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 孟子两
章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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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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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篇一

反思四:要做到让学生的自主学习有成效，合作学习有时间保
证，师生交流有思维碰撞，学生的诵读与积累达到预定目标，
这两节课的课堂容量还是大了些。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朗读中，
学生比较顺利地走进了文本，也基本理解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紧迫，我在各部分衔接中比较生涩，
课堂语言不够流畅，当堂激励和随机深入引导不能达到水到
渠成。

反思四：《孟子》两章教学反思

由此，我想到备课不但包括备教材、备学生，而且还应该包
括备自己——以最好的状态进入课堂。不管是穿着、心情还
是精神气质，都要使自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课堂是神
圣的，师者的形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窦桂梅老师说：
“站在讲台上，我就是语文。”一个举止从容大方、吐高雅、
智幽默的教师肯定会赢得学生敬佩和爱戴。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

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节课上不在状态呢？其实每一周的开
始上课的状态都不是太好。这可能与双休日的休息有关。在
家还没有休息够，又要进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了，心理上多少
有些不情愿。我了解到有不少老师也有这种表现。其次课前
的注意力没有在备课上。以为课已经准备好了，教案也写成，



课文以往教了好几遍，也再熟悉不过了，认为没有必要准备
了。于是就不再思考教学上的事情了。

还有，在课堂开始时导语没有做好。开头很重要，它甚至影
响着一节课的质量。在上课时我说：“在战国时代，战争频
繁，人民深受战争之苦。继孔子之后，一位儒家大师出现了。
大家说他是谁？”学生很容易就能回答是出孟子。“他有什
么政治主张呢？”我接着问。这下学生没有回答上来。出乎
了我的意料，因为学生在七年级时学过中国古代史，回答这
个问题并不难。但是70多个学生中就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
这令我比较失望，影响了接下来的上课心情。

大凡成功的教师都善于调节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教学进
度，调节教学策略，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是教学机智，唯有
在实践中不断地锻炼才能养成。

我串讲了课文以后，让学生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这篇短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2作者是怎样一步步论证中心论点的？

3文中使用了哪些论证方法和修辞方法？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4孟子的政治主张对今天有什么指导意义？

这几个问题只要略动脑筋都能回答上来。因此，我没有让学
生讨论，而是引导大家把答案说出来。这也是课堂上做得不
足之处。

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篇二

文言文教学怎样预设才会使课堂卓有成效？怎样才能最大限
度的使学生从文言文的微言大义里面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在设计本课时力求让孟子的思想精髓深深植根于学生的思
维，唤起学生走进孟子散文，走近孟子的热情。同时尽最大
可能为学生搭建一个自主学习与展示学习成效的平台，让学
生习得方法，提高能力。在设计与教学中有可取之处，也有
遗憾。

反思一：多方搜集资料，筛选信息，与学生平等对话。教师
只有善于为学生搭建脚手架，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才会相得
益彰。预设的空间越广阔，课堂生成就会越精彩。教师也就
会做到游刃有余了。

反思二：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来增进理解，在理解中推动朗读，
二者就会形成解读的合力。在读中进行朗读指导，养成学生
自主学习的习惯，做批注的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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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节课以各种形式的读贯穿课堂，在读中感知，在读中
读懂读透文本，在阅读中与作者对话，在阅读中纵深拓展，
注重了思维训练。

反思三：《语文课程标准》对文言文学习有如下要求：“阅
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
秀诗文80篇。”；“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
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在文言积累
方面，我设计了两个环节：一是立足课内，分类积累文言语
汇，掌握重点字词句的含义；二是开拓阅读视野，注重相关
名句的积累。设计意图为培养文言语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我相信只要坚持，这个目的会达到的。第二项的操作可
以灵活处理。

反思四：要做到让学生的自主学习有成效，合作学习有时间
保证，师生交流有思维碰撞，学生的诵读与积累达到预定目
标，这两节课的课堂容量还是大了些。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朗
读中，学生比较顺利地走进了文本，也基本理解了作品的思
想内涵，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紧迫，我在各部分衔接中比



较生涩，课堂语言不够流畅，当堂激励和随机深入引导不能
达到水到渠成。

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篇三

学完《孟子》两章，我想检查一下背诵。但由于学生多，要
求学生在组内互相检查，感到检查效果不太好；随后找部分
同学在全班展示背诵。发现学生的兴趣不高。只有零星几个
举手的。与上其他课型，学生积极踊跃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
反差。因而如何提高他们积累文言、背诵文言美文的兴趣。
便成了我当时思考的一个主题。

后来我用默写的方式，检查背诵的测试过后，(默写《孟子两
章》)。我进行了批改，根据批改的情况来看，成绩很不理想，
班里有一多半学生的成绩不合格，到第二天上课时，我拿着
改好的试卷走进教室，当学生看到自己的成绩时，先
是“呀”的一声,随后变习惯性的低下了头，做好了挨批的准
备。

看到这些，我想如果再批评他们的话，效果也不会很理想。
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评价的方法呢？所以我告诉他们这
次默写作废。听到这个消息，有的同学悄悄松了口气，还有
一些大概是觉得又过了一关，所以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想在咱班重新测验一次。”说完后，我看到一些同
学又不做声了。 “不过这次咱们改变一下考试的方法，不全
班一起测验了，我有一个提议，以这个星期为界限，在本周
内如果有谁背过《孟子两章》的话，就可以单独找我背，背
过的我就在记分册记满分。背不过的我先不计分，等什么时
候背过，就什么时候找我。如果到本周末还没找我背诵的话
那么下星期一开始我要找你背，到那时候背过多少就记多少
分，大家说同意么？”

“同意！”同学们回答的声音非常响亮，这大概是我接这个



班以来回答得最齐的一次。

刚一下课，就有几个学生围了上来：“老师，那如果万一背
不过，也不记分？”

好的！ “我现在背可以吗？”有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说。

好！结果全背下来了。 “满分！”我说完后便记到记分册上。

其他几个一听，都抢着说：“老师，我也背，我也背！”

“好，好，一个一个地来。”我说。

结果还没到两天，全班学生都背完了，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我趁热打铁，在班里又宣布：“从今天开始，为了鼓励上课
积极回答问题的同学，我决定在上课提问时也记成绩。答对
一次加十分，答错不扣分。” 同学们一听都迫不及待的等着
我评讲课文，即便是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也抬起了头。
这节课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个举手的，而是全班大部分同
学都举了手，有几个争强好胜的同学还急的大叫。

通过这次试验使我意识到:在新课改的过程中，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应灵活多样，不但要研究教法，而且要背学法，不断探
索出使学生爱学、会学并行之有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兴趣。
特别是在对学生评价时，要充分发挥他的激励作用，充分肯
定学生的进步，鼓励学生自我提高。使学生成为积极的参与
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主动性，以激发
他们最大潜能。这种激励方法，也适用于文言文积累的学习
上。

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篇四

文言文教学怎样预设才会使课堂卓有成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



的使学生从文言文的微言大义里面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在
设计本课时力求让孟子的思想精髓深深植根于学生的思维，
唤起学生走进孟子散文，走近孟子的热情。同时尽最大可能
为学生搭建一个自主学习与展示学习成效的平台，让学生习
得方法，提高能力。在设计与教学中有可取之处，也有遗憾。

反思一:多方搜集资料，筛选信息，与学生平等对话。教师只
有善于为学生搭建脚手架，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才会相得益
彰。预设的空间越广阔，课堂生成就会越精彩。教师也就会
做到游刃有余了。

反思二: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来增进理解，在理解中推动朗读，
二者就会形成解读的合力。在读中进行朗读指导，养成学生
自主学习的'习惯，做批注的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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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节课以各种形式的读贯穿课堂，在读中感知，在读中
读懂读透文本，在阅读中与作者对话，在阅读中纵深拓展，
注重了思维训练。

反思三:《语文课程标准》对文言文学习有如下要求:“阅读
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
诗文80篇。”;“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
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在文言积累方面，
我设计了两个环节:一是立足课内，分类积累文言语汇，掌握
重点字词句的含义;二是开拓阅读视野，注重相关名句的积累。
设计意图为培养文言语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相信只
要坚持，这个目的会达到的。第二项的操作可以灵活处理。

初三孟子两章的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这两篇短文时，我充分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使他们思
维活跃，冲破樊篱，充分解放了他们的思想，自己真正成了
主宰自己学习的主人。



本次课还体现了学生的合作、探究精神，俗话说“三个臭皮
匠，顶个诸葛亮”，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合作交流，使许多
不能解答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使许多能解答的问题在头脑中
愈发明朗。

“质疑——探究——合作解疑”贯穿教学始终。

学生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积极探讨问题，真正感受到求
知的`乐趣。

在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的同时，我还注意突
出“以读为本”的教学宗旨，读贯穿整个教学中，有范读、
齐读、研读等，在读中获知识，在读中明道理。

本节课既教、又育人，既重知识能力目标的落实，有重方法
过程，还特别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