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 伊索寓言教学
反思(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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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一

“想象是思维的一朵奇葩”。有经验的教师要善于挖掘文本
的内涵，寻找能够进行想象训练的训练点，在课文情境中进
行补白说话训练。如果教师准确地把握住了补白训练的训练
点，既能很好地突破教学难点，领悟文本的核心价值，又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如：第一教时，《狐狸和葡萄》的教学重点就放在“想象狐
狸想了哪些办法去够葡萄”这个想象训练上，在进行语言训
练的同时领悟寓意。《牧童和狼》的教学重点放在“狼真的
来了，牧童喊救命，村民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想象训练
上，从而理解“说惯谎话的人，即使说真话，也没人会相
信”这个寓意，最后要求学生能将想象内容放进文本中，进
行创造性复述。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二

本届新乡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获益菲浅。

首先谈一下相对成功之处，以利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改
进。

1、本节课在制定教学目的时抓紧抓牢“培养创造性思维”这
唯一的主线，所有教学活动都要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这样就



保证了使整个教学活动的效果。

2、教学过程中层次要分明，层层之间要承接自然、连贯，让
学生在学习时思维转换自然恰当，提高得当。

3、教学中重视课文，对课文的解析要到位。在此基础上更要
跳出课文，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层次，以达到能力培养的目
的。

4、自己在设计时注重了浅入深出的基本原则，在最重要的创
造性思维训练阶段，我先从比较容易的日常寓言入手，再到
有点难度的高考寓言，最后回归课本寓言进行高难度训练，
使学生循序渐进，切实提高他们的能力层次。

以上是此次比较成功的地方。

下面谈一下不足之处，这才是我本次活动最大的收获。

1、目前的教学对课文的解析还是相当重要的，而自己在这方
面做的还很不足。

上面在谈收获时我说到了教学中更要跳出课本，但是跳出的
前提是对文本充分深刻的解析，而我在本节课中对文本的解
析就出现了处理急促、挖掘不深的问题，使课文没有得到很
好的开掘。

2、课堂设计上没能够在最后再提高一步。

4、教学中还可以采用其它的训练材料例如（1）一个著名的
教学案例：冰化了是什么？学生回答是水当然对，但是回答
是春天的更加值得赞扬。（2）薛谭学讴：原意是学无止境
（褒义）；新读新解是学习是为了使用，一辈子学习而不离
开学以致用，那么这种学习又有什么用呢？（贬义）。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三

本届新乡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受益匪浅。

自己在讲课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力争拿出一堂好课，展示
出自己的优势；比赛中选手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激烈的
比赛后，大赛评委组专家教研室宋主任、附中刘主任、四中
杨主任又不辞劳苦进行了精彩深刻的点评。这一切使我获得
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许多的不足。下面就此
次比赛中自己的反思做一些浅显的总结。

首先谈一下相对成功之处，以利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改
进。

1、本节课在制定教学目的时抓紧抓牢“培养创造性思维”这
唯一的主线，所有教学活动都要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这样就
保证了使整个教学活动的效果。

2、教学过程中层次要分明，层层之间要承接自然、连贯，让
学生在学习时思维转换自然恰当，提高得当。

3、教学中重视课文，对课文的解析要到位。在此基础上更要
跳出课文，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层次，以达到能力培养的目
的。

4、自己在设计时注重了浅入深出的基本原则，在最重要的创
造性思维训练阶段，我先从比较容易的日常寓言入手，再到
有点难度的高考寓言，最后回归课本寓言进行高难度训练，
使学生循序渐进，切实提高他们的能力层次。

5、注意学以致用，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教学需要，本节课中我
在设计创造性思维时将20xx年高考作文题加入其中，既让学
生获得训练，又使学生注意到目前学习和将来高考的联系。



以上是此次比较成功的地方。

下面谈一下不足之处，这才是我本次活动最大的收获。

1、目前的教学对课文的解析还是相当重要的，而自己在这方
面做的还很不足。

上面在谈收获时我说到了教学中更要跳出课本，但是跳出的
前提是对文本充分深刻的解析，而我在本节课中对文本的解
析就出现了处理急促、挖掘不深的问题，使课文没有得到很
好的开掘。

2、课堂设计上没能够在最后再提高一步。

就像杨主任提出的那样没有在课堂结尾处联系课文中钱钟书
和卢梭对“小孩子究竟该不该读寓言”这一内蕴深厚的问题
引发学生的思考，让他们利用新学到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见
解，从而既回到课文，又用新知识解决课文的厚重之处，在
能力层次上更上一层楼。

3、教学环节转换中还存在着不够简明、连贯、衔接的地方，
显示出自己的课堂把握上的不成熟，这既需要自己进一步的
努力，更需要名师大家的指点。

最后对举办此次大型比赛的上级机关、领导表达深深的敬意
和谢意，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像我这样的教师才能得到锻
炼和提高，使自己对语文教学有了更深更真的认识，期望以
后这样的机会多一些，促使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更快的进步。
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事业更好地发展尽一份力。

4、教学中还可以采用其它的训练材料例如（1）一个著名的
教学案例：冰化了是什么？学生回答是水当然对，但是回答
是春天的更加值得赞扬。（2）薛谭学讴：原意是学无止境
（褒义）；新读新解是学习是为了使用，一辈子学习而不离



开学以致用，那么这种学习又有什么用呢？（贬义）。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四

1、最投入的课时最美丽的课。教师的热情与活力，快乐与自
信会影响、感染学生。这节课上，我情绪饱满，全身心投入，
与学生平等对话，入情入境，不像是在上课，而是和学生一
起徜徉在文学作品的世界里，享受故事带给我们的快乐。因
此，整节课上，学生激情四射，思维活跃，教学目标顺利达
成。

2、一课一得。在语文课上，与其面面俱到、蜻蜓点水，不如
讲深讲透一点。而这堂课我的设计就是要教给学生读书的方
法。每个环节的设计都是为让学生学会读书方法而做的准备。
从搜集资料、汇报交流，再到阅读故事，明确寓意，进而总
结出伊索寓言的特点，学会阅读伊索寓言的方法，最后拓展
到整本书的阅读。环环相扣，目的明确。

3、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本节课上，我把“以学生为本”作
为教学设计的主导思想，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课堂上，
我充分引导学生读书、思考，朗读，畅谈感想，交流读书体
会，把课堂交给学生，提高了他们的阅读能力，整节课教得
轻松，学得愉快。

1、时间安排前松后紧。学生汇报交流伊索和《伊索寓言》的
时间过长，导致后面拓展阅读寓言故事的时间不足，匆匆而
过，没有给足学生充分交流的时间。

2、部分学生课前对没有阅读《伊索寓言》，阅读量不足，课
堂上只在观看而没有参与，而老师只顾完成教学任务，对这
类学生关注的不够。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届新乡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获益匪浅。

自己在讲课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力争拿出一堂好课，展示
出自己的优势;比赛中选手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激烈的比
赛后，大赛评委组专家教研室宋主任、附中刘主任、四中杨
主任又不辞劳苦进行了精彩深刻的点评。这一切使我获得了
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许多的不足。下面就此次
比赛中自己的反思做一些浅显的总结。

首先谈一下相对成功之处，以利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改
进。

1、本节课在制定教学目的时抓紧抓牢“培养创造性思维”这
唯一的主线，所有教学活动都要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这样就
保证了使整个教学活动的效果。

2、教学过程中层次要分明，层层之间要承接自然、连贯，让
学生在学习时思维转换自然恰当，提高得当。

3、教学中重视课文，对课文的解析要到位。在此基础上更要
跳出课文，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层次，以达到能力培养的目
的。

4、自己在设计时注重了浅入深出的基本原则，在最重要的创
造性思维训练阶段，我先从比较容易的日常寓言入手，再到
有点难度的高考寓言，最后回归课本寓言进行高难度训练，
使学生循序渐进，切实提高他们的能力层次。

5、注意学以致用，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教学需要，本节课中我
在设计创造性思维时将20__年高考作文题加入其中，既让学
生获得训练，又使学生注意到目前学习和将来高考的联系。



以上是此次比较成功的地方。

下面谈一下不足之处，这才是我本次活动最大的收获。

1、目前的教学对课文的解析还是相当重要的，而自己在这方
面做的还很不足。

上面在谈收获时我说到了教学中更要跳出课本，但是跳出的
前提是对文本充分深刻的解析，而我在本节课中对文本的解
析就出现了处理急促、挖掘不深的问题，使课文没有得到很
好的开掘。

2、课堂设计上没能够在最后再提高一步。

就像杨主任提出的那样没有在课堂结尾处联系课文中钱钟书
和卢梭对“小孩子究竟该不该读寓言”这一内蕴深厚的问题
引发学生的思考，让他们利用新学到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见
解，从而既回到课文，又用新知识解决课文的厚重之处，在
能力层次上更上一层楼。

3、教学环节转换中还存在着不够简明、连贯、衔接的地方，
显示出自己的课堂把握上的不成熟，这既需要自己进一步的
努力，更需要名师大家的指点。

最后对举办此次大型比赛的上级机关、领导表达深深的敬意
和谢意，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像我这样的教师才能得到锻
炼和提高，使自己对语文教学有了更深更真的认识，期望以
后这样的机会多一些，促使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更快的进步。
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事业更好地发展尽一份力。

4、教学中还可以采用其它的训练材料例如(1)一个著名的教
学案例：冰化了是什么?学生回答是水当然对，但是回答是春
天的更加值得赞扬。(2)薛谭学讴：原意是学无止境(褒义);
新读新解是学习是为了使用，一辈子学习而不离开学以致用，



那么这种学习又有什么用呢?(贬义)。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六

由于教学进度上和同规班级差了两课时，所以打算今天一节
课把《伊索寓言》上完。

仔细阅读这篇课文，感觉比前面的《成语故事》要简单，简
单之处在于：

三个成语故事的道理要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自己感悟，而本
文的三个故事不仅情节简单，而且文章的最后都用精辟的语
言把寓意揭示了出来，似乎不需要老师讲过多的内容。

于是，课就这样进行了。我打破了常规的做法，把三个寓言
混在一起讲，也就是先熟悉故事情节，再分别理解寓意。

故事情节自然没有问题，因为主人公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物
(狐狸、蝉、狼)，而且这些故事在学生还没有入学的时候就
已经被当做睡前故事听过许多遍了。

而在揭示寓意的时候，学生虽然能很快地找到表示寓意的句
子，也能很流利地读出来，甚至结合课文内容也可以说出自
己的理解。

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所要揭示的道理已经不能再局限在课
文中，局限在几个动物的身上，它要求学生深刻理解，和生
活实际相结合。

所以，当我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说对三句话的理解，学
生竟然目瞪口呆，无法回答。

我突然认识到：学课文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太过简单
地看待看似简单的问题，否则，学生的学习是虚的，是无效



的。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七

与凌云版主和三备的许多老师一同研备，对寓言的教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同突然产生了成都大学的陈大伟教授所说想
上课的愿望，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教学设计到底效果如何。自
己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我们的学生，到底会是怎样一种情
形呢?就在这样的忐忑与期待中开始了我的寓言尝试课。

要突破的难点：

因为第一课时只是侧重于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基本了
解两则寓言的主要内容，然后就是写字，这样，我的第二课
时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既要精读感悟，又要理解寓意，还要
拓展延伸，对于一项比较慢节奏的我，是一个挑战。要在40
分钟之内，尽可能地完成预定目标。

最大的收获：

呵呵，这个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就是第一次独立地按照自己
设计的教学环节，设计制作课件。因为我们学校的电脑老师
是半路出家，又忙于教学，我们的教室也没有多媒体，所以，
这方面我们接触的少，上公开课基本就是从网上下课件，然
后改一改。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必须做一些课件，这样，就
开始了基础的尝试。虽然只是一些文字处理，但是还是颇感
骄傲的，从文章的呈现，揭示的寓意，到来自寓言的成语的
出示，补充阅读，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感觉美美的。



目标达成情况：

预设三个目标，教学重点及教学难点各一个。

目标：

1.关于寓意的理解，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领悟故事蕴含的寓言。
2.了解了寓言的基本特点。3.能够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结合生活实际领悟寓意，懂得做事要脚踏实地，不可
急于求成以及双方为了一点利益互不相让，可能会导致两败
俱伤的道理。

难点：能够联系生活实际举出与两则语言类似的事例。

应该说，三个目标完成的还不错，对于教学难点的把握，感
觉只有小部分学生能够结合生活讲一讲，其中，有的孩子举
例说，小偷只顾着在人群中偷东西，却没有料到身后正有便
衣警察等着他。受这个孩子的影响，又有一个男孩子说两个
小偷因为分赃问题展开争论，正好被警察抓个正着。

大家更多的是针对第二个故事举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我想
是由于我的原因。因为在学习完《鹬蚌相争》之后，我给孩
子出示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让孩子总结了
这个故事蕴含的道理，然后就接着出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并用电子白板出示了这个故事，让学生感悟只顾眼前
利益，往往会让他人得利，所以，学生举的例子也是跟这个
有关。



但我提示生活中有没有跟宋国的农夫一样急于求成反而把事
情弄得更糟的例子时，孩子们都感到为难。于是，我给孩子
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急于完成作业，书写潦草，然后被撕
掉重写;炒菜时嫌火慢，把煤气开得很大，结果把菜炒糊了。
在我的提醒下，有的孩子举了类似的例子，这让我觉得学生
的思维没有打开。

我想，如果教学完第一个寓言之后就让学生举例，当时学生
大脑正处于兴奋状态，思维可能更开阔一些。在学生思维最
活跃的时候，学习最投入的时候，联系生活实际举例效果可
能更好些。

高潮部分：

1.在品读《揠苗助长》表现农夫急性子的语句时，学生感情
把握非常充分，文章读得非常有味道。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孩子能够把句子读得有感情，读出语文味，这个过程，就是
对语言文字的一种品味，消化，吸收，今天同学们表现非常
好。

2.关于“一棵一棵”的争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当我
问到为什么“一棵一棵地往上拔”?有的孩子说他有耐心，我
就追问了一句：“同学们刚刚说他是急性子，这会儿他怎么
又这么有耐心了?”有的孩子说，他既性急，又有耐心。

(显然没有理解)有的孩子理解就特别好：“他想让禾苗快点
长高，所以一棵一棵往上拔，觉得虽然累，但也值得!”这样
一辩，孩子对农夫急于求成的心理感受更深了。不过，觉得
我少说了一句话，应该点一下，这里的耐心是反衬他的心急



的。因为觉得学生有些纠缠不清，想急于往下进行，当时表
述可能也不是十分清晰，估计有的学生还是会有些糊涂的，
自己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3.关于寓意的揭示。虽然孩子们没有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
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比如：庄稼生长需要一定的时间，不
能太心急;禾苗有它生长的方式，不能破坏它;提到了“欲速
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等。再如第二则寓言，
我们谈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
寓意的揭示水到渠成，教师再用多媒体展示出来，学生理解
了，记忆也更深刻了。

4.当出示《狐狸和葡萄》、《苍蝇与蜜》两则寓言，让学生
比较寓言的特点时，学生说出了三点：

1)寓言都包含一个深刻的道理;

2)寓言里的人和动物都有点笨(傻);

3)寓言的内容都比较简短。

对寓言的特点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

遗憾：

1.没讲透的部分：



在学习完《鹬蚌相争》之后，出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故事，让孩子们分别说了一下螳螂、蝉、黄雀、吴国的眼
前利益和身后祸患，但是却忘记让孩子比较一下，这两个故
事也是略有不同的，鹬蚌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各不相让，让他
人得利;而螳螂、蝉、黄雀、吴王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
祸患，不存在不相让的问题。如果教学时稍微点一点，学生
对这两则寓言理解更深刻一些，从孩子举的事例看，侧重于
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是各自退让一步。这是考虑不周的地方。

2.本来打算让孩子讲讲自己知道的寓言故事，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讲，这个环节可以删掉，放到练习八的成语故事里一起
讲。

3.时间分配不太均匀，《揠苗助长》用时略多，《鹬蚌相争》
相对较弱。老毛病不能一下子改掉，已经好了很多，如果一
节课容量特别大的话，是要有所取舍的。

这两则寓言上完了，但是对寓言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个尝试
也让我明白了：教学一组文章时，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枝
末，延伸有度。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四十分钟就结束，应该
给孩子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让孩子继续研究，学习，让四
十分钟的学习无限延展。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八

《伊索寓言》是本学期的共读书目，同学们已经利用平时的
阅读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所以说，对于这三则寓言故事学生
已经十分熟悉了，所以本节课主要让学生了解寓言故事的特
点以及三则寓言故事所表达的寓意。

上课伊始，我让学生回忆了读过的寓言故事，并让学生试着
概括寓言故事的特点：寓言是通过一个小故事，用比喻或者
拟人的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和教训。让学生再一次理解寓言



的写作特点。然后再从课题入手，了解三则寓言故事的主人
公，再此基础上让学生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学生们通过题
目就能很好地说出故事的'大概。

在讲解三则寓言的寓意时，我以三则寓言的共同点入手，让
学生明白这三则寓言故事中主人公的话都是谎言，再深入故
事，了解他们说谎的原因，从而深刻地了解故事的寓意。在
精读过程中，我抓住了几点进行了拓展，如《狐狸和葡萄》：
“狐狸看到了如此诱人的葡萄，他会是什么神情？他的心里
会怎么想？嘴里会怎么说？还会怎么说？”让学生展开想象，
再想想狐狸会想了哪些办法来摘葡萄，结果怎么样？在这个
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又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接着从课文内容一步步启发：狐狸那么想吃，却没有吃到葡
萄，心情怎么样？他说了什么话？齐读狐狸说的话，最后进
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狐狸没有能力办到这件事情，却偏偏
说葡萄不好吃。”这就是这篇寓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蝉
和狐狸》：读了这个故事，忽然想到了我们曾经学过的一个
故事《狐狸和乌鸦》，乌鸦为什么会受骗？让学生在分析中
了解乌鸦和蝉的本质区别。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九

丑小鸭——它一生下来，因为长得很导，人和动物都不喜欢
它，寒冷的冬天，它在森林里受尽了折磨，之后它靠自己的
努力，最后飞了起来，它变成了一吴美丽的、在蓝天上自由
的、高高飞翔的白天鹅!丑小鸭，变天鹅，靠的正是自己的努
力。

看了《丑小鸭》的故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
事，不要怕自己笨，只要用心去学去做，就必须能成功。爸
爸，妈妈，老师，请放手让我去做每一件事吧!我自信必须会
像丑小鸭一样，靠自己的努力“飞起来的”。

比例说我们班的刘爱娣。她刚转到我班的时，她的学习不怎



样样，有时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她不能流利的回答，常受到
老师的批评，三年级时老师把我俩调成同桌，我就天天和她
在一齐，学习、玩，我惊奇的发现刘爱娣在做每一件事都那
么专注，有一次我俩一齐预习一篇课文，我飞快的写，5就把
这篇课文预习完了，我转头一看，刘爱娣才刚刚把自然段的
段意归纳出来，过了三四分钟，我一看刘爱娣把这篇课文预
习的满满的，什么分段呀，中心呀--，什么都不差，我正看
着刘爱娣的书，周老师过来检查预习了，把我的预习看完，
便叹了一口气，看完刘爱娣的预习还夸奖刘爱娣，这时我觉
得刘爱娣的学习进步了许多，此刻到了五年级，刘爱娣的学
习比我还好。

我常常梦想着完美的将来，也许我长大了当个医生，发明一
种药，病人吃了巴上会好。也许我长大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发明一种衣服，人们穿着它会长出一对翅膀，像天使一样自
由自在的飞翔，也许我长大了一是名文具设计家，发明一种
笔，笔上有灯，晚上写字就更方便了，也许我长大了会到月
球上造天堂--无论我将来要做什么，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
能做到。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祖国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
里高高的“飞起来”。

寓言四则的教学反思篇十

寓言，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来说明某
个道理或教训，给人以启示。寓言像一座独特的桥梁，通过
它，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中，去感悟生活
的内在意义。我们本课的教学目的，就是在理解寓言故事的
前提下，品味寓言的语言，感受寓言的简洁美、内涵美和语
言美。本课的三则寓言，表面上看浅显易懂，我采用了短课
文长教，浅课文深读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咬文嚼字”品
出内涵，品出味道。1、体会语言文字的美。比如，经
过“垂”和“挂”的比较，反复推敲，细细品味，精心筛选，



觉得只有“垂”字最为恰当地表现了沉甸甸的成熟了的葡萄
缀满了葡萄藤的景象。小学生通过品词品句，领悟了语言文
字的优美。其次通过语言文字的品味，归纳出伊索寓言的特
点。更进一步要求，根据其特点，开动脑筋自如地运用语言
文字来改写、续写、编写寓言。那就惟有老老实实、扎实实
地做到“读书为本”。所以必须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
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得到道
理的领悟通过品读语言，提高学生语言的表现力。这样更感
性一些，能上得更有语文味。在课堂评价语言上，我更注重
了倾听和及时评价，更注重抓住细节，不同角度地评价。评
价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减少了平日里比较随意的评价2、
充分发挥想象。寓言故事的短小，也就常常会有一些可供学
生进行想象的空间存在。如《狐狸和葡萄》一课，狐狸会想
尽办法吃葡萄，于是我就让学生联系上下文进行合理想象，
学生兴趣来了，尽情地交流：有的学生说：它先助跑一段路，
然后猛地跳起来，但却失败了。有的学生说：它拿来一根棍
子去敲葡萄，可葡萄架太高，还是不能够着。有的学生说：
它用向葡萄扔小石子，可它的瞄准水平实在太差，一个也没
有砸下来。还有学生说：它去爬葡萄架，可支葡萄架的棍子
太细太软，它的爬树的本领又不行，几经努力还是失败了。
学生的想象力让我欣喜，然后我再让学生体会狐狸此时的心
情，学生纷纷举手发言。有了前面充分的理解作铺垫之后，
故事的寓意学生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3.注意故事对比。《蝉
和狐狸》与我们曾经学过的故事《狐狸和乌鸦》有其相似之
处，但一贯被视为狡猾的狐狸在这则故事中没能实现自己的
心愿。抓住这个不同结局，我引发学生进行思考：为什么乌
鸦会上当而蝉没有呢?这个以旧带新话题吸引了学生，他们便
在品味故事文字的同时，自觉地探究出蝉的聪明所在，也就
是故事想告诉我们的深刻寓意。4、改编故事，深层消化。在
学完《牧童和狼》这一则寓言以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
学生找一找生活中的“撒谎”的小故事，写一篇令自己反省
的短文，注意学习寓言的语言之简洁美、内涵美和语句
美。“读”“写”是紧密联系的，在读中学写，把读中学到
的写作技巧及时运用到写作之中，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是



语文教师的又一重要责任。

伊索寓言的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