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 三打白骨精的教学
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篇一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
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我们要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创设情境、提供机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
自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打”，读读、圈圈、划划，说说
为什么喜欢这一打？再交流讨论，老师及时点拨，指导朗读。
这样的学习，能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动手、动脑、动口，在亲
身体验中加以领悟，让学生在交流中达到共识，体会文章语
言文字的美。在学习时，我还让学生抓住打斗中的一些关键
词，谈谈自己的体会，说说文中哪些词句用得好，再引导学
生理解课文写孙悟空三次怒打白骨精，白骨精三次逃跑，唐
僧三次阻拦在词句描写上的变化，并从文中找出重点词共同
完成表格，既进行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又为复述课文做好了
铺垫。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篇二

古人在写作中，喜欢用到三，孩子们发现我们这篇文章中也
有很多“三”。

比如白骨精的三变，孙悟空的三打，唐僧的三次拦。

因为课文内容比较的浅显易懂，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者，
帮助孩子们理清条理。文章“三打”的起因、经过、结果，



学生可能有这个概念，但不一定明确，因此进行了指导。后
来在进行教学中发现其实文章内容浅显，但是里面有许多文
字值得推敲，孩子们的能说会道，但是只是基于对故事的了
解，并没有静下心来阅读文字，从中获得体验。我想语文教
学，目的不光是为了了解情节，而是品味语言。因此最后又
借用了十分钟让孩子们静心品读文字。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篇三

《三打白骨精》选自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班里学生大
部分已经读过这本书，同时也看过相关电视剧，可以说学生
对于这个故事很了解，很熟悉。所以，课前的预习我提高了
难度：小组自主学习这一课，介绍打的详细过程。

课堂上，小组交流自己的想法后，就展示汇报了。第二组介
绍了第一打——打“村姑”。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看到有
人这么好心送来斋饭，应该感谢的，可是这位村姑这个人物
出现的不合理，原因有两点：要不认识的陌生人，竟然知道
别人在什么地方休息，而且还主动来送饭，“径直”这个词
可说明就是找他们的'，怎么可能？这是不合理之一，说明这
个人物有问题，第二点是第一节告诉我们，唐僧师徒四人现
在是在深山中，可见，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能出现村姑呢。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妖精。

课堂上第二个难忘点之二：介绍完三打的故事后，我即使提
问：为什么是三打？你还知道哪些带三字的故事？除了学生
说的说明不好打了，很困难了等，其中一个同学这样回答的：
“俗话说‘事不过三’，三次就是一个极限了，前两次可以
原谅，第三次就绝不能原谅。白骨精，不死心，前两次很可
以原谅，那么第三次就不可原谅，必须要打死。”当然这个
答案对于这个问题不太恰当，但是可以看出学生他明白了一
些做人做事的原则，相信他也会在学生或者生活上能做到严
格要求自己，让自己“事不过三”的。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篇四

《三打白骨精》是根据吴承恩的古典名著《西游记》第二十
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改编的。课文通过孙悟
空三次棒打白骨精的故事，体现了孙悟空善于识别妖魔诡计
和勇于降妖除魔的本领，赞扬了孙悟空的坚定、机智和勇敢。

我觉得，教这篇课文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

《三打白骨精》是一篇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的美文，课
文的重点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一打之间联系非常紧密，
不可分割。教师可以在引导学生学习一打后，先别急着分析
人物性格特点，让学生细读二打、三打，引导学生比较孙悟
空三次棒打白骨精的经过；白骨精三次以不同的化身出现，
孙悟空三次识破妖精的诡计、三次棒打的动作，唐僧对孙悟
空棒打妖精的态度。关键要抓住白骨精的"变，有变才有识，
有识才有打。通过品读，学生对三者的性格特点会了如指掌，
深刻地认识到白骨精诡计多端、善于变化；孙悟空善于识破
妖计，坚定不移，具有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唐僧慈善，有
同情心，但却人妖不分，善恶不辨。

文中反衬对比的手法贯穿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中，教师要
引导学生体会。白骨精的`三变都被悟空识破，并最终丧身在
孙悟空的棒下，说明了什么？孙悟空的本领更胜一筹。悟空
的善于识别妖魔诡计和勇于降妖除魔的本领，正是因为妖精
的诡计多端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唐僧不能识别妖魔，而且心
地善良，因此误解并阻止孙悟空棒打白骨精的行为。但孙悟
空不顾师父的误解和惩戒，排除阻挠，坚持扫除妖魔，体现
了他的坚定不移。唐僧的表现也很好地衬托了悟空的形象。
教学中我们要把人物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领会主人公的光
辉形象。



三打白骨精教案反思篇五

白骨精的三变是故事的起因，在感悟这一人物形象时，我力
图通过原著中对”村姑”和“老公公”的描述，引导学生感
悟村姑的“美”和老公公的“善”，更进一层挖掘出美的背
后是心灵的丑。善的背后是心灵的恶。而对于老婆婆的形象
感悟，我则换用对比的手法，扣住一个“闪”字展开教学，
从而学生产生外表“可怜”，实则“可恨”。读完“三变”，
白骨精的反面形象就显露无遗了。学生评价的词语很丰富，
有阴险，狡诈，贪婪，蛇蝎心肠，诡计多端等。我顺势引导：
那么在这三变中，白骨精分别是的是哪些计策呢？我当时预
设的答案其实只有三个：美人计，离间计和连环计。谁知，
学生生成的答案却大大超越我的预设，而且十分在理。如：
化作一缕轻烟，那是金蝉脱壳之计；扮作哭啼寻女的老妇，
那是苦肉计；迫使唐僧念紧箍咒和逐回花果山，那是借刀杀
人之计。学生的答案让课堂变得更美丽，更有生趣，同是也
让我想起了陶行知先生的《小孩不小歌》。

二、媒体的“推波助澜”

经验告诉我，课堂行到第30分钟左右，是学生的思维出现疲
惫的时刻，如何让学生跳过这一“盲区”，将认真听课进行
到底？我根据教材内容，插播“圣僧恨逐美猴王”的视频，
直观、熟悉的西游记电视片段牢牢地吸引了学生，唐僧的迂
腐，糊涂，不分青红皂白，孙悟空的冤屈，痛苦，但有情有
义深深地震撼着学生的心灵。视频播放结束，每个学生的心
中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者是对唐僧的埋怨，批评，或者
是对悟空的同情，安慰。此时此刻，安排学生写话应该是水
到渠成的。果然，学生都能静心写，表达自己的心声。我想
这得感谢媒体的“推波助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