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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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篇一

写文章的目的，或是自娱自乐，或自我排遣，或抒己之情，
或达己之意。高超之文，在表述文章过程中，作者往往自然
地将其“内心想法”隐藏在文字当中，或隐晦，或储蓄，或
幽默诙谐，或融情于景，或托物言志。作者思想越是“隐
蔽”的文章，往往要透过所绘之景、所状之物来加以品味、
挖掘。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就是这样的文章。

文章在开头就写了一种“发现美景之乐”。这里用了一连串
的动词来表现发现的过程。教这样的文章，除了让学生有感
情朗读外，还得放开思维让学生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或是发表自己的疑惑之处。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大胆地提出
自己的看法。当然，这看法包括提问题。老师要以宽容的心
态来面对学生的看法。然而，原则性的问题也不能让步，一
味迁就，一味地加以赞赏。文中有一处量词的运用，“潭中
鱼可百许头”。这里用了一个“头”字，鱼的量词怎么能
用“头”呢？我引导学生分别用“条”、“尾”、“枚”等
量词，联系课文语境进行比较阅读。用“头”字，写得更加
有神，写出了鱼的可爱之态，照应了鱼呆滞的特定镜头。这
好像用了放大镜把鱼放大一样，这种特写手法还有意思。

学生还对“犬牙”一词进行质疑，为何不用“猪牙”，
或“鼠牙”，或“象牙”呢？这里要看哪种牙形容“岸势”
最为形象。一比较还是原文最为精妙。



文中的鱼儿好像在空气中游一样，是真的在空气中游吗？这
样写，是为了写什么呢？学生齐声答，是写水之清。用这种
方法写水清，真是大家之笔呀。佩服！佩服！

课文的解读应该是个性化解读，是不拘一格的，而不是死抓
参考答案。确实，人家的答案只是起到参考作用，真正的答
案在于你在独到的体味中表达的见解。我们要采用“拿来主
义”，把书读活，并读出个性。

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篇二

课前我从网上下载了本文的课件，让学生分组观看。课堂上
我激情满怀，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大谈乐和忧的心态变化，
引导学生从"动与静"、"音形色"、"景与情"等角度解读课文，
津津乐道作者高超的写景艺术。讲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非常投入。我还精心设计了拓展延
伸练习：当地政府要把小石潭所在地开发成旅游盛景区，如
果请你作为设计师来设计景点，你会怎样设计?学生创新思维
的火花被点亮了："幽竹阁"、"玉佩泉"、"翠蔓廊"、"观鱼
台"、"望溪亭"……争先恐后的发言，掀起了课堂教学的高潮。

可是第二天早读，却发现同学们断句不准，朗读尚成问题，
更不用说背诵了。对一些字词理解也有误，虽然进行了补救，
但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反思良久，明白了我的失误在于：

没有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们毕竟只是初二的学生，又
是普通班 ,基础薄弱，且缺乏良好的自学习惯;第二、忽视了
文言文教学诵读这个基本环节，导致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和基本能力训练方面缺失，丢掉了最基本的"抓手"。现代人
总会对文言形式的语言感到遥远而且陌生。这首先从心理上
加大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小学生对文言字、词、句式和常
用语法理解的难度。我们要学习文言文，就必须首先越过这
个障碍。这个"越过"绝不是" 跨过"，而是"穿过"。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认知和理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
求我们要从培养语感入手，增强学生对文言语言的感受能力。
理解字面意义是前提，决不能忽略这个前提。因此在教学中
我们应该首先指导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义，读懂
文章内容，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其次我们应该在教学中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指导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形成诵
读能力。通过反复的诵读，去深入感受文言语言的潜在魅力，
去深切体悟文言语言中的情感因素和美的特质，能动地缩短
现代人与古代书面语言之间的距离。

只有增强了语感，学生才会入情入境地品读文章语言，从而
对学习文言文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学生都必须切切实实
地"经历"才行。

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篇三

《小石潭记》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名篇，作者从多角
度、多层次描绘了小石潭清幽秀丽的风景，渲染出了小石潭
周围幽深冷寂的气氛，同时借景抒发了作者被贬永州时孤寂
悲凉的情感。全文篇幅短小，却清晰完整地叙述了作者发现
小石潭，欣赏小石潭、离开小石潭的整个过程，并且有详有
略。本文描写生动细致，富有诗情画意。40分钟的一节课，
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学生预习充分，积极参与课堂、思维活跃，
发言踊跃，确实比我预想的课堂效果更好一些。但在整节课
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回顾这一节的课堂教学，小结下
面几点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引起重视。

1、要明确目标、突出重难点。没有明确的课堂目标，没有重
难点，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就会显得凌乱不堪，学生在课堂上
就如同无头苍蝇，东跌西撞，一会儿便思维中断，久而久之，
神志就游离于课堂之外，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听课效率。针
对本文作为游记散文的特征，结合初一学生的学习特点，我
为本文设计了三个学习目标：



（1）积累文言实词，整体感知文本；

（2）学习本文抓住特征描写景物的方法；

（3）结合背景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样课堂就有的放
矢、重点突出了，经过实践收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

2、要有清晰的课堂思路。一节容量大且有效的语文课，必须
有清晰的课堂思路，做到课堂环节清晰、严谨、层次分明，
从而保证学生听课的连贯性、有效性。本节课教学内容设计
为：自学反馈——初学感知——研读赏析——品读赏析——
质疑探究——总结训练六大环节，每一个大的环节中又设计
若干小的问题，这样由浅入深，逐层展开，就符合了学生的
学习规律，使学生收到很好的效果。

3、重视对文本的解读，重视学生独特的阅读感受。

《小石潭记》一文值得探讨欣赏的内容很多。在解读文本时，
要教会学生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景物的特征及对景物的描
写方法；二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在教授本文时，
我教给学生欣赏景物描写的方法（即从正面和侧面来描写）
并分析景物描写的作用。这样既教给学生如何赏景，又教会
他们如何写景。如在让学生欣赏小石潭周围的青树翠蔓时，
我本想引导学生去感受青树翠蔓“蒙络摇缀”的繁密茂
盛，“参差披拂”的动态之美，但偏偏有一个叫黄嫣然的学
生抓住了“青树翠蔓”中的“青”和“翠”两个字，体会到
了景物的色彩美，从而感受到景物的盎然生机。这出乎我的
意料之外，但我当即给予肯定，从而带动学生各抒己见，丰
富了课堂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

4、化被动为主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时时
要遵循“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这一原则。于
是在本节课中我采用“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要求学生在
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合作研读文本，并在我的组织下让学生自



己去探讨本节课的重难点，结果发现效果较好。但也发现学
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没有得到充分关照，这也是本节课的
遗憾之处。

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俗话说“教无定法”，我们在教学
过程中，应从培养学生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方面随时调
整自己的方法，以不断提高课堂效率。

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篇四

《小石潭记》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游记，作者描绘小
石潭的石、水、游鱼、树木，着力渲染了凄寒幽邃的气氛，
借景来抒发自己在贬居生活中悲凉凄苦的情感。我认为像这
样语言优美，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能够激起学生对古典文
学的爱好，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于是我决定教学本文时以
情感人，重点体会文章的写景抒情的方法。于是我以导游的
身份，以课后练习一 “发现石潭——潭中景物——小潭的源
流——潭中的气氛”为线索，引导学生和我一同游览小石潭。

课前我从网上下载了本文的课件，让学生分组观看。课堂上
我激情满怀，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大谈乐和忧的心态变化，
引导学生从“动与静”、“音形色”、“景与情”等角度解
读课文，津津乐道作者高超的写景艺术。讲的时候自我感觉
非常良好，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非常投入。我还精心设
计了拓展延伸练习：当地政府要把小石潭所在地开发成旅游
盛景区，如果请你作为设计师来设计景点，你会怎样设计?学
生创新思维的火花被点亮了：“幽竹阁”、“玉佩
泉”、“翠蔓廊”、“观鱼台”、“望溪亭”……争先恐后
的发言，掀起了课堂教学的高潮。

可是第二天早读，却发现同学们断句不准，朗读尚成问题，
更不用说背诵了。对一些字词理解也有误，虽然进行了补救，
但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反思良久，明白了我的失误在于：



,基础薄弱，且缺乏良好的自学习惯;第二、忽视了文言文教
学诵读这个基本环节，导致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和基本能
力训练方面缺失，丢掉了最基本的“抓手”。现代人总会对
文言形式的语言感到遥远而且陌生。这首先从心理上加大了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小学生对文言字、词、句式和常用语法
理解的难度。我们要学习文言文，就必须首先越过这个障碍。
这个“越过”绝不是“ 跨过”，而是“穿过”。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通过认知和理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要从
培养语感入手，增强学生对文言语言的感受能力。理解字面
意义是前提，决不能忽略这个前提。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该
首先指导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义，读懂文章内容，
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其次我们应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指导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形成诵读能力。通
过反复的诵读，去深入感受文言语言的潜在魅力，去深切体
悟文言语言中的情感因素和美的特质，能动地缩短现代人与
古代书面语言之间的距离。只有增强了语感，学生才会入情
入境地品读文章语言，从而对学习文言文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一切学生都必须切切实实地“经历”才行。

由此我也明白了文言文教学决不能忽视文言字、词、句式和
常用语法理解，必须重视培养语感，增强学生对文言语言的
感受能力。只有学生真正读懂了课文，才能在学习《小石潭
记》这样富有情韵，语言优美的作品时，能积极主动的去思
考，去想象，才会在脑海里呈现山水的本真性灵。才会透过
语言文字看到活泼的绿色，感受到作者笔下那个空灵、静谧，
甚至有几分神秘的小石潭景色。从而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感情。

小石潭记的教学反思篇五

课前我从网上下载了本文的课件，让学生分组观看。课堂上
我激情满怀，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大谈乐和忧的心态变化，
引导学生从“动与静”、“音形色”、“景与情”等角度解
读课文，津津乐道作者高超的写景艺术。讲的时候自我感觉
非常良好，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非常投入。我还精心设



计了拓展延伸练习：当地政府要把小石潭所在地开发成旅游
盛景区，如果请你作为设计师来设计景点，你会怎样设计?学
生创新思维的火花被点亮了：“幽竹阁”、“玉佩
泉”、“翠蔓廊”、“观鱼台”、“望溪亭”……争先恐后
的发言，掀起了课堂教学的高潮。

可是第二天早读，却发现同学们断句不准，朗读尚成问题，
更不用说背诵了。对一些字词理解也有误，虽然进行了补救，
但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反思良久，明白了我的失误在于：

没有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们毕竟只是初二的学生，又
是普通班 ,基础薄弱，且缺乏良好的自学习惯;第二、忽视了
文言文教学诵读这个基本环节，导致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和基本能力训练方面缺失，丢掉了最基本的“抓手”。现代
人总会对文言形式的语言感到遥远而且陌生。这首先从心理
上加大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小学生对文言字、词、句式和
常用语法理解的难度。我们要学习文言文，就必须首先越过
这个障碍。这个“越过”绝不是“ 跨过”，而是“穿过”。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认知和理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
求我们要从培养语感入手，增强学生对文言语言的感受能力。
理解字面意义是前提，决不能忽略这个前提。因此在教学中
我们应该首先指导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义，读懂
文章内容，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其次我们应该在教学中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指导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形成诵
读能力。通过反复的诵读，去深入感受文言语言的潜在魅力，
去深切体悟文言语言中的情感因素和美的特质，能动地缩短
现代人与古代书面语言之间的距离。

只有增强了语感，学生才会入情入境地品读文章语言，从而
对学习文言文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学生都必须切切实实地
“经历”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