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 陈涉世家教
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篇一

学习了课文《陈涉世家》一文，从文本的角度说，语言简洁，
表现力强，如吴广与尉之间的较量，当尉拔剑出鞘的时候，
吴广夺而杀尉，一个夺字，把一直在等待时机，一直隐忍终
于找到机会时，吴广的勇气和力量都爆发出来，夺，并且杀，
简洁富有力量的语言，让这部人物传记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这篇课文是一传统篇目，选择这篇课文学习的点，应该放在
对文言文的感受，对文言词语的学习上。文言文的学习无疑
对现代汉语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在疏通全文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就文本进行思考，问题设计
如下：

学习本文，你学到些什么？

对陈胜吴广起义，司马迁是怎么评价的？你是如何看待的？

陈胜是一个怎样的人？

学习本文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陈胜一方的'人，你会有什么意见与建议。



如果你是统治阶级一方的，你又会有什么意见与建议？

本文在写作上有那些值得你学习的？

请总结一下如何写作人物传记？

学完一篇课文，不应该是这篇课文学习的一个结束，而是一
个值得学习与思考的起点，老师所传授的也仅仅是大千世界
中的九牛一毛，更多的内容是需要学生进一步挖掘深思的。
这才是语文学习的意义所在。

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篇二

《陈涉世家》是第六单元第一篇课文，出自于“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篇人物传记。课前我先
向学生介绍司马迁及《史记》的相关知识，既为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也为导入新课学习作准备。

文言文阅读，反复朗读课文，反复诵读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
的文言语感。本文篇幅较长，字词多，特别是一些难读的字
词，所以课前学生预习一定要让他们读准、读通、读顺文章。
可是学生预习效果不理想，一篇文章读下去晦涩，我只好范
读一遍，个别字词拼音写在黑板上，然后让学生齐读，效果
好了很多，只是个别句子节奏没读到位，我再进行纠正，
如“今/诚以吾众/诈称为公子扶苏、项燕”，“又/间令吴
广/之次所旁丛祠中”，让学生再读，效果又更好了。我又鼓
励程度好的同学背诵其中部分段落，积累学习文言文的语感。

出各段的重点字词，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词句用法较多，
不宜作烦琐讲解，对文中所涉及到的某些古汉语现象，结合
课后练习作个适当的解释，学生根据注释能疏通文义，能让
学生领悟文意，理解课文大意就行了。这一环节较费时，学
生完成慢，切忌赶进度，得让学生有足够时间自主学习。



因为课文较长，无论采取哪种教学方式，对课文的理解都应
抓住重点，让学生能较好地理解此次起义的原因、舆论准备
的情况和起义发动的经过，特别是在理解陈涉说的几句话的
含义的基础上，了解陈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样也
就理解了司马迁在《陈涉世家》对陈胜起义给予高度的评价。

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篇三

随着全县新课改不断的推进，我校为了加快课改的步伐，出
台了相应的课改措施与方案，制定了相关课改的规章制度，
要求同年级同科目的教师集体备课，精心编写导学案，互相
听课，及时写下听课记录，及时评价，评价完毕及时上交听
课记录，并且要求 教师主动每周至少听课一节。每人都上公
开课，在组内的安排下，我上了《陈涉世家》的展示课。

这篇课文是九年级上册课文，是一篇较长的文言文，在设计
导学案时，我注重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味，在读中感悟，
以诵读为主，采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采用诵读，
点拨，讨论，质疑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回顾本节
课的教学，有以下几点感受：

预习课时，我就对学生再次进行新课改模式的培训，首先培
训小组长，教会他们怎样去分配任务，怎样协调组员之间的
关系，怎样组织同学去预展等等，真正做到兵带兵，兵教兵，
兵强兵的做法。其次培训学生板书要做到整洁、规范、美观，
强化双色笔的使用，展示时一定要做到 大胆，大声，大方。
可以说在这节课中，学生的表现很不错，收到了意想不到效
果。

课堂中，学生是主人，他们积极参与课堂，在组长的精心组
织下，他们自信地站到自己小组的黑板前，有节奏地背书，
有条理地讲解，有针对地点评等等，课堂上学生活跃，自由，
轻松，愉快地学习。相信不断的训练下去，学生的主动学习
将会成为习惯。



展示课是展示自己对课文内容理解，把握关键字词解释及疑
难问题，这些都是在小组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展示时，我
却发现学生的激情很高，从来没有展示过的学生这时候也争
着上去展示自己，有不懂就直接发问，无所顾忌，大家都在
热烈地讨论着，归纳着，总结着。整个课堂完全由学生作主，
害羞的同学不再害羞，不爱学习的同学变得喜欢学习，就连
平时偷偷上网的同学也把兴趣转到展示中来，谁不想表现自
己，谁也不愿自己的小组落后。同学们在课堂上已经能够积
极大胆的展示自己了，整个过程安排得井井有序。真正体现
出小组探究合作的精神。

号，答对了，本组每人加8分，这样加分有利于促进本组同学
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提高。

每组展示结束后，我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哪个环节很精彩，
哪个环节有待提高。然后让小组内所有的同学互评，最后我
做总结性评价指导，并让展示不是很成功的学生在小组内重
新展示一次，同时给他制定下一次的展示目标，并要求他要
比这一次有进步。

不足之处：

1、学生围拢时不够迅速，并伴有小声音。

2、学生的点评还不够精彩，还要加以培训。

3、教师鼓励性语言很少，教育机智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
这节课，得到同事的好评，但我觉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可
我相信只要不断的学习，反思，改进，一定会找到课改的春
天。

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篇四

四课时的时间，《陈涉世家》教完了。下课后还有几个学生



跟到办公室和我讨论陈涉的局限性，我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
中却觉得无法深入进去。

问题是由课后题的一段选文引发的：

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
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学生简单疏通文意后，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由是无
亲陈王者的原因是什么？”学生纷纷回答是由于陈胜杀了他
的故人，他的“苟富贵，勿相忘”成了谎言。

在教材没有选录的部分中记叙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
杀，陈涉称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的诸多事
件，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
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
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
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俦於九国
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

原文中的这一段在我看来就折射出陈胜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当
时的历史环境：天下苦秦久矣，可是一旦成立政权他的治理
才能、军事才能、用人策略等都表现出了局限性。

陈涉世家的教学反思篇五

1：疏通文意，尤其是对陈涉语言的认识，理解它在事件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

2：分析人物的语言、动作，体会其表达作用。

课堂学习过程与方法设计学习过程方法设计



１、放录音，小声读课文，为演出创设氛围。

２、分组上演课本剧。

要求：

a/故事情节尊重原作，可加以合理想象、创造。

b/语言通俗化、口语化，言行突出人物个性特征。

c/适当运用道具。

３、师生评议

１、背诵经典名句

２、重点句子默写

3、写关于雄心壮志的诗文名句

1、本文是怎样刻画人物形象的？

（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把他放在特定的环境中，
来显示他与众不同的凡响和非凡的才能。）

2学了本文，你受到什么启示？

（围绕树立理想、掌握人心动向，沉着、稳重等

整理本文通假字、古今异义词、活用的字

本文不以陈胜怎样组织发动农民起义为教学重点。本课的教
授重点是：透过《陈涉世家》的教学去窥视《史记》一书的
精妙，读懂司马迁的胸怀，把理解人物形象和了解《史记》
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