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汇总8
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
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学棋》是源于《孟子-告子（上）》。故事描述了古时候两
个学生向围棋能手秋学下棋，一个专心致志，一个心不在焉，
所学结果截然不同的`生动故事，启示人们学习必须专心致志
的道理。课文第二自然段写了秋的两个学生在学棋时的不同
表现。这是本课的重点段落，课文中的插图也与此段内容相
对应，形象地展示了两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表现，对比鲜明。
教学时我从插图入手，让学生认真观察图画，先用自己的话
说说图意，再读读课文，找找课文中哪些句子写了图画上的
情景。按照学生的观察顺序分别出示文中的句子。

一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一边听一边看老师在棋盘上布子，
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上几句。让学生读读找找这个学生的
动作，强调“一边……一边……”这个关联词，让学生体会
看和听是同时发生的，学生看的时候在听，听的时候在看，
再用“一边……一边……”说说话。还展开想象那个学生他
听秋说了什么？他问什么？然后带领学生朗读，体会他的认
真专心。而另一个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呢？学生不难找出相关
的句子。同样让学生读，抓住“走了神儿”“不由得”体会
这位学生的学习态度。找找另一位学生在做什么，想什么，
让学生知道这位学生在学习时“走神儿”就是听着听着就想
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再注意老师的讲课了。再让学生对比



朗读两段话，让学生进一步明白两位学生的学习态度是截然
不同的。这样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自然地过
渡到第三自然段的学习。学习第三自然段，让学生用上“因
为……所以……”说一说。然后我让学生想想我们生活中有
哪些例子也像这篇课文一样，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结果，从
而揭示了生活中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的道理。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德育点：了解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传承鲁迅精神。

知识点：了解“小传”的文体的基本特征，学写“小传”。

能力点：体会本文简明平实而又不乏含蓄幽默的语言特色。

【教学重点】

了解文中记录的鲁迅先生的主要经历。

解读鲁迅精神;了解“小传”文体的基本特点。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有一个人被公认为是我国近现代最深刻、最复杂、最矛盾、
最具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最杰出的文坛巨匠，同学们肯定
知道他是谁吧?对，是鲁迅先生。看来，同学们也一样喜爱鲁
迅，崇拜鲁迅!鲁迅，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大家
想更好地了解他吗?那好，就让我们一起来拜读《鲁迅自传》
这篇文章，去追寻鲁迅先生闪光的人生足迹。



二、感知课文

1、借助工具书，清除字词障碍;识记文章中自己难以掌握的
字词。

2.标出文中直接或间接表明时间的词句，了解文中牵涉的一
些历史事件。根据课文所提供的材料，列表梳理鲁迅本文中
交待的情况。

时间事件(主要活动)原因

1881年出生

13岁时辍学回家家里遭了很大的变故

18岁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

大约过了半年改进矿路学堂

毕业之后被派往日本去留学

东京预备学校毕业决意学医，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知道了
新的医学对日本维新有很大助力

29岁回**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有经济上的帮助

(刚)回国在浙江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和生理学

第二年(1911)到绍兴中学堂做教务长

绍兴光复后(1912)做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

革命政府成立后做部员、兼做北大师大女大的国文系讲师

1926年做厦门大学教授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



1926年12月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

1927年4月辞去中山大学教授

1927年9月出广东，定居在上海

19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

三、理清思路。

1、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分段的依据是什么?试概括各段大
意。

――课文是按时间顺序来写的。依据内容上的重大变化分段
落。第1段主要写家庭情况，第2段写外出求学，第3段写工作
经历，4段写著述概况。

2、文章这样安排顺序和段落有什么好处?

――这样安排，使文章条理井然有序，能清晰地显示人物的
人生轨迹。

四、布置作业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原计划2课时完成的教学任务没有完成，因为这是开学的第一
天，需要和学生讲一讲安全、卫生等方面的事情，耽误了一
些时间。纵观这课的教学，我感觉是满意的，学生课前做了
充分的预习，对字词的理解，我拣重点讲了一下，把更多的
时间给学生自读自悟！这两篇文言文浅显易懂，学生不难理
解。如果单从掌握的角度来说，我的教学目标基本达成。然
而，学生能否触类旁通，很好的运用学习到的方法阅读文言
文，还是心里没底的！上完新课，我迫不及待地把作业发下



去，想快一点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从作业的效果来看，大
部分学生能读懂文章的意思，但对部分字词的理解不够准确，
我想，主要原因是我在引导学生理解字词时，教学语言不够
简练、精准，导致学生断章取义，作业中的错误率比较高！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此课之前学生对地球自转这种现象已经了解了（包括对哥白
尼学说和其他天体运动知识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其实是
肤浅的，也是跳跃式的。学生们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探究，只
是一个直观的结果。这部分内容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实验
演示给出了地球自转的直接证据，是人类认识地球运动的重
要转折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节课比较全面的向学生介绍了傅科当时研究的经历，利用
沙子演示摆偏转的轨迹，得到摆摆动时方向发生了明显偏转
的结论。另外，我还简单用受力分析示意图介绍了傅科装置
的特点和其摆动时受到的几个力，只要学生在五上小车运动
单元基础打的好，对于受力分析也是能够理解的。

通过让学生了解更多可以证明地球自转的证据：比如说在宇
宙或者卫星上观察地球的.图片等，此时让学生回顾我们的猜
想和假设，学生们可以轻松的去掉不正确的假设，而只保留
两个假设。此时，我仍旧没有与学生昼夜交替现象到底是怎
么产生的，让学生心中仍旧充满着疑问有利用他们致始致终
保持这种状态有利于我们的教学。此时要求学生搜集信息，
掌握更多关于地球自转的信息，为下一节课的教学作好准备。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期末复习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复习课的质量的高低决定着
效果如何。  



自己静下心来反思反思，发现了不少问题：  

老师问题：  

一、是在复习时老师没有向学生说清复习的内容和要
求。  

三、是对学生的复习情况尤其是个别差生的掌握情况了解得
不够到位。  

四、教师的复习计划缺乏条理性。  

学生问题：  

1、学生不愿做重复的`题目。  

2、做错题时不能及时改正。  

3、有的学生做题时过分依赖老师。  

4、学生的上进心不足。  

5、个别后进生缺乏自信。  

今后的教学策略：  

一、在复习课中，老师要多设计些新颖的练习形式，保证每
一节课的质量。  

二、在课堂复习中，教师要注重趣味性，要善于运用表扬，
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四、教师每复习一阶段都要进行反思。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语文学期末教学反思。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六

于语文学习，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怕文言文，
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我们一直崇敬的伟人鲁迅先生
已经成为学生“怕”的对象，想来实在可怕。

为什么学生怕读鲁迅的文章？笔者为此曾经做过一次题
为“我眼中的鲁迅”，学生发表了不少“高见”，但普遍的
认识是：

鲁迅太伟大了，伟大的让我们难以接近。

鲁迅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感到异常陌生。

鲁迅的作品语言艰涩，主题深奥，实在难以理解。

而且，除了课文，绝大多数学生不读鲁迅的其他作品。

鲁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鲁迅作品的价值勿庸置疑。但他的
着作的读者却越来越缺少，甚至对进入教科书的作品望而生
畏。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篇目有所不同，
选用的鲁迅作品有一般在20篇左右，约占到讲读课文的10%。
我们在教学中也总是吧鲁迅作为重点，但结果却不怎么样，
反而学生越来越疏远了鲁迅，实在需要我们反思。

学生越来越疏远了鲁迅，有诸多原因，但从中学语文教师的
角度，实在也需要我们反思。

一、不要“神”的鲁迅

鲁迅是伟大的，但伟大不是难以亲近的同义词。



我是喜欢鲁迅的，事实上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我的教学，我
有意无意间也在影响我的学生。在鲁迅作品的教学中，对教
材、教参机械照搬，强行灌输的方，阐发一些“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大而化之的主题，初时的`学生比较听话，我讲什么
他们就听什么，但渐渐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到后来，他们可
能就不听了。我一直在想，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问题是在我
身上。学生学习鲁迅的作品，不是接受一位神，神话的鲁迅
只能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疏远。

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
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人，是一
个与我们一样的人，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神是要供奉的，
我们无法接近，而可亲可敬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
心中。林肯的鼻子可以摸，如果我们也可以摸鲁迅的鼻子，
那时的鲁迅就不会被疏远了。

我们必须将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然后与大师进行平等、和
谐的心灵对话，让学生亲自去感悟其作品内涵和艺术魅力。

二、不要“政治”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远去了的不一定就是陌生的。

鲁迅先生是反封建的斗士，是革命的旗手，是勇士、先驱、
导师、革命家。政治化概念化的先生，只剩下一张横眉冷对，
严峻无情的脸谱。于是，我们无论是教鲁迅的小说，散文，
还是杂文，都是循着这一概念，语文教育成了政治的宣传员，
至少是一种政治暗示。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
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
匕首”。正如周海婴所说，这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

我们且不说文学作品的对人文价值，但这种把人文理解成思
想政治教化，而失去了人文的本义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舍本
逐末。政治化概念化了的鲁迅失去了真实，政治化概念化了



的鲁迅作品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而且这种做法
扼制了学生的思维创新，也极大地降低了鲁迅小说深刻的思
想内涵。

三、不要“甚解”的鲁迅

鲁迅是深刻的，但深刻的鲁迅并不是不可认知的。

鲁迅的作品，篇篇是精品，字字乃珠玑，其思想的深刻是勿
庸置疑的。鲁迅的作品难读，不只是学生感到难读，有一定
阅读经历的经验的读者，对鲁迅的作品大多望而生畏，就是
我这样受过“专业”教育的语文教师也常常需要借助“别
人”。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他的
作品，不仅杂文，小说散文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

其实读不懂鲁迅是正常的事，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不一样
了，连语言的表述风格都变了。我无法认同鲁迅先生的文
章“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围”的说法，难读与超出认知范围
至少不完全等同。

对于鲁迅作品中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必心急，可以
让学生可以慢慢消化，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我
们不要总是强调鲁迅的深刻，学生无法认识到这深刻，于是
启发启发再启发，启而不发，就只能灌输，结果还是概念，
对鲁迅的理解没有任何帮助，对于现今个性独立的学生们来
说反而会令其对鲁迅作品产生排斥心理。

陈丹青语说：如果我们从鲁迅那一张张目光犀利，很个性化
中国化的照片中，能够解读到“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
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
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鲁迅，那时，我们的学生可能不仅愿
意在周作人的苦雨斋里消遣、在琼瑶的《情深深，雨蒙蒙》
中徘徊，也喜欢在鲁迅的百草园内逗留。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七

篇一：鲁迅自传教学反思

引导学生体会自传的一般特点和从语言中体会感受鲁迅，这
是我这节课设计的宗旨。

鲁迅的文章历来是中学语言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在教学
鲁迅的文章时，我们往往是从思想、主题的角度切入，来安
排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流程，组织教学活动，而《鲁迅自传》
又是鲁迅自己介绍生平和思想的最重要材料之一，涉及的背
景材料点多面广，因而教师更容易从鲁迅人格入手，增加背
景介绍，使学生重点了解鲁迅的经历和思想。

但是，我认为，这篇文章首先是一篇自传，鲁迅首先是一个
文学家。鲁迅的人生经历、转折固然重要，思想固然深刻，
但学习这篇课文，我觉得主要不是了解鲁迅的深刻，也不是
去了解鲁迅的转变过程，而是要突出这篇文章的传体特征
（因为，这是学生第一次学习自传，从教材的使用来看，把
《鲁迅自转》作为自传的范本来学是更为重要的。），是要
看鲁迅的经历和思想是如何被叙述、如何被表达的。换句话
说，自传的特点和鲁迅思想的深刻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
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独特的地方，也是鲁迅文章作为
教材的主要价值之一。因此，我在设计教学流程时，试图以
经历为主线，以语言为入手，让学生通过一篇文章的学习，
体会自传的一般特点和从语言中体会感受鲁迅，也就是从这
点来体现“具有语言学习价值的鲁迅”。

突出传体特征，那么鲁迅的形象是不是不重要了呢？不是的。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经历和传记特点的时候，带出对鲁迅思想
的思考。如我在分析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章写作
者的经历，有详略之分吗？那为什么有些要想写有些要略
写？”这个提问自然就可以使学生明白弃医从文是祥写，为
什么要祥写呢？因为这是鲁迅最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引出弃



医从文的原因和鲁迅的为人，这样就可以结合附文《呐喊自
序》来分析。鲁迅的形象初步得到体现。同时在分析时，又
扣住了自传的一个特点“详略得当（重在祥写表达自己思想
的内容）”。另外在分析语言时也是一样，既要抓住本文语
言简洁凝练的特点，又要突出本文语言思想内涵丰富的特点，
这样自传的简洁特征和鲁迅的思想也就都得到了体现。同时
我还把本文的语言和七年级上的《风筝》一课的语言作了一
个简单的比较，希望学生能明白鲁迅作品语言更多的是“形
象化的表达”，但这篇是自传，所以，鲁迅没有过多的修饰，
而是选择了凝练简洁，这是为了做到言简意赅的需要。这一
点的设计还是落实在了自传的特征上面。

当然，这样的设计都是老师的预设教学，仅仅这样还是不够
的，一个好的课堂，还应有自然生成的东西。为此，我主要
在分析语言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他们自由的发现
和表达，而老师不过多的干涉，尤其不强加给他们教参上的
东西，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什么样的水平。显然，这
样的教学，鲁迅的思想不是很突出，这是这堂课设计的一个
局限，而课堂生成的东西也不够深刻。但我想，随着他们知
识水平的提高和对鲁迅的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是可以更深刻
了解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

总的来讲，学生能够接受我这样的设计，和老师的配合相当
好，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也基本了解到了自传的写法特点，
可以说是达到了预计的效果。但是因为公开课的原因，我试
图上一个完整的课，我对学生的讨论时间进行了限制。这显
然是不符合生成性课堂的规律的，也是得整堂课内容过多，
再加上老师的语言有些嗦，占用了不少时间，使得学生的参
与时间大大减少了，也使得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应有
的发挥。从《鲁迅自转》的文章特点和教学设计容量来讲，
应该有两课时。这是我今后要改进的地方。

以上是我对这堂课的自我认识和反思，请大家多多指正。



篇二：鲁迅自传教学反思

于语文学习，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怕文言文，
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我们一直崇敬的伟人鲁迅先生
已经成为学生“怕”的对象，想来实在可怕。

为什么学生怕读鲁迅的文章？笔者为此曾经做过一次题
为“我眼中的鲁迅”，学生发表了不少“高见”，但普遍的
认识是：

鲁迅太伟大了，伟大的让我们难以接近。

鲁迅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感到异常陌生。

鲁迅的作品语言艰涩，主题深奥，实在难以理解。

而且，除了课文，绝大多数学生不读鲁迅的其他作品。

鲁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鲁迅作品的价值勿庸置疑。但他的
着作的读者却越来越缺少，甚至对进入教科书的作品望而生
畏。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篇目有所不同，
选用的鲁迅作品有一般在20篇左右，约占到讲读课文的10%。
我们在教学中也总是吧鲁迅作为重点，但结果却不怎么样，
反而学生越来越疏远了鲁迅，实在需要我们反思。

学生越来越疏远了鲁迅，有诸多原因，但从中学语文教师的
角度，实在也需要我们反思。

一、不要“神”的鲁迅

鲁迅是伟大的，但伟大不是难以亲近的同义词。

我是喜欢鲁迅的，事实上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我的教学，我
有意无意间也在影响我的学生。在鲁迅作品的教学中，对教
材、教参机械照搬，强行灌输的方，阐发一些“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大而化之的主题，初时的学生比较听话，我讲什么
他们就听什么，但渐渐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到后来，他们可
能就不听了。我一直在想，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问题是在我
身上。学生学习鲁迅的作品，不是接受一位神，神话的鲁迅
只能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疏远。

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
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人，是一
个与我们一样的人，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神是要供奉的，
我们无法接近，而可亲可敬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
心中。林肯的鼻子可以摸，如果我们也可以摸鲁迅的鼻子，
那时的鲁迅就不会被疏远了。

我们必须将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然后与大师进行平等、和
谐的心灵对话，让学生亲自去感悟其作品内涵和艺术魅力。

二、不要“政治”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远去了的不一定就是陌生的。

鲁迅先生是反封建的斗士，是革命的旗手，是勇士、先驱、
导师、革命家。政治化概念化的先生，只剩下一张横眉冷对，
严峻无情的脸谱。于是，我们无论是教鲁迅的小说，散文，
还是杂文，都是循着这一概念，语文教育成了政治的宣传员，
至少是一种政治暗示。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
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
匕首”。正如周海婴所说，这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

我们且不说文学作品的对人文价值，但这种把人文理解成思
想政治教化，而失去了人文的本义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舍本
逐末。政治化概念化了的鲁迅失去了真实，政治化概念化了
的鲁迅作品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而且这种做法
扼制了学生的思维创新，也极大地降低了鲁迅小说深刻的思
想内涵。



三、不要“甚解”的鲁迅

鲁迅是深刻的，但深刻的鲁迅并不是不可认知的。

鲁迅的作品，篇篇是精品，字字乃珠玑，其思想的深刻是勿
庸置疑的。鲁迅的作品难读，不只是学生感到难读，有一定
阅读经历的经验的读者，对鲁迅的作品大多望而生畏，就是
我这样受过“专业”教育的语文教师也常常需要借助“别
人”。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他的
作品，不仅杂文，小说散文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

其实读不懂鲁迅是正常的事，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不一样
了，连语言的表述风格都变了。我无法认同鲁迅先生的文
章“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围”的说法，难读与超出认知范围
至少不完全等同。

对于鲁迅作品中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必心急，可以
让学生可以慢慢消化，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我
们不要总是强调鲁迅的深刻，学生无法认识到这深刻，于是
启发启发再启发，启而不发，就只能灌输，结果还是概念，
对鲁迅的理解没有任何帮助，对于现今个性独立的学生们来
说反而会令其对鲁迅作品产生排斥心理。

陈丹青语说：如果我们从鲁迅那一张张目光犀利，很个性化
中国化的照片中，能够解读到“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
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
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鲁迅，那时，我们的学生可能不仅愿
意在周作人的苦雨斋里消遣、在琼瑶的《情深深，雨蒙蒙》
中徘徊，也喜欢在鲁迅的百草园内逗留。

文学常识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八

转眼又是一年匆匆而过，回顾一学期来的语文教学工作，有
收获，也有反思，二年级的学生虽说不像一年级刚入学什么



也不懂，但一些良好的语文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因此，这
一学期，我的教育侧重点还在于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
主要材料，充分利用儿童生活经验，注重教授识字方法，办
求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
情境。同时，二年级识字仍是语文学习的重要任务之一。让
学生识字，必须有内驱力，小学生喜欢读故事，我告诉他们
要读懂这些精彩的故事，就得认识大量的字。为了培养学生
主动识字的兴趣，在教学中，我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充分
发挥汉字本身的魅力，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

１、自编儿歌识字法。

２、动手演示记字法。

３、辨部首想字义。

４、拆字、合字游戏。

５、做加一笔减一笔游戏借助这些方法主要培养识字兴趣，
让学生每看到一个新字。

都会动用各种方法识记，在识字过程中不是囫囵吞枣式的记
忆字形，而是经过一个精细，辨认各个组成成份的阶段，这
样做既巩固识字效果，增强识字兴趣，又养成勤于动脑的习
惯。

我觉得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越早开始越好。一二册的学习中，
学生已经认识了七百多个汉字，因此现在适时开发孩子的早
期阅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二年级的学生，内部言语机
制还不完善，注意力不稳定，有声思维起主导作用，需要朗



读的大声发音来组织思维、集中注意力，还有朗读过程中，
眼、口、耳多种器官，同时活动，加强了记忆，所以教学中
我十分加强学生的朗读，背诵方面的训练，培养他们积累有
价值的语言材料，并做到熟读成诵的习惯。并鼓励他们多读
课外读物，背诵儿歌、古诗、名言，并定时安排课外阅读任
务，背诵任务，切实做到，勤读书，广积累为三年级的习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