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模
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篇一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借助教学
反思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讲课技巧，教学反思应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个人是很喜爱先生的文章的，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一一拜
读过，先生的文章难懂确实不假，和读现在许多的文化快餐
不同，许多的文章你得耐下心来，细细的品味才行，一遍两
遍就想读出点子丑寅卯的人是万万不能体会先生文章的妙处
的。

诚然，先生对于黑暗的社会，贫弱的国家，愚昧的民众是有
着痛心疾首的恨，那是基于一个先觉者的敏锐，一个思想者
的责任之上的，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先生作为一个有血性，有
情感的男人抒写自己的梦想，回忆，失落与惆怅。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作者用实在的笔调详尽
生动的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那是一个孩子眼里的世
界，有百草园里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有神奇惊险的传说，有
雪天里捕鸟的乐趣，也有离开百草园的失落和疑惑，三味书
屋里新奇的追问，单调的学习和课余时偷乐的兴奋。一切都



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美好，而这些才是此文的终极目的，
那就是一个年已不惑的男人对自己童年最甜蜜，最温暖的回
忆。

当然，做为一个中年男人，尤其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和犀利
笔触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思想和风格。
那些不加修饰而自然天成的描写，沉稳凝重的叙述，深刻诙
谐的议论，张弛自如的抒情无不显示着一代文学大师老道的
功力。或许这些就是被许多人认为的“檄文，战斗”的特征
吧！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篇二

本学期伊始，我们就学习了这篇文章。虽然总体看，教学效
果还不错，但是，教完了之后，发现许多环节还没有尽善尽
美，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要把反思写一写，希望对以后的
教学有所帮助，也希望在教学之路上能够钻研得更深入。

一直以来，我的备课十分认真，这节课也一样，我把知识点
备得十分详尽，按照课文的组织顺序，从作者、题目、体裁、
选自篇目入手，一滴不漏地进行讲解。由于课文写的十分吸
引人，所以学生也十分爱学，刚讲完时觉得还不错，可是课
后在回顾时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刚开学，小组合作探究我利
用地不好，有些应该交给学生解决地问题，我却没有放手。
比如：第二段的写景为什么吸引人，从这你觉得鲁迅先生什
么地方值得你学习。另外，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处理长妈
妈讲的故事的，我是一语带过的。

在研究学情上，我忽略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薄弱，尤其是刚开
学，有些同学还没有从假期的懒散中调整过来，以至于字词
夯的不实。总之，深刻地钻研一节课，发现了许多可以改进
的内容，这其中有很多都源于备课时的考虑欠周到。



我的教学目标是这样设计的：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学习对比写法，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学习文章写景的方法；
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

这个目标符合单元教学目标，注重了知识的学习，但是，经
过反思和课后阅读发现，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主要记述
了作者童年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
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批判的成分
和目的不明显，所以，教学目标定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
判”，并不合适，最后我把它改成了对私塾教育稍有不满。

教学目标的制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程序和认知水平，要切实
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在本节课中，词语的字音和字形
这个问题上，我犯的错误就是没有考虑到学情，应把对词语
的掌握加入教学目标。课后我做了补充，分别在练习本和练
习册上听写了本课字词，巡视中发现好多学生还没有完全掌
握，好像放了一个假就忘记了怎么写字了。

在组织教学中，我的这节课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发挥小组的
力量解决问题，虽有师生互动，可是学生互动就太少了，以
后要改正。

我的教学，没有真正做到放手让课堂变成学生的课堂，如果
在教法上下功夫，完全可以还课堂给学生，是我怕影响教学
进度，不敢放手 。

另外，在教学中，我把对比的写法割裂开了，没有从整体上
把握课文，现在想来，在设置前置性作业时，应该这样设计，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景色有何不同，那里的人物有何不同，
作者对此的情感又有何不同，而我在教学中是讲完了百草园、
讲过渡段，再讲三味书屋，这样对比的意味就不突出了。

（1）表面热闹、一问一答，美名曰：师生互动。新课程改革
强调教育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反



思自己的教学行为的同时，观察并反思学生的学习过程，检
查、审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形成了怎样的能力，
发现并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这种反思，使教师及时调整自
己的教学节奏和教学行为。在讲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课时，我们要求找出和分析“雪中捕鸟”一段的动词，这
时，师生一问一答，课堂气氛表面上很热烈，但教学效果却
不理想。这是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发挥教育机智，而是僵
化地照搬教案，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发展。课堂上的问答也只
是限于几个学生，对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理念理解得不透。。

（2）提问只关注结果，忽视对规律的揭示。如只关注答
案“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等，很少引导学生
探究的过程。

（3）提问的语言不简洁，爱重复。

那么，我的教学就没有优点吗？不是的，在作业的设计上，
我分别布置学生用“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的句式写景，
用一连串动词写事，用我和鲁迅比童年写童年趣事。这些作
业效果还是不错的。

总之，一节课下来，静心沉思，发现这节课有收获，有失误，
方法上有改进，我想，只要我及时记录，及时总结，就能在
再教时有些创新，久而久之，我的教学水平就会有一个大的
提高。我的素质必然得到提升，教学效果也就必然得到提高。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进行反思性教学，看来是十分必
要的。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篇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的散文。鲁迅的作品，对于
学生来说是有些难度的，课文里介绍的生活场景百草园、三
味书屋，对于学生学习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文章的主题思想
中提及的封建教育制度对学生而言又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好



在文章里的游戏、知识等对于学生来说却是可感的。北京师
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富仁老师曾说：“只要文章具有经典性
和可感性的统一。学生就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此文的学习还是对学生以后深入的了解鲁迅的作品有一定影
响的。

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我利用学生现有的情感体验来感悟
文章的内容。学习前一部分百草园的时候，让学生自主学习
三个问题，体会百草园是作者的乐园，并把如何来写百草园
作为学生学习写景的重点。利用合作学习来解决，效果很好。
对于第二部分的学习，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之处，尤其是学
生理解学堂后面的那个园也有无穷的乐趣，为什么说三味书
屋是枯燥无味的呢？通过学习讨论，学生认识到，即使有乐
趣，也比不上百草园的自由和快乐，更加突出了三味书屋的
了无生趣。

虽然在教学中顺利的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总感到有些缺乏
活力，缺少激情。而课堂上学生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
总觉得自己在扼杀了学生的热情，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又觉得
调动起学生的兴趣的地方就是冬天捕鸟的过程，让学生试着
说一段自己做的某一个游戏过程，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没
有练习成。所以留了一个课下作业，以《炒蛋》为题写一个
过程，用上一系列动词。结果学生写的部分效果较好。现摘
录下一段：

首先将鸡蛋打碎，倒入一个碗中，在用筷子用力的向一方使
劲搅拌，搅拌均匀后，把锅里放上油，等油慢慢热后，再将
搅拌好的鸡蛋倒入锅中，用炒菜勺不断了翻炒，最后拿出盘
子，把鸡蛋盛入盘子中。

从这一环节中，我想，虽然课堂的学习上不是轰轰烈烈的，
只要在练习中，让学生训练语文的学习技能，也是一个真正
的收获。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篇四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经典课文，从我们上中学时
到现在，无论教材如何变化，这篇文章却为所有编写者青睐。
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本文是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恋歌，充满着浓浓的童真童趣，
也有淡淡的失落和惆怅。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有很多的解读，
诸如“批判”，“揭露”，“不满”等此类字眼几乎在每一
篇涉及此文的分析中随处可见。在本文中，作者详尽生动的
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在我的“乐园”里，有与大自
然的亲密接触，有神奇惊险的传说，有雪地里捕鸟的乐趣;即
使在三味书屋里，面对严厉的老师，我同样能找到乐趣，新
奇的追问，园内嬉戏，课下偷玩，一切都是那样的天真，那
样的美好。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把握文章的主题，我在第一
课时的教学中设计了“各抒己见”这一环节。预设的问题
是:“有人认为，百草园是乐园，三味书屋是苦屋，你赞同这
种观点吗?为什么?”要求学生速读课文，为自己的观点寻找
依据。课堂上本环节是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积极性最高的一
个环节。有的说三味书屋是苦屋，理由是学习内容枯燥无味;
有的说三味书屋不是苦屋，因为作者也写了一些趣事，如寻
蝉蜕、折腊梅枝……经过学生的探究，再由教师点拨，提炼
出这样一个观点：三味书屋中既有苦也有乐，应该说是一
个“苦中有乐”的书屋。再联系文章的第一部分，文章的主
题自然得以凸现，课后“研讨与练习一”中的问题迎刃而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传统的、经典的文章，可以
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伟大的鲁
迅先生用饱蘸了快乐甜蜜和惆怅忧伤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童年
时期的一段生活，文中有优美的写景，有详尽的叙事，充满
了童真童趣，也有着淡淡的失落和怅惘。 首先，作者对于百
草园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那景色优美的大自然，那充满诱惑的传说故事，那雪地捕鸟
的乐趣，都让我们读者为之赞叹和神往。所以，在离开百草



园的时候作者流露出了淡淡的失望和惆怅，这更符合一个孩
子的心理特征。 其次，对于三味书屋生活的记叙，我们同样
看到了作为一个孩子的好奇心，看到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也
看到了一个孩子在单调的学习和课余时偷乐的兴奋。所有的
这些描写，都让此文充满了美好和乐趣。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认识到课堂上问题的提出很关键。老
师提出的问题必须具有有效性，必须能拨动学生的心弦，必
须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这样学生才乐于回答，急于回答。
问题必须提到点子上，课文的难点才能得以突破。

当然，在本节课的教学中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如其它环节
的设计不太合理，导致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生读课文的
方式有些单一……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摸索，力求达
到课堂教学最优化。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的语文课，所讲内容就是七下第一课的第三课时，当下
课铃声响起，我的一颗躁动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讲完了一
节课，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轻松，我感受更多的是如果。如
果，这节这么设计几个问题，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下面把课堂重要情节还原一下：

1、导入：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百草园部分，作者抓住了“我的
乐园”来写，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童年的鲁迅到了上学的
年纪，他不得不告别他的乐园了，请同学们齐读第9自然段，
边读边体会作者的感受。

2、问题一：这部分主要写了哪些内容，请用最简洁的语言概
括出来。

问题二：作者在三味书屋的生活是怎样的？



问题三：书塾中的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作者运用了哪些描
写方法？

学生按照教师提示，思考之后，答第一题时，答案找的比较
散乱，不全，都找到了。（一）从先生角度：（学生渊博、
不回答“怪哉”问题、不经常体罚学生），教师提示后，学
生补充（教学认真，随时加入学习内容）（二）从学生角度：
（喜欢问“怪哉”类的问题，经常到书屋后面的小花园里玩，
在座位上玩游戏、画画）

答第二题和第三题没有给时间，而是都在第一题答题时都包
括了。

分析这一环节的处理，我的做法显得仓促，缺少逻辑性，把
三个问题混合在一起来讲，学生找起来没有抓手。经过反思，
如果再教此课，我认为：先指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理清第一
题答案（书屋的环境、老师、学生的读书生活）。进而自然
引出第二个问题，若学生不理解，可以换个问法：我在三味
书屋都做哪些事情？（拜孔子、拜先生、问“怪哉”问题、
习字、对课、折腊梅、寻蝉蜕、喂蚂蚁、做纸盔甲游戏、画
画儿等）。接着回答第三个问题：文中我的先生是一个怎么
样的人，我对他的感情如何？（引出他是一个严肃、和蔼的
老塾师，外表严厉、内心和蔼有责任心，我对他恭敬、尊
敬）。接着找出描写方法并分析作用。

归纳主题环节：可以提示学生“有人说鲁迅对三味书屋生活
回忆的感受是枯燥的，乏味的；有人说是快乐自由的，你们
认为呢？”然后找学生说不同的看法的理由。（2方面：喜欢
自由快乐的生活；封建教育束缚了儿童身心发展），这里教
师再水到渠成的点出：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要看
鲁迅对先生的态度如何。教师顺势引出本文的写作背景和
《鲁迅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中描写先生的对鲁迅生病的
父亲帮助找药等片段，让学生感知鲁迅对先生的恭敬、尊敬
和喜爱。进而理解出课后题一题3小题的答案是第三个。



教师小结...写作片段练习...

顺着本节课的思路一路反思下来，觉得以后在备课中的态度、
技能、眼界、方法等都急于有待提高，要认真、多听、多总
结反思，开阔视野。感觉一堂课中一个问题这么讲学生就吸
收的不好，换个问法或讲法就会有深刻的收获，这样坚持下
来，才是教学相长呢！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希望同仁们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