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篇一

《愚公移山》这篇课文最有意思的要数愚公与智叟“孰智孰
愚”的讨论了。前一天作业学生思考，课堂上我就放手让学
生去谈，学生谈出了很多精彩的见解。

愚公智叟到底谁更聪明?学生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
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莫衷一是。有站在“愚公”方阵
的，有赞赏“智叟”的，且似乎都有理有据。面对学生的这
种不可开交的认真，我清醒的认识到在这个时候教师需要帮
助学生抓住文章的关键所在，即在这篇文章中“评价智慧与
否的标准应当是什么”。

首先在他们略显零乱的回答中梳理归纳出思维的脉络，然后
帮助学生抓住问题的本质，提升思维的品质。

愚公面对的问题是大山的横亘，出行受到阻碍要绕远路。那
么问题的核心就是谁的看法有助于解决问题。

智叟的话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回避了问题，是毫无建设性的
意见，无益于问题的解决，遇到问题不能解决，恐怕很难称
得上是智慧的。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退而求其次，
能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也还可以称得上智慧。但是我们分析
智叟的话语，智叟的议论从“能力薄弱”和“焉置土石”两
个方面来展开，而这个问题在之前愚公的妻子早就提过了，
且如出一辙，智叟的话语无非是拾人牙慧，并无过人的见识。



如果这也叫“智”，那么愚公的妻子就应该被成为“智妪”
了，这显然是荒唐的!

本节课抓住“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这一点来评价智慧和愚
笨，思路就比较清晰，问题也比较容易讲清楚，学生的思考
也能上一个台阶。我认为这正是本课最有挑战性的地方，这
点讲透，生领悟了。再提到小智小愚、大智大愚、愚不可及、
大智若愚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智和愚的辩证思考，让学生体
悟到除了现代科学能够测算的所谓智商，智和愚还包含了很
多文化的哲学的因素，并非能够孤立片面的看待评价的。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篇二

新课程要我们凸现学生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作
引导的作用，应此在课堂教学中我试着让学生他们自己去体
验、感悟，去探究、发现。

《愚公移山》一文我用一个个课时引领学生完成字词句的积
累与课文整体的理解把握后，上第二课时时，我想让学生联
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对愚公“移山”的创举的感想。当时，
学生发言很积极，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愚公移山是为了
给子孙后代造福”，有的说“从愚公移山的壮举看出他老人
家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有学生认为“愚公移山不理智，
应该举家搬出大山定居”；还有学生“认为愚公他不但要浪
费他自己的一生，还要祸害他的子孙后代”。这充分说明学
生对《愚公移山》这则经典寓言故事的实质精神和故事所弘
扬的蕴意还不理解。

我深明新课标提出的尊重学生看法，并不等同盲目同意学生
的看法，鼓励学生的个性见解也不等同于认可学生偏激的或
错误的解读作者的创作本意。虽然这两个问题在性质而言是
一样的，都是对文章的错误解读，都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忽
略。可怎么引导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直接说作者的创
作意图是赞扬精神而不是搬山这种做法吗？可学生肯定会表



面认同而心里不以为然的。

我踌躇了一会才决定用现实出现的现象去纠正学生的浅显观
点。对“愚公移山不理智，应该举家搬出大山定居”的定论，
我问同学“愚公移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学生很快
说：“苦于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我接着问：“那举家
搬出大山定居，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学生很肯定地
说：“解决了。”我说：“山通了？”此时学生显得群情激
昂了，说：“老师，我们不讨论山通否，我们讨论是否不
用‘苦于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了，愚公不用最简单明了
的方法解决问题，而用看上去根本不能实现的搬山方法，那
难道不是愚蠢？”我笑了，这些家伙挺有辩才的。我只好说：
“我不能直接反驳你们的观点，不过老师想问你们搬山真不
能实现吗？”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学生倒是团结一致，他
们议论纷纷并积极从课文去找论据，一会他们就派出一个代
表阐述他们的依据：“首先，他们劳动力严重不足，‘子孙
荷担者’仅‘三人’；其次，路途太个遥远‘寒暑易节’
才‘始一返焉’这些微薄的力量怎么能够搬‘高万仞，方七
百里’的黄屋与太行山呀！”好家伙，表面是论据充足。我
笑着说：“愚公是打算在他这代完成搬山吗？”学生郁郁地
说：“不是，但数代去做一件事，太愚蠢。”我乘机
问：“那你们也认为，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是可以完成的了？
你们只是认为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太不值得了，对吗？”学
生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样？”我说：“那大家知道，清
朝政府在进兵中原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吗？你们知道我们追
求的平等、自由又是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的吗？你们知道火
箭升空前我们有多少代的科学家为此献身吗？那按大家的说
法，这些事业我们就不用去做了，那我们人类会有今天
吗？”学生听了，不再言语，许久才恍然大悟的样子
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一时完成不了而放弃呀。”语文
代表杨雨纶说：“老师，我懂了，有些人的坚持在我们这些
自以为聪明的人来是很傻的，可他们傻得可敬，傻得让我们
自惭形遂。我们或许可以不以为然，但我们绝没有资格嘲笑
他们。”一阵掌声响起。有个女生还说：“怪不得‘天帝感



其诚。’这种精神确实可畏可敬。看来天帝就是天帝，老人
家一听就知那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可怜我等凡人，要老师
指点才能醍醐灌顶呀？看来与神仙就是神仙呀！”全班哄堂
大笑。至此，学生对愚公移山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诚心
诚意地表示敬佩。

新课程明确倡导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倡导教师
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要做好
引导者，不能因为学生是主体就放任自由，不管学生的回答
是否脱离文本，一味认同，这样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那老
师就成摆设了，一切任学生那还要老师要学校何用呢？可老
师要纠正学生的错误解读决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要徇徇善导，最好找学生熟知的事作为切入点，这样更容易
让学生了悟。

只是这样对我们教师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教师
要有平和的心态，当学生的解读与我们的期待有差距时，万
万不能急躁，更不能埋怨打击学生，这时其实正是体现我们
教师机智、知识、实现教师价值的机会。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篇三

这是一篇寓言，但是教学中没能引导学生明确寓言的特点及
作用。总觉得九年级的孩子已经知道，所以在教学内容设计
时只是蜻蜓点水，这里就没有把学生放在主体的地位，教师
有想当然的因素，这是值得反思的。另外在分析“愚公愚
吗”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学生能很好的去用文中的句子加上
自己的理解去分析，气氛也比较活跃，可是为了赶时间，我
还是会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孩子们，就导致学生交流讨论的不
够深入。这是一篇文言文，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多朗读。课上，
虽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朗读，但是从读的时间来看，还是不
足的。

从上课的总体来看，学生能通过自己的探索获得新知，上课



积极主动，踊跃发言，我就认为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
教学中存在的这些缺点，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去改进的。

新课程明确倡导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倡导教师
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我校的“三
精”活力课堂是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设计、抓实教师主导地
位、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这节课我主要让学生在已有的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在教师
的指引下主动探索发现新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创
新思维。这堂课老师讲得少，学生读得多，说得多，想得多，
练得多。这也体现了我校的“三精”中精讲、精学和精练。
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基本上能领会文章的寓意，认识到愚公
精神的伟大，并表示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中，学习愚公
精神，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课堂气氛活跃，有激烈的讨论
交流，也有争先恐后的发言。学生们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
快乐的体验和情感的熏陶。所取得的课堂效果比较令我满意。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篇四

《愚公移山》是篇传统的老课文，故事情节简单，大概的内
容学生早知，经典的教法也有很多。我这次主要是结合我的
小课题研究：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兴趣的方法来设计这节公
开课。在准备上这篇课文之前，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
的课堂教学对学生有吸引力，如何在教学中体现新课标的理
念。具体做到了以下几点：

1、营造良好的气氛。在学习之前，我播放江涛所唱的“愚公
移山”的歌曲，以此导入课文的学习中。几乎所有的同学能
够马上进入状态，部分学生学生还慢慢伴唱。我觉得这一点
能很好第激发学生学习这则寓言的兴趣。

2、采用小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授课之前，我让学
生做了很好的预习，主要是针对文言字词，梳理文章内容，



尝试进行翻译。学生先结合文下注解独立学习，把不懂的问
题做上记号，然后小组讨论，若还有疑难问题，则在课堂上
向老师提出来，共同分析理解。我觉得这比单纯的老师串讲
要好一些，可以调动学习的欲望。

3、采用提问教学法。教这篇课文时，我提出了几个问题。这
则寓言一共写了哪些人物？老愚公有多大年纪了？智叟是个
年轻人吗？那个“遗男”姓什么？有几岁了？他去移山，他
的爸爸肯吗？参加移山的一共有多少人？“移山”这件事做
起来困难吗？他们的劳动艰苦吗？这样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对文章既对重点字词做了强调，也对课
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4、重视学生的读。读是传统语文教学的法宝。在对人物进行
分析时，我主要分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愚公的妻子
和智叟。从感情，语气，称谓等各个方面引导学生体会两者
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请同学们模仿其口吻来朗读，学生兴
趣较高。

5、鼓励学生自由和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寓言故事浅显
易懂，情节吸引人，中心人物是愚公，中心事件是移山。在
文中对愚公的移山壮举早有争论，最反对的人物是智叟，智
叟认为愚公移山是一件极为愚蠢的行为。在授课时，我主要
设计了两个问题让学生讨论，一是愚公愚吗？二是作为毕业
班的我们不要愚公精神。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激发学生的挑战欲、鼓励创新。引导和鼓励学
生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有条理，
不偏离话题，发表意见有针对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
能力和围绕中心说话的能力。

当然在授课中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1、教学中没能引导
学生明确寓言的特点及作用。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它用夸
张的手法描写人或其他生物，寓深奥的道理于简短的故事中。
好的寓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教育，《愚公移山》



是一则长期在人们中流传的好寓言，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明
确寓言特点及作用。而在本课教学内容设计中知识蜻蜓点水，
这是不够的。

2、在分析愚公的形象时，引导学生围绕“愚公愚吗”这一问
题来展开。大部分学生能较好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气氛
也比较活跃。但我比较急于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所以
讨论得还不够深入。

3、朗读是学习文言文非常的一种方式。在授课中，虽然有学
生的朗读，但还不够。愚公反驳智叟的一段很有气势的话，
可以尝试同学模仿这种坚定的口吻来朗读，另外由于时间关
系，学生的齐读这个环节也就删掉了。

总体来说，这堂课基本上完成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和教学重点，
课前预习效果较好，大部分都很积极主动，课堂上能踊跃发
言，学习兴趣浓厚。对于欠缺的地方，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
逐步改进。

愚公移山教学反思录篇五

本周，我校开展了语文教研活动。我对《愚公移山》进行了
第二课时的教学。

在第一课时我针对古文的重点字词进行了翻译，学生大体上
能够知晓故事的内容。于是，在此基础上，我以翻译重点句
子进行导入。几个句子的翻译学生掌握的较好。但是，对整
个句子的翻译我忽视了个别重点字词的翻译，没有很好的点
到，成为一个遗憾点。

从而在复习的基础上让学生自由朗读文本回答问题，拟出这
则故事的提纲，为学生复述故事作准备。因为九年级的学生
基础较差，自己没有很大的把握，故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可是，在整堂课下来，我觉得几个问题的解答和故事的复述



过于简单，没有很好的照顾到优秀生的教学上。另外，《愚
公移山》本身就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复述在此有
点重复的味道。

在整体感知文本后，我对愚公、智叟和遗男等几个人物进行
了分析。从分析人物的形象中找出本文所运用的表现手
法——对比和衬托，进而体会对比、衬托手法的表达效果。
这一环节基本上较为完整。但是，课后，我琢磨着，学生对
对比和衬托这两种手法是否都已掌握，毕竟对比和衬托中的
反面衬托有相似之处。在对比和衬托上我处理的不是很好。

最后是进行了教学的扩展。我引用了一个英国人与一个加拿
大人对愚公的评价，以求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看待愚公移山这
件事情，来探讨愚公究竟“愚还是不愚”?但是，我这一探讨
做的不够到位。没有很好的将文章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下去。
就急忙解读了“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疯狂的
愚老人，津津乐道?”而忽视了文本的创新，回到了老课题
上——愚公精神——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整堂课，我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教学目标：理解课文深刻的
寓意和愚公的形象，理解神话结尾及文中细节刻画的作用，
体会对比、衬托手法的表达效果以及学习愚公的精神。但是，
这堂课似乎少了一些新意，仿佛一杯白开水，解渴但不够美
味。而且，在教学中，我觉得自己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困惑：
有些环节犹如“蜻蜓点水”，缺乏“精雕细琢”，重形式而
无实际效果。这是我今后教学中急需改变和改善的地方。在
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磨砺自己，
追求语文教学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