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十则教学反思 论语教学反
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论语十则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我结合学生的实际，在教学设计上主要考虑到了听、
说、读、写、背等方面的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
能力，加强学生学习的参与性的培养，使学生在课堂上的积
极性较高，学生基本上掌握了课堂的知识。但是通过反思，
我发现在课堂上对学生朗读的训练还不够，所以两节课下来，
大部分学生还不能背诵。看来在以后的此类教学中还应加大
学生朗读的力度。

论语十则教学反思篇二

《论语十二章》是古文中的名篇，在教学实践中，我把《论
语》的教学与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教《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章时，先让学生充分谈论日常生活
中求知的态度、对待错误的态度、为人处世以及如何看待时
间流逝等话题，再过渡到课文时，学生既容易接受，又深受
启发。现实生活中学生有许多迷惘与困惑的问题，《论语》
十二章的内容相当广泛，两者联系，尤其是把《论语》与学
生提到的问题挂上勾，对学生的启发是很大的。

把《论语》与生活结合，化难为易，化枯燥为生动，让学生
觉得《论语》其实很生活化，她离我们很近，是切合现实生
存的智慧。



在授课的过程中学生往往能课文背过，但默写时，常出错。
因此，要加强书写，巩固训练。

论语十则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凡卡》（第十二册）一文，如果通篇串讲，不但使文
章特色荡然无存，学生感到索然无味，其效果也会事倍功半。
因为文章篇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它交织着写信、回忆、
侧面烘托三条线索，多层次、多角度地突出文章的中心。如
此错综复杂的事件关系，便构成了本文的教学难点。为了实
现长文短教、化难为易，我在教学中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从整体入手，直奔中心，扣住学生的情感世界。待学
生完成自习预习，了解课文大意后，我提出了这样的问
题：“初读课文，你对本文有什么总的感受？”目的是让学
生悟出文中的情感，使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一氛围中，以缩小
教学因时间、空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困难。同时明确文章之所
以感人，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手法，来
突出同一个中心：沙俄时代穷孩子的悲惨命运。这样抓住关
键，直奔要害，能给学生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次，有意识地把文章按线索破为三大块，为突破重点做好
准备，我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找出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
旨在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线。再采用以点带面、发散思维的
方法进行引导：“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哪一点最让你感
动？”这是抓住学生情感世界的一次延伸，所以他们不难得
出共识：向爷爷述说悲惨学徒生活一段。接着精读细
读：“凡卡受了哪些罪？”“凡卡的叙述使你的眼前展现了
一幕幕怎样的画面？”目的之一在于读懂内容；目的之二在
于感染情绪，使学生的心始终与凡卡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进而明确此种描写细腻、
逼真的写作手法。再继续抓住情感：“试想一下，凡卡写到
这儿是一种什么心情？”发散学生思维，培养想像力，进一
步感染学生的情绪。“如果你就是小凡卡，你会怎样诉



说？”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这一段，提高朗读能力。“凡
卡苦苦地哀求爷爷带他回去，这一内容信中多处出现，请大
家有感情地朗读，体会凡卡痛苦的心情。”这样一来，原来
一封长信，就浓缩在一个重点段上，再放手让学生朗读，从
中悟情明理。既节省了时间，又发展了学生的品评鉴赏能力！
到此，教学的第一板块结束。“我们除了凡卡的语言叙述和
城乡生活的对比中感受到他悲惨的命运外，你还能从文中哪
些内容体会到凡卡生活的悲惨，内心的痛苦？”这一问题使
学生的思维自然导向第三板块。而且稍微拔高了难度，让学生
“跳一跳，摘到桃子”，使他们获得探求知识的乐趣。学习
好的同学动动脑子可能会想到凡卡写信前后的心情，中下等
同学可在老师的提示中得到启示，进而明白：原来文中细致
入微地刻画凡卡写信前担心、害怕的神情；写信中多次叹气；
写信后还做了一个好梦，也充分地表现了凡卡悲惨的命运。
到此，教学第三板块结束。

最后，把三大块有机地结合起来。“同学们，看这板书，联
系刚才所讲的内容，说说作者是什么样表达中心，突出凡卡
悲惨命运的？”此时，学生的脑海中已有清楚的三条线索：
信中诉说悲惨学徒生活，揭示了中心；回忆往事，对比现实，
衬托出中心；结尾的美梦，暗示了文章的中心。到此，教学
任务全部完成。这样，抓住情感因素，以朗读法为主，以问
题教学法和讨论法为辅，交替使用，使学生不但理清了文章
纵横交错的三条线索，感悟到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
的问题，由浅入深，击中要害，还使学生在朗读、讨论中深
切感悟到语言的精髓，做到了教师教是轻松，学生学得愉快，
教学效果令人满意。

论语十则教学反思篇四

此课的教学，前后的两个课时相互“链接”，融为一体，默
读中的三个问题贯穿两个课时。第一课时由三个问题引发学
生的思考，默读完之后，依次交流，学生的默读成果分类板
书。每一个问题的解答，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在“矛



盾”之处生成新的问题，这里的新问题是对原问题的深层思
考，可以留给第二课时，因此不必马上解决。“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巧置悬念，吊吊学生的胃口。胃口吊
一次还不够，还要吊第二次，第三次，学生都快坐不住了！
第二课时学生的浓烈兴趣依然不减。这使我想起了一句
话：“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带着更多的新问题出课
堂。”这一课的教学我不就是在实践着这一个理念吗？学生
带着问题默读课文，走入文本，带着成功的喜悦走出文本，
引发新问题后，学生再次走入文本，带着胜利的喜悦再次走
出文本！学生的思维始终处在活跃的状态，学生与文本之间
的对话自然而亲昵，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也在享受着语文。
第二课时的末尾虽然没有再产生更新的问题，但是凡卡超乎
寻常的坚强，为自由而生存的坚强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学生的
心里，引发的将是更加深刻的问题，留给学生的将是一生的
思考。

《凡卡》的教学，默读与交流交替进行，学生不断地在文本
中走进走出。每一次进出，学生都有新的发现；每一次交流，
学生在倾听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启发；每一次产生新的问题，
学生总是兴致盎然，兴趣大增。我想这就是理想的语文课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语文课也应该像说评书
那样，经常带给学生“意犹未尽”的享受！

论语十则教学反思篇五

孔子眼看时局纷乱，有心出仕济助众人，但他绝不肯违背道
义和原则而求官。再说他洁身自好，虽然他屡次受到一些洁
身自好的隐者的嘲讽，但他绝不消极，仍抱持进去的精神，
努力推行正道。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从他的这些话中可知，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
简单，不像有些所谓的圣人，只在乎名利，他对于不义的富
贵，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对道德、学问等不在于欲望的满



足，而在于德业是否精进，所以说孔子“不求名利，洁身自
好”。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们竞相做官，追求金钱和权力，
想想，是多么的可笑。一个连自我都迷失的人，拥有更大的
权力和无尽的财富有何意义呢？所以，我希望找不到自我的
人们都来读读《论语》，都以孔子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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