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学弈的
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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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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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精彩一刻:

教学《学弈》一课，我引导学生通过联想和想象，把阅读的
内容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丰富和发展
阅读的内容。

我在备课时，考虑到古文的学习大体分为以下五步：第一步，
在学生自学生字的基础上，带领学生将课文读通；第二步，
看注释和译文读懂课文内容，记下不懂词句和其他问题；第
三步，学生提出不懂的词句和问题；第四步，针对学生自读
中的问题，抓住重点词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内容及故事说
明的道理；第五步，练习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如果按这个
步骤教学，本课便没有亮点，我决定在讲授课文内容的时候，
加入引导学生进行想象的环节，让学生把文中现有的内容结
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想象出二人在学习时不同的具体情
况，学生表演出来。学完这个故事之后，让学生根据已经积
累古文学习方法对《弈秋败弈》进行学习。设计这个环节的
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学生逐渐提高自学古文的能力，二是在
文章的道理上有相同之处，验证专心致志是学好本领的前提。
同时也是从文言文方面进行群文阅读的实践。

课堂启示：



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功夫要下在平时的语文活动中。

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这是本册教材中第三次出现文言文。前两次分别为:《杨震暮
夜却金》、《寓言二则》(《东施效颦》《楚王好细腰》)。
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相比,在词语、句式等方面差异较大,对
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学习方法已有初步接触和了解。作为第
三次学习文言文,应重在放手让学生运用已有的方法,“借助
释文,读懂文言文”。在此基础上,理解文中所含的道理,抓住
本文的语言特色,理解古文中的6个“之”,尤其是后4个。在
读懂的基础上,让学生琢磨出“读好文言文”的方法:反复诵
读、放慢速度、注意停顿、古今联系等。

全文注释详尽,初步理解文意不是难点,但文中出现6个“之”
字,其中前2个为助词,后4个为代词,所代的内容不相同。这是
本文理解的难点,也是阅读理解文言文的一种能力,在教学中
让学生联系上下文,在反复诵读中,明白其意。我们知道学习
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

因此在教学中创设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在研读课文、探究疑
难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文言文初步的感受、理解和欣赏能力。
以读为主,读中感悟,使学生读懂,读出滋味来,以读为本,重在
感悟积累教学。阅读是学生个性行为的表现,尊重学生的个性
体验,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联系自身来学习本文。

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学弈》是一篇文言文,我主要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目
的在于逐步引导学生掌握文言文的学习方法，为将来的文言
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对于文言文，怎样指导学生把课文读通顺很重要。因
此，我先让学生自由读课文，做到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



顺。学生读完后我专门安排了教师范读这一环节，让学生边
听边想文言文与我们平时读课文有什么不同。在学生回答的
基础上总结出读文言文的两个关键：一是把读的速度放慢，
二是停顿要恰当。在这一环节上，教师的范读是建立在学生
自读的基础上，重视教在难处读，教在学生朗读不到位之处。
在处理整个“读”的教学环节上，我以学生的自读，教师的
范读，指名朗读，前后桌互相读等形式，把读的环节落到实
处。

其次，学习文言文，除了把课文读通之外，还要把文章读懂。
在这一环节上，我还是从学生自读入手，并以起名字的小游
戏，激发学生兴趣，降低学习难度。

再次，在学生完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多角度，
有创意地感悟。并适当的插入《孟子告子》原文中的一
句“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让
学生借助注释自己理解，并为升华主题起到了助推作用。

这堂课的教学，学生总体情绪较高，由于学生以前也学习过
好几篇文言文，学生课堂上的学习较得心应手，只是我还应
该让学生联系学习实际和生活实际谈谈，更加深刻地明白这
个故事所蕴涵的教育意义。也许效果就不一样了。

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本课教学，是学生初次接触文言文的学习，学生非常好奇，
但遇到困难如何消除畏难情绪，让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
终保有学习兴趣，达到思维兴奋点是组织教学的关键，因此在
“备教材”的同时，我也在“备学生”上下了功夫。这样大
大激活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加了学习探究的自信心，引导
学生自觉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本层次的教学采用游戏激趣法和旧知迁移法意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思维达到兴奋点，让学生在



游戏情境中将旧知成语与新知文言文成语故事相结合，从而
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本层次的教学采用游戏激趣法和旧知迁移法意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思维达到兴奋点，让学生在
游戏情境中将旧知成语与新知文言文成语故事相结合，从而
揭示课题，导入新课。这样大大激活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增
加了学习探究的自信心，引导学生自觉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学生学习新知的过程，是思维火花互相碰撞的过程，学生在
课堂上听说读写的过程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进的过程，
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心理上的压力。由此，在设计上，漫谈
初次接触文言文的体会，从而领悟文言文的特点，进行体会
交流，为下面的理解和朗读奠定基础。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
模式，让学生在质疑之后分工合作解决疑难，从而读懂课文
的主要内容，在汇报合作成果的过程中学生们团结协作以简
驱繁，突破难点，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这也打破了传
统，形成了开放式课堂。采用创设情境法，精美的竹简文言
文，诗情画意的古琴，将学生带入情境中，身临其境，熟读
成诵，改变了传统的评读僵局，促进了朗读、诵读指导的效
率，积累了语言。

本层次的教学采用总结法和课外延伸法，让学生进一步认识
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通过推荐文言文成语故
事以及搜索文言文的网址引导学生学会积累，提高语文综合
素养，这样首尾呼应，成语贯穿始末，体现了“大语文”观。

本课还以读为主线，初步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培养
学习文言文的习惯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将为以后初中文言文
的学习打下基础。因此我让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读通、读
懂、熟读成诵，感悟学习方法，同时也让学生在批批划划中
养成学习习惯。



学弈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文言文是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从小学开
始，让学生接触一点文言文，初步感受一下文言文的语言特
点，了解古人的思想、道德观点，对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他
们的语文能力很有好处。《学弈》这篇文言文通过弈秋教两
人学下围棋的事，说明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绝不可三心二
意的道理。文章先说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然后讲
假如让弈秋教两个学习态度不同的人下围棋，学习效果也截
然不同。最后指出这两个人学习结果不同，并不是因为在智
力上有多大差别。文章不仅思想内容好，而且短小精悍，文
字较为浅显，适合小学生学习。

本文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古文，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相比，在
词语、句式等方面差别较大。能否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
是首先遇到的问题，所以我把指导学生朗读和背诵作为本课
的教学重点。从理解课文方面看，课文所写的事情和其中蕴
涵的道理并不难理解，难点在让学生参考注释理解每句话的
意思。只有句子的意思弄懂了，才能正确地断词断句，把句
子读通顺，因此，我把弄明白每句话的意思作为教学重点来
突破。

怎样处理重点与难点的关系，即怎样处理“朗读”与“理
解”的关系呢？教学中，我是这样操作的：

一、反复朗读，读通全文

课前，布置学生自己试着朗读课文，黑板上的提示语
是：“课前能读通课文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天才。”学生
兴趣盎然，积极性很高，一个个摇头晃脑，叽哩呱啦，读得
十分起劲，都想成为“天才”。上课一开始，我首先请同学
自愿上台朗读课文，几个学生竟然读得很流利，只有几处断
句欠准确，我对学生大加赞赏。接着自己把课文范读一遍，
做到有声有色，流畅自如，让学生感受到文言文与白话文在



朗读上的区别，即速度要放慢，自然停顿要得当。学生得到
启示后，再反复练习朗读，读的形式有自由读、互相读、指
名读、集体读等。通过练习，全班学生基本上能够熟读课文。

二、在熟读的`基础上理解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文章读多了，内容也就大致了解
了，课堂教学的第二步是进一步理解每个句子的意思。首先
请学生说一说这篇古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开展自学活动，
学生结合课后注释自己尝试弄懂每句话的意思。黑板上的提
示语是“能自己弄懂每个句子意思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奇
才”。同样，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有的一边看，
一边做笔记；有的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几分钟后，教师
检查自学效果，让学生重点说说以下几个句子的意思：

（1）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
人。）

（2）使弈秋诲二人弈。（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

（3）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

（4）思援弓缴而射之。（想拉弓引箭射天鹅。）

（5）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虽然与前一个人一起学习，
可棋艺不如人。）

（6）为是其智弗若与？（是他的智力不如前一个人吗？）

通过以上自学、检查和讨论，学生理解了每个句子的意思，
最后试着把每个句子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整个故事的内容
就掌握了。

三、在理解的基础上诵读



句子的意思弄懂了，再反过来练习诵读，朗读的效果就会大
不一样。首先能正确地断词断句，我让学生根据句子的意思
在原文上标出自然停顿，个别地方把握不住，老师加以指点，
然后根据停顿提示练习正确朗读。如：

弈秋，通国之u善弈者也。使u弈秋u诲u二人弈，其一人u专
心致志，惟？？u弈秋之为听；一人u虽u听之，一心以为u有鸿
鹄u将至，思u援弓缴u而射之。虽u与之u俱学，弗若之矣。
为是u其智u弗若与？曰：非u然也。

学生朗读达到了完全正确、熟练的程度，最后练习背诵，学
生就能轻松过关。此时黑板上的提示语是“最先背过这篇文
章的同学是良才”。

这堂课通过朗读――理解――诵读，不紧突出了教学重点，
突破了教学难点，较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更重要的是学生
对学习文言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