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十二教学反思 论语十二章教
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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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十二教学反思篇一

这两天引导学生学习语文阅读上的古文《世说新语》二则一
文，指导了些方法，趁热打铁，开始引导学生学习《论语十
二章》。

教文言文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感，增强学生的积累，提
高语文素养，熏陶道德修养。众所周知，《论语》是儒家文
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
教学目标的设定上，我希望让学生接受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
的教育和熏陶，使他们在情操修养，立身处事，为人治学等
方面，得到更好的引导，从而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健康坚定的价值观和乐善好学的品格和气度。当然也想借这
些短小精炼的小短文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和理解文言
文的能力。

如何学文言文，一个字：多读。相信文言文是读懂的，绝不
是老师讲懂的，更不是老师分析词法句法而懂的。在读中进
行朗读指导，会按节奏读，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积累
语言的习惯、现实生活中学生有许多迷惘与困惑的问题，把
《论语》与学生提到的问题挂上勾，对学生的启发是很大的。
把《论语》与生活结合，化难为易，化枯燥为生动，让学生
觉得《论语》其实很生活化，她离我们很近，是切合现实生
存的智慧。



当然，教学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由于古文中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多，毕竟是初一学生，有的
同学在个别知识点可能还不够理解。

2、学生能积极参与讨论，但质疑能力还比较差，如果能让学
生自己提出的问题，学生自己讨论来得出结论，效果会更好。

论语十二教学反思篇二

这一课的第二课时是我初到八中是讲的汇报课，旗教研室刘
文冽和唐玉梅老师听课并作了点评，现将其点评结合自己的
感受记述如下。

1.本节课突出了自主与合作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先结
合注释学习文言文，自己疏通文意，培养学生的一种独自学
习惯（简称独学），许多学生学习文言文或做文言文题时，
文言文中有注释也不看，在这一点上老师引导和督促做得好。
遇到不会的先向小组长请教或小组共同讨论解决，这是属于
合作学习（简称合学）。就疏通文意而言，本节课合学的形
式多样：最难的部分由教师引导讲学，一般难的篇章由组长
讲学为主，容易的由组员讲述给组长听，组长纠正为主。真
正做到合学适时，适地，有效。

2.注重学法指导。即教给学生翻译文言文的方法：留、补、
删、调、换、对。这种教，是结合了实例来进行学习，并且
适时的引导学生实践——使用以上所讲到的方法。方法与能
力结合进行训练。

3.加强文言文的背诵积累。本课的重点是积累，而并非一定
要深入理解《论语》的思想精髓，是积累以便今后的“反
刍”，教师在这节课充分的留给学生时间进行背诵，达到实
效。具体的方法是充分利用板书，自由背，指导背，提高背，
形式多样，一篇文言文在第二课时课堂上不下8遍，再加上第



一课时的5遍，学生哪有不会背的？提高了课堂效率，减轻了
学生负担。

4.板书的妙用。本节课的板书精、准、实用。板书每一章的
重点词，是文言文的重要结构，也是需要掌握的文言文重点
实词，为以后学生参照板书背诵提供便捷，更为检查学生重
点实词的意思而做准备。

5.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初一学生有很多是没有养成记
笔记的`习惯的，本节课注重了这一细节，适时地引导学生记
笔记；重点词语进行归类复习，如“传”“新”“故”这几
个是属于词类活用现象，“而”字在本课有两种基本的用法，
在学生积累时分别加以提问；“罔”和“殆”历来学生容易
写错，当堂让学生板书，加深学生的印象，应该有很好的效
果。

6.文和义相结合，每讲完一章，及时作出总结。

个人反思：文言文教学离不开读，多读多背（除了课文，还
有重点词语）；翻译文言文的方法不仅是总结出来，关键给
学生锻炼的机会，机会就是让学生翻译课文，让学生学会组
词法猜读文言文，关键是给学生“猜”的机会。合学与独学
相结合，合学是独学不能进行，或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进行
的，适时，适地，有效。板书要对学生有用，要充分利用板
书。

论语十二教学反思篇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需要师生共同合作，开发课程资源。于
是我让学生课前阅读与《论语》有关的资料。上课时，学生
将阅读的书籍和网上查阅的资料搬上课堂。人人手中有资料，
个个手中有书籍。结果，学生从网上、图书馆、阅览室、书
店获得知识信息，远远超过老师一言堂所介绍的内容。这就
是课程改革，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弟子未必不如师！



“课外阅读—课堂展示”这一环节，对我教学启示很大。实
验证明，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传播者、占有者，而是
课堂的组织者、点拨者。师生是共同求取新知识的合作伙伴。
一篇经典文章，大家动手，图书馆、阅览室、书店、家庭藏
书、电脑都用上了，上课时一人一本资料，各抒己见，谁有
道理听谁的。学生都成了课堂的主人。现在，我们的课堂不
是一言堂皇，而是共同活动的场地。学生的课外阅读，促使
我转变教学理念，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挖掘学生
的智慧，启迪学生的候像力、思维力、创造力、表现力，培
养学生兴趣，教会学生怎样学习。杜威说：“有了知识的饥
渴，则知识的控求随之。”

课外阅读带给教学最大的转变，是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学生
主动探究的学习，和老师一起探索，一道思考。积极主动参
与教学活动，发展自我，感受到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感受到
独特创造性存在的价值，感受到心灵成长的愉悦。谁资料查
得充分，谁课外阅读读得深刻，谁主课堂上就学得主动，学
得轻松，学得有效。

在教《论语》时，感觉好像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铺开了一条通道，让他们能穿越时空，去阅读、去思考、去
吸取，与两千多年前的大师直接对话，了解并深刻地认识我
们的祖先，继承并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对学习
文言文有兴趣，愿意去读，这两节课就没有白上。如果还能
让学生乐于去读，那么课堂上所学的就不仅仅是《〈论语〉
十则》了。

教文言文的目的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感，增强
学生的积累，提高语文素养，熏陶道德修养。什么是阅读文
言文的理想境界？我想不是将文言文译成顺畅的现代汉语，
也不是对文言语句作细致的语法分析，而是一看就懂或者经
过查工具书和注释会意而后懂，在今后的学习或生活中也许
会在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那么几句类似“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言语句来。多读文言文，



浸润其中，涵咏体味，会使人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

如何学文言文，一个字：读。相信文言文是读懂的，决不是
老师讲懂的，更不是老师分析词法句法而懂的。“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之以渔”又不如“授之以渔
场”（北师大肖川教授语）。在读中进行朗读指导，养成学
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做读书卡积累语言的习惯、质疑探究学
会思辨的习惯。一句话，由“学会”走向“会学”，由“要
我学”走向“我要学”。

论语十二教学反思篇四

《论语》教学已接近尾声。

众所周知，《论语》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儒家文
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我希望让
学生接受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在情操修养，
立身处事，为人治学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引导，从而培养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健康坚定的价值观和乐善好学的品格和气
度。当然也想借这些短小精炼的小短文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
的兴趣和理解文言文的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我把《论语》的教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在教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一篇文章时，引导学生学习孔
子为社会改革而努力的行为，感受了他那种可贵的忧患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请学生列举与孔子一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同时谈论作为一位中学生的我们，如何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在教《知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课时，先让学生充
分谈论日常生活中求知的态度、对待错误的态度、为人处世
以及如何看待时间流逝等话题，再过渡到课文时，学生既容
易接受，又深受启发。

现实生活中学生有许多迷惘与困惑的问题，《论语》十二章
的内容相当广泛，两者联系，尤其是把《论语》与学生提到



的问题挂上勾，对学生的启发是很大的。

把《论语》与生活结合，化难为易，化枯燥为生动，让学生
觉得《论语》其实很生活化，它离我们很近，是切合现实生
存的智慧。

论语十二教学反思篇五

对于文言文，是最让师生头疼的文学体裁的一种。从教这些
年以来，我自己上了不少的文言文，也听了同校不少教师上
的有关文言文的优质课。尽管如此，但对于文言文的把握，
我仍然觉得在这方面的教学上我做得不是很好。

1、在教《论语》时，让学生能感觉到好像穿越时空，去阅读、
去思考、去吸取，了解并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祖先，继承并发
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对学习文言文有兴趣，愿意
去读，这几节课就没有白上。如果还能让学生乐于去读，那
么课堂上所学的就不仅仅是《论语》十章了。

2、教文言文的目的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感，增
强学生的积累，提高语文素养，熏陶道德修养。学习文言文，
我认为不仅仅是将文言文译成顺畅的现代汉语，也不是对文
言语句作细致的语法分析，而是一看就懂或者经过查工具书
和注释会意而后懂，在今后的学习或生活中也许会在他的脑
海里突然蹦出那么几句类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文言语句来。多读文言文，会使人无形
中受到熏陶感染。

3、如何学文言文，一个字：读。相信文言文是读懂的，决不
是老师讲懂的，更不是老师分析词法句法而懂的。“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读中进行朗读指导，养成学生自
主学习的习惯、做读书积累的习惯。一句话，由“学会”走向
“会学”，是学好文言文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