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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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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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将相和》一文在结构上有明显的特点：按顺序写了《完璧
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这三个故
事都很完整，可以相对独立。但组合在一起，它们又是密切
联系的.，与整篇文章也是密切相关的。

教学时，我从特点考虑，教给学生“抓联系”的方法。我帮
助学生了解课文中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联系，段落和整篇
课文的联系……我从整体出发，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
这样不仅理解了课文内容，还了解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这具有培养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意
义，可以实现读写结合，思维统一，还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爱
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顾大局、讲团结、机智勇敢、知错就改等
品质教育。

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和不和和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

发展原因

这一环节侧重读的训练，以读懂为基础，向读深、读透发展。



把学会读书作为一个训练训点来抓：因为读书能力是语文素
养基本内容之一。

2、细读三个故事，自学讨论，理清每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学
生参与板书。

3、在找到三个故事各自因果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指导学生
朗读，领会每个故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二、让学生在开放作业中学会合作

开放式作业要打破作业内容和形式的封闭性，要突破单纯注
重知识和智力的局限，就不能拘泥于教材，而应根据教材拓
展延伸，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灵活多样，特别要重视小
组的集体学习。

1、展开想象，补充课文的空白内容：

出于表达中心的需要，教材中有些地方的叙述比较简略，有
的形成空白，教师可以抓住这些简略进行补充练习。教学
《将相和》时，我让学生补写廉颇负荆请罪时的神态、言行
以及蔺相如的态度。这些练习处在特定的情境中，内容又与
课文紧密相连，故学生很乐于展开自己的想象，也易于学生
接受。

2、课内外结合，开展辩论：

学习了《将相和》之后，我精心设计一道辩论题：究竟蔺相
如的职位应该不应该比廉颇的职位高？要求学生课后准备，
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我欣喜地看到，学生都在积极地为
辩论赛做准备，他们翻阅图书杂志，上网查找资料，合作拟
定发言提纲，分组讨论交流，推荐参赛选手，乐此不疲。辩
论赛进行得很激烈，通过辩论，同学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将
相和，国则安；将相不和，国则危。大敌当前，将相以国家



利益为重，共同抗秦，实乃千古流传的佳话。更有学生能联
系班级实际、社会现实谈齐心协力、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学
生在这些活动中积极性很高，在准备与研讨过程中学生巩固
了课本知识，学会了互相合作锻炼实践能力，这种开放式作
业通过合作完成，较好地消除了学生对作业的'枯燥感、无奈
感、让更多的学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三、借助课本剧形式，加深人物形象

通过上面几方面的学习，学生对两个人物的形象有了基本认
识，但是要想真正领悟品质还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为此，
我大胆地请同学自编、自演课本剧，把做的过程放给学生。
学生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故事或一个角色进行表演，不必强求
要达到什么效果，学生理解的深浅也可以不一。因为作为表
演的同学来说，实践了一次，本身就多一次体验；对于观演
的同学来说，又有了一次很真切，很实在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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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将相和》是一篇历史故事，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



《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而成的。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
景，记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
故事，写出了将相之间由“和”到“不和”又到“和好”的
转变。根据课文的特点。本堂课我指导学生学习第三个小故
事。《语文课程标准》中说得好：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
对学生的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映
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
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在这方面应该不
受社会上的一些流行元素所影响。一开始，我安排了听写的
内容，共听写了６个成语。

“请大家打开本子，咱们根据意思说写词语。同桌一个说一
个写配合进行。”

１、“理由充分正确，很有气势。”是“理直气壮”，“请
找出这个词的.反义词。”“理屈词穷。”

２、“攻城夺池，没有拿不下来的，每次战斗，没有不胜利
的。”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可用一个什么词
概括”。“战功赫赫”。

学生来劲了，听得非常专注。词语默好，１分钟。看来譬如
形式与目标都单一的传统型默词语，也不好。

训练学生听力以及注意力分配；积累词语以及整体感知课文；
对“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同心协力”这些重点词语有了初
步理解，也为下一环节作好铺垫。

新大纲指出：教师要发挥创造性，针对教材的实际和学生的
年龄特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将相和》教学打破了“教师讲问－学生听答”的常规教法，
它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调动了学生参与语文实活
动的积极性。



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将相和》中的渑池之会，我抓住学生爱分胜负的心
理特点精心设问，并让学生围绕问题充分展开讨论，激活了
学生思维，创造思维的火花在课堂上不断闪现，收到了比较
满意的教学效果。

我首先设问：读了这个故事，你觉得在渑池之会上，赵王和
秦王究竟谁战胜了谁？这个问题挑起了学生思维的矛盾，课
堂里一下子像炸开了油锅，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说
战成了平局，有的说秦王战胜了赵王，有的说赵王战胜了秦
王。面对这种争论不休的局面，我没有一锤定音，而是让学
生细读课文，分小组进行讨论。变争论为讨论，结果学生意
见得到了统一，大家都认为在渑池之会上是赵王战胜了秦王。
紧接着，我又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学生争着发言。一生
说：课本上说秦王没占到便宜，我推想一定是赵王占到了便
宜，所以我认为是赵王战胜了秦王。一生说：赵王为秦王鼓
了瑟，秦王也为赵王击了缶，但秦国是大国、强国，赵国是
小国、弱国，因此可以说是赵王胜了秦王。一生说：赵王鼓
瑟是秦王让他做的，而秦王击缶是蔺相如让他做的`，从这个
角度说，也是赵王胜了秦王。还有一生说：我是从乐器的声
音听出来的，瑟的声音优雅动听，缶的声音像敲罐子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赵王战胜了秦王。

这个教学片段的特点在于：设问抓住了教材要点，又符合孩
子的心理特点，启发性强。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较浓，老师
仅说了三句话，而其余都是学生主动读书，主动思考，主动
答问。学生的创造能力得到了培养，最后的回答令人耳目一
新。

将相和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人教版新课标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第五组第18课《将相和》
是一篇历史故事，改写自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廉颇蔺



相如列传》。文章以赵秦两国的矛盾为背景，记叙了几个小
故事，包括《渑池之会》《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写
出了将相(廉颇与蔺相如)之间由“和”变成“不和”，最后又
“和好”的过程。本节课主要学习第三个小故事《负荆请
罪》。下面是我完成《将相和》的教学后的教学反思：

《语文课程标准》提到：语文课程具有的丰富人文内涵对学
生的精神领域有深远的影响，小学生往往对语文材料有多元
的反映，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
要重视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身为小学语文老师，在这方面
不应该受社会上的流行元素所影响。

词语是构建言语大厦的基础。积累词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默
写词语，可惜这一传统训练已经逐渐被淘汰出课堂，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传统训练的挖掘和创新。

《将相和》是篇长篇课文，根据这个特征，我在教学中设计
了默写词语的环节：“请同学们翻开练习本，根据意思默写
词语。同桌之间一个说一个写配合进行。”

1、“攻城夺池，没有拿不下来的，每次战斗，没有不胜利的。
”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可用一个什么词概
括”。“战功赫赫”。

2、“理由充分正确，很有气势。”是“理直气壮”，“请找
出这个词的反义词。”“理屈词穷。”

这一来，小学生们都来兴趣了，听得非常专注。词语默好，1
分钟。看来譬如形式与目标都单一的传统型默词语，也不好。

训练学生听力以及注意力分配;积累词语以及整体感知课文;对
“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同心协力”这些重点词语有了初步
理解，也为下一环节作好铺垫。



新大纲指出：教师要发挥创造性，针对教材的实际和学生的
年龄特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将相和》教学打破了“教师讲问-学生听答”的常规教法，
它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调动了学生参与语文实活
动的积极性。

《将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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