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说新语教学反思 世说新语两则教
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世说新语教学反思篇一

亮点二.综合探究紧扣教材，重点突出.按照教参的建议：本
课的基本教学方式”诵读--讨论--诵读“在增加文言积累的
同时，我同时加强了对文章思想意义的探究.咏雪中我在比较
两种比喻的优劣时，我在明确写物首先追求形似的然后在此
基础上追求神似，同时明确好的比喻要有意蕴.同时告诉学生
做好人才有好文，如果没有一个美丽的心灵怎么会想到那浓
浓春日里的柳絮呢?陈太丘与友期中”元方入门不顾“中，我
们知道待人要宽容，对人不应求全责备.更应明白我们现在的
中学生更应该处理的善于从这件事中取长补短.力求尽善尽美.

课后的反思也让我们回味无穷.一.还是要加强朗读，我们虽
然在努力的多读，但还是要寻求更加有效的朗读方式，最终
实现不但朗读和时间的有机组合，二者不再是矛盾的双方.二.
学生的探究部分不宜太多，应充分体现重点及难点.教者更应
该是一个钢琴表演艺术家，在课堂上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让我们三十四的语文课堂充满了智慧的闪光.

世说新语教学反思篇二

《世说新语两则》是初一学生学习的第一篇文言文，篇幅短
小，内容简单。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下，我决定以此为
例子，启迪孩子们去发现孩子文言文的奥秘，从而培养孩子
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教给孩子们学习文言文的一些方法。
首先将课堂时间交给学生，预习除外共五个环节：（预习，



读准字音，借助资料完成导学案。）课堂首先以小组为单位
交流预习内容；第二，三个小组为单位展示：朗读课文，逐
句翻译成现代文，一句话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第三，三个小
组展示：重点词语讲解；第四，质疑：对文中不理解的重点
字词提出来；第五；谈感受和收获。

前三个环节孩子们都能以小组问单位学习的很好，三个小组
的展示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第四个环节为鼓励学生质疑，
我对于质疑的小组进行了分数的奖励，提出问题的要给以奖
励，帮助解答问题的也要给以奖励。全班分为七个小组，有
六个小组提出了问题：“相委而去”的“相”
和“而”；“下车引之”的“之”；“则是无信”的“则”；
“友人便怒”的“便”；“去后乃至”的“乃”，对于这些
问题，我先让其他学生给以解答，最后只有一个问题学生解
答的不正确，就是“相委而去”的“相”和“而”的意思，
老师给以较为详细的讲解，并对学生们这节课的学习给以肯
定和表扬。随后在第五个环节，我让学自己总结了学习文言
文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在这节课堂上我观察到了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的交流学习的
热情，感受到了学生们展示自己学习成果的自信，寻觅到了
学生们精益求精的精神。这节课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我懂得了将课堂交给学生，将时间交给学生，将方法交给学
生，就等于让阳光直射幼苗，与此同时我反思以前的课堂就
好像是老师将阳光折射给了学生，哪种方法更能够帮助孩子
茁壮成长，答案不想而知。

世说新语教学反思篇三

《世说新语》这两篇文言文的教学，在自己精心设计和准备
下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感触较多，现简单介绍一下：

本课的基本教学方式＂诵读——讨论——诵读＂在增加文言
积累的同时，我同时加强了对文章思想意义的探究、《咏雪》



中我在比较两种比喻的优劣时，我在明确写物首先追求形似
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神似，同时明确好的比喻要有意蕴、
同时告诉学生做好人才有好文，如果没有一个美丽的心灵怎
么会想到那浓浓春日里的柳絮呢？《陈太丘与友期》中元方
入门不顾＂中，我们知道待人要宽容，对人不应求全责备、
更应明白我们现在的中学生更应该处理的善于从这件事中取
长补短、力求尽善尽美。

3、重点文言实词如“舍”“去”“委”以及一些古代称谓的
变化等都要加强落实！

世说新语教学反思篇四

我先在初164班上的这节课，和多数语文老师一样，我对七年
级的学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方法一直不是很放心，所以在讲
文言文的课堂上，我往往还是以教师为主。有时也会就一些
问题让他们讨论解决，但是都是些不紧要的词句。这节课，
我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授课方式，在通过多种形式的熟读后，
我采取重点字词帮他们解决，一块来疏通句意的方法。在课
堂上边讲边巡视，发现多数学生笔记还是做的很认真的。讲
完之后，让他们私下再熟悉一下，然后找了几个学生就课后
习题中的字词解释，上黑板做一遍，其他学生在下面做。想
不到找了5个同学，竟然只有一个学生做的比较好，其余几个
不是填字漏字就是词意不恰当。更令人生气的是：《陈太丘
与友期》中“君”、“家君”、“尊君”几个词各自的.意义
有什么不同?我都讲了三遍了。学生起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错
了，气得我差点吐血!

第二节课我又到了初162班上这篇课文，在临上课时，我突然
想：何不放手让学生自己来学这篇课文呢?前两天在听我校胡
老师的课，人家平行班的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是也很强吗?
于是，在我引导下经过多种形式的熟读课文后，我说：“同
学们，今天这篇课文比较短小精悍，有关字词的学习就由我
们自己动手解决了，大家可以结合课文下面的注释，找出重



点字词、语句，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实在不明白的可以放到
小组里讨论解决，还是解决不了的，咱们放到课堂上来一起
解决。记住，遇到不会的问题，一定要提出来，要不我就问
你了。哪个组里做好了，就可以先举手。现在开始吧。”

课堂气氛由原来的沉闷变得活泼起来。学完内容后，我找学
生上黑板做题，天哪，竟然全对了!

今天和我的同事龙谈起这个问题时，她也感叹：有时我们老
师在课堂上说的口干舌燥、累得筋疲力尽，学生在下面还是
各干各的事，就是不理你呢!

看来在课堂上我们教师真的需要少说了，一定要甩掉不放心
的包袱，给学生以任务，以压力。他们乐着学，我们也给自
己减了压，何乐而不为呢?!

世说新语教学反思篇五

《世说新语》这本书是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
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一个个剪短的篇章都是一篇
篇有趣的故事。这本文言文体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几个字
却能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叙事简明，精炼生动。对于这本好
书，我也有在摘抄，摘抄《世说新语》的过程中，我常常能
悟出古人美好的品德。每读一个故事我就能有心得体会。这
样摘抄久了，借助每篇文言文下的翻译和导读，我能了解很
多故事，先自己揣测全文的意思，再看看翻译，查漏补缺，
在文言文阅读方面也有了不少提升。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我领悟最深的是
《德行》。《舍生取义》中的荀巨伯面对胡贼攻郡，“宁以
吾身代友人命”，虽然我不太相信最后的结局“遂班军而还，
一军并获全”。但我想已经是对荀巨伯很大的赞美了，危难
之中不弃朋友，可谓是充分展示了舍生取义的意思。胡贼的
撤军也展现了东汉以德为上的人物评价标准。宋刘辰翁



云：“巨伯固高，此贼亦当入德行之选矣。”这种品德是珍
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看过《国宝之忠》的正文后才知道，这个忠理应打上双引
号，奸邪的王国宝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王徇，就阻挠孝武帝
见王徇之事可见他的阴暗心理和卑劣行为。这种做法是不可
取的，是我们应该警醒自己不能犯的错误。对待比自己能力
强的人，应该尊之敬之，向他学习，凭借自己的努力超越他，
而不是阻碍他为国家作贡献，用一些卑劣的手段防止他威胁
到自己，这是自私愚昧的行为，孝武帝亲近他，是一种可贵
的信任，而他的做法是对这一信任的践踏。

《世说新语》是一本好书，对人的道德思想以及文言文功底
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好处，读过它后，真心的希望大家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