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伊索寓言教学反思(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伊索寓言教学反思篇一

由于教学进度上和同规班级差了两课时，所以打算今天一节
课把《伊索寓言》上完。

仔细阅读这篇课文，感觉比前面的《成语故事》要简单，简
单之处在于：

三个成语故事的道理要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自己感悟，而本
文的三个故事不仅情节简单，而且文章的最后都用精辟的语
言把寓意揭示了出来，似乎不需要老师讲过多的内容。

于是，课就这样进行了。我打破了常规的做法，把三个寓言
混在一起讲，也就是先熟悉故事情节，再分别理解寓意。

故事情节自然没有问题，因为主人公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物
(狐狸、蝉、狼)，而且这些故事在学生还没有入学的时候就
已经被当做睡前故事听过许多遍了。

而在揭示寓意的时候，学生虽然能很快地找到表示寓意的句
子，也能很流利地读出来，甚至结合课文内容也可以说出自
己的理解。

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所要揭示的道理已经不能再局限在课
文中，局限在几个动物的身上，它要求学生深刻理解，和生
活实际相结合。



所以，当我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说对三句话的理解，学
生竟然目瞪口呆，无法回答。

我突然认识到：学课文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太过简单
地看待看似简单的问题，否则，学生的学习是虚的，是无效
的。

伊索寓言教学反思篇二

《伊索寓言》是苏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篇课文。本
文所选的三则寓言，故事情节紧凑，意蕴丰厚，以浅近的语
言把角色刻画的绘声绘影，生动传神，令人读后兴味盎然，
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1、最投入的课时最美丽的课。教师的热情与活力，快乐与自
信会影响、感染学生。这节课上，我情绪饱满，全身心投入，
与学生平等对话，入情入境，不像是在上课，而是和学生一
起徜徉在文学作品的世界里，享受故事带给我们的快乐。因
此，整节课上，学生激情四射，思维活跃，教学目标顺利达
成。

2、一课一得。在语文课上，与其面面俱到、蜻蜓点水，不如
讲深讲透一点。而这堂课我的设计就是要教给学生读书的方
法。每个环节的设计都是为让学生学会读书方法而做的准备。
从搜集资料、汇报交流，再到阅读故事，明确寓意，进而总
结出伊索寓言的特点，学会阅读伊索寓言的方法，最后拓展
到整本书的阅读。环环相扣，目的明确。

3、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本节课上，我把“以学生为本”作
为教学设计的主导思想，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课堂上，
我充分引导学生读书、思考，朗读，畅谈感想，交流读书体
会，把课堂交给学生，提高了他们的阅读能力，整节课教得
轻松，学得愉快。



当然，反思整节课，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1、时间安排前松后紧。学生汇报交流伊索和《伊索寓言》的
时间过长，导致后面拓展阅读寓言故事的时间不足，匆匆而
过，没有给足学生充分交流的时间。

2、部分学生课前对没有阅读《伊索寓言》，阅读量不足，课
堂上只在观看而没有参与，而老师只顾完成教学任务，对这
类学生关注的不够。

伊索寓言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的语文课上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牧童和狼》以及
《蝉和狐狸》。

我想：今后对于按事情发展顺序叙述的文章，采用顺文而导
的方法会更有利于教学的顺利展开，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
解文本、感悟语言！

授课是为了引起学习者的知识上的认同,情感上的共鸣,还是
为了教学环节的花哨,过程的与众不同?值得我们思考.

无论什么，过程总是最美。有时直奔主题的不仅仅是教学，
还有为了一些目标而一大步浮躁的踏过生活。在寻找人生明
亮的位置时，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一路最美的风景。美丽的，
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稍稍侧目的那一瞥里。

伊索寓言教学反思篇四

“想象是思维的一朵奇葩”。有经验的教师要善于挖掘文本
的内涵，寻找能够进行想象训练的训练点，在课文情境中进
行补白说话训练。如果教师准确地把握住了补白训练的训练
点，既能很好地突破教学难点，领悟文本的核心价值，又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如：第一教时，《狐狸和葡萄》的教学重点就放在“想象狐
狸想了哪些办法去够葡萄”这个想象训练上，在进行语言训
练的同时领悟寓意。《牧童和狼》的教学重点放在“狼真的
来了，牧童喊救命，村民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想象训练
上，从而理解“说惯谎话的人，即使说真话，也没人会相
信”这个寓意，最后要求学生能将想象内容放进文本中，进
行创造性复述。

伊索寓言教学反思篇五

本届新乡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受益匪浅。

自己在讲课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力争拿出一堂好课，展示
出自己的优势；比赛中选手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激烈的
比赛后，大赛评委组专家教研室宋主任、附中刘主任、四中
杨主任又不辞劳苦进行了精彩深刻的点评。这一切使我获得
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许多的不足。下面就此
次比赛中自己的反思做一些浅显的总结。

首先谈一下相对成功之处，以利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改
进。

1、本节课在制定教学目的时抓紧抓牢“培养创造性思维”这
唯一的主线，所有教学活动都要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这样就
保证了使整个教学活动的效果。

2、教学过程中层次要分明，层层之间要承接自然、连贯，让
学生在学习时思维转换自然恰当，提高得当。

3、教学中重视课文，对课文的解析要到位。在此基础上更要
跳出课文，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层次，以达到能力培养的目
的。

4、自己在设计时注重了浅入深出的基本原则，在最重要的创



造性思维训练阶段，我先从比较容易的日常寓言入手，再到
有点难度的高考寓言，最后回归课本寓言进行高难度训练，
使学生循序渐进，切实提高他们的能力层次。

5、注意学以致用，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教学需要，本节课中我
在设计创造性思维时将20xx年高考作文题加入其中，既让学
生获得训练，又使学生注意到目前学习和将来高考的联系。

以上是此次比较成功的地方。

下面谈一下不足之处，这才是我本次活动最大的收获。

1、目前的教学对课文的解析还是相当重要的，而自己在这方
面做的还很不足。

上面在谈收获时我说到了教学中更要跳出课本，但是跳出的
前提是对文本充分深刻的解析，而我在本节课中对文本的解
析就出现了处理急促、挖掘不深的问题，使课文没有得到很
好的开掘。

2、课堂设计上没能够在最后再提高一步。

就像杨主任提出的那样没有在课堂结尾处联系课文中钱钟书
和卢梭对“小孩子究竟该不该读寓言”这一内蕴深厚的问题
引发学生的思考，让他们利用新学到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见
解，从而既回到课文，又用新知识解决课文的厚重之处，在
能力层次上更上一层楼。

3、教学环节转换中还存在着不够简明、连贯、衔接的地方，
显示出自己的课堂把握上的不成熟，这既需要自己进一步的
努力，更需要名师大家的指点。

最后对举办此次大型比赛的上级机关、领导表达深深的敬意
和谢意，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像我这样的教师才能得到锻



炼和提高，使自己对语文教学有了更深更真的认识，期望以
后这样的机会多一些，促使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更快的进步。
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事业更好地发展尽一份力。

4、教学中还可以采用其它的训练材料例如（1）一个著名的
教学案例：冰化了是什么？学生回答是水当然对，但是回答
是春天的更加值得赞扬。（2）薛谭学讴：原意是学无止境
（褒义）；新读新解是学习是为了使用，一辈子学习而不离
开学以致用，那么这种学习又有什么用呢？（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