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
(大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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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一

第二教时从抓人物的动作入手，研读打虎这一部分。本打算
在五一长假前上的，后因身体欠佳推迟到了今天才开出这一
次学校的教研活动。说实在的，那次备完课后也没再做太多
的思考，只希望把课堂留给孩子，让孩子多呈现一份精彩。
昨晚躺下后却不自觉地思虑起来，以至于过了十二点还毫无
睡意，于是把想到的即兴记了几字，凌晨1点多终于进入梦乡。

1．教师自身不够“虎”，如果定身量做的话，这类课文一定
不适合自己如此纤细柔弱之辈。然而我想教材容不得自己随
意挑选，反正是学校里的教研活动挑战一下也好，所以也就
这么打一回了。一开课就进入了一种常态，把事先想好的激
励动作与语言也忘了；想在课中唱上一句“该出手时就出
手”调解氛围的，终究也没喊出来；研读后安排整理整个打
虎过程时想让最洪亮的那个同学来好好读一读，她坐在最后
又让她失去了一次表演的机会……最终还是源于“武松与老
虎”的形象在我心中都只是半成品，还没有完全整个的活灵
活现地跳出来。教师的“导”得欠虎，学生也学得不够虎吧！

2．学生不敢“虎”一把。平时在课堂上敢于积极举手参与热
烈讨论的，敢于擦拳磨掌显显身手的孩子就很少，坐上几个
听课老师就更加拘谨了，害羞了，这也似乎成了高年级孩子
的一种通病。班上女孩27个，男孩18个，本来就阴盛阳衰，
女孩温柔，男孩更缺乏虎气，再加我这么一位温柔型的教师，



哎，老虎攻击都不知道闪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想要“虎”一点的课堂非临时抱佛
脚可得！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二

“打虎”部分重点是过程和人物英勇，通过一默读、二对读，
激发想象的方法理解了过程，“吃酒”部分重点是人物性格，
通过小组研读，角色对读，情景表演等形式表现体会人物性
格。

小练笔的随机进行，大大提高了阅读教学中写的密度，从而
也极大提高了语言文字训练的强度；而且，这种练笔始终紧
扣在理解领悟课文的内容、思想、情感这根线上，保证了教
学主线的统一性，教学过程的流畅性，情感氛围的和谐性，
体现语言教学工具性和情感性的高度统一。

学习语言文字离不开读写训练，只要安排恰当，形式灵活，
方法得当，这样一节语文读写训练课同样令学生产生浓厚的
兴趣。

同学们读后能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进步。我先肯
定了同学的思考，我再请同学们联系武松性格特点及自己的
实际来理解，同学们领悟到：这样的描写，非但无损于英雄
形象，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朴实、丰满、逼真、可信。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三

《景阳冈》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选编，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第二组“名著赏析”单元中的第六
课，课文记叙了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店内开怀畅饮后，趁
着酒兴上了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故事，刻画了武松
豪放、机敏、勇武的.英雄形象。整节课，我通过山东快书、



猜词说法、配乐朗读、视频拓展、创造性复述等手段激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展开高效教学。

这节课是第二课时，以“识虎威品英雄”为主要内容。考虑
到学习“古白话语句”的枯燥（相对孩子们来说），我
以“听快书猜新课”为突破口，为原本平静的课堂注入一潭
活水，进一步激发学生赏析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兴趣，
拓宽了眼界，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古白话文词句生涩难懂，课堂上我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展开教学。在学生熟读文章以后，由学生分享自己感觉陌生
的词语，并介绍自己的猜词方法，学生顺利习得“看字面猜
词义”“联系上下文猜词语”“观察插图猜词语”“借助资
料猜词语”等阅读法宝。

通过“识虎威品英雄”培养学生抓关键词品人物性格的方法；
通过“大讨论”学会客观公正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在整个课
堂落实“阅读和表达并重”的课题研究理念，通过让学生挖
掘文中简洁有力的动词来领略武松机警灵敏、武艺高强的英
雄气概。

人虎过招片段中，我引导学生在默读中抓住武松和老虎的动
作进行思考，感受武松的勇武和机敏，同时深入剖析武
松“闪”“拿”等关键动词，帮助学生体会武松面对老虎时
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感受名著的魅力。抓住“劈”“揪”两
个关键动词，引导学生细细品读文章，感受“劈”字的势大
力沉，和“揪”的毫不放松，生动展现了一个力大过人的武
松。通过调换“踢”“打”两动词的出场顺序，引导学生展
开深入思考和激烈讨论，让一个机智的武松跃然纸上。

本课，我和同学们分享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原著文字片
段和《血溅鸳鸯楼》的视频资料。通过找同学激情朗读《醉
打蒋门神》片段，继续带领学生体会武松的武艺高强。而
《血溅鸳鸯楼》则旨在让学生了解一个被人侮辱、陷害后失



控的武松。通过拓展，学生体会到：武松虽然是打虎英雄，
但也有着常人的情感，也会倔强，也会暴躁，也会失控，也
会凶残，也会伤及无辜，那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完
整的人。

由于担心教学内容不能按时完成，个别环节夯得不够实；因
疫情原因，本来设计好的“人虎过招”课本剧没有如期上演，
颇显遗憾。

我始终秉承“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理念，在备课中力求能够
根据课例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孩子们
的教学方法展开课堂教学。总之，“且行且思，且思且
寻……”教学的路上需要我会不断地潜心钻研，撒播关爱与
智慧，凝望每一朵花蕾灿烂绽放！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四

《景阳冈》是五年级第五组课文的一篇阅读课文。在授课时，
我先让学生理清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弄清楚这个问
题以后，便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文中哪些内容写得
最精彩?学生异口同声的说：武松打虎。

“闪”、“揪”、“按”等动词。再通过换词比较，体会作
者用词的准确。然后想象武松打虎的画面，感情朗读课文，
体会武松的豪放、倔强、勇敢、机敏的英雄形象。

当赏析完这段精彩内容后我又问学生：除了打虎，课文还写
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与打虎有什么关系。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落在抓住关键语句感受武松人物形
象上。我给出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品读课文，边读边写批注，
体会人物性格。学生找到了很多有关武松语言、心理、神态
的句子，通过全班交流，集体讲读这些句子，学生对武松的
性格特点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通过此次教学，我认为，将激情地、设置悬疑的语言置于浓
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能唤起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深切感受。学
生的感情一旦进入精神层面，人物的形象就会在他们的心中
就鲜活起来。学生只有理解了课文内容、领悟了思想情感才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才能走进文本、感悟文本。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五

统编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编排了“古典名著”的学
习，其语文要素是“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学习写
读后感”。《景阳冈》一课是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与《草
船借箭》不同，本文是一篇古白话文，学生在阅读和理解上
有一定难度。

本课的课后习题一共有四道题：第一题，默读课文，遇到不
懂的词语，可以猜一猜意思；第二题，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
提炼关键词，再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第三题，详细讲述武
松打虎的过程，可以加上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第四题，
列举了对武松的两种不同评价，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说明理由。资料袋中，介绍了《水浒传》的主要内容，概
述了武松的生平，并以图文的形式呈现了部分人物的画像和
名号。

根据课后练习题，本课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

第一课时：

1.学习猜测词语的大意的方法。

2.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提炼关键词，再说说故事的`主要内
容

第二课时：



3.复习第一节所学，并能详细讲述重点部分——武松打虎。

4.对人物进行评价，且能简单阐明理由。

围绕教学目标，我选取第二课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引导学
生展开本课第二课时的学习。

1、温故知新

回顾上节课学习方法：了解故事背景，快速浏览故事，猜测
生疏词义，熟知故事梗概。重点复习了生字词，运用多种方
法理解词语，用小标题把下面的内容补充完整，然后再连起
来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

2、品词酌句话人物

重点聚焦打虎部分，通过“三闪”“棒打”“拳打”“棒
打”这四个回合把武松打虎的过程牢牢记在心里，通过个人
读、男女生赛读，齐读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把自己代入其中，
对当时的情场景进行合理想象，想象出人物的心情变化，在
读时更能突出紧张、激烈的气氛。此时，把关键词语板书在
黑板上，帮助孩子们讲故事时用到。

3、绘声绘色讲故事

详细讲述“武松打虎”这部分，讲清楚不难，然而要加上适
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要把这部分内容讲精彩，对于学生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课堂上，引导学生关注武松与老
虎的招式和动作，帮助学生，把整个打斗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让学生在脑海中呈现出清晰的画面。学生在小组内自由练习，
可以采用讲故事或表演等不同的方式。最后，选出比较出色
的同学，在班级展示。

4、有理有据说观点



课后第四题中，列举了人们对武松的两种不同评价：

1.武松真勇敢，“明知山有虎，偏向山行”；

2.武松很要面子，有些鲁莽，不听别人善意的劝告。先引导
学生针对说说是否同意这两种观点，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同
时也要鼓励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鉴于对“武松打虎”这部分内容印象深刻，学生先总结出了
武松具有“勇猛、机智、武艺高强”等英雄性格。有的同学
关注到了文中的句子，例如，“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寻
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
去。’”。学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武松很要面子。在“喝
酒”这部分内容中，学生从“一饮而尽“等词语中，发现了
武松豪爽的性格特点。还有学生发现了武松在酒店第一次听
说景阳冈有老虎的消息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多疑的特点。
对于武松不听劝告，喝下十八碗酒，学生则认为他固执、倔
强。

在学习本课之前，已经有很多同学看过《水浒传》，学生对
武松的认识不仅仅来自本课，还有的是来自小说或者影视剧。
在这一环节，学生说得头头是道，可见，已初步掌握了多角
度多元评价人物的方法。

本课教学的不足之处：

1.学生在表演“武松打虎”这一场景时，因为准备不充分，
表演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详细讲述故事“这一目标
的落实没有起到实质性帮助。

2.如果能插进去武松打虎的视频，能让学生更直观的感受到
打虎的惊心动魄。

3.老师和孩子们面对镜头都有些紧张，望以后多多锻炼，孰



能生巧。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六

?景阳冈》一文改编自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第23回。
全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武松趁着酒性上了景阳冈，赤手
空拳打死猛虎的经过。赞扬了武松豪爽倔强、沉着机智和英
勇无畏的性格。教材可分为“喝酒”、“上冈”、“打虎”、
“下冈”四部分。

我重点指导了《缩写》，用了一课时。在缩写前我一直在思
考用怎么样的语言才能让大家轻而易举的弄懂缩写是怎么回
事。在课前我画了一棵大树，用文章喻大树，缩写就是给大树
（文章）修枝剪叶，图文并茂地为大家解说了一下缩写。

在具体学习缩写文章之前，我先带领大家一起来理顺缩写的
步骤，方法。在缩写前，要弄明白文章大意，在不改变中心
主题的前提下进行缩写。在所写的过程中，主要方法是删和
改，删掉文章次要部分，留下文章主要不内容，对于保留下
来的文章主要内容要进行改写，将冗长复杂的句子简单化。
最后一步就是对照原文进行修改。

然后根据课文里给出的《景阳冈》例文，我带领大家一起结
合例文回想缩写的步骤、方法，加深大家对于缩写方法的认
识把握。对照《景阳冈》原文，让同学们把例文中的句子在
原文划出，看看作者是怎样从课文中抽重点的，进行对照学
习。然后让大家在课下写作过程中揣摩，怎样把复杂语言简
单化。这一节课教学目标算是完成了，而且结合例文讲解，
比较生动形象一些，不难理解。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七

“教学”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教学，也就是教学生学习功课。
这里是“教学”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把知识或技能传授给人，



如教书、唱歌、教孩子读书，师傅把技能传授给徒弟。以下
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在讲授了《景阳冈》一课之后，有些感悟。下面将本节课的
设计理念、设计意图以及存在的不足作以反思。

本文是五年级五单元的一篇阅读课文，是本单元的第三篇课
文。本单元的主题是“体会名著的魅力”，学习本组课文，
要理解主要内容，感受人物形象，感受名著的魅力，体验阅
读名著的乐趣。

本单元的前两篇讲读课文《将相和》、《草船借箭》中，已
经对积累语言、感受名著魅力做了铺垫，《景阳冈》作为本
组的略读课文，本课我以“欣赏”为主线，培养学生欣赏名
著，积累、运用语言的能力。

由于本课的篇幅较长、内容较多。因此，我整体把握教材，
抓住文章中有代表性的语言，进行欣赏。例如，对话描写中的
“叫”字；心理描写的句子，标点；动作描写中的“闪”字
以及“按”、“踢”、“揪”、“提”、“打”字。通过对
这些字、词、句的品味，让学生感受名著中语言的魅力，达
到积累语言的目的。

《景阳冈》一课抓住人物对话、心理、动作的描写，表现人
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本课教学我就抓住对武松语
言、心理、动作的描写，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认真品味语言，
了解武松的性格特点。

对于武松与店家的对话描写，我引导学生抓提示语“叫道”，
通过指名读、分角色读、齐读、让学生进入文本角色，通过
语言让学生体会到武松的直率、豪爽、倔强、多疑；对于武
松的心理描写，我引导学生抓描写武松心理变化的句子，通
过联系上下文、品读标点等方法，体会了武松的内心变化过
程，了解了武松胆大、要面子、自负的性格特点；对于武松



动作的描写，引导学生通过勾动词、比较动词、品读动词等
方法，体会了武松的勇猛、机智、无畏的性格特点。

我在整堂课中都注意了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方法。比如，在
让学生品味了“叫”、“闪”字之后，学生已经学到了一些
方法；让学生体会武松其它动作的描写，通过比较与替换词
语，体会武松的动作描写的精彩。在最后一环中更是放手让
学生欣赏语言，体会语言的魅力，如：“对李逵外貌的描
写”的欣赏，旨在通过这个例子使学生学以致用，为学生打
开学习古典名著的大门，激发了学习兴趣，创造了一个交流
学习古典名著的`平台。

我们把本节课的教学基调定位在“欣赏”上。我尽可能地将
自己对于本课的理解通过课堂展示出来，让学生品味名著，
欣赏名著。但是，由于个人的欣赏水平有限，可能还是没有
把名著的全部内涵与魅力挖掘出来，所以给孩子的东西还是
不够；另外，由于我个人的历练还是不够，课堂上的教学机
智不够，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以后还要多加锤
炼。

在讲授了《景阳冈》一课之后，有些感悟。下面将本节课的
设计理念、设计意图以及存在的不足作以反思。

本文是五年级五单元的一篇阅读课文，是本单元的第三篇课
文。本单元的主题是“体会名著的魅力”，学习本组课文，
要理解主要内容，感受人物形象，感受名著的魅力，体验阅
读名著的乐趣。
本单元的前两篇讲读课文《将相和》、《草船借箭》中，已
经对积累语言、感受名著魅力做了铺垫，《景阳冈》作为本
组的略读课文，本课我以“欣赏”为主线，培养学生欣赏名
著，积累、运用语言的能力。
由于本课的篇幅较长、内容较多。因此，我整体把握教材，
抓住文章中有代表性的语言，进行欣赏。例如，对话描写中的
“叫”字;心理描写的句子，标点;动作描写中的“闪”字以及



“按”、“踢”、“揪”、“提”、“打”字。通过对这些
字、词、句的品味，让学生感受名著中语言的魅力，达到积
累语言的目的。

《景阳冈》一课抓住人物对话、心理、动作的描写，表现人
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本课教学我就抓住对武松语
言、心理、动作的描写，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认真品味语言，
了解武松的性格特点。
对于武松与店家的对话描写，我引导学生抓提示语“叫道”，
通过指名读、分角色读、齐读、让学生进入文本角色，通过
语言让学生体会到武松的直率、豪爽、倔强、多疑;对于武松
的心理描写，我引导学生抓描写武松心理变化的句子，通过
联系上下文、品读标点等方法，体会了武松的内心变化过程，
了解了武松胆大、要面子、自负的性格特点;对于武松动作的
描写，引导学生通过勾动词、比较动词、品读动词等方法，
体会了武松的勇猛、机智、无畏的性格特点。

我在整堂课中都注意了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方法。比如，在
让学生品味了“叫”、“闪”字之后，学生已经学到了一些
方法;让学生体会武松其它动作的描写，通过比较与替换词语，
体会武松的动作描写的精彩。在最后一环中更是放手让学生
欣赏语言，体会语言的魅力，如：“对李逵外貌的描写”的
欣赏，旨在通过这个例子使学生学以致用，为学生打开学习
古典名著的大门，激发了学习兴趣，创造了一个交流学习古
典名著的平台。

我们把本节课的教学基调定位在“欣赏”上。我尽可能地将
自己对于本课的理解通过课堂展示出来，让学生品味名著，
欣赏名著。但是，由于个人的欣赏水平有限，可能还是没有
把名著的全部内涵与魅力挖掘出来，所以给孩子的东西还是
不够;另外，由于我个人的历练还是不够，课堂上的教学机智
不够，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以后还要多加锤炼。

《景阳冈》是部编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名著单元的一篇



课文。本单元的《草船借箭》已经为学生积累语言、感受名
著魅力做了铺垫，《景阳冈》用体验感悟为抓手，初步培养
学生对名著类作品的鉴赏能力，落实语言运用，感知人物形
象。

关注新鲜词汇，感受古白话小说的魅力。本单元的主题
是“体会名著的魅力”，学习本组课文，要理解主要内容，
感受人物形象，感受名著的魅力，体验阅读名著的乐趣。篇
幅长、内容多，我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抓住重点、难点聚
焦理线。古典白话小说不同于普通的现代小说，有其独特的
语言魅力。统编三上教材第一单元就有非常重要的语文要素：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通过预测发现，学生对“但凡、晌午、
如何、理会、请勿自误”等陌生化词汇有“新鲜”的感觉，
但因为这些词语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怎么使用，孩子们理解
起来有困难。
聚焦语言特色，初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景阳冈》一课
抓住人物对话、心理、动作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刻画人物性格。本课教学我抓住对武松语言、心理、动作的
描写，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认真品味语言，了解武松的性格
特点。对于打虎前文，武松与店家的对话描写，让学生进入
文本角色，通过语言让学生体会到武松的直率、豪爽、倔强、
多疑;对于武松的心理描写，引导学生抓描写武松心理变化的
句子，通过联系上下文，体会了武松的内心变化过程，了解
武松胆大、要面子、自负的性格特点;对于武松动作的描写，
尤其是打虎动作的描写，引导学生通过圈划动词、比较动词、
品读动词等方法，体会武松勇猛、机智、无畏的性格特点。

在教学中教师要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有文体意识，比如小说
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这篇文章重点分析武松这一人
物形象、情节，在打虎部分重点感受武松打虎的画面，品味
精彩的一系列动词，如闪、按、踢、揪、提、打等动词，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环境，打虎前文部分就是一种环境的铺
垫，让学生自读自悟，感受环境描写的好处，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创造一个交流学习古典名著的平台。文学作品常常以一



件物品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为了体现武松赤手空拳打虎的
形象，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关注“哨棒”，引进名家的点评，
让学生感悟到名著名家名篇的高妙之处。
课文篇幅较长，让学生朗读课文，圈画批注，通过对重点词
句的品味感悟武松机智勇敢、武艺高强的特点。

《景阳冈》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选编的。课文记叙了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店内开怀畅饮后，
趁着酒兴上了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故事，表现了武
松豪放、勇武而又机敏的英雄性格。

全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先讲武松进店饮酒，不听劝告，执
意过冈；接着讲武松上冈，见了官府榜文，才知真的有虎，
但决定继续上冈；然后讲武松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终于打
死了老虎；最后讲武松一步步挨下冈来。在这四部分中，第
三部分是重点，前两部分，即武松在酒店喝酒和上冈，不仅
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且表现了武松豪放、倔强的性格
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为写他勇打猛虎做了很好的铺垫。

课文中武松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作者运用了多
种表现方法来刻画人物，特别是在动词的运用上，很有特色，
对表现武松打虎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使文章大大增色。

文章第九自然段写人虎相遇时，老虎的“一扑”“一
掀”“一剪”等动作，把老虎凶猛残暴、让人生畏的气势显
现无遗。此时武松唯一的对策就是“闪、躲”。它显示了作
者在捕捉人物动作、表现人物形象方面的独到之处。一是表
现了动作的准确。

文中写武松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梢棒。作者写到梢棒的地方
就有十多处，而每一处所用的动词均不一样。这些动词，用
得无一不是恰到好处。请看：“靠、提、拖、插、拿、抡、
劈、丢”，这些动词突出了武松的豪放、倔强、无畏的性格



特点。当武松躲闪过了猛虎的“一扑、一掀、一剪”之后，
便立即转守为攻。在文中，这部分内容又准确地运用了几个
动词“揪、按、踢、提、打”，把武松打虎的场面写得有声
有色，神采飞扬，打虎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生感受武松的英雄气概，体会其
豪放、勇敢、机智的性格，并能讲述武松打虎的部分，从而
进一步感受名著的魅力；同时，在阅读中积累阅读名著的方
法。

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这部分，是课文重点，也是教学重点；
了解武松的英雄性格，是教学难点。根据课文及本单元的教
学要素，在学生能叙述出课文主要内容后，我把教学重点放
在了从不同部分抓武松语言及动作的语句，感受武松的性格
特征上，想通过武松的英勇豪爽激起学生对其他梁山好汉的
钦佩，从而激起对《水浒传》的阅读兴趣。反思整个教学过
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抓住语言描写感悟人物特点。

教学武松打虎前写喝酒这部分课文,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的语言
感受人物的特点。课堂上先让同学们快速默读这一部分，并
画出武松的语言。引导学生通过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豪放、
勇武的性格特点。然后分角色朗读课文，在分角色朗读中进
一步感受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倔强、勇武的特点。

2.抓住心理活动描写感悟人物特点。

教学武松上冈这部分课文时，引导学生通过默读找出描写武
松心理活动的语句。感受武松的倔强、固执和无畏。

3.领悟作者通过描写老虎反衬武松特点的描写方法。

教学武松景阳冈上打虎这部分课文时，我引导学生在默读中



抓住武松和老虎的动作进行思考，感受武松的勇武和机敏。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不足的
地方。比如：担心教学内容没法按时完成，因此，总是不能
等大部分学生都举起手时，就让积极发言的孩子发表想法了，
其实在文中找武松语言或动作的句子，只要给时间孩子们是
能读出来的，对于后进生的激励和培养课堂上总是做得不够
好；另外，由于电脑技术不够过硬，没有把“武松打虎”的
短视频呈现给学生。对于武松的英雄气概没有给学生更深的
印象。

《景阳冈》选自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写的著名长篇小说
《水浒传》。文章记叙了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店开怀畅饮
后，趁着酒兴上了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故事，表现
了武松豪放、勇武、机敏的英雄性格。回顾整堂课的教学，
总结如下：

1、教学效果（思效）

抓人物动作，见特点。

打虎中的精彩动词是本文的一大特色，这些动词既善于变化，
又贴切自然。将武松的人物形象根植于动词中，是作者的精
妙所在。教学这部分时，我抓住武松和老虎的动作进行教学，
首先我请学生读一读片段，找一找表现武松动作的词语，把
你认为最精彩的词语勾画下来，再想一想从这些词语中能够
看出武松什么样的特点，把你对词语的感受写在片段旁，做
一个眉批。力量超人。“揪、按、提、打”，然后让学生说
一说，演一演，体会作者用词的精妙，感悟武松的英勇、机
敏。

同时，我让学生找出老虎的动作，然后提问老虎进攻使出了哪
“三招”？学生找出动词为“一扑、一掀、一剪”，武松则
避其锋芒，只“闪、躲”应之。这“闪、躲”充分表现了武



松的沉着冷静、有勇有谋。因此写老虎的凶猛，是为了衬托
武松的武艺高强，沉着冷静。

2、教学收获（思得）

（1）品味“闪”“躲”。

“闪”和“躲”的意思相近，但内涵有些不同。“闪”是闪
避，即迅速侧转身子躲避，它表现了武松动作敏捷、武艺高
强。武松在遭到老虎的突然袭击，“闪”是本能反应，说明
武松动作之敏捷；“躲”是躲避，指故意离开或隐蔽起来，
使人看不见。“躲”是有意为之。闪和躲，同时说明了武松
既有优秀的本能又有沉着冷静和勇敢无畏的性格。

3、不足之处（思失）

为了使导入课文更有效，我在课文开头时，播放《好汉歌》，
引导学生学唱。可是，由于对这首歌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没
有带领学生学唱，没有放开，学生的情绪也没有完全调动起
来，今后要善于突破自我。

4、改进措施（思改）

结合新时代，注入新元素。

武松打虎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按部就班地教学会使学生产
生阅读厌烦情绪。在以后教学时，我们可以结合新时代，注
入新元素，采用“为武松写简历找工作”的形式，让学生说
说武松的事迹、特点、专长，让这项活动贯串整个教学过程，
把读书变成学生自主的行为，自读自悟，并在其中结合写的
训练，从而更好地感知文章内容和人物特点。

《景阳冈》是人教版小语第十册的一篇独立阅读课文。全文
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武松打虎经过，表现了豪放、勇武、



机敏的英雄性格。
在教学“武松喝酒”这一部分，我先引导学生找出描写武松
语言的句子，如写他在酒店里喝了三碗酒以后，店家劝他不
要再喝了，武松一个劲地说：“你如何不肯卖酒给我
吃?”“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别胡说!难道不付你钱!
再筛三碗来!”根本不相信“三碗不过冈”的警告，当店家好
心劝阻他不要独自晚上过冈、以防猛虎伤害时，武松更是出
语豪壮：“就有大虫，我也不怕。”“就真的有虎，我也不
怕。”让学生自读自悟，通过小组研读，角色对读，情景表
演等形式表现体会人物性格。
教学的重点是“武松打虎”，打虎过程中最为惊险的是老虎
进攻时“扑、掀、剪”三招，武松则避其锋芒，以三“闪”
应之。这三“闪”充分表现了武松的沉着冷静、有勇有谋。
教学时我先让学生理解“闪”的字意，再与“躲”进行比较，
体会“闪”字之妙，最后从武松只闪不攻自然体会出武松的
沉着机智。然后让学生找出描写武松动作的句子，如“抡起
哨棒，使尽平生力气，从半空劈下来……”“把大虫顶花皮
揪住，按下地去”，“只顾乱踢”，“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
头，使尽平生力气只顾打”。这里
的“抡”“劈”“揪”“按”“踢”“提”“打”等几个字，
字字千钧，虎虎生风，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武松勇武过人的高
大形象，通过一默读、二对读，激发想象的方法理解过程。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八

新课标的提出实现了几个转向。一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书本
学习，正在向大语文学习转向；二是改变了分段，归纳段意，
分析句段间联系，概括中心思想等过于细化的阅读教学，向
整体把握和感悟转向；三是改变了过多的内容理解、分析，
向语言的积累和运用转向；四是改变了阅读知识的注入，向
掌握阅读方法和提高阅读能力转向。并且鼓励学生在大量的
阅读实践中，独立思考，学会读书。强调老师发挥创造性，



灵活多样的教学。新大纲在遵循语文学习规律，引导正确的
阅读方向，向培养高素质、适应现代信息社会人才的方向跨
进了一大步。

《景阳冈》是人教版小语第十册的一篇独立阅读课文。全文
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武松打虎经过，表现了豪放、勇武、
机敏的英雄性格。因此学习目标确定为能进行简单复述和体
会人物性格特点这样两项。

就文章内容本身来说，学生是很容易接受的，毕竟武松打虎
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但如果像过去那样，通过一遍遍的读
和繁琐的提问回答来进行教学，必然使学生产生阅读厌烦情
绪。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我采用了“为武松写
简历找工作”的'形式，让它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读书变成
学生自主的行为，自读自悟，并在其中结合写的训练，从而
更好的感知文章内容和人物特点。

“打虎”部分重点是过程和人物英勇，通过一默读、二对读，
激发想象的方法理解了过程，“吃酒”部分重点是人物性格，
通过小组研读，角色对读，情景表演等形式表现体会人物性
格。

小练笔的随机进行，大大提高了阅读教学中写的密度，从而
也极大提高了语言文字训练的强度；而且，这种练笔始终紧
扣在理解领悟课文的内容、思想、情感这根线上，保证了教
学主线的统一性，教学过程的流畅性，情感氛围的和谐性，
体现语言教学工具性和情感性的高度统一。

学习语言文字离不开读写训练，只要安排恰当，形式灵活，
方法得当，这样一节语文读写训练课同样令学生产生浓厚的
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