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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盘古开天地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隆、肢、驱”等 7 个生字，会写“劈、竭、液”等 15 个字，会写

“睁眼、黑乎乎”等 14个词语，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初读课文，能够读准字音，读顺句子，学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3.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说说盘古创世的过程。 

教学重点 

认识生字，学习词语，理解词语的意思，初读课文，了解故事的起因、经

过、结果。 

教学难点 

初读课文，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一：单元导读，整体感知 

1.初步了解神话的概念，自由分享听过的神话。 

(1)激趣，出示单元导读插图。看图思考：几万年前，史前人类在洞窟石壁

上画画记录生活，描摹幻想，畅想未来。从这幅图上，你读到了什么？ 

(2)讨论发现：图上 6 个造型，有世间不存在的龙，有人首蟒尾的，有兽首

人身的，有执盾持箭的……他们的模样很神奇，每个造型后或许都有故事。 

(3)分享交流：你听过、读过哪些神话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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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神话的含义： 

神话，就是指传说中的神仙和古代神话英雄的故事，常解释世界起源、人

类产生、英雄生活等各类问题，口头讲述，代代相传。 

2.出示《语文园地》中“词句段运用”之成语，初读，继续激发学习兴趣。 

(1)出示成语： 

腾云驾雾    上天入地    神机妙算    各显神通 

三头六臂    神通广大    未卜先知    刀枪不入 

(2)联系刚才分享的神话故事，尝试用上一两个成语介绍某个神话人物。 

(3)小结：我们的祖先热情地展开想象，不仅让神话中的人物有着超越常人

的本领，各显神通做了很多神奇的事情，还把其中一部分人物做的了不起

的事情创编成了创世神话，广为流传，解释了许多人的疑问。 

3.引出好奇之问，学习带着问题读故事 

出示《快乐读书吧》中的导语： 

世界是如何起源的？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神和英雄是怎样生活的？ 

自读，讨论：这些好奇之问你有想过吗？ 

预设： 

学生可能产生共鸣，并且还会发问：古人会遇到灾祸吗？面对天灾人祸，

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a)点拨，小结：我们的祖先对世界的许多问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尝

试着用神话的方式给出解释，并依靠口头讲述使其流传。 

4.整体观照，初步明确单元学习内容 

这个单元，我们将读到东西方各地的神话故事。请带着你的好奇之问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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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神话世界，探索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与创想。 

学习活动二：图文对照，初识“创造” 

1.读故事，扫清字词障碍，了解故事大意。 

(1)自读故事，画出生字词，根据文中注音和生字表，自己正音。 

(2)分成动词和名词两组学习生词 

①出示动词，指读：睁，翻、劈、撑、奔、滋。 

点拨发现：其中，睁、翻、劈、撑这四个动词都是描写盘占的动作，奔，

指的是盘古的血液成了奔流的江河；滋，说的是他的汗水成了滋润方物的

雨露。 

②串起动词，尝试用上一两个连词成句表述。 

③出示名词，指读：气息、声音、左眼、右眼，四肢，躯干、血液，汗毛、

汗水。 

发现名词指的都是盘古的身体各部分。 

④读熟两列词语 

2.检测初读情况。看图，照样子给四幅图各取个名字。 

(相机板书：开天辟地、顶天立地、改天换地) 

3.默读课文，理清故事脉络 

(1)看插图，说说你心中的故事情节。(相机板书：创世神话、创造) 

(2)画出故事里重要的时间节点。 

(3)根据时间节点，图文对照，画思维导图，明确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4)根据“故事山”，同桌互相初步概述故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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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的内容。 

2.学习课文，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说说盘古创世的过程。 

3.走进中国神话世界，边读边想象画面，描述盘古的形象，把神奇的地方

说生动，学习合理地想象和有条理地叙述。 

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说说盘古创世的过程。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走进中国神话世界，边读边想象画面，描述盘古的形象，把神奇

的地方说生动，学习合理地想象和有条理地叙述。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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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三：展开想象，感受英雄形象 

1.精读第 2 自然段。(相机板书：条理清晰) 

(1)自读，填表，梳理课文，理解盘古创世的第一步。 

盘古的行为 天地的模样 

醒来睁眼一看  

  

  

(2)讨论，发现一连串的动词：醒、睁眼一看、拿起、劈过去。 

(3)练说。学习用一连串的动词叙述某件事的经过。 

(4)小结：人物一步步的行动带来天地逐步的变化，故事说起来就有条有理

了。 

2.精读第 5 自然段 

(1)填表 

身体各部位 变成的事物 

  

  

  

  

(2)思考交流：先人们为何会这样想象盘古的幻化？他们是抱着怎样的情感

去想象的？ 

(相机板书：想象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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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人体的四肢百骸和山川景物各自的特点有相融合的地方。比如：血

液流动就像河流一样奔腾不息；呼出的气息清而轻就像天上的云轻轻飘动，

吹过的风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受到…… 

提示： 

对大自然的感激：人类生存于大自然中，万物给人类提供了生活空间，给

予人类能量来源，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大自然息息相关。 

对盘古的感激：没有盘古自我牺牲化身万物，哪来这些欣欣向荣的山川景

物？ 

(3)指导读好饱含赞美之情的形容词：隆隆的雷声，茂盛的花草树木，滋润

万物的雨露；阳照耀大地，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 

(4)小结：这个神话故事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激、赞美和热

爱之情。 

(5)拓展想象，仿说仿写 

出示句式： 

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         )变成了

(         )；他的(         )变成了(         )；他的(         )变

成了(         )…… 

(6)交流点评。评判标准：相关性和合理性。 

3.入情朗读，生动讲述 

(1)点拨提问：这个故事，我们读一遍就明白内容了；读两遍，就能说说故

事大意了；读三遍，自然而然地会用故事里的语言讲故事内容了。为什么

会这么神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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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一读，找一找，聚焦发现故事所用句式的对称美。 

(3)出示句子，比一比，指导朗读，读出对称美的节奏。(相机板书：语句

对称) 

①轻而清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 

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 

②头顶天 

脚踏地 

③天每天升高一丈 

地每天加厚一丈 

④天升得高极了 

地变得厚极了 

⑤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 

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 

⑥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 

③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 

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 

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4.小结：好的故事不仅语言通俗易懂，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 

5.合作诵读，加深印象。 

6.用上对称的句式说一说，练一练，有条理地把整个故事讲述得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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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2 盘古开天地(创世神话) 

创造 

开天辟地      条理清晰 

顶天立地      想象神奇 

改天换地      语句对称 

猜彩片段 

(创设情境，有感情地朗读) 

师：天和地分开之后，盘古又可以安心睡会儿了。 

生：不能！万一天地又合在一起了呢？ 

师追问：到时候再说呗！ 

生：不行！那前面开天地那么费劲不白千了吗？ 

师引读：于是…… 

生齐读：“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它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 

(师生看书上插图，出示“顶天立地”的图片和句子) 

生：“头顶天，脚踏地。”就是一个成语一一一顶天立地。 

师：咱们一起来学学盘古顶天立地的样子。(师生学做顶天立地的动作) 

师引读：盘古站在天地中间，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天每天升高一丈，

地每天加厚一丈”—— 

生齐读：“盘古的身体也跟着长高。” 

师继续引读：“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 

生齐读：“盘古的身体也跟着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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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这样，长啊长啊，盘古长成了—— 

生：一个巍峨的巨人。 

生：一根撑天的柱子。 

师(见有学生踮起脚尖表示长高)问：巨人，这么撑着，累吗？ 

生：累！胳膊酸了。 

生：“擎天柱”的腿也都酸了。 

师：那就倒下休息，睡会儿吧！ 

生齐：不行！万一天地又合在一起了呢？ 

师：那还要撑多久啊？ 

生：不知道要撑多少年。 

师：一百年过去了，盘古就这样—— 

生：头顶天，脚踏地。 

师：一千年过去了，盘古还是—— 

生：头顶天，脚踏地。 

师：一-万年过去了，盘古依然—— 

生：头顶天，脚踏地。 

狮：不知道撑了多少年，盘古总是—— 

生：头顶天，脚踏地。 

师：天还在升高，盘古的身体还在往上长—— 

(许多学生都端起脚尖，个别都爬到椅于上去了) 

师：太神奇了！来，让我们一起读出这份神奇！ 

(老师请一位学生观察谁撑得特别直，再请他上前夸奖：盘古，你真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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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的实雄啊！其他同学也纷纷点赞：盘古，你真伟大！) 

生：盘古，你真是厉害的神仙呀！ 

生：盘古，幸好你分开了天地啊！谢谢你做的一切！ 

师小结：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成形了，盘古也累得倒了下

去。(学生们下休息) 

(发现句式的对称美，仿说) 

教师引导发现：为什么咱们合作朗读这么愉快呢？ 

生：“头顶天，脚踏地”读起来很响亮，很顺口。 

生：“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像对联一样。 

生：还有“天升得高极了，地变得厚极了”。 

师小结；对称的句式，简洁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讲故事的时候就会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下子就记住了。来，自己试着把这部分内容连起来

讲一讲吧！ 

(学生练习复述第 3、4 自然段内容) 

点评： 

朗读是学习的基本方法，采用对话式引读、合读推进对文本的理解，课堂

教学时效紧奏。第 3、4 自然段文本不难理解，但作为故事的重点段落，需

要学生加深印象以便复述故事情节时准流畅。在逐步朗读句子时加上动作，

加上拓展的相似句式以理解人物形象，从而在反复朗读的训练后引导学生

发现句式的对称美，达到体会故事内容与行文精炼、易懂的文体特点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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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精卫填海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帝、曰、溺、返”4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少”，会写“帝、曰、

溺、返、衔”5个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切实掌握正确的停顿与节奏，熟读

成诵。 

3.能借助注释，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神奇。 

教学重点 

认识生字，读准多音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切实掌握正确

的停顿与节奏，熟读成诵。 

教学难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切实掌握正确的停顿与节奏，熟读成诵。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一：大声朗读，读出节奏 

1.指读，正音 

这是一篇文言文。古人只用了两句话，35 个字，就讲清了一个故事。谁愿

意来读给大家听？ 

出示课文：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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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木，以堙于东海。 

预设：读对了，再请两位学生读。读错了，教师范读。 

2.指导朗读 

读古文是有方法的。比如先读好短语。出示短语归类，指名朗读： 

炎帝之
．
少女    名曰

．
女娃    游于

．
东海 

西山之
．
木石    故为

．
精卫    堙于

．
东海 

3.齐读，读出正确的停顿与节奏。 

炎帝/之
．
少女    名曰

．
/女娃    游于

．
/东海 

西山/之
．
木石    故为

．
/精卫    堙于

．
/东海 

(1)串连短语成文，再次自读。 

(2)大声朗读，读出节奏。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

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学习活动二：借助注释，读懂意思 

1.借助注释，理清人物及主要事件。 

人物：女娃，死后成精卫鸟。主人公就一人。 

事情：女娃溺水化成精卫鸟后填海。 

2.借助注释，尝试解释加点字，说说短语的大概意思。 

板书： 

女娃游于东海溺 

精卫衔西山木石 

炎帝之
．
少女(的)    名曰

．
女娃(叫)      游于

．
东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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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
．
木石(的)    故为

．
精卫(成为)    堙于

．
东海(到) 

3.借助注释，理解生字新词。 

(1)少女：小女儿。古今义不同。 

(2)溺：溺水，淹没。 

(3)故：因此。 

(4)堙：填塞。 

4.根据注释提供的字词意，猜猜句意。 

(1)了解常用词的意思。 

返：返回。 

衔：指含着，用嘴叼。 

(2)用自己的话连起来说说故事大意： 

炎帝有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玩，被海水淹死了，

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化为一只精卫鸟。精卫鸟经常用嘴衔来西山上的树枝

和石块去填塞东海。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切实掌握正确的停顿与节奏，熟读

成诵。 

2.能借助注释，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神奇，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能够抓住事情的起因、经过讲述故事，体会精卫鸟坚持不懈、坚韧执着

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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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神奇，体会精卫鸟坚持不懈、坚韧

执着的精神品质。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神奇，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三：聚焦形象，读懂道理 

1.导入 

同学们，故事意思读懂了，精卫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观察插图，初步了解精卫鸟的外形。 

(1)交流，相机出示：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 

(2)指导大概理解句意： 

它的身形像乌鸦，头上羽毛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 

3.讨论开放式结尾 

这一篇古文，共两句话，35 个字，讲了一个小故事，留给我们许多想象的

空间。你想象的故事结果是怎样的？ 

(1)交流结果： 

①只要坚持填，肯定会填满。 

②怎么填也填不满。 

(2)追问：故事可以有结果，为什么这个故事没有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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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故事采用开放式的结尾，作者的用意—不重结果，重经过。故事主要为了

赞美精卫鸟坚持不懈、坚韧执着的精神品质。 

4.顺势聚焦核心问题。 

故事里，精卫的这种坚持、坚韧的品质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1)自由交流 

(2)当有学生说到“常”时，相机出示： 

“常衔西山之木石”，给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解释(    ) 

①一般、普通、平常；②经常、时常；③不变的、固定的；④伦常；⑤姓。 

(3)学生选择，并说说理由。 

预设： 

学生选“②经常、时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将释义放到句子中也说得通。

但是需要引导学生理解：经常、时常，并非天天、时时，中间会不定期地

间隔，持续的时间也不一定很长很长。但是用“常”来修饰精卫“衔西山

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件事，说明精卫填海并非时兴起，而是有决心、

有毅力、有恒常心地去实践。既与事情有关，也与人物品质有关，故在此

选择“③不变的、固定的”。理解为“恒常”更符合精卫的决心与毅力。 

(4)小结：“常”就是坚持不懈，执着的意思。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不起眼

的副词，却为理解《精卫填海》助力。(板书：常) 

(5)指导朗读，凸显“常”，体会精卫的精神品质。 

(6)追问：衔西山之木石填东海，距离有多远？精卫的决心是什么？这心愿

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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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欲言，鼓励不同的声音。 

(7)创设情境，模拟采访：同学们想得有道理！考虑得很细致。一只小鸟，

凭一已之力填海，路途远，任务重，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咱们不妨

来采访一下精卫。有谁想演精卫的？ 

预设问题 1：精卫，你为什么要填海呢？ 

预设问题 2：大海无边无际，你要填到什么时候呢？ 

点拨要点(以精卫的口吻)： 

我下定了决心就会一直那么做，我一个人填不平，还有我的子子孙孙，还

有其他小鸟，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填平的！ 

(8)机动：拓展简介《愚公移山》。 

5.融赞美、敬佩于朗读中，熟读成诵。 

6.小结：古人没有写结局，让我们自己去想象。每当我们读到精卫填海的

故事，就会想到那些有勇气、有决心的人；反过来，每当我们读到有志向

的、勇敢地冲锋陷阵、努力奋斗的人的英雄事迹，也会想到精卫填海的故

事。那古人把这个美丽的神话流传下来的目的就达到了！ 

板书设计 

13 精卫填海 

女娃    游于东海    溺 

精卫    衔木石堙    常 

精彩片段 

师：同学们，故事读懂了，精卫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生：精卫鸟是一只美丽的鸟。你看，插图上的这只鸟，它的羽毛可真美。 



 

2 
 

师：你观察得真仔细！古人对这只鸟的外形还真有描写呢！ 

(相机出示“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指导理解句意：它的身形像

乌鸦，头上羽毛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指导朗读) 

生：我觉得精卫的想法很勇敢。大海那么大，它居然想填海！ 

师追问：你觉得精卫的想法能实现吗？ 

生：能！它已经在填了。它每天衔来树枝、小石头扔到海里。 

生：我觉得不能。大海无边无际，深不见底，怎么可能填得满呢？ 

生：它不是每天在填吗？天天坚持，总会填满的。 

生：有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你瞧，衔西山之木石，堙于东海。从西到东，

路这么远，还要衔木石，半路掉了怎么办？这么填海，太难了！ 

生：我觉得精卫太辛苦了！海还没填满，自己倒要先累死了。 

生：老师，东海边没有木石吗？为什么要衔西山的呢？ 

生：我也觉得不可能。精卫是只小鸟，它只能衔小树枝、小石头。用大树、

大山填海都难，用小树枝、小石头填大海，要填多久啊？ 

师：同学们想得有道理，考虑得很细致。一只小鸟，凭一已之力填海，路

途远，任务重，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咱们不妨来采访一下精卫。有

谁想演精卫？ 

生：精卫，你为什么要填海呢？ 

生：我在海里游泳淹死了。要是别人游泳也淹死了怎么办？为了以后游泳

的人不像我这样淹死，我才下决心填海的。 

生：大海无边无际，你要填到什么时候呢？ 

生：我下定了决心就会一直那么做，我一个人填不平，还有我的子子孙孙，



 

2 
 

还有其他小鸟，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填平的！ 

师：老师要把掌声送给这些有决心、有行动的小鸟！你们知道吗？古时候

还有个故事叫《愚公移山》，愚公和精卫的想法差不多呢！看他们这么坚持，

我们忍不住要说“有志者事竟成”。 

生：课文里没有说精卫把海填满了呀！ 

师：古人没有写结局，却留给我们去想象。每当我们读到精卫填海的故事，

就会想到那些有勇气、有决心的人；反过来，每当我们读到有志向的、勇

敢地冲锋陷阵、努力奋斗的人的英雄事迹，也会想到精卫填海的故事。那

古人把这个美丽的神话流传下来目的就达到了 

点评： 

精卫填海，决心、精神可嘉。但过程非常人能想象，结果又不可知，学生

不理解很正常。质疑问难，聊课聊出真实想法；角色演绎，体会精卫心理，

感悟神话故事传承的本意，方法是巧妙的，效果是上佳的。 

 

14.普罗米修斯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盗、恕、遭”等 11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还、脏”，会写“惨、

愤、获”等 14 个字，会写“人间、悲惨”等 15 个词语。 

2.初读课文，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理清课文脉络，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感受神奇

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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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认识生字，读准多音字，理解词语，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 

初读课文，理清课文脉络，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一：认识众神，理清脉络 

1.自读故事，初识众神 

(1)课文里出现了许多神的名字，自己读一读，写一写，理清他们的身份 

师生合作板书： 

众神领袖——宙斯 

天神——普罗米修斯 

火神——赫淮斯托斯 

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2)以人物为线索，带出一串词组。 

老师这里有四组词语，大家看看，分别是描写谁的？(先出示词语，讨论后

再对应人物) 

众神领袖宙斯            气急败坏严厉惩罚狠心 

火神赫淮斯托斯          敬佩不敢违抗 

天神普罗米修斯          戴着铁环锁在风吹雨淋 

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愤愤不平挽弓搭箭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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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巩固，明确人物、身份、词语的对应关系，加深印象。 

2.朗读课文，理清脉络。 

(1)自读课文，完成“故事山”思维导图 

 

(2)讨论交流，概述故事脉络。 

板书： 

取火——受罚——解救 

起因：天神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造福人间。 

经过：普罗米修斯遭受众神领袖宙斯的残酷惩罚 

结果：普罗米修斯获得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解救。 

(3)分情节自读组内轮读，师生合作补充板书，继续熟悉故事情节。 

点拨：在熟悉故事情节时，指导学生用上生字词“盗取、气急败坏、惩罚、

饶恕、遭受、凶恶”等，说好故事的主要内容。 

(4)小结：这个故事的经过部分比前两篇课文要复杂一点，多了配角，也多

了波折，要按故事发展的顺序一一说清楚。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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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内容，会讲一讲这个故事。 

2.学习课文，感受神奇的想象。抓住最触动人心的情节，边读边想象画面，

通过文字感受每个角色的立场和想法。 

3.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本剧表演等形式深入理解故事内容，体会鲜明的人

物形象，学会与其他同学分享读书感悟。 

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抓住最触动人心的情节，边读边想象画面，体会鲜明的人物形

象。 

教学难点 

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本剧表演等形式深入理解故事内容，体会鲜明的人物

形象，学会与其他同学分享读书感悟。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二：质疑问难，理解人物 

1.小组讨论：课文以主人公“普罗米修斯”为课题，他做了哪些事？又说

了什么话？(板书：言——行) 

(1)看见人间黑暗、寒冷，人们吃生冷的东西，普罗米修斯冒险取火种。 

(2)听见火神劝他认错求饶，普罗米修斯表示宁愿受罚。 

①句子辨析： 

“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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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归还火种！” 

“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归还火种，更

不会承认错误！” 

②提示：“不会承认错误”是信念，“不会归还火种”是行动。普罗米修斯

坚信自己的信念正确，所以“决不会承认错误”；坚定自己的行动果敢有理，

所以“更不会归还火种”，理解这两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就光辉起来了。 

(3)面对鹫鹰每天啄食肝脏，普罗米修斯承受着没有尽头的痛苦，却从未屈

服。 

2.质疑问难。 

(1)出示练说：普罗米修斯        受罚。(填上一个形容词，并结合故事

说理由) 

(2)交流小结：甘心、无奈……思考合适的形容词，也是思考人物行动背后

的心理原因和精神品质，是感受人物形象的手段。 

(3)出示选词填空 

承受    忍受    遭受 

天神普罗米修斯冒险取走火种，给人间带去了光明和温暖。面对宙斯的惩

罚，他宁愿（      ）各种痛苦，也不求饶。起先他日夜(      )着风吹

雨淋的痛苦，后来反复(      )若被啄食肝脏的痛苦，永远没有了尽头。 

①填空并交流，说说为什么这么填。你能从中感受到普罗米修斯是个什么

样的神吗？ 

要点：“忍受各种痛苦”是惩罚还没执行时表决心；被锁在悬崖上“日夜遭

受着风吹雨淋的痛苦”是指宙斯的惩罚很严厉，采用的方法是人类难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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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酷刑；鹫鹰反复啄食肝脏、“承受”没有尽头的痛苦，说的是受苦的程

度层层加码，连神都会觉得残暴至极。 

②小结：作者精准使用三个意思相近但表达程度不同的词语，不仅体现了

普罗米修斯受苦的程度不断加深、时间不断延长，还让人深刻地明白了普

罗米修斯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以及为了造福人类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

同时，可引导学生明白写作时，遣词造句要注意用词丰富，不重复。这样，

从人物的语言到行动，全面了解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就深入人心了。 

③学法迁移：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像这样的写法课文中还有一

处，找一找。 

交流出示：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名叫普罗米修斯的天神……到天上去“盗”取火种。 

有一天，普罗米修斯跑到太阳车那里……拿了一颗火星，带到人间。 

得知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取走火种的消息，众神的领袖宙斯气急败坏…… 

思考：用三个动词——加上引号的“盗”、拿、取，来修饰普罗米修斯取火

的行为，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交流小结：普罗米修斯取火种，在众神领袖宙斯看来，是“盗”火，大逆

不道，触犯天条；在火神看来是情有可原，然而人微言轻又无能为力；在

大力士看来是英雄壮举，值得正义解救；在凡人看来，是造福人类，需感

恩戴德。(初步渗透以群像凸显主要人物形象的写法) 

(4)作者为什么不详写盗火的过程，而详写受罚的过程？作者要表达什么？

(相机板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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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作为天神，取火凭的是勇气，甚至有可能在下决心取火时，普罗米

修斯就预料到会因此受罚，然而他义无反顾。普罗米修斯是一位伟大的英

雄，他不仅敢于从天上拿取火种，还愿意为了百姓忍受痛苦。他坚持正义，

不畏强权，令人佩服。人类永远赞美他，感激他。 

3.分小组、分场景、分角色排练课本剧。 

4.交流展示，合成完整的课本剧。 

5.点评，继续补充、丰富。 

学习活动三：比较阅读，理解中西文化不同 

1.比较阅读。 

(1)自读课后阅读链接《燧人钻木取火》。 

(2)思考，填表。 

中西神话“取火”方式辨析 

 取火者 取火原因 取火方式 取火结果 故事点评 

古希腊      

古中国      

2.讨论交流，分享感想。 

(1)小结万物创造起源的故事叙述规律。 

点拨：中国神话的三个母题：人神遇合、异类幻化、死而复生。古希腊神

话的母题：诸神的权威、等级。 

(2)初步启蒙中西神话对于人、神的不同认识，对于英雄的不同理解。 

比如：中国神话产生早，西方神话产生晚；中国神话中每个部族都有自己

的始祖神，西方神话有完整统一的神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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