战、
彝陵之战；到第五组后，三国英雄老去，刘备、曹操先后辞
世，三国故事基调也由雄壮变为悲凉，邮票在选材上如白帝
托孤、秋风五丈原无不贯彻这一基调，最终由三分归晋收尾。

这篇课文不复杂，我们这样引导学生阅读，也会引发部分学
生用这种方式去解读另外那些邮票，我们可以鼓励学生用这
篇文章的方式写剩下的那些邮票，其实这也是一次主题习作



训练。这类文章怎么写？就是看着邮票，读着名著，用自己
的笔来表达，那就行了。非常简单的写作，就可以从这枚邮
票开始。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六

《三顾茅庐》教学反思《三顾茅庐》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末
年，考虑到学生对三国历史不太了解，不利于理解课文，所
以我课前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这段历史，从东汉末年群雄纷
争的局势一直讲到到后来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中间涉及到
了桃园三结义、关云长刮骨疗毒、诸葛亮七擒七放孟获等故
事，还梳理了三国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番介绍，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我讲述这段历史时，教室
里静悄悄的，几十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随着我的讲解，
孩子们的眼神时而雀跃，时而安静；时而紧张，时而激动；
时而向往，时而敬佩。看到他们这可爱的样子，我又是欣慰
又是自豪。学生的求知欲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学习的兴趣
被激发出来了。精读课文时，孩子们的表现真的让我刮目相
看。在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精彩的回答让我
忍不住为他们喝彩！不信你看：王沁岚说：“从‘刘备想完
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句话中，我体会到了刘备是个胸怀大
志的人。”；陈妍惠说：“从刘备责备张飞可以看出他们兄
弟三人对诸葛亮的态度是不同的，张飞脾气火爆，缺乏耐性，
有点瞧不起诸葛亮，而刘备对诸葛亮非常尊重，一心想招纳
他。”；吴相成说：“从刘备和诸葛亮‘同桌吃饭，同榻睡
觉’中我感觉到刘备是诚心诚意地邀请诸葛亮出山，他不摆
架子，非常尊重诸葛亮的才华。”在气氛热烈的课堂上，孩
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他们独
特的阅读感受让我既惊讶又惊叹，以至于我激动得只会
说“你真会读书”、“你理解的.真好”诸如此类的话了。

虽然这篇课文的学习用去了整整两节课的时间，但是到了下
课时，学生还是有些意犹未尽，我“乘机”布置了课后阅读
《三国演义》的作业。我不知道学生在课后能不能找到这本



书，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读完这本名著。但我知道，这节课
上，学生向我、向文本敞开了心扉，自由自在地表达了感受，
无拘无束地彰显了个性，我们师生都深深地沉浸在了这个著
名的历史故事中，痛痛快快地学习了语文，享受了语文，这
样的课堂才是我心中的语文课！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七

生字词的教学是阅读教学、习作教学的基础，也是语文教学
中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如果生字词的教学不过关，语文素养
的提高、情感的熏陶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低年级的字
词教学更要抓好、抓实，使学生在学字、学词的过程中学会
掌握字词的'方法，形成能力，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感受祖国
语言文字的魅力，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课标中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
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给儿童的识字
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
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在识字教学中，教师就要发挥组织者、
引导者的作用，设计合理的教学流程，帮助学生创设学习的
情境，让学生在已有的生活经验、原有的知识水平上自主的
识字。教生字，教师常用的几个环节：读文圈画生字——带
音读生字——去音读生字——理解生字——识记生字——扩
展运用生字——读文巩固生字。这几个环节的设计遵循了学
生认知由浅入深、由难到易、由形象到抽象的规律，也符合
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即感知——理解——记忆——运用。
各个环节的操作教师注意把握节奏、关注学情、启迪思维、
调动情感，做到张弛有度、富有情趣。

三顾茅庐的教学反思简洁篇八

《好娃娃》是一首具有浓郁的湖南乡土风味的儿童歌曲。余
慧作词,潘正宁作曲,歌词用朴实的语言,将天真可爱的孩子给
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端茶喝、搬凳坐的日常生活情景展现出



来,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尊敬老人、有礼貌的好娃娃形象。全曲
为2/4拍子,五声羽调式,非方整性的一段体结构。旋律明快而
有亲切感,表现了儿童热情、活泼的性格特点,展示了祖孙三
代欢集一堂,共享天伦之乐的感人情景。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1.能学会好娃娃这首歌,并用亲切、甜美的声音进行演唱。

2.能大胆地尝试表演歌曲中各种人物的动态及情感,积极与同
学合作进行音乐戏剧表演。

3.知道要尊敬长辈,待人有礼貌,在家里应该怎样对待爷爷、
奶奶。

我第一次尝试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这种教学模式。

我设计了几个环节:欣赏歌曲,学唱歌曲,进行音乐戏剧表演。

课上,学生已经很好地演唱歌曲,完成了学习目标1,同时也懂
得要尊敬老人,有礼貌,做一个好娃娃。

这节课的不足地方是在音乐戏剧表演这块完成地不好,没有达
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原因是自己准备不充分,头饰不够,布
置家的环境过于简单。没有激起学生表演的动力。

评价过于潦草。没有发挥学生对音乐的表现、创造能力。

以上是我自己的反思,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加强自己的课堂
教学,使自己不断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