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2022《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1 

  《猴王出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

到成为猴王的经验，体会石猴英勇顽皮的特点，感受其形象，

激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这是教学的重点。课文是古代白话

文，与现代文均有所差异，所以，在课前布置了学生经过查

字典或资料弄懂字、词的基本意思，为课上学习清晰障碍，

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进而读懂课文资料是教学的难点。 

  一、重朗读，品尝关键词句 

  教学时，我以朗读和品尝语言为主线，来支配教学过程。

首先，学生自读课文，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是怎样

成为猴王的”两个问题读一读，议一议。读完后，让学生用

文中的话来告知大家，石猴是从哪儿来的？随后，让孩子们

用自我的话简洁地说一说，石猴是怎样成为猴王的？学生都

比较简单找到和说出相关的资料，这一蹦，蹦出一个石猴；

一跳，跳出一位猴王。这猴王的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留在了

我们的脑海里。那么，吴承恩先生是用怎样的语言把他写出

来的呢？走进第一自然段，着重品尝关键句“那猴在山中却

会行走跳动，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

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

峰洞之中。”吴承恩先生写石猴，遣词造句非常的讲究，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面有许多的隐私。在课上，把这个长句子，分成 3 个分句，

进行品读、品悟，石猴给大家留下了顽皮可爱的印象。 

  二、留意引导学生体会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他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呢？让学生默读课文二、三、四

自然段，把文中相关的句子画一画。随后屏幕出示：连呼了

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高叫道：“我进去！我进

去！”石猴乐不可支，复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两个呵

呵道“大造化！打造化！”真个是我们安家之处。里面且是

宽敞，容得千百口老小。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气。

朗读和品位语言，了解到石猴是多么好的领导！他不做王谁

做王呢！ 

  语言描述的确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一齐走进石

猴的语言了解吧。“我进去！我进去！大造化！大造化！没

水！没水！都随我进来！进来！”在学生的品读中，找出石

猴语言的特点为短句、重复、末尾是叹号，石猴英勇无畏的

光辉形象也就留在了大家的脑海中。 

  三、借助多媒体，激发学生的爱好 

  当石猴带着众猴进入水帘洞时，众猴的表现的句子，让

学生去找、去读，去品尝。当众猴进洞以后，那叫一个愉快！

等大家忙累了，石猴说话啦！随后组织学生观看电视剧《西

游记》中石猴是怎样说的，让学生扮演猴王，读石猴的语言。

最终，向学生举荐《西游记》原著，书里那些奇妙的故事必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需会让你着迷。 

  当然在本节课中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在课的导入，若

插入视频的效果会更好；让孩子在书中找关键句时，能够让

孩子在书的空白处写写自我的独特感受；书中有个精彩的环

节，我在设计中没有探讨周全，在石猴跳进洞中，他的动作

“忽睁睛抬头观看……细致再看……再走再看……”，若在

课上加以品尝、品读，就更好了！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改善，努力提高自我！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2 

  《猴王出世》是一篇略读课文，节选自同学们耳熟能详

的经典名著《西游记》。教学的重点是通过学习了解石猴成

为万世猴王的过程，进而感受其形象，激发对古典文学的爱

好，以渐渐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鉴于文章是古代白话文，

精确地理解难字难词进而读懂课文的内容是教学的难点。 

  依据新课标的要求，我在教学设计时实行了以读为主线

的教学过程。课文伊始，学生先依据导读读课文，我再辅之

附有范读的视频，使学生们在形象地感受石猴形象的同时把

握字词、感悟全文、划分段落。进而，再读课文，细致的品

尝课文的经典句子，感受文学奇葩的风采。学生在自主预习

的状况下，精确地把握了课文背景，课堂教学显得较为流畅，

兴致较高。 

  课文中有些句子精练得当，但由于前半部分视频播放时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间较长，后半部分的课堂支配略显惊慌，只是提问了较少的

同学找到的好句及其感想，给其他同学的发言时间较少。因

为打算充分，很多学生上课发言很主动，但考虑到平常几个

不太举手的同学能主动回答问题，所以就把机会给了他们。 

  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从中发觉问题、改正、

吸取阅历，以在语文教学之路上走得更远。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3 

  我有幸参与了泉河头镇的同课异构活动，感谢每一位领

导的指导。通过今日的执教，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的教学目标，

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也发觉了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一、，在《猴王出世》这一节的教学活动中，我通过指

导学生对句子中关键词语的把握并领悟其中的意思，进而指

导朗读，让学生对经典的语言钦佩、观赏，进而激发了学生

阅读经典的爱好。 

  二、在研读“猴子称王”的部分，通过增、改、删、减

重点词语、句子的方法，让学生发觉语言的规律，学习表达

的方法，感悟石猴的形象。使学生在读懂课文“写什么”的

同时，也体会到了作者是“怎样写”的。这对于学生的阅读、

习作水平提高是大有好处的。 

  三、在教学“石猴是如何称王”时所给学生阅读时间偏

少，学生没能抓住重点语句、重点词语进行提炼，老师又急

于“要”答案，就有些过于“主体”，语言也出现了反复。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在今后对于学生的默读速度和质量要进一步训练提高，老师

在这种状况下今后也留意“引导”，切不行“急于求成”。 

  四、教学以“读”主导整体教学过程，通过自读、指名

读、齐读、指导读、换语气读等多种方式绽开。老师的指导

读和齐读效果显著，但是却忽视了学生的特性发展，“读”

出自己心中的“美猴王”，应让学生更多的特性朗读，给学

生展示自我相识、理解的空间、机会。 

  五、细微环节处理不够到位。比如：“连呼了三声”之

后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我只抓住了“我

进去！我进去！”进行品读体会石猴的英勇，效果虽然不错，

但是听完王乃爽老师的同课教学后我发觉，假如将她所关注

的“连呼三声”部分教学融入的话，让学生先体会到群猴的

胆小不敢进去，怕有危急，在有石猴的“我进去！我进去！”

这种英勇自信进行对比，那么对于理解品悟石猴的形象会更

水到渠成。我想这也是开展“同课异构”活动进一步提升老

师的教学素养的初衷吧。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4 

  我有幸参与了泉河头镇的同课异构活动，感谢每一位领

导的指导。经过今日的执教，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的教学目标，

自我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也发觉了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一、在《猴王出世》这一节的'教学活动中，我经过指

导学生对句子中关键词语的把握并领悟其中的意思，进而指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导朗读，让学生对经典的语言钦佩、观赏，进而激发了学生

阅读经典的'爱好。 

  二、在研读“猴子称王”的部分，经过增、改、删、减

重点词语、句子的方法，让学生发觉语言的规律，学习表达

的方法，感悟石猴的形象。使学生在读懂课文“写什么”的

同时，也体会到了作者是“怎样写”的。这对于学生的阅读、

习作水平提高是大有好处的。 

  三、在教学“石猴是如何称王”时所给学生阅读时间偏

少，学生没能抓住重点语句、重点词语进行提炼，老师又急

于“要”答案，就有些过于“主体”，语言也出现了反复。

在今后对于学生的默读速度和质量要进一步训练提高，老师

在这种情景下今后也留意“引导”，切不行“急于求成”。 

  四、教学以“读”主导整体教学过程，经过自读、指名

读、齐读、指导读、换语气读等多种方式绽开。老师的指导

读和齐读效果显著，可是却忽视了学生的特性发展，“读”

出自我心中的“美猴王”，应让学生更多的特性朗读，给学

生展示自我相识、理解的空间、机会。 

  五、细微环节处理不够到位。比如：“连呼了三声”之

后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我只抓住了“我

进去！我进去！”进行品读体会石猴的英勇，效果虽然不错，

可是听完王乃爽老师的同课教学后我发觉，假如将她所关注

的“连呼三声”部分教学融入的话，让学生先体会到群猴的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胆小不敢进去，怕有危急，在有石猴的“我进去！我进去！”

这种英勇自信进行比较，那么对于理解品悟石猴的形象会更

水到渠成。我想这也是开展“同课异构”活动进一步提升老

师的教学素养的初衷吧。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5 

  小语第十册《猴王出世》这篇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文

言痕迹很重，学生不易理解，这就会给他们的学习造成肯定

的困难，读懂课文是教学的重点。因此，我不仅用新课标的

理念来指导我的教学实际，还运用了自己加工和制作的多媒

体课件。在备课时，我特意把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第一集

《猴王初问世》的前一部分，用软件工具剪辑下来，作为课

件之一，想通过这些来帮助孩子们学习。 

  上课伊始，我就在大屏幕上播放有关猴王出世的卡通画，

同时简洁地介绍猴王出世的故事，大大激发了孩子们对课文

的学习爱好。接着就让他们初读课文，以求对课文进行整体

的把握。 

  按教学设计（教案）的步骤，在初读课文后，我就把电

视连续剧《西游记》第一集《猴王初问世》的剪辑播放给学

生看。而这个剪辑的内容，恰好与课文《猴王出世》的内容

大致相同。这一下不得了，影片中那猴王的生动形象、非常

好玩的故事情节，可真使孩子们看得兴趣盎然的，你瞧，有

的哈哈大笑的，有载歌载舞的，有拍掌叫好的，有窃窃私语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的、也有睁大眼睛凝视屏幕的……他们多快乐呀！ 

  看完后，我趁机让学生们读课文，由于还沉醉在影片的

内容中，这回他们读课文读得可真带劲，有相当多的学生边

读还边仿照影片课件里看到的一些动作、姿态，以及听到的

猴子们的声音，还有的出位去，邀约小伙伴一起读。在老师

因势利导的指导下，他们大多能读出美猴王的语气，读出美

猴王活泼可爱、敢作敢为的形象特点，读出猴子们找到了

“水帘洞”这个“安家之处”的欣喜若狂和顽皮的猴性，还

读出了肯定的节奏感，感受到了祖国文化之绚丽，语言之丰

富美丽。 

  后来，我就干脆抛开教案设计，让他们逍遥自在地在课

堂上即兴表演起来。 

  一阵喧闹之后，我和他们一起观赏文中的对偶句，如：

“四面更无树木遮阳，左右倒有芝兰相衬”、“那猴在山中，

却会行走跳动，食草木，饮涧泉……朝游峰洞之中。”。还

教他们积累四字词，如：“瞑目蹲身”、“天造地设”、“抓

耳挠腮”等等。而后，又组织大家探讨、质疑，畅所欲言地

解决心中的困惑、疑难。 

  最终，我顺势作出课外阅读原著的要求，因为我清晰这

些孩子，虽然他们大多从电视等媒体上看过《西游记》，但

真正读过原著的却是极少极少，那么，激发学生课外读好书、

读成本的书的爱好，正是时候，这是本课的目的之一，也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的责任。 

  今日这课，上得实在是痛快！它充分体现了新课标的理

念，体现了新世纪时代精神。 

  我觉得，学习本是学习者自己的事，一切应由他来做主，

而老师只是引路人，是导游、导演、导播……。 

  从这，我又悟出： 

  1、用课件协助教学，很有必要，决然不是什么哗众取

宠、玩花架子。这是好用的、实在的，是让孩子们受益的。 

  2、课件不肯定是要运用 flash 等软件工具来做，也从

未见有过什么规定或是约定俗成，说是只有用 flash 等动画

软件工具做的才叫课件。 

  3、教学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甚至有些看起来不肯定

是教学资源，但也要想方设法利用来制成课件。 

  4、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猴王出世》的课，是用电

视剧的片段资料做课件效果好，还是用 flash 做的动画课件

效果好呢？我想，在实际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6 

  本学期第一次公开课暨镇新老师汇报课最终结束了。第

一次在上课前这般惊慌。在今日上课前，试教了两次，效果

都不太志向。值得兴奋的是今日的课还是比较胜利的。 

  首先我的这堂课从一起先就是仿照王春燕老师在 08 年

获得全国青年老师阅读观摩活动一等奖的那堂课，所以在设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计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上课前我就询问了

师父以及邢老师，这样是否可行，最终都得到了相对正面的

答复，再加上自己认为：我作为一名新老师，本身就是学习

模范的过称。但是我这个仿照也不是亦步亦趋的，我这个过

程中，我充分研读了王老师的课堂实录和王崧舟老师对她的

评价，还反复探讨了王老师的教学视频，尽可能的深化体会

她的设计意图，并渐渐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刻相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以

及与名师之间的巨大差距。首先是教学语言上，之前的两堂

课下来，师父说你这课上的像中学的语言赏析课，没好玩味

性。同样的探讨言语形式，为什么王老师能够上的那么生动

呢？细致比较了自己和王老师的教学视频，分析两人的引导

方式，立刻找到了症结所在：王老师喜爱用“你发觉了什

么”，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吗”，而我更加习惯于“你

能概括吗”等等抽象的语言。另外，王老师的语言，即使是

提问题的时候也是抑扬顿挫的励，是富有亲和力的，而自己

在前两节课的时候明显状态不佳，没有投入。当我在今日的

课上投入激情之后，效果的确好了很多。 

  其次是在教态上。课堂如舞台，观看自己的教学视频后，

我发觉自己的台风似乎不是很稳，有一些不太美丽的习惯性

动作。这些我觉得须要在平常的日常教学中留意。 

  其他还有就是课堂应变实力上的欠缺。这些差距使我深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刻相识到一个人人会讲的道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真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些都是须要自己在平常日

复一日的教学中积累的。 

  庆幸的是我还年轻，这是我的本钱，我还有很多的时间

去学习，我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名师之梦。 

  接着加油吧！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7 

  《猴王出世》是《西游记》第一回，主要写了花果山上

的一块仙石孕育出一只石猴，这石猴与群猴玩耍的时候，因

为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洞，被群猴拜为猴王。 

  课文可按事情发展依次分为三个部分。文中塑造了石猴

这样一个活泼可爱、敢做敢为的形象，他一方面有很多猴子

的习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来历的不凡，拥有与生俱来的神性。

课文开头先写石猴的出世，充溢奇幻色调，让人一下子感受

到他的别出心裁；继而写他在山林间采食蔬果，与动物打成

一片，可见其逍遥自在、愉快逍遥；从石猴领先跳入瀑布中

的举动，可以看出他非常英勇；建议众猴一起进入水帘洞居

住，则体现出石猴是很有主见的。正是这一到处刻画，给予

了石猴无穷的魅力。 

  本文的文言色调相对深厚，部分语句理解起来有肯定难

度，结合课文、注释来理解句子，虽然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吃

力，但学生对这篇课文充溢了爱好。教学时可先联系学生已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有的阅读阅历，或借助影视资源，激发学生的爱好，学生课

堂积性很高，但是个别句子比较难理解，接着引导学生多读

书，驾驭更多的课外学问。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8 

  《猴王出世》是部编本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

验，体会石猴英勇顽皮的特点，感受其形象，激发学生对古

典文学的爱好，引导学生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这是教

学的重点。课文是古代白话文，语法、词汇与现代文都有较

大的差异，理解文中词语的意思和读懂课文资料是教学的难

点。所以，在课前布置学生阅读课文，并要求学生经过查字

典或资料弄懂字、词的基本意思，为在课堂学习中理解课文

资料清除障碍。 

  教学时，我以读为主线来支配教学过程。首先，引导学

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经过读文筛选文中的

重要信息，了解课文的叙述依次，理清课文的层次。然后围

绕“石猴出世、发觉水帘洞、成为猴王”等几个方面读读、

思思、议议。之后，进一步读课文，读中感受石猴的形象。

最终适度拓展，引导学生开展语文活动。 

  对于孙悟空，学生都非常感爱好，大多数学生也不生疏，

引导学生感受他最初的形象并不困难。教学时我留意引导学

生结合自我头脑中已经建立的孙悟空的形象，将读、思、议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等有机结合，让孙悟空最初的形象在学生头脑中更加显明。 

  课文中有些词句与现代文有较大的区分，在教学中不要

求学生精确驾驭它们的意思，引导学生能联系上下文，结合

自我的阅读阅历经过揣测知其大意即可。如，“盖自开拓以

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

一句，学生也许明白“这块石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了，

日久天长，有了灵气”这个意思就行了。教学中，没有花费

较多的时间去做细致的讲解，只对有些影响阅读的古今差异

较大的词语经过师生沟通进行理解或老师可干脆告知学生。 

  教学中最大的不足是没有组织学生经过表演读来理解

课文资料，感受人物形象。假如在读懂课文资料的基础上组

织学生进行表演读活动，教学效果会更好。 

《猴王出世》教学反思 9 

  这篇略读课文节选自我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一

回。课文主要写了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孕育了一只石猴，这石

猴与群猴玩耍时，因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洞，被群猴拜为猴

王，表现了石猴活泼可爱、敢作敢为的特点。 

  依据本文的语言表达特点，教学时，我让学生以读为主

线来支配教学过程。首先学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

通顺，读中了解课文的大体内容。 

  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

等问题读读议议。接着再读课文，读中感受形象。最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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