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 出师表的
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本次体育课我安排的内容是蹲踞式起跑和小推车接力赛。教
师通过讲解、示范，指导学生积极的学习，所采用的引导、
鼓励、表扬、比赛等激发学生的共同参与。从整体看课前的
教学目标，计划、教材的选用、设计，还算比较成功。

在教学中采用教师先示范，然后让学生模仿老师的动作起跑。
结果，大部分学生起跑动作很慢。只有个别学生的爆发力好
一点，跑的相对来讲快一点，但也只是在那猜口令。究其原
因，一是由于的动作不熟练而造成的;二是不会做专门的动作
练习;然后我便采取多种形式，让学生加以练习，先是两人一
组相发令练习，接着三四个人一组，一人发令，其他人一起
起跑，比一比看谁的起动速度快。在练习的过程中，教师发
现问题后，及时纠正，并让动作标准的学生到前面给同学做
示范。最后我采用了蹲踞式起跑三十米练习。我发现通过小
组练习使同学很快的掌握了起动腿和起动线的距离。并且起
动速度也相应的有了提高。

在游戏部分教学内容的合理搭配，对学生的学习产生浓厚兴
趣。在小推车游戏中充分体现了学生不怕困难的精神，好多
同学由于上肢力量的缺乏，走到一半就支撑不住了，但是他
们在全组同学的鼓励下，还是咬牙坚持住了。

总之，通过本节课学生对蹲踞式起跑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基



本掌握动作方法，但由于蹲踞式起跑是个技术性较难的动作，
在以后还需加强练习，尤其是起动后重心提的太高还有待于
改进。

在本节课中发现注重学生三基的培养很重要。

教师通过讲解、示范、指导;注重学生基本知识、技术、技能
的学习。让学生知道什么而且更要让他知道为什么;教师是学
生学习的榜样，基本技术、技能的学习，是直接关系到动作
质量的好坏，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对学生的终身体
育锻炼至关重，所以加强教师自身素质也不容忽视。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加强一下几点：

1教师的语言应接近学生的年龄，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

2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培养
学生良好的身体姿态，扎实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加强组织纪
律，加强课堂的组织。

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还需不断的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一、运用故事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

对于现代的小学生来说，要走入古代的生活情境是不易的，
体会诗歌蕴藏的情感更难。因此，创设情景，奠定情感基调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教学本课前，我通过网络这个特点去
查阅了有关这首诗的北京资料，在可前给学生介绍。课一开
始，我就问学生你们知道李白吗?又知道望论和他是什么关系
吗?然后，老师说老师从网上知道了李白和汪伦能成为好朋友
的有趣小故事，你们想听吗?(师讲故事)：



李白一生既喜欢做诗，也很喜欢喝酒和游历名川大山，汪伦
非常仰慕他的才华，很想与他结为朋友。于是就写了一封信
托人带给李白，上面写道："先生，您喜欢游览吗?这里有十
里桃花;您喜欢喝酒吗?这里有万家酒店。"李白一看，呀!这
么好的地方，我得去看看。可是到了那里，既不见十里桃花，
也不见万家酒店，李白疑惑不解。汪伦解释说："十里桃花是
十里外有个桃花渡口，万家酒店是有个姓万的人开了一家酒
店，并不是一万家酒店。"李白恍然大悟，他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被汪伦的幽默与风趣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两人一见如故。
在以后的几天里，汪伦每天盛情款待李白，并带他游遍了当
地的名山胜景，他们一起饮酒作诗，情趣相投，短短几天就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汪伦踏歌相送，李白被他的真
诚深深地感动了，即兴吟诗一首--《赠汪伦》。

通过资源共享，使学生对李白与汪伦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二、让朗读架起师生情感交流的桥梁。

有人认为“诗歌是情感的艺术，多媒体的介入，由于师与机、
生与机的交流，往往会削弱流动在师生之间的情感”。其实
不然，假如教师能把握住“朗读”这座桥梁，就能让多媒体
成为“情感交流”的媒介。

“不及汪沦送我情”这一诗句饱含了诗人怎样的情感，怎样
用朗读的加以体现?带着这样的思考阅读有关诗人的资料，有
关友人之间的故事，学生读出了李白为意想不到的相送“惊喜
“，为了解自己的个性“感动”及读者对友人之间的情
深“赞颂”等不同的情感，实现了师生、生生的情感交流。

三、课外延伸，拓展学习。

世间离别情万种，多有诗人诉心声。除了这首《赠汪伦》以
外，还有许多感人肺腑的离别诗。教师可以调动学生的饿学



习积极性，结合古诗词诵读的饿活动，穿插表示离情别绪的
诗句让学生进行课外拓展学习，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师提供古诗学习方法和6首送别诗，学生任选一首自学：
《送元二使安西》、《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黄鹤楼送
孟浩然之广陵》、《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白雪歌送武判
官归京》《别董大》，当学生遇到难点时，可以让学生质疑，
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

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角的度量这一课，要求学生能达到会用量角器正确量出角的
度数的目标。具体说来，就是会把量角器的中心点对准角的
顶点，并能根据角开口方向的不同，确定一条边为0度，选择
量角器内圈(或外圈)数据，按正确的方向读出另一条边所指
的度数。

这对于许多孩子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量角器中有两圈数
字，且顺序相反，学生往往分不清该读哪圈，往哪边数。尤
其那些非整十度的角，是超过整十几度还是差几度未到，方
向不同则数法不同。过去的教案手册中有建议用儿歌帮助学
生读过难关的，如：“中心对顶点，底边对0线，他边看度数，
分清内外圈。”这种儿歌能朗朗上口，但对于难点问题并没
有实质性的突破。“分清内外圈”只是目标，如何分清才是
策略。

要找到解决难点的策略，必须分析造成难点的原因。我认为
学生之所以分不清内外圈、找不对数的方向，原因是把角看
作是静止的图形而非动态的过程，他们将角的两边孤立地量
度，以为像量线段、看钟表一样，只要把一边对准0度，另一
条指着几就读几。如果学生能把静态的角想象成从0度开始，
慢慢打开，而度数随之增加的动态过程，我想问题就能迎刃
而解了。

由此，我认为应采取“变静态为动态”的教学策略，并通过



三个层次的活动来实现。具体实施如下：

活动一：伸展运动。我带着学生把两手臂伸开，当作角的两
条边，把身体当作角的顶点。他们跟着我从两臂重合开始，
一臂不动，另一臂慢慢展开，并一起读：0度、1度、2度、3
度、4度、5度、10度、20度……到90度时停下来感受一下。
然后继续：100度、110度……180度、……、360度。然后我
引导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所有的角都是从0度慢慢张开的。

这个活动学生很感兴趣，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感受到角从0度
张开的过程。虽然所指度数并不精确，但为后面在量角器上
想象角的动态变化奠定了最直观的基础。

学生在动态中进一步感受到角的度数的变化过程，并明白了
当选择不同方向为0度时，读数方向也随之改变的原理。这一
活动为学生度量静止的角奠定了表象基础。

活动三：笔尖指路。这一活动则是测量完全静止的角了，也
是本节课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我在实物投影中呈现了一个完
整的角，提出问题：“这个固定的角，你能想象出它是怎样
展开的吗?”学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右面的边视为0度，
慢慢展开;另一种是把左面的边视为0度而慢慢展开，同学们
认为都是可以的。于是按不同的展开方向，我们共同确定了0
度所在的圈，并从0度开始，用笔尖顺着数据增加的方向慢慢
移动，边移动边读出整十、整五的数，直到接近角的另一条
边，将度数准确读出。

结束了三个活动后，我问学生：量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
么?学生回答说：“一定要从0度开始顺着数下去。”是的，
这正是量角的关键，他们学会了。课后，通过对学生作业的
检查，发现虽然还是有些学生出错，但为数不多，而且只要
面对面稍作指导也就懂了。聪明的孩子掌握原理后很快就能
找到最接近整十、整五的刻度再进行加减;学习比较困难的学
生则乖乖的从0开始，顺着方向将可见的度数一一读出。虽然



速度会慢了些，但方法掌握了，相信熟练后就会快起来。

以上三个活动之所以能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原因有
三点：

一、凸显了量角的原理。首先，在上述每一个活动中，学生
都把角从0度展开，这就帮助了学生确定0度的边，也就是找
到了度量的起点和标准。再者，学生一直开口读数，并都是
从0度开始往下读。不管0边在左还是在右，也不管是内圈还
是外圈，只要从0开始，从小到大地顺着往下读，就一定不会
错，这其实也是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本质化，利于学生对
量角方法的掌握。

二、克服了知识的负迁移。学生学过用直尺度量线段的长度，
这一知识基础和本节课的度量，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操作起
来，量线段时学生只要对好了0刻度，观察线段另一端的刻度
就行了，并且都是从左往右数的，这恰好对本节课容易造成
负迁移。通过以上三个动态化的活动，打破了学生在度量上
的思维定势，重新建立起正确的度量习惯。

三、活动的层次性符合了学生的认知规律。三个活动都是以
达成教学目标为目的，但体现了目标达成过程中从浅入深、
从感性到理性的阶梯性。要让学生正确度量，必须建立刻度
增加的动态表象，而动态的表象又有赖于直观的感受，因此
从最直观的肢体语言到半抽象的角、最后到完全几何化的角，
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符合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学起来自
然轻松、清楚。

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出师表》全文中，十三次提及“先帝”，无非是想让诸臣
不要忘了刘禅是先帝之嗣，不要忘了先帝之“殊遇”和“简
拔”，其用心可谓深远。正如前文指出，在《出师表》里，
诸葛亮以极其悲苦的语调陈述身世，不过是想以自身的忠贞



感染诸臣，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诸臣看在先帝的份
上，忠诚于昏庸之君。正是因为其“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
君，专权而不失礼”的磊落和坦荡才使其“行君事而国人不
疑”，也影响着诸臣，使他们表现出了对刘氏父子的无比忠
贞，甚直得到了敌手的尊崇，以至曹睿在临终前仿效刘备托
孤，要司马懿学诸葛亮“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的榜样。诸
葛亮忠贞的人格力量可见一斑，可惜司马父子并非诸葛亮，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诸葛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诸葛
亮借出师一表警示诸臣。

出师表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前不久，执教了《秋游》这一课，颇有感悟，现总结如下：

一、提供动口的平台

让孩子兴致勃勃地说，让孩子一吐为快，让孩子能说会道，
这是孩子的需要，是语文教学培养的一项目标，也是主动学
习的一个标志。本节课通过想象填空：天上的白云有时像( )，
有时像( )。看图填空：同学们有的( )，有的( )，有的( )。
等一系列形式，唤醒孩子的思维意识，拓展孩子的想象、说
话空间。

二、创设动手的条件

“动脑又动手，才能有创造”。让孩子充分动手，可以激发
孩子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感悟。本节课为了增强孩子对秋天
“色彩斑斓”这一认识，我采用了让孩子为简笔画“稻子”、
“棉花”、“高粱”配色;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填空等方式，
在发挥孩子主动性的同时使其创造性也得以展现。

三、 拓宽动脑的空间

四、营造宽松的环境



低年级孩子因年龄限制，注意力易分散，针对这一特点，我
结合课文意境，采用了吟诵“秋”诗，放声唱“秋”，配乐读
“秋”等手段，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和谐、优
美的意境中好学、乐学、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