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 两小儿辩日
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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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篇一

《两小儿辩日》是文言文。小学六年级的文言文阅读是为初
一正式实现文言文阅读教学目标做好辅垫，激发兴趣，打下
基础。因此我的教学指导思想是：

课堂伊始，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文言文？
当学生讲出对文言文的粗浅的认识后，我便对他们的回答给
予充分地肯定，同时告诉学生，文言文是古代文化的遗产，
是传承古代文明的媒介，学习文言文能让我们了解古人的思
想道德观点，还能提高我们的'语文学习能力。这样学生对文
言文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兴趣。之后我又启发他们结合现代文
的学习方法，渗透总结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古文学习与
现代文的学习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文学习中掌握的一些阅
读方法同样适用于古文的阅读理解，所以这节课中我注意调
动学生以往的学习经验，让学生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进步提
高，获得全新的文言文的阅读体验。

我让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这样更利于合作学习。教学中提供
合作学习交流的机会，自主探究的空间。例如让学生结合学
习方法循序渐进，首先把句子中难懂的字词对照注释进行注，
然后把句子连起来解释，还有不懂之处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这样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习惯，让学生真正的
成为学习的主人，落实了学生主体地位，同时培养了合作精
神和协作能力。我还有意识地进行留白，如反问句在这里的



作用；“为”出现三次，为什么读法不同；“探汤”
的“汤”和现在的“汤”有什么不同……给学生留下自主探
究的空间。教学目标中“读懂意思”得到实现。

创设情境，激发读的兴趣。重点处我适时地点拨，如：两个
小儿争辩时为什么要用反问句，强调他各持己见、胸有成竹
的心态；有“车盖”的车古时候是给什么人坐的，在这
里“车盖”象征着什么，怎么读；“盘盂”与“车盖”相比
天壤之别，怎么读……这样学生带着感受读出对比的语调，
一轻一重，情到深处自然流！同时这样的训练充分达成了教
学目标读出韵味。

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篇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学生读通、读顺、读出滋味是
学习文言文的起点。在本人这所谓的“辩论赛主席”的“陪
伴”下，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参与到这场跨越两千年时
空的辩论赛之中，读出唇枪舌剑之感。磨练诵读古文的能力，
同时也感受到诵读古文的乐趣。课后掩卷深思，自以为做法
成功有三：

在学生展开辩论之前，总结出多读几遍，结合课下注释，联
系上下文等方法，这些方法大大降低了学生疏通文章，理解
内容的难度，同时，加强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的共同点，即
沟通古今联系，利用学生熟知的词汇句式去学习文言文，激
活原有知识和经验，使之成为认知的起点，新知的生长点，
不正是温故而知新吗？深刻理解重点字词也为后面的辩论赛
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真正掌握文言文的学习方法，对学
生升入中学乃至终生学习都将受益匪浅。

大部分学生原来没有接触过文言文，他们对此既新奇而又有
点畏惧，怎样激发学生对古诗文的热爱，培养他们乐于主动
学习、积累古诗文的兴趣呢？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说：
“教员的巨大技巧在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并且维持他们的注



意。”所以教学一开始，我就从文章的内容切入，抓住课题
中的“辩”字引起学生注意。以“辩论赛”的形式要求学生
展开一场跨越两千年时空的辩论赛，学生在轻松的情境中把
原本很难理解的有很枯燥的文言文变得简单而又有情趣了。
教学中，激烈的辩论氛围一下子把学生吸引住，学生纷纷从
开始的慢条斯理到后来的唇枪舌箭，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安排学生从个人辩论到男
女生集体辩论，最后熟读成诵。

我注意引导学生领悟知识无穷，学无止境的道理。从两小儿
辩斗的情境中，学生体味到了古人善于思考、大胆置疑的学
习态度。古人的榜样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
而文本中的“孔子不能决也”让学生联想到了《论语》中
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等学生明白了学无止境的道理。最后，我告诉
学生不管你是学富五车的孔圣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娃娃，
面对知识的海洋，都要牢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
道理。最后，送一句名句与大家共勉，“路漫漫兮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路，不仅指求学之路，更指人生之路。

总的来说，辩论赛这样的教学情景的设置，体现了新课标让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同时也极大的激发了学生们
的学习兴趣。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辩论质疑释疑而真正得到
了知识。

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篇三

《两小儿辩日》选自《列子·汤问》中的一篇文言文，全文
共分七个自然段，篇幅短小，故事简单，构思颇具匠心。文
章开头以无名小儿与“圣人”孔子对举，其地位和学问的对
比本应高下立现，但作者通过一个“辩”字为后文制造了悬
念。其表达的道理可以从不同角度阐释，从“辩日”的角度，
可以说文本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事物和现象，也可
能包含着我们不了解或不确定的知识，需要多观察，多思考。



从“小儿”和“孔子”的角度，本文教学中还可以理解为：
只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即使是小孩子也能有独特的发现
和独到的思考；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孔子能在两个小孩子
面前坦率承认自己“不能决”，而不是故作高深或恼羞成怒，
也令人敬佩。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我从多方面去精心构思，采用新的教学
方法，让学生自主学习，切实做学习的主人。一节课下来，
我感觉效果还算不错，学生自我感觉也相当好。

短短的四十分钟内，我觉得以下几个环节是比较成功的：

1、在导入新课这一环节中，我设计了视频导入，以便让学生
对辩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进而理解两小儿辩论时的态度与心
情，然后由“辩”字入手，让学生认真观察字的结构并认真
书写，为学习本课奠定基础。因此，学生通过视频，有了读
书的兴趣，学习积极性非常高。

2、注重诵读，能在读中学、读中思、读中悟。俗话说“书读
百遍，其义自见”，文言文更是如此。教学中，我采用自读、
范读、表演读等多种方式调动学生读书的积极性，让学生在
读的同时理解文章中重点字、词、句的意思，从而达到把文
言文读通、读懂、读出节奏、读出韵味的目的。

3、课堂上，根据课文内容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先弄清本文的重点
“辨日”之谜，再引出“孔子不能决也”的原因，从而得
出“辨日”启示。这种教学流程让学生自此自终对课文兴趣
盎然。

4、最后以“疫情逐渐向好，是否需要戴口罩”为主题以事实
为依据，发表自己的观点，把课堂教学推向一个新高潮。这
个环节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写作欲望，还落实了本单元的语文
要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足之处：

1、疫情原因，课堂上只有自主学习，没有小组合作学习的环
节，总感觉学生自学的时间不够充分。

2、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不够简练，有重复学生回答的语言。

总之，我觉得这堂课还是比较成功的，教学设计合理，体现
了让学生自主探究。教学环节紧凑，有层次感。课堂上，学
生通过自己质疑，自主释疑，从而落实“学生是学习的主
人”这一教育理念。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相信我能进一步
完善课堂，完善自我。

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比较浅显的文言文，故事内容比较有趣，有画面感，
学生容易进入情境。在之前学生已接触过文言文，对文言文
的学习已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因此，本课学起来比较轻松。
课文内容主要是通过两个小孩辩论太阳什么时候离人远，什
么时候离人近的问题，从多个角度告诉我们深刻的哲理。

课堂上，我先给文章断句，再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练习朗读，
不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嘛？之后让学生结合文章注
释来理解文章大概意思。10分钟左右的'时间，学生基本上都
已经了解了文章的意思。

关于本文留给我们的启示，学生也基本上能回答上来。但关于
“孔子不能决也”学生有点疑惑。不是说孔子学识渊博嘛？
那为什么也不知道呢？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太阳距离我
们的距离是一样的。那又如何解释文中两个孩子的见解呢？
那就看我们自己掌握的科学常识或是到网上查找。那孔子为
什么不知道呢？那是由于时代造成的，那时科技落后。那孔
子这样是不是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地位受影响呢？学生有的
说会，有的说不会？此时，我让学生想象如果认为会因此而



受影响，那是不是孔子可以随便乱说呢？为什么呢？这样一
来孩子就能深刻的体会到孔子“实事求是”的品质。进而引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名言。

此处不就很好的教育孩子们要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吗？

俩小儿辩日教学反思篇五

《两小儿辩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一册第八单元的一篇
课文，也是教材中的第二篇文言文。今天我把它作为第一篇
文言文来上。

小学六年级的.文言文阅读是为初一正式实现文言文阅读教学
目标做好辅垫，激发兴趣，打下基础。因此第八组导读中明
确指出：“本组课文将引导你初步接触一下文言文”，“第
一次学习文言文，要对照注释，一字一句地读，争取通过自
己的努力，把课文读通，读懂。”

我的教学指导思想是：

1、注重朗读。“读”是阅读教学的主要活动，在教学中我
将“读”贯穿始终。本课朗读分为三个层次：

（1）读通：通过生试读，师范读、个人练读等多种形式，将
文言文读通。特别是：能正确断句。

（2）读懂。生对照注释，在自己的努力下在互助的学习中能
将每一句话读懂，理解全文。

（3）读好。创设情境，激发读的兴趣。让学生自由练读。找
同伴互读，分角色朗读等形式展示两小儿争辩时生动的场景。
这三个层次的训练充分体现了朗读教学目标从低到高、从易
到难的层次性。



2、注重学习方式的变革。我让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这样更利
于合作学习。教学中提供合作学习交流的机会，自主探究的
空间。例如让学生试读谈感受画难句个人对照注释读懂句子
去尝试探究；不懂之处小组讨论合作探究。这样培养了学生
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习惯，让学生真正的成为学习的主人，
落实了学生主体地位，同时培养了合作精神和协作能力。同
时我鼓励学生课外查资料，上网来了解有关两小儿不同观点
中所包含中的有关科学知识，教师有意识地进行留白，也是
给学生留下自主探究的空间。

3、注重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配乐范读，既让学生体会如
何读出文言文的韵味又在文言文如何停顿断句这个难点上起
到示范作用。我还注重转变自己的角色，让学生提出难句，
以学定教。为学生提供平等交流自主学习的平台。组织学生
讨论、交流、比赛。在合作学习中我在巡视中注意到个别差
异，为学生提供学习帮助。

4、注重学法指导。学习得法则事半功倍。如何学习文言文是
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两小儿辩日》则是
他们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我以例句引路，引导学生逐字精
读，师适时点拨渗透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让学生运用学
法自主探究。让学生从学会——会学，培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