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 出师表语文
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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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本篇文言文，虽然比较长，但并不是很难懂，所以在讲解课
文时，我让学生多读本课，通过学生自由读，汇报读，齐读
等方法让学生基本了解课文内容，在掌握了奏表的三条基本
建议以及作者追忆往事，表达兴复汉室决心后，发挥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动性，让学生以小级为单位结合注节和工具书弄
清文言词语含义，翻译课文，疏通课文内容。

在掌握课文内容基础之上，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文章从
哪些发方可以看出作者要报答先帝知遇之恩和效忠陛下强烈
的思想感情，深入理解作品思想感情。积极调动学生的思维。
同学们经过几分钟的共同讨论后，纷纷发言。有的说：作者
在提建议时，总是诚宜……不宜……，表现了作者对后主刘
禅具体的.、细心的教导。有的说：在提出亲贤远佞这条建议
时，依次告诉后主要在内政上和军事上要亲近哪些人，信任
哪些人，可见他的忧虑之深。有的说：本文13次提先帝，7次
提陛下，虽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最质朴的语言中传达
出“报先帝”“忠陛下”的真情实感等等。

通过本文的讲解，不仅掌握了一些文言词汇，而且让我们了
解了作者的耿耿忠心。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王娅莉

《出师表》是初中文言文中词汇量最大，最不好背诵和翻译
的课文，仅仅生僻字就有二十六个，四字词语有三十个左右，
如何确定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才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呢？我
反复思考后，设计为三个课时。

第一课时，自学课文字词。第二课时，读通课文。第三课时，
翻译课文。

课堂上只学习字词是很枯燥的，但是如果建立在自学为主、
训练为纲的基础上，学生也会对学习产生兴趣，因为每一个
环节都在调动他的学习参与度，增加他的自主学习能力，检
查他的学习状况。

第一课时给学生整整一节课让自学，根据注释，画出所有自
己不会翻译的词语，标注出读音。学生紧张而忙碌地学习了
一节课，我来回检查，遇到不做批注的就提醒他。这个过程
中，需要告诉学生怎样做标记，一是把重要的字词意思写在
下面，二是要思考怎么依据词语翻译这句话，三是要做出醒
目的笔记。检查很重要，如果不巡回走动，初中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没有自学习惯和默读的自制力。

第二课时主要是训练朗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读准
字音，是根据标注的读音抽学生分段朗读；第二个层次是读
准句读，去掉所有的标点，先自己练习读出句读，再抽人逐
段朗读；第三个层次是找出课文中饱含深情的句子，读出诸
葛亮当时的感情，学生找句子单独读，谈自己的感受，老师
再和学生一起比赛读。三个环节难度逐渐增加，就会引起学
生对朗读的兴趣，和挑战自己、征服困难的愿望。特别是第
二个环节读出句读是比较难的，每一张投影有三个段落，学
生需要练习好几分钟才敢起来读。第三个环节，其实是让学



生在素读的情况下理解课文，可以训练他们对文言文的猜读
能力和语言感受力。最后，我的示范朗读赢得了学生的掌声，
让他们感觉到读好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第三课时翻译课文，我在每一张幻灯片上标注了一句话“翻
译课文，语言流畅，突出重点词汇”，要求他们先看课文，
自己用三分钟时间试着翻译三个段落，然后合上课本，必须
很流利地翻译出课文，这个过程中，要求把重点的字词翻译
准确，同时我把课文中重要的词语板书出来。翻译用了半个
小时之后，为了避免学生疲倦，设计了五道选择题，用五分
钟填完。最后是课文填充，集体背诵。作业是课外搜集写诸
葛亮的语段，给诸葛亮写一段推荐词。

三节课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字词，学生始终注意力比较集中，
除了纠正个别错误外，老师讲得很少。在引导的过程中，主
要给学生强调了几点：

一．必须强化自己迅速识记重点词汇，流利翻译课文的`能力，
遇到单字要组词，遇到难句子要根据语境推断，遇到词类活
用要翻译准确。

二．必须戒除资料书的白话文翻译，告诉学生多数资料书上
的翻译并不是很准确，只有自己学会一字一句的翻译，才能
阅读更多文言文。

三．必须降低学生的畏惧感，每一节课都告诉他们学习的任
务，当学生觉得这节课仅仅是学会朗读的时候，他们觉得文
言文学起来也不难。在充分自学、充分朗读的基础上，集中
翻译课文，就会让他们有了自信心。

文言文教学，教学方式要因课文而异，我们不能依赖资料书
和教学参考书，要自己独立去感受去判断一篇文章的教学重
点，确定让学生能够接受的教学方案。学习的难度必须是逐
渐提升，让学生体会到了成就感，他才有信心去战胜更大的



困难。

我的教学反思是：一定要把学生的学习状态放在第一位，学
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而非教师；让学生做的一切事情，自己
要先去尝试；如果要让课文这把钥匙开更多的锁，那就先教
会他自学；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更多的尝试，讲台上的青
春期才会持久。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出师表》全文中，十三次提及“先帝”，无非是想让诸臣
不要忘了刘禅是先帝之嗣，不要忘了先帝之“殊遇”和“简
拔”，其用心可谓深远。正如前文指出，在《出师表》里，
诸葛亮以极其悲苦的语调陈述身世，不过是想以自身的忠贞
感染诸臣，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诸臣看在先帝的份
上，忠诚于昏庸之君。正是因为其“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
君，专权而不失礼”的磊落和坦荡才使其“行君事而国人不
疑”，也影响着诸臣，使他们表现出了对刘氏父子的无比忠
贞，甚直得到了敌手的尊崇，以至曹睿在临终前仿效刘备托
孤，要司马懿学诸葛亮“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的榜样。诸
葛亮忠贞的人格力量可见一斑，可惜司马父子并非诸葛亮，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诸葛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诸葛
亮借出师一表警示诸臣。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一、调动经验，缩小距离。

文言文与现代文一脉相承，许多语词、语用、语义是相通相
连的，学生生活中就大量存在耳熟能详的成语、名句，学生
积累的知识经验、已有的学习方法本身就是文言文学习的重
要基础。这些与学生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经验因素一旦得到
尊重并被充分调动，文言文与学生的距离感就会大大消除。以
《出师表》为例，有关三国的故事人物是深入人心的，让学



生讲讲他们知道的民间故事，说说影视戏剧中的人物形象，
谈谈对人物的看法，促使这些经验介入教学过程，远比照搬
教参讲深讲透的分析效果要好得多，学生在把握诸葛亮的思
想感情、理解三个建议等方面也会简单快捷得多。

二、调动情感，关注体验。

语文学习是以认知基础上的体验感悟熏陶为主的。然而在现
实中，我们却每每发现学生与文言文文本之间缺乏对话，学生
“活生生的体验”及“自我的精神体验”得不到重视和尊重，
属于学生自己的自由的体验被冷漠无趣的所谓讲解翻译所代
替，学生学习的诗文似乎是与己无关的，与趣味精美无关的
一堆符号。因此，调动经验之后，还须对学生的情感体验予
以充分关注。所以让学生以自己的感知为基础，以吟诵品味
为情感投入和个性理解为切入点，最终达到学生与文本与作
者的“心灵沟通”。在本课时中，我设置了这样一个情境：
假如你是刘禅，看了诸葛叔叔的《出师表》以后，会有怎样
的心情和感受？学生畅所欲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三、提高能力，激活课堂。

在实践中我发现，课前应放手让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等多种
途径充分占有相关资料，之后须有一个交流经验的反思过程，
有一个整合资料的合作过程。课中在疏通基本文意之后，应
有一个领会的过程，有一个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经历
“自由地言说”自主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本课时的课后
作业是让学生搜集有关诸葛亮的资料，评判他是一个怎样的
人并写一篇小作文，题目为《我看诸葛亮》。学生的作品虽
然很多是从小说中找的资料，但说的有理有据。

不足之处须改进。比如，没有穿插太多的历史材料加以补充
等等。今后，凡与历史有关的文言文，尽量多穿插一些史料
介绍，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有声有色的教学，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后，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相关内容并进行研究



性学习，把研究性学习成果汇编成册。

九上语文第六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出师表》出自于语文版语文九年级下册，是诸葛亮决定出
师伐魏，在北伐之前上奏后主刘禅的一篇奏表。在这篇表文
中，诸葛亮劝说后主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严明
赏罚，亲贤远佞，以修明政治，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表达了要报答先帝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的决
心。

为了更深入理解诸葛亮要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和效忠陛下的
强烈思想感情，帮助理解本篇文章，在教授这篇文章前，我
首先引导学生了解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及和先帝刘备之间的
故事。诸葛亮青年时隐居隆中，人称“卧龙”，素怀大志，
自比管仲、乐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其出山，遂辅刘备，
后建蜀汉政权，与孙、曹成鼎立之势。公元2，刘备称帝，任
诸葛亮为相，后继续辅佐后主刘禅，职掌军政大权。他励精
图志，赏罚严明。他在平定南中诸郡后又挥师北伐，在北伐
前上奏此表。

本篇文言文，虽然比较长，但并不是很难懂，所以在讲解课
文时，我让学生多读本课，通过学生自由读，汇报读，齐读
等方法让学生基本了解课文内容，在掌握了奏表的三条基本
建议以及作者追忆往事，表达兴复汉室决心后，发挥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动性，让学生以小级为单位结合注节和工具书弄
清文言词语含义，翻译课文，疏通课文内容。

在掌握课文内容基础之上，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文章从
哪些发方可以看出作者要报答先帝知遇之恩和效忠陛下强烈
的思想感情，深入理解作品思想感情。积极调动学生的思维。
同学们经过几分钟的共同讨论后，纷纷发言。有的说：作者
在提建议时，总是诚宜……不宜……，表现了作者对后主刘
禅具体的、细心的教导。有的说：在提出亲贤远佞这条建议



时，依次告诉后主要在内政上和军事上要亲近哪些人，信任
哪些人，可见他的忧虑之深。有的说：本文13次提先帝，7次
提陛下，虽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最质朴的语言中传达
出“报先帝”“忠陛下”的真情实感等等。

通过本文的讲解，不仅掌握了一些文言词汇，而且让我们了
解了作者的耿耿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