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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智取生辰钢教学反思篇一

智取生辰纲..

周林

准备进教室时播放《好汉歌》

上课：

一、导入：同学们，刚才大家听了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
字？

是哪部电视剧的歌曲？

《水浒传》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哪部小说改编的？

《水浒传》中一共有多少好汉？你都知道哪些好汉？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水浒的世界，去看看《智取生辰纲》
的故事。

二、简介杨志：在梁山好汉中，有一个好汉，生得七尺五六
身材，面皮上老大一块青记，腮边微露些赤须，他就是青面



兽――杨志，说起杨志呀，他可是名门之后，大家知道他是
谁的后代吗？对，杨家将的后代，武举出身，做过殿司制使，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一新想光宗耀祖，可惜造化弄人，
做殿司制使时因事而丢官，还沦落东京，因盘缠使尽卖祖传
宝刀，无奈杀了泼皮牛二而流配北京大名府充军，大名府留
守梁世杰，看他牛武出色，提拔他做了管军提辖，后梁中书
筹敛了十万贯金财贺蔡京六月十五的寿辰，杨志受梁中书重
托押运这生辰纲上东京。

杨志自觉梁中书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将这生辰纲押运到东
京，平步青云自不待言，因这两样，他这一路上自是提起十
二分精神。

一行人乔装成客商模样挑着担出了北京，开头几日天不亮就
出发，日中热了便歇，五七之后，人烟渐稀行客也少，有专
走的崎岖山路，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才歇，那十一个厢
军都担着百十来斤担子赶路，天热了行不得，见着林子便要
歇，杨志赶着催促要行，如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
逼赶要行，两个虞侯虽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气喘得跟不上，
杨志也嗔怨，一路上十一个厢禁军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两
个虞侯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听了心内也自
恼他。

就这样行了十四五日，在六月初四这天，未到响午，便已红
日当大，没有半点云彩，十分大热，杨志一行人来到黄泥冈，
进了松树林。

军汉们在热地里不歇的行了小半日，看到这片松林。同学们
想，他们会有什么反映？不错，军汉们看到了这松林，都放
下担子，到松树下睡倒了，两个虞侯和老都管也到冈子上松
树下坐着喘气，杨志心里直叫苦，同学们，你知道为何？原
来这黄泥冈正是强盗出没的地方，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都
会出来劫人，何况现在，于是杨志那拿着藤条，催逼着要行，
无奈军汉们任他打也不起来，老都管也嗔怪他如此待人。



这时，杨志看见松林里影着一人，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原
来是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七辆江州车贩枣子去东京，走
累了在这里休息。

同学们，这七人真是贩枣客吗？接下来在松林里发生了什么
事？杨志有何反应？带着这个问题快速看课文，从141页的最
后一段开始到146的第二段。

看的时候注意勾出关键性的词语。

三、速读课文，把握情节，体会“智取”

1、乔装在黄泥冈歇凉的贩枣客，使杨志一行放松警惕，麻痹
杨志一行人。

2、卖酒人挑酒上故意不卖，贩枣人买下一桶，当面吃尽，显
示酒中无药，迷惑杨志一行

4、卖酒人赌气不卖，贩枣人“好心”调解，提酒与众军汉吃，
引诱杨志一行

这.计划是吴用精心设计

同学们，这是八个好汉智设圈套取生辰纲，那还有哪些地方
体现了他们的“智”呢？

天时：红日当天，大热

地利：黄泥冈，松林

人不和：杨志

四、小结这一部分，拓展、探究

（1）盖他们巧用计谋取走了生辰纲，那杨志会有什么样的结



果呢？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读写杨志的`结局。

至于水浒传中杨志的结局是什么就请大家下去把这本小说找
来读一读，特别是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
宝珠寺”

为什么不赞成呢？（违法）又为什么赞成呢？（贪官、不义
财）

同学们的高见都有各自的道理，总的说来，赞成他们的做法
的同学是从“道义”这一角度考虑的，不赞成的同学是从法
制的角度谈的。

我们有的同学看问题非常深刻，不赞成的原因是这不义之财
劫去了，贪官还在，他们只会更加疯狂地剥削老百姓，反而
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把贪官都杀了，任用贤能的人，
这样社会才能更安全。

同学们的发言都非常好，很有见地，不过，《水浒》是一部
小说，而不是法律书籍，古往今来，我们也一直都将其视作
一部文艺作品对待，我们推崇《水浒》，我们喜爱那些杀富
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好汉，在
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义”这一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我们的社
会是现实的，要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宁，只要法律，那我们究
竟是“讲义”还是“守法”，我相信同学们心中都有一个明
确的答案。

五、作业：以《英雄》为题，讲述你心目中的英雄与水浒中
的好汉有何异同？

作者邮箱：lmglmg_111@

[1]



智取生辰纲..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智取生辰钢教学反思篇二

执教全市初三语文教研课《智取生辰纲》的任务终于完成，
从接到通知到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却
让我收获颇多。

尽管这几年也听了不少名师大家的讲座，观摩了不少示范课，
也读了一些教育教学的书籍，但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课堂上实
践的时候不多，课后也缺乏及时的反思，这是自己在今后的
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准备利用好
自己现在上两个班语文的教学优势，尽量“同课异构”，课
后及时反思，促使自己更快的成长。

想说的还有很多，但自从那节课下来以后，我脑子里出现最
多的还是我在《三年成长规划》中提到的那句：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后，我将以这句话自勉。

智取生辰钢教学反思篇三

首先，尊重起点，合理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设置尽量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从“三维”角度
让学生明白要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程度。

其次，教学过程流程明确，即“自学—展示—反馈”。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也要防
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远离文本过度发挥。”为此，



我在课堂上始终围绕“智”字进行，让学生在理清情节的基
础上，分别概括双方的智慧所在，在故事中双方智慧碰撞的
同时，学生的智慧也在课堂中激荡，体会到了智慧带来的乐
趣。针对学生的特点，激发兴趣的同时也注重阅读方法的点
拨。例如，在理清情节的时候，提醒学生学习在较长篇幅的
文章中筛选信息。这样，学生容易在课堂上吸收有效信息，
在实际阅读中提高学习的效率。当然，这其间始终贯彻
好“自学—展示—反馈”这一流程，避免用集体行为替代个
人阅读体验，充分让学生发表个人见解，畅言个性化的阅读
体验。

第三，学法指导得当，“独学”、“对学”、“群学”相得
益彰。

引导学生学习，“独学”出体验，“对学”出疑点，“群
学”释疑点，最终达成教学目标。

智取生辰钢教学反思篇四

执教全市初三语文教研课《智取生辰纲》的任务终于完成，
从接到通知到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却
让我收获颇多。

二、理论与实践脱节。尽管这几年也听了不少名师大家的`讲
座，观摩了不少示范课，也读了一些教育教学的书籍，但有
意识地在自己的课堂上实践的时候不多，课后也缺乏及时的
反思，这是自己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在以后
的教学中，我准备利用好自己现在上两个班语文的教学优势，
尽量“同课异构”，课后及时反思，促使自己更快的成长。

三、很多老师怕上公开课，示范课，我倒觉得：恰恰是这些
课才能更快更好地促进一个老师的专业成长，以后，有机会，
我愿意多多锻炼自己。



想说的还有很多，但自从那节课下来以后，我脑子里出现最
多的还是我在《三年成长规划》中提到的那句：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后，我将以这句话自勉。

智取生辰钢教学反思篇五

《智取生辰纲》是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名段节选，节选自《水
浒》，记叙了晁盖、吴用等人劫取梁中书生辰纲的故事。故
事情节围绕“智取”二字逐步展开，悬念迭起，读来引人入
胜。学生对其产生兴趣不难，难的是真正走进古典小说，深
入品味，获得自己的感悟和体会。

而课程标准对初中学段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了解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
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
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
背景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
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语文教育名家余映潮老师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浅谈》中指
出：

1、大凡陌生作家的名作，大凡名家的经典作品或名作中的节
选，都需要讲究背景资料的铺垫。

2、教学中的重要视点或者说训练的着力点，应该是小说作品
的人物性格、表达技巧、表现手法和章法结构特点。小说教
学，不涉及“手法”，不涉及“章法”，不涉及人物分析与
环境分析，于学生文学欣赏素养的提高，没有一点好处。

根据学生学情、课标要求、古典小说教学的一般规律，本课
以教给学生掌握阅读古典小说的方法为目的。

围绕题目中的“智”，我决定以“智取”“智押”来分析人



物性格，以“智写”来分析文章写作技巧，这样能化繁为简，
长文短教，优化小说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解决了教学点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本课篇幅长，人物
多，相关情节复杂，通过了解，学生绝大部分没有完整的读
过原著，这就给教学带来了极大困难。如此长的课文，如此
大的课堂容量，要想在一课时内完全解决，就只有蜻蜓点水
似的泛泛而谈，效果可想而知。经过思考，我决定把本文的
教学预计为三课时：在早读课学生通过预习解决字音、词义、
课文朗读问题的基础上，第一课时了解作家作品、相关背景，
梳理故事情节（在这一环节引导学生仿照古典小说章回体题
目的特点概括段意）；第二课时由复习故事情节引入新的教
学环节：“智取”，然后过渡到“智押”，环环相扣，逐层
深入地分析人物性格（在这一环节一定要有关于杨志的补充
资料，否则学生对杨志的性格特点难以把握全面），从中获
得对自己有益的启示。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练笔，利用课文对
学生进行阅读技能的训练：学习运用点评的方式，用三言两
语表述自己的观点；第三课时由复习人物之智过渡到分析作
者写作手法之智——“智写”，打算采用“赏析示例”的方
式引导学生学会赏析古典小说写作技巧的方法。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设计，我想学生应该能够掌握一些阅读
小说作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