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优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
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
习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篇一

《三国演义》是几百来中国人最爱读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
影响世界的一部作品。《三国演义》记载着百年的历史。捧
起这本巨著，那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仿佛
又重回我们眼前，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深深刻在了我
们的脑海里。这些故事中，我们能够领略到各种各样的智慧。
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诸
多人物故事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三国演义故事精彩、语言
精炼，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让人看后不忘，三国演义不愧
为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因此，在本学期，结合语文教
学，我们为孩子们推荐了这本经典名著，并进行了名著导读
教学。

课堂设计时，我首先以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引导学生
进入课堂，初步感受三国历史的厚重，有个别同学也跟着曲
子一起哼唱，兴趣浓厚，课堂氛围良好。第二步，师生一起
梳理全书的脉络，从各组展示的卡片来看，同学们预习的效
果很不错，基本上能理清每章节主要故事内容。至于是读书
总结的还是通过其他资料收集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大
体了解到了全书的故事脉络。第三步，我设计了击鼓传花，
抽卡片讲故事，这一环节同学们都很踊跃，上台的同学基本
上能简洁准确流利地讲述自己知道的故事，强烈地激发了所
有同学对三国故事的热爱之情，课堂氛围非常激烈。第四步，
进入深入学习部分。这一部分的教学主要包括问题抢答、语



言积累、分析《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及谋略、徜徉人物画廊，
在整个过程中，明显地看出学生对三国故事中的歇后语、有
关三国人物的成语很感兴趣，部分同学一口气能说出好多个。
对于三国中的著名战争及其谋略的分析认识，男生表现得比
女生突出，对三国英雄人物的故事及其魅力也是如此。总之，
男生的学习热情远远高于女生的学习热情。但是，女生的学
习比较细致，他们分析人物以及从中得出的人生哲理和处世
之道是男生所不及的。从总体的过程来看，同学们对《三国
演义》这本书很感兴趣，并且大体上也明白了：之后在阅读
时应该着重于哪些方面和内容，即读有所指。

同时，在课堂中，通过填写与三国故事及人物有关的歇后语、
寻找与三国故事及人物有关的成语、对三国著名战争及其谋
略的分析认识等，同学们能自然地与其社会生活相联系，初
步感悟了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初步体悟到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尽管两节课时间很短，但是，通
过“讲三国故事、赏英雄人物”的环节，同学们初步感受了
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他们的伟大精神，体悟了中国古代英
雄永驻在心中的那份“忠”和“义”。我相信，在后面的阅
读中，同学们会更进一步感悟蕴含在作品中的优秀的文化内
涵，并能运用于学习生活当中，甚至以后的工作中。

在最后的拓展延伸和总结反思中，我简单地介绍了作品的语
言特点及思想内容，以便学生在后面的.阅读中能多方面赏析
作品，也进一步增强名著的魅力，激发阅读名著的兴趣。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所以在教学当中，不免存在一些问题。
在听完《三国演义》主题曲后，应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
谈谈自己对这段曲词的认识，既锻炼了学生的文学赏析能力，
又能更好地让学生带着豪迈的感情进入到下一步的学习当中。
在抽卡片讲故事一环节中，有的学生讲故事不能抓住这个重
点，比较啰嗦，还有的条理不很清晰，这表明在平时的阅读
中抓主要信息的能力很欠缺，语言的表达能力也需要加强锻
炼，更重要的是对预习的内容没有足够的重视。从各个环节



学生的学习情况看，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对作品进行初步的阅
读，只是根据老师布置的预习作业，在网上或其它资料上寻
找了相关的内容，看似了解了作品内容，其实只是借用而已，
因此，在以后其它的名著导读教学中尽量想办法把预习落到
实处。

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篇二

《三国演义》是几百来中国人最爱读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
影响世界的一部作品。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刘备、曹操、诸
葛亮、关羽、张飞等诸多人物故事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三
国演义故事精彩、语言精炼，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让人看
后不忘，三国演义不愧为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因此，
在本学期，结合语文教学，我们为孩子们推荐了这本经典名
著。

本节课的读书交流会是在孩子们读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进行
的交流讨论活动。策划读书交流会，是希望通过交流，使孩
子们了解三国，深化他们读三国的感悟。

课堂设计时，我首先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出发点，为了调动
学生交流的积极性，我设计了三国的知识竞猜闯关环节。绝
大多数的孩子们是在熟读了三国这本书的基础上进入学习环
节的，因此上，对于我设计的关于三国中故事内容与相关人
物的题目，他们觉得并不是特别难，这样的开始，让孩子们
有了成功的.体验，也调动了学生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
他们闯关热情的同时，也了解了孩子们对三国内容的掌握程
度。

其次，设计读书交流会，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感悟，适当引
导，提倡学生多元理解。如，在本课的交流中，我设计了三
国故事知多少的交流环节，让学生在读书之后，通过自己的
语言来交流故事。课堂上，孩子想要在这部巨著中找到自己
交流的故事情节，就必须先进行筛选，然后，还需要自行组



织语无言，才能够用自己的话讲明白，讲清楚。而，在交流
故事情节后，许多孩子们还谈到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印象。如，
谈到刘备，学生说到他的故事时，我就引导学生将人物竞猜
环节中的关于刘备外貌的描写文段找了出来，然后让学生去
找描写中刘备给人的最深的印象，孩子们中许多人脱口而出：
“刘备双耳垂肩。”这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样貌描写，作者
在作品中，将这样的相貌安排给刘备，让他如此善良，有福
气，与后文中许多典型事例中所表现在特点就很容易统一起
来了。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方面，团结
小组的力量用图画，课本剧，思维导图，语言分析，古诗词
等形式演绎自己对三国的理解，加深对故事的印象，深化感
悟，学会了合作，学习到了读书的方法。

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人物的形象分析不够充分，可以把图画组
和人物分析组结合，让孩子说出人物性格特征，和人物有关
的故事，把故事和人物结合起来分析，这样孩子们头脑中的
人物形象会更加饱满。

回顾本节课的学习，方法的积累，让学生明白如何去读书，
在今后的阅读过程中，孩子自主阅读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

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篇三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艺术特色主
要体现在语言特色，塑造人物形象，描写战争等几个方面，
所以，在教学中，注重从这几个方面去激发学生的兴趣，培
养学生的欣赏水平。部分学生已经通过电视和教材-对人物有
了一些了解和认识，但这种了解是模糊的，片面的。所以，
此次“导读”用意还在于让学生充分、全面地认识《三国演
义》中的人物，汲取古典小说的丰富营养，从而找到打开阅
读古典小说之门的钥匙。



如果说，这节课的导入环节是在解决“为什麽”读的问题，
那麽后面的环节就是在解答“怎麽”读的困扰。通过这节课
的学习，不仅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还要让他们懂得
阅读名著还有古为今用的实用价值。

成也罢，败也好。都随这滚滚的长江水烟消云散。但是不变
的是他们那不朽的生命价值凝聚的历史的天空中。

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篇四

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容博大精深、
浩如烟海。在当今网络文化、快餐文化不断涌来的今天，我
们诵读经典、与经典同行更有强烈的意义。一是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二是夯实学生的文化底蕴。

1.以“自主、合作、探究”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作为本
节课的理念支撑。

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从课外到课内，课外的功夫更深。
学生们在课外可能会粗浅的读三国、可能认真的读经典读本
中的相关章节、可能不停的咨询旁人可能不断地搜集资料整
理资料、研究资料。此过程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过程，因为
这正是孩子们成长的过程。

2.新颖的教学设计，会极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节课中，我在尽力追求这一点。如：

（1）导入环节，播放《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无形中把孩子
们带入了气势恢宏的氛围中。

（3）拓展环节，教师讲故事，起到了余音绕梁的作用，并且
课内拓展到课外。



（4）关注细节，在细微之处调动学生们的兴趣，如：身高，
行礼，酒文化。

3.在活动中培养了学生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

如小组在讨论中，就很好的锻炼了他们的合作能力.活动过程
中学生还通过深入交流和讨论学会了多种技巧，懂得了如何
与人交往。活动展示过程中，很好地体现学生合作、交流的
精神。

1.准备不够充分，本科在选题方面很好，但学生对《三国演
义》知之甚少，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要想取得更好的
效果，还须要更多的时间。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年龄特点，
对《三国演义》了解都还比较肤浅，还仅停留在表层，一些
体验的深度也还有待于加深.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指导学生深
入的阅读《三国演义》、真正走进《三国演义》。

2、活动过程中，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学生的兴致始终高
涨，而有些学生主动性较差，容易放弃。需要老师要更好的
想办法鼓励学生及时调整心态，保持实践的热情。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执教本节课最大的体会
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自己的功力实在太浅，需要
不断地洗脑、读书、充电。需要经常保持空杯心态，只有这
样，在课堂上才会潇洒自如，游刃有余。

三国演义反思与感悟篇五

听了吴老师的读书汇报课，可谓是老师精彩展示，专家专业
引领，我自己深刻学习了阅读汇报课应如何上的好。

这节课开篇老师首先以10个问题复习导入，直切主要讨论人
物——奸绝曹操。



所出题目均属普及类，难度偏低，照顾到班级不同层次的学
生，遵循了面向全体，建构在了学生原有阅读积累的基础上
扎实有效。

然后，老师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概括了曹操一生中所经历的事
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品析人物。

体现了课程安排的'层次性，让程度好的学生有展示的平台，
能力弱者在听记中得到提高，冲锋发挥了小组合作这种组织
方式的作用。小组整体汇报，带领全班品读相关章节，很好
的利用了“反刍”这一文学品赏的方法。充分给学生安全的
环境，自由言论的空间，张扬了孩子的个性。此环节中，教
师适时介入，起到了端正认知、点拨提升的作用，可谓教学
相长。

之后老师出示曹操的作品《短歌行》，并通过朗读带入情感，
师生共读《短歌行》，体会曹操所表达的情感。此环节是亮
点，师生朗读感情宝满、到位，可以看出平时老师在朗读训
练上下足了功夫。

最后总结人物时，老师借助《百家讲坛》和《三国演义》开
头诗《临江仙》视频再次升华情感，多方面、多种形式为学
生呈现曹操，使学生认识到了更加立体的曹操。

纵观本课，教师适时将自己置于阅读者，同行者。引导者。
组织者，评判者等多重角色中，妙语连珠，富有文采，很好
的实现了对学生的引领和提升。学生大胆发言，侃侃而谈，
机智应变，谈吐不凡，绝非一日之功，背后映射的是赵老师
重视阅读，引领阅读，扎实开展阅读活动，精心设计阅读课
教学，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拳拳之心。我想，如果我们每一
位语文老师都能如此重视阅读课，何愁我们的学生没有厚实
的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