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的教学反思 论语教学反
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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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语的教学反思篇一

学会四个生字，理解词句的意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正确地默写课文。能把《论语》二则改成两段白
话文。

通过查阅资料和联系生活实际等像结合。

对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激发学生对
中国古典文化产生兴趣，由此产生对国家、民族的自豪感。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词句的意思。

理解词句的意思。能把《论语》二则改成两段白话文。

孔子的有关资料

教学目标：理解词句的意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
课文，正确地默写课文。能把《论语》二则改成两段白话文。

一、导入：

同学们，二年级时我们学过《论语》一则，你们还记得《论
语》是一部什么书吗？



板书：27、《论语》二则。

二、学习课文：

（一）小声读课文，争取把字音读正确，注意停顿。

教师检查字音，出示全文：

在学生读正确的基础上，教师注意指导句子间的停顿。

（二）引导学习、理解课文的意思。

1、提示学生自学，默读课文，

教师出示自学：1、运用看注释或查字典的方法理解句子中字
或词的意思。如果你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把它画下来。
2、提示：把句子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2、小组汇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跟小组的同学进行交流，看
看小组内的同学能不能帮你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等一会儿
再向全班同学询问。

（三）全班交流学习成果：谁愿意给大家说说？

1、说说你们小组读懂了什么？交流时一人说，其他同学要认
真听，如果有不同意见要等他说完后提出来讨论，解决不了
的问题由组长提出来全班交流。

2、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

从书上找找与“故”意思相反的词是什么吗？（新）板书：
新

或从书上找找与“新”意思相反的词是什么吗？（故）



根据学生说的情况及时添加板书：温故知新

（四）读文，想一想，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你明白了什么？

和同学讨论讨论。

三、练习背一背。

四、拓展

你还知道其它论语吗？背一背，说一说大意。

学生能够把论语改写成白话文，学生能够基本理解论语的意
思。

论语的教学反思篇二

有人说：“不读《老子》，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智慧；不读
《论语》，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而智慧来源于丰厚的
文化功底，所以追根溯源，架起文化发展桥梁的是《论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论语》，走进孔子，去追寻中国
文化的根，并汲取营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需要师生共同
合作，开发课程资源。于是让学生课前阅读与《论语》有关
的资料。结果，学生从网上、图书馆、阅览室、书店获得知
识信息，远远超过老师一言堂所介绍的内容。这就是课程改
革，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弟子未必不如师！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一个语文能力强的学生，询
问其诀窍，均是得益于课外阅读。《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
出：学生九年义务教育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
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内容有童话，故
事，诗歌，散文，长篇文学名著，当代文学作品以及科普，
科幻图书等。新实验教材也是注重文学性、人文性，活动课
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就是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将课



堂扩展到社会与家庭，将知识延伸到名著与网络。我在这几
年教学中，立足于语文课程改革，调动利用一切因素，让学
生动手，广泛阅读，扩大知识面，为学习语文主动探究相关
知识。

在讲《论语》十则时，提前布置了预习作业：“查阅与《论
语》相关的资料，课外阅读《论语》一书。”上课时，学生
将阅读的书籍和网上查阅的资料搬上课堂。人人手中有资料，
个个手中有书籍。语文课代表首先展示说：“我从网上查阅
了有关孔子的资料。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
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学，整理了古代文化典籍，并提出过一
些有进步意义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
献。”紧接着又一名学生站起来说道：“我在《中国古典文
学赏析》中查到孔子的学说，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
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共20篇，470多则，与
《孟子》、《大学》、《中庸》同被定为‘四书’。四书五
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并且将自己收集的作品向同
学展示。班长也介绍他读的《史记》：“我读的是《史记》
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了解到孔子生下来
颊顶中间低而四周高，所以名丘。排行第二，父母向尼山祷
告而得子，因此叫仲尼。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可谓‘桃李满
天下’。”还有个学生介绍道：“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
年》，了解了诸子百家。其中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主张
‘仁爱’，被称为‘孔孟之道’。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主
张‘法制’；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主张‘无为而治’；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主张‘兼爱’和‘非攻’各家为了扩大
自己的影响，都纷纷著书立说，出现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
的盛况。后来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以后，
孔孟之道支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思想文化，可见孔子
真的很了不起。”还有个学生说：“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
事，赵普为赵匡胤当皇帝出谋划策，自称博览全书，无所不
晓。赵匡胤派人到他家查看到底读了哪些书，只查到半本论
语。从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就传开了。可见《论语》多么



重要，我也要好好拜读一下《论语》。”提起论语，马上有
一学生站起来响应道：“我在《论语》的前言部分读到日本
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导师涩泽荣一，就是一位典型的‘儒家’。
他经常把《论语》抄本随身携带，认为企业需要有强调相互
关系的儒家思想，其目标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
的基础上。这说明《论语》对亚洲文化圈内各国的以济腾飞
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论语》不仅影响中国人，也
影响了世界。”话音刚落，另一学生补充道：“1982年，诺
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得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
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以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思
想。”其他同学也纷纷展示自己的资料，，有从网上下载
《论语》全文的，了解到很多成语出自《论语》；有买《论
语》一书的，把喜欢的名句子抄到笔记本上并作了点评；还
有的对《论语》中有的章节认为不妥的，也作出了点评。我
受学生的感染，也给学生展示了我的资料。由于学生主动探
究知识，提前预习和学习，所以这十则《论语》学得非常快，
非常轻松。阅读使他们的基础提高了，在课堂上老师根据学
生掌握的知识面，灵活调节，加入了十则之外的内容供学生
讨论，吸收更多的知识。有的学生通过自学“先进篇”22则，
了解教学要因材施教；还有学生通过自学“雍也谝”20则，
明白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通过讨论，学生打破常规，提
出了对《论语》的不同看法，比如繁琐的礼节问题，培养的
人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问题等。

“课外阅读—课堂展示”这一环节，对我教学启示很大。实
验证明，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传播者、占有者，而是
课堂的组织者、点拨者。师生是共同求取新知识的合作伙伴。
一篇经典文章，大家动手，图书馆、阅览室、书店、家庭藏
书、电脑都用上了，上课时一人一本资料，各抒己见，谁有
道理听谁的。学生都成了课堂的主人。现在，我们的课堂不
是一言堂皇，而是共同活动的场地。学生的课外阅读，促使
我转变教学理念，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挖掘学生
的智慧，启迪学生的候像力、思维力、创造力、表现力，培
养学生兴趣，教会学生怎样学习。杜威说：“有了知识的饥



渴，则知识的控求随之。”

课外阅读带给教学最大的转变，是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学生
主动探究的学习，和老师一起探索，一道思考。积极主动参
与教学活动，发展自我，感受到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感受到
独特创造性存在的价值，感受到心灵成长的愉悦。谁资料查
得充分，谁课外阅读读得深刻，谁主课堂上就学得主动，学
得轻松，学得有效。

学生的课外阅读，也迫使我挤时间阅读作品，因为不读书就
无法与学生交流，不读书就会被学生淘汰。所以我也经常光
顾书店，下课就去阅览室上网查资料，了解新动态，也提高
了我的素质。

课外阅读，课堂展示促使我对语文教学进行新的思考：

首先，课外阅读符合语文教学的发展趋势。语文教学应以人
为本，实验教材正是体现了人文精神，实验教材带来的课外
阅读，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这绝不是光靠课堂上老
师讲课能形成的。凡是语文能力强的学生，均得益于课外阅
读。个性的养成、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能来自老师的一言堂，
那样只会束缚学生。学生必须从不同作品中，选择适合自己
阅读的形式。其次，树立课程大于教材的观念。课程改革提
出：活化课程次源，树立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内容。语文
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即语文，生活处处有语文。
尤其是中华经典之作，更是多少代人流传下来的不朽的精华，
我他一定要继承发扬它，只有阅读，才能使它不朽、永桓。
最后，课外阅读能提高人的修养。“知书达理”这至理名言，
告诉我们读书能明白事理，会办事，会做人。优秀的作品是
生活的教科书，对作品中的人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有了新的上升。

这次课改实验给我带来太多的变化，太多的启迪。初中时期
是课外阅读的重要阶段。托尔斯泰主张：“应当首先竭力阅



读和了解各个时代、各个最优秀作家的书。”所以，只有课
外阅读与课堂学习相结合，才能提高学生的水平。

论语的教学反思篇三

记得温家宝曾在《仰望星空》中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
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
偎。”人，总是需要仰望点什么，仰望高山，会更加坚定你
前行的目标：；仰望星空，会让你的胸襟更加开阔；仰望明
月，会让自己的心灵有所归依。

一直以来，很喜欢于丹，喜欢她的厚重与渊博，喜欢她的风
韵与大气，喜欢她的侃侃而谈，喜欢她的娓娓道来。因为喜
欢于丹酣畅淋漓的讲解，而喜欢上一直仰视的孔子，一直昂
首观之的《论语》。教《论语十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三
年前，五年前，都曾经教过。然而以前的教似乎只是为了工
作，只是为了上课，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而今的教，却
是一种仰望之下的思索，一种与圣贤之人对话的平和。在百
家讲坛的影响下，重新审视《论语》，真的有一种常读常新
之感，有一种春风扑面之感，一种“不亦乐乎”之感，有一
种心底说不出来的感动与温暖。重新翻阅《论语》，你会发
现，每句话都是那样的浅显，又是那样的深奥，朴素中蕴含
着耐人寻味的哲思。温婉中透露出人生的真谛。每句话都与
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句话都与你的学习密不可分。而此时
的孔子，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圣人，而是生活在身
边的.一位慈爱博学的长者。吟咏论语，耳边似乎响起和颜悦
色的一声鼓励，一声提醒，又似乎是严师的谆谆教诲。一部
《论语》在手，你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无处不在：“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学习之乐，与友合作之乐，宽容别人之乐你
在生活中是否体会到了？用心品读论语，见贤思齐，择善而
从的重要你是否体会到了？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学
好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首先要不断完善自己，自己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然后



相信学生潜力无限，相信学生前途无量。有了这种信任，繁
杂的工作会轻松很多。用心感受论语，你会懂得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内涵其实是在传达一种关爱，自己不想做的不要
施加在别人身上，反之亦然，自己要为别人着想，要学会换
位思考，将心比心。现在我们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而二千
五百年前的孔子不是早就具备这种思想了吗。重新审视论语，
你是否感受到了她的博大与质朴，她的深邃与平和。如果真
的尊重学生，关爱学生，课堂上就不会有体罚的现象了，生
活中就不会存在师道尊严的说法了，学生感受到尊重，成为
课堂的参与者，那么语文课就一定会“万紫千红总是春”。
只有学会尊重，学会关爱，忙碌的生活会快乐很多。

哲学大师康德最喜欢凝神仰望星河。“每当我静静地伫立仰
望那浩森深邃的蔚蓝的天空时，一种永恒的肃穆和生命的崇
高庄严便油然而生――仿佛上帝在叩响自己的额头，一种神
秘而伟大的力量如波涛般汹涌而出……”仰望，就是在追寻
崇高。也许我们抵达不了崇高，但我们可以仰望，让崇高引
领，在人世中行走，把立在大地上的血肉之躯与高高在上的
精神结合起来，感悟到崇高，支撑起富于意义与价值的生命
世界。仰望，就是夜中的灵魂追寻，它使人重返失落的精神
家园。

人，总是要仰望点什么……

论语的教学反思篇四

有人说：“不读《老子》，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智慧；不读
《论语》，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而智慧来源于丰厚的
文化功底，所以追根溯源，架起文化发展桥梁的是《论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论语》，走进孔子，去追寻中国
文化的根，并汲取营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需要师生共同
合作，开发课程资源。于是让学生课前阅读与《论语》有关
的资料。结果，学生从网上、图书馆、阅览室、书店获得知
识信息，远远超过老师一言堂所介绍的内容。这就是课程改



革，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弟子未必不如师！

“课外阅读—课堂展示”这一环节，对我教学启示很大。实
验证明，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传播者、占有者，而是
课堂的组织者、点拨者。师生是共同求取新知识的合作伙伴。
一篇经典文章，大家动手，图书馆、阅览室、书店、家庭藏
书、电脑都用上了，上课时一人一本资料，各抒己见，谁有
道理听谁的。学生都成了课堂的主人。现在，我们的课堂不
是一言堂皇，而是共同活动的场地。学生的课外阅读，促使
我转变教学理念，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挖掘学生
的智慧，启迪学生的候像力、思维力、创造力、表现力，培
养学生兴趣，教会学生怎样学习。杜威说：“有了知识的饥
渴，则知识的控求随之。”

课外阅读带给教学最大的转变，是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学生
主动探究的学习，和老师一起探索，一道思考。积极主动参
与教学活动，发展自我，感受到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感受到
独特创造性存在的价值，感受到心灵成长的愉悦。谁资料查
得充分，谁课外阅读读得深刻，谁主课堂上就学得主动，学
得轻松，学得有效。

论语的教学反思篇五

这两天引导学生自学语文阅读上的古文《推敲》一文，指导
了些方法，趁热打铁，开始引导学生学习《论语十二则》。

教文言文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感，增强学生的积累，提
高语文素养，熏陶道德修养。众所周知，《论语》是儒家文
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
教学目标的设定上，我希望让学生接受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
的教育和熏陶，使他们在情操修养，立身处事，为人治学等
方面，得到更好的引导，从而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健康坚定的价值观和乐善好学的品格和气度。当然也想借这
些短小精炼的小短文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和理解文言



文的能力。

如何学文言文，一个字：多读。相信文言文是读懂的，决不
是老师讲懂的，更不是老师分析词法句法而懂的。在读中进
行朗读指导，会按节奏读，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积累
语言的习惯、现实生活中学生有许多迷惘与困惑的问题，把
《论语》与学生提到的问题挂上勾，对学生的启发是很大的。
把《论语》与生活结合，化难为易，化枯燥为生动，让学生
觉得《论语》其实很生活化，她离我们很近，是切合现实生
存的智慧。

当然，教学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由于古文中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多，毕竟是初一学生，有的
同学在个别知识点可能还不够理解。

2、学生能积极参与讨论，但质疑能力还比较差，如果能让学
生自己提出的问题，学生自己讨论来得出结论，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