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
措施 景阳冈反思教学反思(汇总8篇)

企业标语是企业品牌建设的基石，它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树立企业的优势和信誉。创意是一个好的企业标语的灵魂，
我们需要不断地开拓思路、独具慧眼，找到与企业业务相关
的新鲜点和亮点。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
我们才能设计出一个真正适合企业的优秀标语。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一

?景阳冈》一文改编自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第23回。
全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武松趁着酒性上了景阳冈，赤手
空拳打死猛虎的经过。赞扬了武松豪爽倔强、沉着机智和英
勇无畏的性格。教材可分为“喝酒”、“上冈”、“打虎”、
“下冈”四部分。

我重点指导了《缩写》，用了一课时。在缩写前我一直在思
考用怎么样的语言才能让大家轻而易举的弄懂缩写是怎么回
事。在课前我画了一棵大树，用文章喻大树，缩写就是给大树
（文章）修枝剪叶，图文并茂地为大家解说了一下缩写。

在具体学习缩写文章之前，我先带领大家一起来理顺缩写的
步骤，方法。在缩写前，要弄明白文章大意，在不改变中心
主题的前提下进行缩写。在所写的过程中，主要方法是删和
改，删掉文章次要部分，留下文章主要不内容，对于保留下
来的文章主要内容要进行改写，将冗长复杂的句子简单化。
最后一步就是对照原文进行修改。

然后根据课文里给出的《景阳冈》例文，我带领大家一起结
合例文回想缩写的步骤、方法，加深大家对于缩写方法的认
识把握。对照《景阳冈》原文，让同学们把例文中的句子在
原文划出，看看作者是怎样从课文中抽重点的，进行对照学



习。然后让大家在课下写作过程中揣摩，怎样把复杂语言简
单化。这一节课教学目标算是完成了，而且结合例文讲解，
比较生动形象一些，不难理解。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二

第二教时从抓人物的动作入手，研读打虎这一部分。本打算
在五一长假前上的，后因身体欠佳推迟到了今天才开出这一
次学校的教研活动。说实在的，那次备完课后也没再做太多
的思考，只希望把课堂留给孩子，让孩子多呈现一份精彩。
昨晚躺下后却不自觉地思虑起来，以至于过了十二点还毫无
睡意，于是把想到的即兴记了几字，凌晨1点多终于进入梦乡。

1．教师自身不够“虎”，如果定身量做的话，这类课文一定
不适合自己如此纤细柔弱之辈。然而我想教材容不得自己随
意挑选，反正是学校里的教研活动挑战一下也好，所以也就
这么打一回了。一开课就进入了一种常态，把事先想好的激
励动作与语言也忘了；想在课中唱上一句“该出手时就出
手”调解氛围的，终究也没喊出来；研读后安排整理整个打
虎过程时想让最洪亮的那个同学来好好读一读，她坐在最后
又让她失去了一次表演的机会……最终还是源于“武松与老
虎”的形象在我心中都只是半成品，还没有完全整个的活灵
活现地跳出来。教师的“导”得欠虎，学生也学得不够虎吧！

2．学生不敢“虎”一把。平时在课堂上敢于积极举手参与热
烈讨论的，敢于擦拳磨掌显显身手的孩子就很少，坐上几个
听课老师就更加拘谨了，害羞了，这也似乎成了高年级孩子
的一种通病。班上女孩27个，男孩18个，本来就阴盛阳衰，
女孩温柔，男孩更缺乏虎气，再加我这么一位温柔型的教师，
哎，老虎攻击都不知道闪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想要“虎”一点的课堂非临时抱佛
脚可得！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三

?景阳冈》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全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
武松打虎经过，表现了豪放、勇武、机敏的英雄性格。因此
学习目标确定为能进行简单复述和体会人物性格特点这样两
项。因此我在教学中抓住人物的特点进行教学。

一、打虎前写喝酒,抓人物语言见特点

在教学课文描写武松打虎前的内容，先让同学们快速默读这
一部分，并画出武松的语言。通过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有
什么特点。同学们默读后很快就举手回答：通过武松的语言，
我体会到武松具有倔强的特点。通过武松的语言，我体会到
武松这个人比较豪爽。我觉得武松很勇敢。我还觉得武松有
点爱面子。根据同学们的口述板书豪爽、倔强、勇敢、酒量
惊人、胆量过人。然后通过哪些句子体会到武松具有这些特
点？学生个个举手发言，非常踊跃。

二、景阳冈上打虎时，抓人物动作见特点

教学这部分时我抓住武松和老虎的动作进行教学，武松赤手
空拳打死猛虎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写的？（动作）板书、力量
超人。“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把那树连枝带叶打了下来。
……把那条哨棒折成两截……”“……揪……按……提……
打……”、机智敏捷。从武松三次“闪”突出武松的“机
智”或“机敏”。然后我点拨，三“闪”’这个动作字跟哪
些字比较接近？“闪”与“躲”在这里哪个字用得更好？
用“闪”对表现武松的形象好在哪里？老虎的动作让学生通
过读课文来体会，学生找出动词为“一扑……一掀……一
剪”同学们不仅能够根据人物的语言、动作体会人物的特点。
在今后的阅读中，同学们能够根据人物的语言、动作准确把
握人物的特点。在写作时，也要为笔下的人物设计出符合他
的特点的语言、动作，这样，笔下的人物就会栩栩如生，文
章就会更加具有感染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武松的这种精神



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教学中只有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去体
验，这样才能加深对课文重点的理解。才能体会作者写作的
独具匠心。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四

结合新时代，注入新元素。

武松打虎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按部就班地教学会使学生产
生阅读厌烦情绪。在以后教学时，我们可以结合新时代，注
入新元素，采用“为武松写简历找工作”的形式，让学生说
说武松的事迹、特点、专长，让这项活动贯串整个教学过程，
把读书变成学生自主的行为，自读自悟，并在其中结合写的
训练，从而更好地感知文章内容和人物特点。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五

《景阳冈》一文改编自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第23回。
全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了武松趁着酒性上了景阳冈，赤手
空拳打死猛虎的经过。赞扬了武松豪爽倔强、沉着机智和英
勇无畏的性格。教材可分为“喝酒”、“上冈”、“打虎”、
“下冈”四部分。

因为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所以我将本课的学习目标定为
能进行简单复述和体会人物性格特点这样两项。

就文章内容本身来说，学生是很容易接受的，毕竟武松打虎
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所以，对于五年级的孩子来说，简单
复述故事情节，不成问题。

那么，怎样指导学生把握人物性格特点呢？我觉得，应该在
文章的语言文字上找答案。例如教学 “武松喝酒”这一部分，
我先引导学生找出描写武松语言的句子，如写他在酒店里喝
了三碗酒以后，店家劝他不要再喝了，武松一个劲地



说：“你如何不肯卖酒给我吃？”“我吃了三碗，如何不
醉？”“别胡说！难道不付你钱！再筛三碗来！”根本不相信
“三碗不过冈”的警告，当店家好心劝阻他不要独自晚上过
冈、以防猛虎伤害时，武松更是出语豪壮：“就有大虫，我
也不怕。”“就真的有虎，我也不怕。”让学生自读自悟，
通过小组研读，角色对读，情景表演等形式体会武松豪爽倔
强的性格特点。

课文的重点段是“武松打虎”，打虎过程中最为惊险的是老
虎进攻时“扑、掀、剪”三招，武松则避其锋芒，以
三“闪”应之。这三“闪”充分表现了武松的沉着冷静、有
勇有谋。教学时我先让学生理解“闪”的字意，再与“躲”
进行比较，体会“闪”字之妙，最后从武松只闪不攻自然体
会出武松的沉着机智。然后让学生找出描写武松动作的句子，
如“抡起哨棒，使尽平生力气，从半空劈下来……”“把大
虫顶花皮揪住，按下地去”，“只顾乱踢”，“提起铁锤般
大小的拳头，使尽平生力气只顾打”。这里
的“抡”“劈”“揪”“按”“踢”“提”“打”等几个字，
字字千钧，虎虎生风，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武松勇武过人的高
大形象。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通过在网上搜索，我们找到了一段武
松打虎的视频文件，借助视频感受人物形象，这可帮了我教
学这一段的大忙了。播放武松打虎的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
当时情形的危急和场面的惊险。看过之后，再让学生读书上
有关武松的动作的描写，感受作者准确、生动的语言。武松
那种智勇双全、力大无穷、本领高超的高大形象通过作者生
动的描写跃然纸上。在这样反复体会中让学生感受作者用词
的恰当和名著的精彩之处，这自然激起了学生对名著学习的
兴趣，我可以在一旁偷着乐了。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六

“打虎”部分重点是过程和人物英勇，通过一默读、二对读，



激发想象的方法理解了过程，“吃酒”部分重点是人物性格，
通过小组研读，角色对读，情景表演等形式表现体会人物性
格。

学习语言文字离不开读写训练，只要安排恰当，形式灵活，
方法得当，这样一节语文读写训练课同样令学生产生浓厚的
兴趣。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七

?景阳冈》这篇课文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记叙了武松打虎的
经过，表现了武松豪放、勇武、机敏的英雄性格。反思自己
的教学过程，有几点值得反思和改进：

1、抓住语言描写感悟人物特点。教学武松打虎前写喝酒这部
分课文，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的语言感受人物的特点。教学课
文描写武松打虎前的内容，先让同学们快速默读这一部分，
并画出武松的语言。引导学生通过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豪
放、勇武的性格特点。然后分角色朗读课文，在分角色朗读
中进一步感受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倔强、勇武的特点。

2、抓住心理活动描写。教学武松上冈这部分课文时，引导学
生通过默读找出描写武松心理活动的语句。感受武松的倔强、
固执和无畏。

3、读写结合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通过课文学习，引导学生
能够根据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体会人物的特点。为今后
阅读积累了根据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准确把握人物的特
点的阅读方法。无形中，也让学生感受到，在写作时，也要
为笔下的人物设计出符合他的特点的语言、动作、心理，使
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使写出的文章更加具有感染力。

在本课时的教学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有些体现学
生主动性的动手，动口的活动还不够到位。如果在教学中引



导学生读一读、演一演，教学效果会更好。

景阳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八

?景阳冈》是五年级第五组课文的一篇阅读课文。教学开始我
就播放一段录像，让学生直观感受水浒憨憨的高大形象。在
授课时，我先让学生理清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弄清
楚这个问题以后，便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文中哪些
内容写得最精彩？学生异口同声的说：武松打虎。

我顺势就开始了本课最重要的教学要点“武松打虎”，然后
又让学生边默读课文边划出武松打虎的动作，在旁边写感受。
学生很快就找到了“闪”、“揪”、“按”等动词。再通过
换词比较，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然后想象武松打虎的画面，
感情朗读课文，体会武松的豪放、倔强、勇敢、机敏的英雄
形象。当赏析完这段精彩内容后我又问学生：除了打虎，课
文还写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与打虎有什么关系。其实解决
这个问题的重点落在抓住关键语句感受武松人物形象上。我
给出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品读课文，边读边写批注，体会人物
性格。

学生找到了很多有关武松语言、心理、神态的句子，通过全
班交流，集体讲读这些句子，学生对武松的性格特点有了较
全面的了解。通过此次教学，我认为，将激情地、设置悬疑
的语言置于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能唤起学生对语言文字的
深切感受。学生的感情一旦进入精神层面，人物的形象就会
在他们的心中就鲜活起来。学生只有理解了课文内容、领悟
了思想情感才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才能走进文本、感悟文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