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优秀8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以“刷子李”的高超手艺为话题。既为奇人，则轶
事多多，但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借一件极富戏剧性的
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教学的时候先放手让学生
自由读，自由划有关句子，然后再交流。课文语言朴素，并
且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

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注重了细节描写。这是课文
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子李”的黑衣黑裤，
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一惊的白点等细节描
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为了烘托人物的形
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李”大胆的“承诺”，
充满自信，同时又心细如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
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
师傅刷墙时，“最关心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
傅身上出现白点时，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
对师傅“半信半疑”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
行对比，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
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在学生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围绕“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表现在哪里?作者是怎样写出他技艺高超的?有哪些描写最精
彩的句子等问题交流讨论。



为帮助学生真切地体会“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
我采用了抓住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的重点句段的情景。
组织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边读边想象情景：刷墙时的动作好
似跳舞，刷墙时发出的声音好似乐曲，完成的作品好似一面
天衣无缝的屏障等。“他刷浆时，干完活黑衣服上为什么没
有一个白点”，通过集中讨论，学生们取长补短，从而感
受“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美中不足的是学生对“粉刷”知道得多，但对这种活的过程
及细节了解的少，学文前应让同学们展开访问或者亲自去看
看这种工作，那样效果会更好。

刷子李教学反思2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习惯于睡前打坐冥想，以平复纷繁的心绪。年处的意外，打
乱了我生活的节奏，100多天来，床头的思虑中混杂了默默静
思每天语文教学的每一份情怀的沉浮，心里总不时涌起全然
的真挚感动。感动于有时学生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感动于
年级组老师的充分的肯定和提点，感动于好友和知己在忧郁
时一路伴我同行，感动于同行们真挚的鼓励和鞭策。滴水瓣
花总关情，点点滴滴到心头。

有人说，一堂好的语文课，存在三种境界：人在课中，课在
人中，这是第一种佳境;人如其课，课如其人，这是第二种佳
境;人即是课，课即是人，这是第三种佳境。境界越高，课的
痕迹越淡，终至无痕。因此，课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课。许多
的老师终生的追求该是难以企及的第三佳境吧正如那来自生
命深处的歌会，自然本色，妙于天成，设计大处泼墨，高屋
建瓴，真有推窗观天地，挥毫凌云烟之气派，仿若神雕侠侣
中独孤求败已如登峰造极之境，非我辈所能及。而反观自己
的课堂，大有捉襟见肘之感，恰似一幅藏于深室的画一旦挂
于本真自然面前，便黯然失色一般。这或许就是我的课堂的



最大遗憾。诚然，我的课堂还远远未达到好课的最高境界，
无法浑然天成。

我深知自己在教学上还很稚嫩，远不及同年级组的前辈们之
渊博厚重。需要多请教，多探索，多实践，于是我在设计上
下了功夫。从字词的预热，环境的把握，情节的切入，语言
的品味，人物的解读到文本的感悟与拓展，无不留下我胶尽
脑汁的心血历程。

《刷子李》本是为了五年级组的教研课所准备，却不料被郑
老师否决了。但出于对这个故事设计的欣赏，希望能和班上
的63个孩子分享我阅读时的情绪，准备教学这个内容前，我
格外的用心。

我先是熟读文本，以至成诵。其间，发现了三个可以带动全
文教学的点：一是文中用了52个一。细品之，我把它概括为
一个绰号藏奇绝，一个传说话奇绝，一段实录证奇绝，一袭
黑衣衬奇绝，一手绝活写奇绝，一番教诲表奇绝;二是文中几
个跟黑衣白点的中心情节密切相关的几个带然的词：果然居
然竟然忽然，另外，悠然这个词也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和
境界;三是人物的双重解读，即人生意义上的人物解读和文化
意义上的人物解读。

在设置教学环节时，我时刻谨记以生为本，贴着学生教，一
切的教学环节都以学生的学情为设计的起点。

整体教学设计便基于此展开。其中，选择以曹小三的口吻来
复述的方法以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进一步领会情节一波
三折之魅力;深刻感受曹小三心理之变化，刷子李之奇绝;在
学生的个性解读中深入体会本色，津味之语言特色。

于是，我感受到了语文课堂的美！那始终盈于课堂的融融的
对话氛围，那含于同学眼中的真挚与热切，那精彩纷呈，张
扬个性的多元解读，那默默流淌在师生心头的审美的河流，



所有这一切，都澎湃着生命的情感，拍打着语言的浪花，溅
射出耀眼的光芒！

真的，只要你给学生一方土壤，学生就会绽放出最绚丽的花
朵，只要你给学生一把刷子，学生便会舞出无限的精彩！我
至今难忘那艳惊全场的天津快板，感谢那段用天津话即兴演
绎的音频，让我们从流畅的谚语中领略了不曾预约的绽放在
上个世纪的美丽！找寻这段快板的材料，还得感谢于一位网
上认识的至交好友，千辛万苦的搜索和思量后，选择的这段
材料给课堂带来了亮点。任何华丽的辞藻，铺张的修饰都不
及真实的体验能感动人心。它为我的课堂增添了色彩，孩子
们是真心实意的对当时的天津卫产生了兴趣，这可以说是我
莫大的幸运。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上午，我和学生共同学习了《刷子李》这篇课文，上课
的时候我内心觉得很充实，因为学生听得很认真，回答问题
也很积极。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冯骥才，课文描写了一个刷墙师傅高超的
技艺，内容简单易懂。刷子李刷浆的时候，总是会穿一套黑
衣服。而且还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
钱。

这是篇略读课文，我引导学生紧扣文前导读来阅读本篇课文，
“刷子李”技艺高超表现在哪里？学生准确地找到了“但刷
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
爽。”等相关句子。

立马学生的热情倍涨，他们分析出了种种原因。一是他比较
看重真本事，因为他告诉曹小三说“好好学本事吧。”二是
他很自信，他告诉所有人如果他的黑衣服上沾上了白点，他
就不要一分钱，这样一来很多家粉刷房子都会找他，如果有



白点就不用掏钱了。三是他肯定很刻苦，我们现实生活中看
到过很多粉刷匠，他们的衣服上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白点，而
刷子李刷完一整套房子，黑衣服上一个白点也没有，就说明
他的功夫深，他能做得这么好肯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所以
这样他也会成功。四是他心态很好，刷墙的时候手臂摆来摆
去，悠然自得，在刷墙时他的心里一定很宁静，开心，心情
很放松，所以才会做得这么好。

在逐渐地分析中，学生明白了一个成功人士应该具备的本质，
我想那些想成功的孩子，日后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向刷子李学
习的。

点评：面对这样简单易懂的课文，实在没有必要具体分析那
么多，我觉得谭老师这样的教法更切合生活的实际，学生会
更喜欢。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上完这节课，细细咀嚼课堂细节，静静聆听其他老师的课堂
点评，默默享受语文的每一份情怀，心里涌起的尽是感动。
感动于学生的精彩表现，感动于同行们真挚的鼓励和鞭策。
滴水瓣花总关情，点点滴滴到心头。反观自己的课堂教学过
程，自感失误太多，每每想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课前的教学设计中，我试图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环节。在设置教学环节时，
我本着“以生为本”，“贴着学生教”的设想，设计了“我
来读――读精彩篇章，整体感知课文；我来品――品情节、
人物、语言之奇绝”等教学环节，以期达到教学流程清晰、
合理、紧凑的效果。

（二）以教材为根本，理清文章脉络。从某种程度上说，小
说的艺术就是情节的艺术，悬念、波折是小说的精彩华章。
而理情节往往是析人物、明主旨的前提。因此，我以“曹小



三找白点”这个细节作为梳理情节的切入点，让学生找出与
情节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带“然”的词（“果然”——“居
然”——“竟然”——“忽然”）, 以期实现使学生对小说
的情节有一个整体把握的目的，进一步领会小说尺水兴波、
一波三折的情节魅力；深刻感受曹小三心理之变化、刷子李
手艺之奇绝；在学生的个性解读和创造性复述中深入体会本
色、津味之语言特色。

（三）以品析为手段，探究文本之奇。《俗世奇人》奇妙双
绝，奇在人物，妙在故事和语言。那着一袭黑衣却不沾白点，
那挥舞朴实刷子却悠然享受，那道出人生教诲却举重若轻，
那守望平凡却追求卓越的刷子李令人暗暗叫绝。那曲折有致
丝丝入扣的情节，那形神兼备出神入化的精湛描写，那津味
十足本色朴素的精妙语言也令人拍案称奇。因此，我认为品
情节之奇妙、人物之奇绝、语言之奇美是文本的美之所在，
也应该是教学的着力之处。

（四）以人物的双重解读为契机，使文章主题升华。人物的
双重解读，即人生意义上的人物解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解
读。 这是一篇微型的民俗小说，人物的理解除了从自身个
性魅力来解读外，还可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来解读。本
课教学便基于以上认识展开。

美好的愿望不等于现实。这节课带给大家更多的还是遗憾：

（二）语言品味不够深入，蜻蜓点水。课堂上只让学生简单
读了读，常常是以我个人的理解代替了学生的阅读实践，而
没有在品字上下功夫，品出其特色，品出其韵味，从而深刻
解读带有天津烙印的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掘人物背后的厚
重的民俗文化意蕴。对这一点，我自觉做的太肤浅了。

（三）学生走进文本时间太少，缓入早出。由此我真正明白：
对文本的解读始终应是师生的第一要务。作为自读课，应该
以学生自读为主，通过自主阅读文本有所悟，有所得。



（四）由于个人其它事务耽误太多而准备不周,以至于信心不
足、不能灵活的驾驭课堂。学生出乎意料的一次回答，就会
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由此我深知自己的经验不足，在教学
艺术上的领悟之浅薄。

（五）课堂语言不够精练准确。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语文课堂的美！那始终盈于课堂
的融融的师生氛围、那含于同学眼中的真挚与热切，令我至
今难忘。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深知自己在教学上还很稚嫩，
我需要多请教，多探索，多实践。

《刷子李》教学反思

一、以学定教，突显学生主体地位：

我们要追求真实有效的教学，必须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从
学生的实际出发。许多老师常常把学生的学习起点设
为“零”，在没有考证学情的情况下，盲目地按照既定的教
学思路开展学习活动，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学习每一篇
课文前，我们得了解学生的兴趣点、知识的盲点、断点、空
白点在哪里，这样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学习《刷子李》
这篇课文，我也将学习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充分阅读课
文的基础上，充分地交流：文中的刷子李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在学生的交流中，我随机提炼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刷
子李着装奇特、规矩奇怪、技艺高超。并随机板书。这些信
息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教师的作用是当学生自己
能学懂的时候，放手让他们自己学懂；当学生感到困难时，
适当地加以指导。这些才能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
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二、品味“高超”，紧扣略读课文目标：



这篇课文前的一段提示语告诉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主要目
标是“想想刷子李的高超技艺表现在哪里”“课文是怎样写
出他的技艺高超的”。研读目标一，课文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
“刷墙时的情景”和“刷墙后的效果” 来表现刷子李的技艺
高超。因此，在交流研读时，我紧扣目标，采用多种形式展
开教学。“刷墙时的情景”在学生品读重点语段后，让学生
抓关键词，想象当时的情景，来细心品悟。而学习“刷墙后
的效果”则让学生罗列三个重点语句，在自由读，指名读的
基础上，让学生抓住关键词来谈自己的感受。学生有的放矢，
学得认真投入，读得入情入境，达到预期目标。

三、探讨“曹小三”，落实写作方法：

这篇课文写作方法独特，作家特地安排了“曹小三”这个人
物来侧面烘托刷子李的高超技艺。于是，从“情景”、“效
果”这两个正面感受刷子李的高超技艺后，我抛出了一个问
题：“作者为什么还要安排曹小三呢？是不是多余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学生再去浏览课文，划出曹小三的相关语句，
填一填描写他心理活动的词语，学生发现作者安排“曹小
三”这个人物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主要人物起衬托作用，这
样文章的写作手法也就表现出来了，实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上完这节课，细细咀嚼课堂细节，静静聆听其他教师的课堂
点评，默默享受语文的每一份情怀，心里涌起的尽是感动。
感动于学生的精彩表现，感动于同行们真挚的鼓励和鞭策。
滴水瓣花总关情，点点滴滴到心头。反观自我的课堂教学过
程，自感失误太多，每每想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课前的教学设计中，我试图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环节。在设置教学环节时，
我本着“以生为本”，“贴着学生教”的设想，设计了“我



来读――读精彩篇章，整体感知课文；我来品――品情节、
人物、语言之奇绝”等教学环节，以期到达教学流程清晰、
合理、紧凑的效果。

（二）以教材为根本，理清文章脉络。从某种程度上说，小
说的艺术就是情节的艺术，悬念、波折是小说的精彩华章。
而理情节往往是析人物、明主旨的前提。所以，我以“曹小
三找白点”这个细节作为梳理情节的切入点，让学生找出与
情节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带“然”的词（“果然”——“居
然”——“竟然”——“忽然”），以期实现使学生对小说
的情节有一个整体把握的目的，进一步领会小说尺水兴波、
一波三折的情节魅力；深刻感受曹小三心理之变化、刷子李
手艺之奇绝；在学生的个性解读和创造性复述中深入体会本
色、津味之语言特色。

（三）以品析为手段，探究文本之奇。《俗世奇人》奇妙双
绝，奇在人物，妙在故事和语言。那着一袭黑衣却不沾白点，
那挥舞朴实刷子却悠然享受，那道出人生教诲却举重若轻，
那守望平凡却追求卓越的刷子李令人暗暗叫绝。那曲折有致
丝丝入扣的情节，那形神兼备出神入化的精湛描述，那津味
十足本色朴素的精妙语言也令人拍案称奇。所以，我认为品
情节之奇妙、人物之奇绝、语言之奇美是文本的美之所在，
也应当是教学的着力之处。

（四）以人物的双重解读为契机，使文章主题升华。人物的
双重解读，即人生意义上的人物解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解
读。这是一篇微型的民俗小说，人物的理解除了从自身个性
魅力来解读外，还可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来解读。本课
教学便基于以上认识展开。

完美的愿望不等于现实。这节课带给大家更多的还是遗憾：

度”——温度（教师情感的温热度）、广度（在主题的范围
内旁延扩展）、深度（语文性、情感性和思想性的深刻和恒



久）的体现上，明显地感到了广度和深度的不足！拓宽备课
视野，深化文本处理和加强课堂的厚重感是我需急补的课程！

（二）语言品味不够深入，蜻蜓点水。课堂上只让学生简单
读了读，常常是以我个人的理解代替了学生的阅读实践，而
没有在品字上下功夫，品出其特色，品出其韵味，从而深刻
解读带有天津烙印的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掘人物背后的厚
重的民俗文化意蕴。对这一点，我自觉做的太肤浅了。

（三）学生走进文本时间太少，缓入早出。由此我真正明白：
对文本的解读始终应是师生的第一要务。作为自读课，应当
以学生自读为主，经过自主阅读文本有所悟，有所得。

（四）由于个人其它事务耽误太多而准备不周，以至于信心
不足、不能灵活的驾驭课堂。学生出乎意料的一次回答，就
会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由此我深知自我的经验不足，在教
学艺术上的领悟之浅薄。

（五）课堂语言不够精练准确。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语文课堂的美！那始终盈于课堂
的融融的师生氛围、那含于同学眼中的真挚与热切，令我至
今难忘。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深知自我在教学上还很稚嫩，
我需要多请教，多探索，多实践。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六

《刷子李》选自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既为奇人，则
轶事多多，而作者只选一件小事来写，以小事窥见人物的大
本领、大智慧。为此，在教学中，我紧抓“奇”字，让学生
重点学习课文的第一和第五自然段，并找出相关语句来品品，
来悟悟。整个教学过程清晰流畅。但是，本节课也存在着很



多的问题，下面我就来说下本节课的不足之处。

《刷子李》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以学生自学为主。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我牵着学生在学习，学生的
主体性并未得到发挥。比如在学习课文第五自然段时，我问
学生你从哪些句子感受到了刷子李的“奇”，在这里我们可
以从三处感受到刷子李的“奇”，本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学
生讲到哪句我就分析哪句，可是由于自己的教学经验不足，
那样一来怕自己的思路会混乱，于是乎，在学生说出了这三
句后，我把这三句话出示在大屏幕上，然后让学生再来读读
这三句话，并把自己喜欢的那句多读几遍，说说你感受到了
什么。接着，我又从上到下，一句一句地展开教学。这样一
来，思路是清晰了，但是学生的主体性却并未得到真正的发
挥，可以说是有点顾此失彼吧！

另外由于自己的教学经验不足，在处理教材时，显得有些浮
光掠影，并没重点深入。比如在品悟重点段落、重点语句时，
我基本上的处理方法都是先让学生找出来，找出来后先指名
读，再齐读，就这样草草而过。比如在品味“他要是给您一
间屋子，单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这一句时，其实我可
以问下学生“升天”是一种怎样的美感？你坐在新刷的房子
里有没升天的美感呢？学生说出自己的感悟后，然后我再指
导朗读，我想这样的处理方法可能会更好！

本篇文章的语言带有浓郁的天津特色，在备课时我已注意到
这一点，但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听了张红老师的课后，
我豁然开朗。她在总结刷子李“奇”时，对学生说：“孩子
们，在天津卫这个地方，人们把在某一行当干得特别出色的
人，就用他的行当加姓来称呼他，比如说刷子李。同样在天
津卫，有个人叫张明三，他泥人捏得特别好，我们可以叫他-
-----，同样在天津卫，有个人姓王的人豆腐做得特别好，我
们可以叫他——”通过张老师的引领，一来学生可以从中感
受到刷子李的奇，二来学生也会知道“刷子李”“泥人张”
等称谓是天津卫特有的，从而体味到浓郁的天津语言。



低段的语文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乐中学，
在学中乐。而高段的语文教学应侧重培养学生的品悟能力，
同时这也需要老师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在这次与五年级学
生接触的过程中，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文学素养还很欠缺，
在平时的生活中，自己还需多读书，读好书！

《刷子李》教学反思

本文选自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既然是奇人，则轶事多多，
但作者只选择一件极富戏剧性的小事来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
技艺高超的“刷子李”，由于课文的故事情节比较吸引人，
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比较高。教学时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重视词语过关　

二、重视文字品读

三、渗透写法训练　

第七单元的习作就是描写人物，教学时我有意侧重于学法的
指导和运用，像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方法一一灌输给学生，
另外，上完课后，连续布置了好几次观察人物的小练笔，应
该说，这种训练方法很到位，后来的习作中涌现了很多的特
色人物。

《刷子李》教学反思

课文选自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刷子李”普普通通，却有
“俗世奇人”之美称。首先是“俗世”中的“凡人”，因为
他是生活于市井里巷的凡夫俗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手艺人。
可他又是“俗世”中的“奇人”，因为他刷墙的技艺高超，让
“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他有才能、
有个性，喜怒哀乐样样俱全，但行事言语又高于常人，所以，
用“俗世奇人”之称最为恰当。



这篇课文以“刷子李”的高超手艺为话题。既为奇人，则轶
事多多，但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借一件极富戏剧性的
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作者写“刷子李”的奇妙
绝活时，首先极力写他手艺之高，“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
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最让
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
个白点。”这是在与自己挑战?还是以特立独行显示自己的超
凡出众?但不管怎么写，这样写却吊起了读者的胃口。然后作
者从一个小徒弟的视角印证了“刷子李”的真功夫：起初，
徒弟是“半信半疑”，但大半天下来，居然连一个芝麻大的
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
的威严。正当徒弟对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却突然发
现“刷子李”裤子上有一个白点：师傅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
倒去。不料“刷子李”最后揭开谜底：那白点原来是黑裤烧
了个小洞造成的!一波三折的叙事，使“刷子李”的“奇”得
到了一次次的渲染，紧紧抓住了读者，起到了引人入胜的艺
术效果。

细节描写对于塑造人物个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课文在写
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子李”的黑衣黑裤，刷墙
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一惊的白点等细节描写都使
“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为了烘托人物的形象，文
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李”大胆的“承诺”，充满
自信，豪气千丈，同时又心细如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
活动体察入微，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
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和肯定。

另外，本文的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幽
默传神，极富表现力，可以让学生在朗读中充分体会。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七

有人说，“一堂好的语文课，存在三种境界：人在课中、课



在人中，这是第一种佳境;人如其课、课如其人，这是第二种
佳境;人即是课、课即是人，这是第三种佳境。境界越高，课
的痕迹越淡，终至无痕。因此，课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课。杨
聪的课该属第三佳境了吧，正如那来自生命深处的歌会，自
然本色，妙于天成，设计大处泼墨、高屋建瓴，真有“推窗
观天地，挥毫凌云烟”之气派，非我辈所能及。而反观自己
的课堂，大有捉襟见肘之感，恰似一幅藏于深室的画一旦挂
于本真自然面前，便黯然失色一般。这或许就是我的课堂的
最大遗憾。诚然，我的课堂还远远未达到好课的最高境界，
无法浑然天成。

我深知自己在教学上还很稚嫩，远不及赛友们之渊博厚重。
我需要多请教，多探索，多实践，于是我在设计上下了功夫。
从字词的预热、环境的把握、情节的切入、语言的品味、人
物的解读到文本的感悟与拓展，无不留下我精心设计的心血。

我先是熟读文本，以至成诵。其间，发现了三个可以带动全
文教学的点：一是文中用了52个“一”。细品之，我把它概
括为“一个绰号藏奇绝”、“一个传说话奇绝”、“一段实
录证奇绝”、“一袭黑衣衬奇绝”、“一手绝活写奇
绝”、“一番教诲表奇绝”;二是文中几个跟黑衣白点的中心
情节密切相关的几个带“然”的词：“果然”——“居
然”——“竟然”——“忽然”，另外，“悠然”这个词也
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和境界;三是人物的双重解读，即人生
意义上的人物解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解读。

在设置教学环节时，我时刻谨记“以生为本”，“贴着学生
教”，一切的教学环节都以学生的学情为设计的起点。

整体教学设计便基于此展开。其中，选择以曹小三的口吻来
复述的方法以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进一步领会情节一波
三折之魅力;深刻感受曹小三心理之变化、刷子李之奇绝;在
学生的个性解读中深入体会本色、津味之语言特色。



于是，我感受到了语文课堂的美!那始终盈于课堂的融融的对
话氛围、那含于同学眼中的真挚与热切，那精彩纷呈、张扬
个性的多元解读、那默默流淌在师生心头的审美的河流，所
有这一切，都澎湃着生命的情感，拍打着语言的浪花，溅射
出耀眼的光芒!

真的，只要你给学生一方土壤，学生就会绽放出最绚丽的花
朵，只要你给学生一把“刷子”，学生便会舞出无限的精彩!
我至今难忘那艳惊全场的天津快板，感谢那位用天津话即兴
演绎的同学，让我们领略了不曾预约的美丽!或许有同仁认为
天津快板定是教师功夫，那真是委屈了那位同学。我是地道
的金华人，未曾去过天津，亦不会天津快板，更无能力指导
演绎这么精彩的快板。这位同学的这一特长，为我的课堂增
添了色彩，这可以说是我莫大的幸运。

然而，静心思之，这堂课在“三个维度”——温度(教师情感
的'温热度)、广度(在主题的范围内旁延扩展)、深度(语文性、
情感性和思想性的深刻和恒久)的体现上，明显地感到了广度
和深度的不足!我也曾想用结尾的人物系列来弥补这一点，然
而正如专家点评，这“只是对课文的一个延伸”，“给课堂
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让课堂就此结束”，“未关注刷子李
们的苦难生活”。是的，课堂因此没有生命的超级震撼力，
也就没有好课应有的高度而流于平庸!拓宽备课视野，深化文
本处理和加强课堂的厚重感是我急需补的课程!

此外，语言赏析还不够地道，这也是我备课时深感困惑的地
方，如何让学生深刻体会文本津味语言特色，从而深刻解读
带有天津烙印的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掘人物背后的厚重的
民俗文化意蕴。对这一点，我自觉只做到了蜻蜓点水。

执教《刷子李》，有亮点，有败笔，留给我更多的是对如何
真正践行新课改精神的思索。再次感谢各位同行对我课堂的
关注与批评，感谢你们给了我参照系，给了我反思力，让我
们为演绎精彩语文而一路同行!



刷子李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八

这篇课文以“刷子李”的高超手艺为话题。既为奇人，则轶
事多多，但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借一件极富戏剧性的
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

1.本文通俗易懂。教学时，我放手让学生根据阅读提示的要
求自读课文。在学生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围绕“刷子
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里？作者是怎样写出他技艺高超的？
有哪些描写最精彩的句子等问题交流讨论。

2.为帮助学生真切地体会“刷子李”的技艺高超表现在哪儿，
我采用了（1）抓住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的重点句段的情
景。组织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边读边想象情景：刷墙时的动
作好似跳舞，刷墙时发出的声音好似乐曲，完成的作品好似
一面天衣无缝的屏障等。（2）围绕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集中讨
论，如“他刷浆时，干完活黑衣服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白点”，
通过集中讨论，学生们取长补短，从而感受“刷子李的技艺
高超。

3.拓展：读读与本文相似的文章，如《泥人张》、《快手刘》
等。

学后感悟：要想技艺高超，刻苦、勤奋、好学、钻研-------，
今日的付出，将来的收获。学习更应如此。

课堂是一门缺憾的艺术，这节课也不例外，课堂上语言赏析
还不够地道，这也是我备课时深感困惑的地方，如何让学生
深刻体会文本津味语言特色，从而深刻解读带有天津烙印的
刷子李的生命形态，挖掘人物背后的厚重的民俗文化意蕴。
对这一点，我自觉只做到了蜻蜓点水。

课文《刷子李》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
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  本文细节描写对于塑造人物个性
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就注重了
细节描写。这是课文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
子李”的黑衣黑裤，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
一惊的白点等细节描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
为了烘托人物的形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
李”大胆的“承诺”，充满自信，豪气千丈，同时又心细如
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
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师傅刷墙时，“最关心
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傅身上出现白点时，
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对师傅“半信半疑”
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行对比，充分表达了
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和肯定。

生1：我从第6自然段“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
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中“每一面”看出墙有好几
面的，曹小三不放过任何一面寻找落下的白点，都没有。

生2：我从“搜索”看出他是很仔细地找，不是随意地看一下，
他仔细寻找，也找不出芝麻大小的粉点，芝麻是很小的，几
乎看不到的，可还是找不到，说明刷子李的技艺实在是高超。

生3：我还从“一个”、“也没发现”看出真的没有粉点，看
出技艺高超。

没有划出来的学生也根据起立学生的指点，划出了句子的重
点句子，接着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读一读，然后请学生起来读，
发现有的学生突出“一个”朗读，有的学生突出“芝麻大
小”朗读，但效果都不错，最后全班运用这两种不同的读法
齐读，让朗读更加有滋有味。

在教学“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
点，和着琴音”时，学生说：“他不觉得刷墙是苦力活，他



把这活当作一项艺术的创作。”

我马上表扬了她很会用词，接下来的手举得更多了，有的说：
“他刷墙摆来摆去，很有节奏。”有的说：“本来刷子打到
墙上声音很难听的，但在他那‘啪啪’声很清脆，很动
听。”有的说：“粉刷的颜色特别白，特别亮，特别干净，
而且他刷两条下来不会重复，也不会有缝隙空开，太了不起
了。”

今天的课堂气氛浓厚，学生说得津津有味，文章描写的情景
虽然离学生的生活实际较远，但语言幽默风趣、简单易懂，
令学生喜欢，学生也就很容易抓住字词咀嚼其中的韵味，让
学更加有趣，让学生更加快乐。

课文《刷子李》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
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  本文细节描写对于塑造人物个性
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时候，就注重了
细节描写。这是课文在写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文中“刷
子李”的黑衣黑裤，刷墙时娴熟的动作，还有那个让人吃了
一惊的白点等细节描写都使“刷子李”这个人物活了，神了。
为了烘托人物的形象，文中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刷子
李”大胆的“承诺”，充满自信，豪气千丈，同时又心细如
发，对于小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而曹小三开始听
说师傅有手绝活时，“半信半疑”；师傅刷墙时，“最关心
的还是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看见师傅身上出现白点时，
以为师傅“名气有诈”。这样把曹小三对师傅“半信半疑”
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的自信进行对比，充分表达了
作者对“刷子李”这个具有超凡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

生1：我从第6自然段“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
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中“每一面”看出墙有好几
面的，曹小三不放过任何一面寻找落下的白点，都没有。



生2：我从“搜索”看出他是很仔细地找，不是随意地看一下，
他仔细寻找，也找不出芝麻大小的粉点，芝麻是很小的，几
乎看不到的，可还是找不到，说明刷子李的技艺实在是高超。

生3：我还从“一个”、“也没发现”看出真的没有粉点，看
出技艺高超。

没有划出来的学生也根据起立学生的指点，划出了句子的重
点句子，接着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读一读，然后请学生起来读，
发现有的学生突出“一个”朗读，有的学生突出“芝麻大
小”朗读，但效果都不错，最后全班运用这两种不同的读法
齐读，让朗读更加有滋有味。

在教学“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
点，和着琴音”时，学生说：“他不觉得刷墙是苦力活，他
把这活当作一项艺术的创作。”

我马上表扬了她很会用词，接下来的手举得更多了，有的说：
“他刷墙摆来摆去，很有节奏。”有的说：“本来刷子打到
墙上声音很难听的，但在他那‘啪啪’声很清脆，很动
听。”有的说：“粉刷的颜色特别白，特别亮，特别干净，
而且他刷两条下来不会重复，也不会有缝隙空开，太了不起
了。”

今天的课堂气氛浓厚，学生说得津津有味，文章描写的情景
虽然离学生的生活实际较远，但语言幽默风趣、简单易懂，
令学生喜欢，学生也就很容易抓住字词咀嚼其中的韵味，让
学更加有趣，让学生更加快乐。

《刷子李》选自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这篇短文以“刷子
李”的高超手艺为话题，作者只选择一件小事来写，借一件
极富戏剧性的小事窥见人物的大本领，大智慧。一个技艺高
超的刷子李的形象栩栩如生地立在可我们的眼前，课文内容
曲折有趣，吸引学生，为了更好的感受人物形象，我主要关



注了以下这两个方面。

一、注重诵读，感知文章风格

课文《刷子李》语言朴素，具有浓郁的“天津”风味，并且
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
均情趣盎然，简洁传神。因此，在教学中我积极引导学生根
据文中情境进行诵读，首先，学生自读，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明确课文主要讲什么。然后找出重点句段由师生共同揣
摩品味，并有教师范读其中的一二段。最后分角色朗读，按
人物语言、叙述语言引导学生朗读。总之，采用多种方式引
导学生反复诵读文章，让学生在读中感知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感受人物形象。

二、品味词句，领悟语言美

本课的语言、动作描写具有个性化，体现了小人物的大智慧。
对于文中尤为传神的词句应该引导学生品读，于是我采用了
（1）抓住直接描写“刷子李”刷墙的重点句段的情景。组织
学生一句一句地品，边读边想象情景：刷墙时的动作好似跳
舞，刷墙时发出的声音好似乐曲，完成的作品好似一面天衣
无缝的屏障等。（2）围绕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集中讨论，如
“他刷浆时，干完活黑衣服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白点”，通过
集中讨论，学生们取长补短，从而感受“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