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实
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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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新一轮的拉练课正在有序地进行着。今天下午，我出了一节
公开课，课题是“愚公移山”。

课后我进行了反思，本节课有成功也有不足。

成功的地方是：本节课学生能全体参与学习全过程，学生之
间的合作很友好，师生、生生之间有丰富的信息交流和信息
反馈，学生对于课题敢于质疑，思维活跃，对于教师提出的
问题有独创的见解（如：能把大山移走全是智叟的功劳）。
教师语言简练，有驾驭课堂能力。小练笔的设计为课堂增添
光彩！尤其是有一个叫杜海丽的同学的发言是本节课一个精
彩的的课堂生成，老师能抓住这个契机，发挥学生丰富的想
像力，从不同的视角去展开联想，促进学生的发散思维。小
组合作学习很有效，板书工整教态和蔼。教给同学们预习
的'8字真言用的比较好，不仅教给了同学们的预习方法，而
且还可以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不足之处：面对全班同学只注重了教学流程，时刻记住自已
的教学设计，忽视了与学生的交流，随机应变得不够，有些
环节犹如“蜻蜓点水”缺乏“精雕细琢”。比如，学生朗读
指导流于形式，指导得不到位，很笼统，只是让他们读出嘲
笑的语气或是很自信的语气。思维训练不深不透。课堂气氛



有些沉闷，学生的积极性没调动起来，讲课的语言不够连贯。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磨砺自己，
追求语文教学的理想境界。

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愚公移山》是一篇传统的老课文，故事情节简单，大概的
内容学生早知，经典的教法也有很多，因此，我在设计本课
教学时决定引导学生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去感受课文。
寓言故事情节简单，揭示的寓意是深刻的，从寓意中获得人
生的启迪，也是优秀寓言的魅力所在。引导学生用现在的眼
光客观评价愚公，对此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结论：崇尚愚公
移山的精神，但不能愚蠢地蛮干。办事要有勇，要知道变通。

文言文的理解是建立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的，通过朗读来增
进理解。在掌握了故事大意、理解难词、难句的基础上反复
朗读课文，不仅可以加深对文意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语感的
培养，有助于文言文语句及知识的积累。

在评价愚公的行为是否愚蠢的问题上，要有意识地拓展学生
的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多角度、有创意地
看问题。学生能自觉地有针对性地发言，自信、负责地表达
观点，口语交际能力也得到很好的培养。

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1981年4月初，杭州大学《语文战线》杂志社举办过一个小型的
“西湖笔会”，与会者有刘国正、章熊、顾黄初、欧阳代娜、
陈钟梁、范守纲、林伟彤、陆鉴三等语文教育界的名流，东
道主是《语文战线》主编张春林君。我也有幸叨陪末座。笔
会的主题是探讨语文教学的现状和未来。人数既少，兼以志
同道合，笔会的气氛始终是愉快而融洽的。



当时的西子湖畔，正是早春季节，偶或还有春寒料峭的天气，
但苏堤上的垂柳已经吐出新芽，碧桃似乎也已小蕾深藏数点
红，孕育着无限生机。这多么像80年代初的语文教坛：改革
的春风已经微微吹拂，不少改革的先行者正在进行着多方面
的尝试和探索。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语文教学的春天”日
渐临近的脚步声。但是眼前，毕竟春意还不太浓，要看到一
个百花烂漫的“艳阳春”，还需要等待一些时日。西湖笔会
在这样的早春时节，在这样的西子湖畔召开，确实引起了与
会者许多联想，也平添了几许谈兴。

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的兴趣最后集中到语文课堂教学的改
革上来。为避免空谈，又觉得应该作一点实实在在的尝试。
于是决定从与会者里推出一人，借班上一次“尝试课”。教
哪一类课文呢?大家又认为首先要瞄准语文教改的“死角”开
火，于是想到了文言文。多少年一贯的“串讲”模式，在文
言文教学中业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似乎教文言文就得这
样，舍此别无他途。大家希望“尝试课”教出一点新意，一
改这种窒息学生性灵的刻板教法。这可是一件不太好干的活
儿，由谁来承担呢?与会者中不乏教学的高手，事实上谁干都
行，但张春林君提议：“这件事就交给钱老师，怎样?”一言
既出，大家不便反对，于是在一片“同意”声中，事情就这
样定下来了。

对文言文教学，我本有自己的主见，对普遍流行的“字字落
实，句句对译”的传统教法，素怀“叛逆”之心，并曾为此
作过长期的探索。因此，什么客套话都没有说，就欣然表
示“愿意一试”了。当时定下的试教课文是《愚公移山》。
事后春林对我说，当时定下这篇课文，他是有些担心的，怕我
“创新”得太离谱，比如诱导学生去批判愚公“缺乏科学头
脑”，称赞智叟是“智力型人才”，或提出“移山不如搬
家”之类的见解，因为当时正有一些同志在报刊上鼓吹这类
时髦的“新”思想。听课以后他放了心。因为我不仅没有否
定愚公精神，没有削弱这篇传统课文固有的教育功能，而且把
“文”和“道”交融得那样自然熨贴。他认为，传统课文被



教出了新意，决定在《语文战线》发表这两堂课的全部教学
实录，把它作为这次“西湖笔会”的实绩之一，也作为一份
向全国语文教育界发出的“改革宣言”。

其实《愚公移山》这样教，在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教
所有的文言文，用的都是这种教法。早在1979年下半年，上
海市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在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全
校老师都向校长们开了课，我教的就是《愚公移山》这一课，
用的就是这样的教法。这堂课使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遍语
文教师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终于使我在1980年初评上了
特级教师。因此，现在重教这篇课文，自然轻车熟路。不巧
的是，当时正患感冒，嗓音严重嘶哑，到上课的前一天，几
乎发不出声，守纲陪我到浙医大附属医院求医，他让我冒充
杭州大学请来讲学的“教授”，才得到了一位已经不看门诊
的著名医学教授的亲诊，而这位教授开出的药方，又是一种
叫什么“散”的名贵中成药，医院里没有，守纲陪我跑了好
几家中药房，才总算在一家已经打烊的药店里买到，时间己
是下午6点多了。而第二天一早就要上课，真正可用于备课的
时间，只有晚饭以后到入睡之前的那一小段空隙。好在我已
不需要备课，否则真不知道第二天的尝试课会上成个什么样
呢。

那天上课，为了保持常态的教学环境，听课者除了参加笔会
的几位外，只吸收了少量当地和本校的教师。上课之前，因
学生尚未看过课文，我稍作指导后先给20分钟时间让学生自
读。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学生的兴趣被激发的时候，他们释
放的潜在能量，比我们估计的要高得多。

“老愚公多大年纪了?九十岁还是九十不到?”

“参加移山的总共几个人?”

“愚公妻和智叟讲的话差不多，两人对待移山的态度一样
吗?”



“愚公到底笨不笨?”

一个个有趣的话题激起了学生“投入”的热情。

“那个京城氏的七八岁的孩子也去移山，他的爸爸能让他去
吗?”当学生一时不能回答、随即恍然大悟地叫起来“那孩子
没有爸爸！”的时候，他们简直乐开了怀：想不到一向认为
枯燥的文言文，居然可以学得这样开心!

始终在一旁听课的刘国正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
说：“记得我在杭州听梦龙教《愚公移山》的时候，情不自
禁地进入了‘角色’，同学生一起时而深思，时而朗笑，忘
记了自己是听课者。其他听课的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不知道。既然说不清、道不明，就只能借诗的语言来表达
一点朦胧的感觉：

二月东风似女郎，

飞红点翠写春光。

料应难染参差柳，

先试新梢几缕黄。

遥看苏堤上的早春杨柳，只是淡黄一抹，尽管参差“难染”，
但终究会随着艳阳春的到来而垂下万条绿丝绦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一布置自读，要求：凭借工具书和课文注解逐字逐句读懂课
文，同时记下疑问，准备在老师教读时提出。自读在课内进
行。

二试改变由教师逐句串讲的传统教法，在学生认真自读的基
础上，从抓字、词、句入手，逐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中
心，务使学生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获得完整、鲜明
的印象。

三讲读过程根据“以思维训练带动语言学习，以语言学习促
进思维训练”的设想，尽可能把文言文的字、词、句教学和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做到在发展智能的前提下落实
基础知识。

四“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叶圣陶：《语文教育书
简》），减轻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着眼于培养学生自读浅
近文言文的能力。

愚公移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知识目标

1.积累文言文基础知识，了解寓言的特点。

2.理解课文深刻的寓意和愚公的形象。



能力目标

1．反复朗读课文，增强文言文语感，整体把握文意，培养文
言文自读能力。

2．理解愚公与智叟的对话内涵，把握愚公这一人物形象。

3．理解神话结尾及文中细节刻画的作用。

4．体会对比、衬托手法的表达效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愚公精神，正视成长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培养顽强的毅
力及敢于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

重点、难点：

重点：1.积累文言文常用的词语，培养文言文语感。2。理解
本文深刻的寓意。

难点：1.理解愚公与智叟的对话内涵，把握愚公形象，领会
愚公精神，理解本文的时代意义。

2.理解神话结尾的作用，体会京城氏之子“跳往助之”之

教学方法

1.诵读法

2.讨论法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导入老愚公。

播放歌曲《愚公移山》。这首歌源于一个古老的寓言故
事——《愚公移山》，“听起来是奇文，讲起来是笑谈”，
却昭示我们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要不畏
困难勇于前行。也有人说，生活的道路只有两种，一种是大
路，一种是小路，但是不论哪种路都不是一路平坦的，都会
有荆棘、有坎坷，面对荆棘坎坷，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呢？今天我们就来拜会愚公，见识他移山的壮举。

二、整体感知课文。

（一）播放课文录音或教师范读课文，要求学生感知理解课
文，体验课文的语感和人物的情感，并且把不会读或读不准
的字音注到课本上。

（二）学生自由大声朗读课文，要求初步区分叙述语言和人
物对话的不同，尽量理解课文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感情。

三、理解课文，揣摩词句

（一）学生对照课文注释试着翻译课文，要求尽量直译，不
明白的地方可以小组讨论。教师巡视，参与学生的讨论，解
答学生的疑难。

1.补充注释的字词：

2.学生归纳通假字

3.找出文中一词多意义的词

年（年龄，岁月）且(将近，况且)之（的，主谓之间取消句
子独立性，代词他们，代词这，代词这件事）而（表承接，



表修饰，表转折）焉（代词哪里，语气助词）其（代词他的，
副词加强反问语气，代词他们）

4.请找出文中词类活用的词

面（名词活用为动词面对）险（形容词活用为名词险峻的.大
山）箕畚（名词作状语用箕畚）

（二）学生分为小组，各小组推举一人翻译课文，看看哪个
小组译得最好。其余同学对照课文，评价翻译的准确性，并
指出不够准确的地方，纠正自己译得不准确的地方。

（三）学生讨论，找出课文中与现代汉语表达不同的句子，
说说现代汉语中是怎样表达的。

若学生找不出，可以出示以下句子让学生讨论。

1．聚室而谋。——（愚公）召集了（全家人）在家里商量。
（省略句）

2．杂然相许。——（全家人）纷纷表示赞同。（省略句）

3．如太行、王屋何？——把太行山王屋山能怎么样呢？（固
定句式）

4．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于是率领三个能挑担子的子孙。
（定语后置句）

5．甚矣，汝之不惠。——你太不聪明了。（主谓倒装句。对比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理解倒装句的强调作用。）

6．何苦而不平？——愁什么挖不平呢？（宾语前置句）

7．帝感其诚。——天帝被他的诚心感动了。（被动句）



四、朗读体会人物感情。

（一）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学生自由大声朗读，要求读出各
人物的不同感情。

（二）对比以下带“曰”的句子，学生讨论可以在各
个“曰”字前加上什么样的状语，应该用哪种语气来
读“曰”字后的对话。

1．聚室而谋曰

2．其妻献疑曰

3．杂曰

4．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5．北山愚公长息曰

说明：1．句是愚公召集全家人商议，态度是诚恳的，“曰”
字前可加上“诚恳”等词，读后面的对话要突出商量的口吻。
2．句中愚公的妻子虽然也同意移山，但她信心不足，对具体
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曰”字前可以加上“担心、犹
豫”等词，读这句时要读出她担心、犹豫的心理。3．句是众
人的回答，“曰”字前可以加上“坚定”“异口同声”等词，
读后面的对话语气要肯定。4．句中河曲智叟对愚公移山的做
法不但不理解，而且还有讽刺的意味在其中，他的“笑”应
该是讽刺、嘲笑的意思，“曰”字前可以加上“不屑”“嘲
笑”“讽刺”等词语，朗读时更多的是突出其嘲笑的口
气。5．句是愚公的回答，从“长息”中可以看出愚公认为智
叟是可叹可悲的，“虽我之死”以后的几句话则是表明态度，
“曰”字前可以加上“叹息而又坚定”等词语，要读得充满
信心，语气坚定。



还可以从各人的用词中引导学生加以品味，理解其妻、智叟、
愚公的不同态度：

其妻——献疑、君、魁父之丘、且焉置土石

智叟——笑而止之、甚矣、汝、不惠、残年余力、山之一毛、
其如土石何

愚公——长息、汝、固、不可彻、曾不若、虽、何苦

说明：其妻用“献疑”“君”等词，表现了她的尊敬，“且
焉置”句说明她的担心。智叟用“汝”表现他态度的不尊敬，
“甚矣”“不惠”表示了他嘲笑的程度，“其如土石”句是
反问句，与其妻的“且焉置”句的一般疑问句在语气上是大
不相同的。而愚公的“长息”表示他对智叟顽固的悲
叹，“虽我之死”几句突出了他的信心。

以上是一家之见，学生有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只要言之有理
也应该肯定。

投影徐悲鸿的画《愚公移山》，让学生加深理解。

（三）根据学生讨论的情况，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要求
读出人物的情感态度。

六、课外作业。

（一）朗读并背诵课文中愚公反驳智叟的话。

（二）解释“阅读练习探究”第四题，掌握其中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