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愚公移山
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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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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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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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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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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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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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愚公移山》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篇寓言故事，它有生动的'
故事情节，又带有神话色彩，篇幅短小，特别是经毛泽
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引用
这个寓言故事后，“愚公移山”的成语更是脍炙人口，为国
人所喜用。现结合本课的教学实践作如下反思：

一、教学特色

《愚公移山》是篇传统的老课文，故事情节简单，大概的内



容学生早知，经典的教法也有很多，所以我在准备上这篇课
文之前，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的课堂教学对学生有吸
引力，如何在教学中体现新课标的理念。考虑再三，决定还
是引导学生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去感受课文。具体做
到了以下几点：

1、鼓励学生自由和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寓言故事浅显
易懂，情节吸引人，中心人物是愚公，中心事件是移山。在
文中对愚公的移山壮举早有争论，最反对的人物是智叟，智
叟认为愚公移山是一件极为愚蠢的行为。文中的智叟是以自
作聪明、目光短浅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而愚公却站得高，看
得远，考虑问题十分周密，也就是愚公不愚，智叟不智。用
今天的眼光看，愚公的行为到底愚不愚蠢,教学中以此为切入
口，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激发学
生的挑战欲、征服欲，围绕中心展开辩论，鼓励创新。引导
和鼓励学生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
有条理，不偏离话题，发表意见有针对性，从而提高学生的
口语交际能力和围绕中心说话的能力。

2、介入生活体验，启发思考和感悟，进行艺术再创造。这则
寓言是把奇特的钥匙，打开了学生的智慧之门，给了他们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也启迪了他们对人生的思考。鼓励学
生们拿起手中的笔，写下自己的感受或者进行艺术再造。在
前面辩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梳理自己的观点，深入思考和
感悟，写出阅读札记，可以是小议论文，也可以是读后感，
还可以介入生活体验，运用联想和想像，来进行艺术再创造
写作训练。这一安排激发了学生写作的兴趣，是阅读最高境
界的体现。

二、教学失误

1、教学中没能引导学生明确寓言的特点及作用。寓言是一种
文学体裁，它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人或其他生物，寓深奥的道
理于简短的故事中。好的寓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



教育，《愚公移山》是一则长期在人们中流传的好寓言，教
学中应该引导学生明确寓言特点及作用。而在本课教学内容
设计中却缺少了这一部分，我感觉是一项很大的失误。

2、在教学中没有设计重点品味愚公这一艺术形象的环节。太
行、王屋既高又大，而愚公仅以全家的力量来移山，这在一
般人看来，已经是“愚蠢”的了。运土石，地点是“渤海之
尾，隐土之北”，路程如此遥远，而帮助他们来移山的只有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往返一次需时一年，这又进一步显示
了愚公之“愚”。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事物的表象。及至智
叟前来阻止移山，愚公说出了“子子孙孙无穷馈也，而山不
加增”的道理，他的形象霎时变得高大起来——原来他的见
解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他是“大智若愚”的!这种随着情节
的发展由表及里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但是我在教学设计时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是阅
读教学的一大缺憾。

三、改进措施

1、反复朗读、记诵，逐步积累语言材料，培养文言语感。

2、合作探究，运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
评价作品的积极意义与历史的局限，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3、补充讲解有关寓言的文体知识，对本文愚公形象特点及由
表及里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作具体讲解。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学生们能真正地理解了愚公移山的真谛，而这些是他们自己
思考得出的。我在此时也深刻体会到了给学生头脑中“点燃
一把火”是如此的重要。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觉得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自己，多阅读有关的书籍和
杂志，多了解自己学科的新动向、新理念、新观点，并适当
地运用到教学活动中，这样我们的教学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教师——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我将为之努力，成
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而不愧这一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