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 语文
三年级矛和盾的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我上了一节《矛和盾的集合》一篇文章，自己的感受
比较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一下做得比较扎实的几个地
方。

一、从成语故事引入，前后呼应，使文章回归整体

刚开始上课，我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
故事，提出让学生认真去倾听，然后猜一猜这个成语故事是
什么？这样去做，不仅锻炼了学生倾听别人说话的`能力，而
且还让学生了解了矛和盾的作用，知道了它们是古代的两种
兵器，同时学会了“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在解释这个成语
以后，学生明白从一个故事可以揭示一个道理，为这篇课文
的学习埋下了伏笔。使得总结全文时，有一个整体的回归。

二、抓住重点词语，体会重点语句

在讲读课文时，像“左抵右挡”、“难以招架”、“庞然大
物”等四字词语，能够及时地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谈谈
词语的表面意思，再把词语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
由表及里，由浅到深，既巩固了词语意思的理解，也为体会
句子的含义做了深厚的辅助，而且把语文园地六我的发现的
练习得到了巩固，让学生更好地把握词义，朗读再进行加深，



一步一步，扎扎实实。

三、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学，还给学生想象的空间

在总结了文章第二自然段板书“盾—防守—铁屋子”后，第
三、四自然段的学习我采用学生自学的形式。因为这两段的
内容浅显易懂，学生一读就明白。用“你觉得发明家的想法
行不行？”引入三、四段的学习，随后，再指名让学生补充
一下板书内容，自然而然的出现了“矛—进攻—枪口后炮
口”在这种引导下，放手让学生自学，一是对第二自然段的
巩固，二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发现新的东西补充板书，不
知不觉的锻炼了学生的能力。

再有第五自然段的学习，我采用了学生闭上眼睛，边听遍想
象画面的方法学习，学生不仅兴趣浓厚，很带劲的认真听，
而且用自己的话描述头脑中的画面，丰富了文章的语言文字
得到了更好地补充。

我觉得以上是自己做的比较好的三点，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的
不足。例如：在指导“如雨点般向他刺来”这个比喻句时，
只涉及学生体会到矛来的快、急，没有及时的把握时机，再
做几个类似的练习，加以巩固。如：

1、天上的星星如般挂在天空。

2、秋天的落叶如般飘落下来。

可以提前列出几个这样的句子让学生口头答一下，用不了几
分钟，就能使知识点落实的更加扎实。再就是当学生提出发
明家发明出坦克后，应当把坦克的有关知识简单的介绍一下，
以此来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

总之，这节课上下来，有成功有失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
更要取长补短，努力吧每一节课上的扎实、高效。



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篇二

这篇课文写的是发明家手持矛和盾，在与朋友对打比赛时，
由矛和盾的长处想到了发明坦克。由此说明“谁善于把别人
的长处集于一身，谁就会是胜利者”的道理。本堂课我在成
语故事《自相矛盾》入手，引出了矛和盾这两种兵器（图片
展示），同时进行了读写。在初读后把课文归纳成一句话，以
“矛盾，坦克之间的关系”为题进入课文，引导学生学习第
五段，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大显神威”读出坦克的威力。
接着紧紧围绕“发明家怎么把矛和盾集合在一起的？”学
习1—4自然段。通过找问题，解决问题，体会发明家的思考
过程，了解坦克的发明过程。

反思一：阅读为本，文本中感悟语言，惊叹创新的神奇威力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堂好的语文课是读出来的”
可见阅读的重要性。语文课要多读，“以读为主，合理想象，
适当扩展”。在指导第5段朗读时，让学生说说从哪些词语中
可以看出坦克的威力。同时让学生想象，“哇哇直叫”“乱
成一团”会是怎样的景象？这样学生自然而然会把有关词语
读重音，这不是又回归到文本中去了吗？并且在朗读时感受
到了发明家发明出的坦克的威力，惊叹创新的神奇威力。

反思二：落实单元目标，层层深入的思考中探究发明的过程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在课堂教学中，要多给学生展示的舞台，多给学
生说话的机会。用他们的体验和感悟来代替教师乏味的说教。
这样学生才能在这舞台上跳出优美的舞蹈。了解发明过程，
领悟思维方法是本课的重点。在阅读中，读懂发明家遇到了
什么问题，怎么想，在层层深入思考中发明坦克的过程。并
且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语言学习，提高品悟积累的能力。在教
学中运用换词、动作表演，图片联系上下文等方式理解词语，
促进对文本的理解。



反思三：联系生活实际，在比较中感悟文本

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篇三

小学第十二册最后一组《古代寓言两则》的第一则文言文寓
言是《矛与盾》。学生在第十一册接触过文言文，都有了一
定的学习基础和经验。语言教学着重于读，文言文教学更基
于此，且文言文教学与普通精读课文的读相比，更应着重于
读。不读就显不出语言的特点，就品尝不出文中的韵味，就
难以理解出文中的意思。要反复读，多读，才能理其义。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这节课上，我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首先给学生充分自己读书的空间，力求通过朗读激发学
习古文的兴趣。进入新课时，我先范读课文，一下子把学生
带入到文言文的情境之中，点燃了学生阅读文言文的热情。
最终把背诵课文变成了自觉行为。学生神情专注，摇头晃脑，
沉醉其中，读得正确流利，读出停顿、节奏，也对课文的内
容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其次，让学生感悟课文，分小组进
行议一议，深入理解重点句。“读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怠。”我在巡视学生对照注释读懂句意时，注意尊重学生个
性化学习，注重对文言文学习方法的提炼。如：一边读一边
看插图，标明注释快速学习，联系上下文猜读，这些都是学
生自主学习文言文不可缺少的拐杖。尤其是对照注释，揣摩
句意。如果将学习文言文比作一幅国画，那么这一步是一个
局部精细勾勒的过程。经过这一步，课文的文言形式已在学
生头脑中逐步稀释为相当的白话文。这些学习方法从学生中
来又回归于学生中去，学生在读通的基础上再去读懂。
读“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两句时，要指导学生自然地将对古文的理解和读紧密地结
合起来，读得有滋有味，读出了张扬夸耀的语气。最后，我
让学生进行表演，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一下卖矛与盾的人是怎
样叫卖的，旁人又是怎样质问的，他的矛与盾卖得出去吗？
通过表演，学生们体会到楚人说话言过其实，自相矛盾。这
节课不需要教师的解释，更不需要教师去概括寓言中蕴含的



道理，学生通过读、议、演就能完全明白了。

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写的是发明家手持矛和盾，在与朋友对打比赛时，
由矛和盾的长处想到了发明坦克。由此说明“谁善于把别人
的长处集于一身，谁就会是胜利者”的道理。本堂课我在成
语故事《自相矛盾》入手，引出了矛和盾这两种兵器（图片
展示），同时进行了读写。在初读后把课文归纳成一句话，以
“矛盾，坦克之间的关系”为题进入课文，引导学生学习第
五段，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大显神威”读出坦克的威力。
接着紧紧围绕“发明家怎么把矛和盾集合在一起的？”学
习1—4自然段。通过找问题，解决问题，体会发明家的思考
过程，了解坦克的发明过程。

反思一：阅读为本，文本中感悟语言，惊叹创新的神奇威力。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堂好的语文课是读出来的”
可见阅读的重要性。语文课要多读，“以读为主，合理想象，
适当扩展”。在指导第5段朗读时，让学生说说从哪些词语中
可以看出坦克的威力。同时让学生想象，“哇哇直叫” “乱
成一团”会是怎样的景象？这样学生自然而然会把有关词语
读重音，这不是又回归到文本中去了吗？并且在朗读时感受
到了发明家发明出的坦克的威力，惊叹创新的神奇威力。

反思二：落实单元目标，层层深入的思考中探究发明的过程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在课堂教学中，要多给学生展示的舞台，多给学
生说话的机会。用他们的体验和感悟来代替教师乏味的说教。
这样学生才能在这舞台上跳出优美的舞蹈。了解发明过程，
领悟思维方法是本课的重点。在阅读中，读懂发明家遇到了
什么问题，怎么想，在层层深入思考中发明坦克的过程。并
且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语言学习，提高品悟积累的能力。在教



学中运用换词、动作表演，图片联系上下文等方式理解词语，
促进对文本的理解。

反思三：联系生活实际，在比较中感悟文本。

在引入课题时，学生对于“集合”理解仅仅是简单的数量上
的统一。通过对文本的朗读感悟，了解了发明过程之后。学
生对于“集合”有了全新的认识，那是优点的集合、长处的
合二为一。课后让学生从生活中找出一些矛和盾集合的例子，
通过课堂的学习和生活中的探究让学生将文本和生活结合提
炼出课文蕴含的人生哲理。

三年级矛和盾的集合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矛和盾的集合》一课时，我是这样导入的：课件出
示两幅图，矛和盾，问：“你们认识这两幅图上的东西
吗？”学生们都很积极，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之后，
我们总结出：矛是用来进攻的，盾是用来自卫的。接着，我
说：“矛和盾是两种对峙的开口，如果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会
怎样呢？出示课题，齐读：矛和盾的集合。这时候，学生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课堂上充满了浓浓地学习气氛。学生
们总结出：矛和盾是古代两种不同用处的武器。矛用来攻击
敌人，盾用来保护自己。两者完美结合，就是坦克。只有善
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谁就会是胜利者。最后，师生在
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完了本课的课文。

第三节，我趁热打铁继续学习本课来写生字，并把本课所学
的知识用上。我很认真地讲解了上次的作业情况：一是书写
认真的；二是生字、词全写对的。联系本节课，我要求学生把
“认真”与“正确”集于一身（即作业本上），像书中的发
明家一样，成为一名胜利者。学生们写得都很认真，可以说
是鸦雀无声。因为他们都想做一名集两者优点于一体的胜利
者。本次作业结束时，只有6名学生出错，学生们书写都很认
真。最后，我向学生宣布：他们都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看



到学生都很高兴。课下，我写下了几句话：一、课文是最好
的教育资料；二、要善于发现每篇课文带给我们的任何一
个“机会”；三、一定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