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开天辟地教学反思(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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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神话传说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课文脉络清楚，
分三个部分，把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课文处处充满了神奇的想象，用生
动准确的语言塑造了盘古雄伟、高大的形象，赞美了他为开
辟天地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教学时，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在
表达上的这些特点，使学生认识神话这种文学体裁，体会盘
古的献身精神，感受我国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

在教学“化生万物”这一环节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想象训
练活动

生：那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人类的想象力很丰富。

师： 现在存在的好多东西传说都是盘古身上化生而来，你能
再想象一下吗？

生：他的毛发变成了天上闪烁的星星，装点着夜空。

生；他的骨骼变成了千姿百态的石头。

生：他的牙齿变成了一颗颗耀眼的珍珠。



。。。。。。。。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发挥想象力，仿写一段小练笔，效果不
错，也使学生的想象能力得到了一次训练。。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宇宙”等13个
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

3、读懂课文，体会盘古的献身精神，培养想象力，积累课文
中的优美词句。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生字词语、与课文内容相关的音乐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一课时：朗读课文，感受盘古的伟大；

第二课时：朗读回味，复述故事，积累词句；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课前活动：



学生朗读《神话故事千字文》（节选）

一、谈话引入：

刚才同学们朗读的千字文中，就蕴藏着好几个神话故事呢：
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中华传统文化相一个巨大的宝库。今
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宝库，去学习《盘古开天地》吧。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感知。检查预习情况：

1、出示生字，学生认读；

2、出示词语，学生认读；

3、课文有几个自然段？（5个）

4、自读课文，课文讲了什么？

三、朗读感知语言，感受盘古的伟大之处：

1、朗读感知第一段：

齐读。想象“混沌一片”的景象。出示130亿年前的宇宙图片，
帮助理解。再读。

2、朗读感知第二段：

齐读，说出段意（板书：开天辟地）。找出盘古“开天辟
地”的句子，朗读。学生模拟“开天辟地”的声音。齐读最
后两句话，找出反义词，读一读。齐读全段文字。

3、朗读感知第三段：

齐读，说出段意（板书：顶天蹬地）。朗读盘古“顶天蹬



地”的句子。学生体验“顶天蹬地”，体味盘古的艰辛。出
示课文插图，引导看图。学生对盘古诉说心里话。指导感情
朗读。

4、朗读感知第四段：

5、感情朗读第五自然段：

感情朗读。提出中心段。再齐读。

四、学生配乐美读课文。

五、拓展延伸：

1、教师讲述盘古的故事，激发学生阅读古代神话故事的兴趣。

2、课件出示：推荐神话故事读物；

六、总结谈话：

下节课，我们回味读文，复述故事，积累词句。

板书设计：

开天辟地

顶天蹬地

变成万物

（想象神奇）

教学反思：

一、抓住重点创设情景



在这堂课上，“以读代讲”贯穿始终，读得充分，读得多样。
课文第二自然段主要讲了盘古分开天地。在教学时，抓
住“抡”“猛”等词语体会盘古的动作，并加上自己的动作，
让学生感受这些词语用的所妙之处。课文描写天地变化时用
了这段话“清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
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应用了大量的反义词，让学
生在反复朗读中找出来，体会作者用这些词语所妙之处。

创设一定情景，让学生体会盘古为了让天地成形，做了怎样
的付出。“头顶着天，用脚使劲蹬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
地每天下沉一丈。”老师引读：不知过了多少年，盘古就这
样顶天蹬地。一年过去了，生接读……一百年过去了，生接
读……一万年过去了，生读……结果“盘古也累的倒了下去。
”

二、结合文本展开想象

在指导阅读完第四自然段后，我这样引导学生：

师：同学们，多么神奇的画面啊！让我们共同合作，分享这
神奇的文字，再现这神奇的画面吧！看投影，全体女同学读
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全体男同学读盘古身体变化的部分，注
意读出巨大的神奇的变化！

学生进行合作朗读，感悟盘古身体的巨大变化。

学生自由说。

生：他的手指，变成了高高的山峰。

生：他的牙齿变成了一座座火山。

生：他的头发变成了长长的柳枝。



生：他洁白的牙齿变成了晶莹的钻石

生：他的经脉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立交桥。

生：他身上的细胞变成了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给学生广阔的空间，学生的想象会让你惊叹不已。第四自然
段末的省略号是课文本身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所在。教师应
该充分把握文本本身的特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进行语言
文字训练。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在充分朗读课文的基础
上，设计男女生合作朗读来整体感悟语言表达的结构。即：
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自然界中的什么。为了引导学生把
语言表达得更生动具体，教师特别强调是变成了“什么样
的”“什么”。留下空白，让学生有问题可思考，有时间可
思考，有机会去思考。这样的课堂就会相对地少一点灌输，
多一点启发；少一点讲授，多一点学生的思考和活动。只有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文档为doc格式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9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

3、读懂课文，体会盘古的献身精神，培养学生想象力，积累
课文中优美的词句。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了解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内容，感受盘古伟大的



献身精神。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盘古为人类谋幸福无私奉献的精
神。

教具准备：盘古开天辟地的图画或动画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导语：同学们，你们喜欢神话故事吗？

学生：喜欢

教师：你们都知道哪些神话故事？

学生1：嫦娥奔月、后羿射日

学生２：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学生３：智慧女神雅典娜、哪吒、西游记……

教师：同学们，当我们眼望蔚蓝的天空和广阔的大地时，是
否曾想过，这天和地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在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想过了，并由此编出了许多
的精彩神话故事，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这其中最精彩的一个。
（板书课题）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２、释题

教师：大家都知道＂开天辟地＂是什么意思吗？



学生1：就是把天地辟开

学生2：把天和地辟成两半

教师：＂开天辟地＂就是开辟天地的意思，指宇宙的开始。

３、齐读课文２遍

４、质疑

教师：读了课题，你还想知道什么？

学生１：是谁辟开的天地？

学生２：怎么开天辟地的？

学生３：为什么要开天辟地？

教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去朗读课文，从课文中寻
求答案．

（能过质疑促进了学生对课文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１、请同学们选择自已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想怎么读就怎么
读，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同时划出生字词。

２、学习生字

（１）自由朗读生字，不懂的查字典

（２）交流已理解的词语

（３）同桌合作检查课文朗读情况



３、通读全文，理清层次

（１）指名分段朗读，其他同学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
事？注意在回答时看谁能把时间、人物、事件说清楚。

（２）课文每个自然段分别讲了什么？

（３）你认为哪几个自然段意思相近，可以划为一大部分？
并说一说每一部分讲了什么内容。

学生：老师我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部分是第一自然段，主要
讲了盘古孕育在大蛋里。

第二部分是第二到四自然段，讲的是盘古顶天立地使开地分
开的过程。

第三部分是第五自然段说的是盘古的整个身体变成了宇宙万
物。

教师：你真的很聪，回答地非常准确．现在我们就一部分一
部分的去了解课文内容。

三、研读交流、探究解疑

1、研读第一部分

师：在盘古还未开天地前，天地是什么样子的？指名读第一
部分．

（抓住“混沌一团”“大鸡蛋”两个词让学生想象天地合一，
宇宙一片黑暗的情景）

（１）读了这一段，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自由回答，教师从中总结出开天辟地前的情况－＂混



沌一团＂）

（２）让学生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并描述出来

２、品读第二部分

师：盘库是怎样开天辟地的呢？认真默读第二部分。

学生默读课文思考

（１）看看哪些话能看出天地是怎样分开的？

学生读句子

（２）出示重点句“随着一声巨响，蛋里轻而清的阳气，逐
渐上升，变成了蓝蓝的天；重而浊的阴气逐渐下沉，凝成了
大地。”（抓关键句，从词义到结构理解句子）

要求：请同学们在读一读这句话，想一想，这个句子有什么
特点？

学生1：这句话里有很多的反义词，比如：轻—重、清—浊、
阳—阴、上升—下沉、天—地。

学生2：这些反义词在句子中很形象地说出天和地的不同。

学生3：我觉的这些词的运用很准确，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

教师：同学们说的太好了，谁能仿照例子说一句话。

学生：奶奶病的加重，为了减轻奶奶的心理负担，我总是唱
歌给她听。

（充分肯定，循循善诱）



（３）过渡句：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但你们知道吗，为
了不让天地合拢，盘古一直在奋力支撑着，请同学们快速读
课文，划出描写动作的词语。

师生交流：出示“他也累得实在支撑不住，便倒在地上，死
了”。

师：盘古为什么会累成这个样子呀？请你读读课文，在重点
词语下面加点。（抓住重点词，从词义理解句子）

学生1：顶天立地，

教师提出要求：请一名学生表演这个动作，其他学生猜猜盘
古当时是怎么想的？

学生2：一万八千年过去了，盘古还站在那一动不动的支撑着。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盘古，你看看盘古累成什么样了？谁来
采访他一下？

学生2：我真的是好累呀，我不能休息因为我没有时间休息。

教师对学生2说：盘古，你要休息吗？为什么呀？

学生2：不行呀，我要是休息了，那天和地不就合拢了吗？

师：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盘古累得倒下去这句话。

师：谁有本事把这个词转化成一幅画用自已的画说出来。

（引导学生用新知识去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求知的
热情）

（４）自由朗读，谈谈你对盘古的感受



（再启发，用“看到了什么”去引导）

2、齐读第五自然段

（１）你是从哪些语句中感受到盘古伟大之处的？

（２）选择你最震撼你心灵、最让你感受动的地方读一读，
谈一谈为什么感动．

3、让我们怀着这种万分感动的心情齐读全文。

四、练习复述

要求：请同学们用自已的话讲一讲课文内容

１、同座练说．

２、指名在全班复述，然后评议．

五、拓展练习

２、仿写诗句

我想把手放在茂盛的花草树木上。

这样就能抚摸着盘古的汗毛。

我想――――――

（学生练习仿写，多数学生想象的比较贴切，个别学生写的
不准确，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才成功）

３、把开天辟地的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六、总结全文



盘古用自已的整个身体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宇
宙．而如今，我们再也看不到盘古高大，健壮的身体，我们
再也听不到他洪亮如雷的声音了．同学们，让我们把最热烈
的掌声送给无私奉献的盘古。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四

佚名

教学主题：阅读课

所属学科：语文

适于年级：二年级上册

教材版本：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语文出版社s
版）

建议学时数：2学时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辅导学生认识11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盘古开天辟地并用身体孕育
万物的神勇和伟大。

二、内容分析

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讲的盘古开天辟地孕育万物的故



事。从奶奶讲的故事，可以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这位远古英雄
的神勇和伟大。重点难点：朗读课文，感悟盘古的神勇和伟
大。

三、学生分析

喜欢神话，想探究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是孩子们的天性。本
课的设置就是想通过让孩子们的好奇心，探究这些秘密的同
时激发他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设计思路

减少繁琐的分析讲解环节，给学生充分探索、发现的机会，
使其感受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精华，领悟古代劳动人民认识
和探索自然奥秘中丰富的想像和无穷的智慧。

五、教具准备

盘古开天辟地的图画或动画课件；本课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出示课题

2、出示课题：开天辟地。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在课文中圈出本课生字，对照
课后的生字表，把生字读准确)

2、小组合作学习，纠正读音。(读一读生字所在的词语或句
子，并悄悄告诉同桌小伙伴，你用什么方法记住这些生字。)



3、交流识字方法，认读生字。

教师范读，边听边画出“开天辟地”的句子。

4、指导学生从整体理解“开天辟地”的过程。

(1)故事中，天地最早什么样？(板书：大鸡蛋躺巨人)

(2)盘古是怎样开天辟地的？(出示挂图或播放课件，帮助学
生理解。板书：开天辟地顶天立地)

5、读最后一自然段，发挥想像力，感悟神话的创作过程。

(1)奶奶最后告诉我们什么？一起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2)发挥你的想像力，说一说盘古还创造了宇宙中的哪些事物？

四、小结拓展

故事中，宇宙是因为盘古开天辟地而诞生的，你相信这种说
法吗？你还想通过什么办法知道些什么呢？让我们都为揭开
宇宙的奥秘而努力探索吧！

附：板书设计:

30开天辟地

大鸡蛋——开天辟地——创造宇宙万物

躺巨人顶天立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朗读感悟，复述课文，指导写字。



一、谈话引入

上节课我们读了《开天辟地》这个神话故事，了解了古代人
民想像的盘古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过程，还认识了许多生
字娃娃，这一节我们接着学习课文。

二、巩固识字

1、同桌小伙伴互相认读课后生字。

2、认读生字卡片，试着给生字组词。

三、朗读感悟

1、再读课文，说说盘古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引导学生理解盘古的勇敢、献身精神。)

2、从文章中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盘古勇敢、很伟大，愿意牺
牲自己，造福人类？找出有关句子多读几次。

3、怎样读才能体现出盘古的勇敢和你对他的敬佩？自己先试
一试，然后小组互读互评。(重点指导学生朗读二、三自然段，
适当评价。)

四、讲述故事

1、看图或板书讲《开天辟地》这个故事。试着给同桌小伙伴
讲一讲，哪一部分讲不好，还可以再看看书后再讲。

2、各小组推选出代表，开展“故事大王”比赛。

五、指导写字

1、观察生字的结构特点和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两个独体字，
两个左右结构的字，四个上下结构的字。)



2、指导书写。

(1)指导“丈”：强调撇捺要舒展开，引导学生自己观
察“止”，描红，练习。

(2)指导“抓”：强调左窄右宽的特点，引导学生观察“停”，
描红，练习。

(3)指导“突”：强调上下呼应、结构匀称等注意事项；引导
学生观察“盘”、“蛋”，描红，练习。

六、拓展延伸

1、你还听过或看过其他的神话故事吗？讲给同学们听。

把你搜集到宇宙诞生的其他资料讲给小伙伴听。

教学反思：

1、本课以孩子们常见的听长辈讲故事的方式导入，容易引起
孩子们的兴趣。

2、重视自主学习，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阅读了解课文内容。

3、做到从课内向课外延伸，让学生从生活中主动学习，主动
了解传统文化。

4、不足之处，应该让孩子了解神话是人们以前无法解释宇宙
形成的原理，自己想出的一些合理解释，并不事实上如此。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五

1,今天这堂课，我们要继续学习《开天辟地》,为了检查大家
的复习情况，老师要大家听写几个词语，看大家对课文是否



熟悉。

(1)血液皮肤

(2)精疲力竭

(3)盘古左手持凿，右手握着什么

(4)这个巍峨的巨人，就像根什么似的，撑在天和地之间，不
让它们重新怎么样

(5)古时候，十尺等于多少

2,投影出示：血液皮肤

精疲力竭

斧柱子合拢一丈

对照投影自己批，全对的举手。

错的交流经验：这次错了没关系，错误乃是正确之母嘛，但
最主要的是下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3,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原
因，谁再来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二，精读课文

过渡：想要追求光明的盘古究竟是怎样开天辟地的呢其实课
文中已经用一句话总结了，请同学们快速读课文，找到以后
用横线划出来。

1,出示句子：就这样，盘古以他的神力和身躯，开辟了天地，
化生出世界万物。



这句话里，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再读读，你发现了吗(开辟了
天地，化生出世界万物)

2,是的，就这样，那究竟是就怎样呢盘古是怎样以他的神力
和身躯开辟了天地是怎样化生出世界万物的呢(投影出示这两
个问题)这是我们这节课要重点研究的两个问题。课文2—7小
节里已经告诉我们了。请大家赶快去快速地读一读，2到几小
节是说盘古以他的神力和身躯开辟了天地，第几小节开始到7
小节告诉我们盘古化生出世界万物。

3,交流

(一)学习2—5小节

过渡：让我们先去研究第一个问题。盘古怎样开天辟地读书
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请同学们自己去读读2到5小节，边读
边思考，把你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句子或词语用波浪线划出
来。

交流：

1,随机出示：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喀嚓"一声，"大
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

终于，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再自己读读，看看还有什么新
发现，哪怕对一个词语有体会也可以说出来。("一使劲")

齐读。

看到一丝微光了，如果你是盘古，你会想些什么

盘古也是这么想的：让这个世界充满光明那该多好啊，于是，
他又做了什么呢

2,出示：大神见身边有一把板斧，一把凿子，他随手拿来，



左手持凿，右手握斧，对着眼前的黑暗混沌，一阵猛劈猛凿，
只见巨石崩裂，"大鸡蛋"破碎了。

说说你的感受。"左手持凿，右手握斧""一阵猛劈猛凿"

3,你怎样来读这句话呢

5,天和地上怎么变化的呢

天每天升高一丈，也就是十尺，也就是约3.3米，地每天加厚
一丈，也是约3.3米，盘古的身体也跟着长高，盘古每天长高
多少大约6.6米。

这样经过了——(18000年),一年365天，18000年就等
于6570000天，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从这个数字中你能体会
盘古是个怎样的大神吗你想到哪些词语要送给盘古(意志坚定，
矢志不移……)

盘古每天长大约6.6米，经过了这6570000天，他足足长了
约433620000米，用课文中一个词语，这个巨人是怎样的巨人，
(巍峨的巨人，小黑板出示)读好这个词语。

6,盘古有这种坚定的意志，为的是让天地不再合拢，真正为
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充满光明，这种精神是何等的可贵，我们
已经不能再用言语来形容了，就让我们读出心中的这份情感
吧。

齐读4,5两小节。

小结：是的，盘古就是用他的神力和身躯，用他的不屈的精
神，坚强的意志，开辟了天地。同学们认真的读书，已经读
懂了第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读出了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盘
古来，你们真是会读书。



(二)学习6,7两小节

过渡：几千万年过去了，天不再升高，地不再加厚，而此时
的盘古怎样了呢

1,你读到了哪些句子或词语，又从中体会到了什么(精疲力竭，
含着微笑)

(评价：一个精疲力竭的盘古，一个死而无憾的盘古。)

2,这位巍峨的巨人倒下了，临死的时候，他的身躯化成了万
物，这也是我们这节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盘古是怎样化生
出世界万物的呢还像刚才一样读书，自己去找答案吧。

3,交流出示：口中呼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雨露甘霖。

读了这段话，你仿佛听到了什么眼前又出现了怎样的情景呢

根据交流投影出示：风和云

轰隆的雷霆

光芒万丈的太阳

铰接明媚的月亮

三山五岳

奔腾的江河

纵横交错的大道

万顷良田

滋润万物的雨露甘霖



所有这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盘古用自己的身躯换来的，这风
和云——引读课文。投影补充完整该段内容。

就让我们记住这些美好的人间万象，这是盘古的身躯，是盘
古的美好的愿望，是盘古送给世界，送给人类最最美好的礼
物，起(伴乐朗读)

在同学们的努力下，我们轻松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盘古，这是一位大神，填空。

(三)总结。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第六、七、
八自然段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9个字只识不写，；理解
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感受盘古伟大的献身精神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第六、七、八自然段

2、感受盘古伟大的献身精神

教学难点：感受盘古伟大的献身精神。

二、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导语：同学们，当我们眼望蔚蓝的天空和广阔的大地时，
是否曾想过，这天和地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们已经想过了，并由此编出了
许多精彩的神话故事，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这其中最精彩的
一个。（板书课题：开天辟地）

2、齐读课题2遍。

3、大家知道开天辟地是什么意思吗？（宇宙的开始）

4、读了课题，你有问题要问吗？（学生自由提出疑问，老师
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四个主要问题：为什么？谁？怎样？之后
的情况？并板书）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把
课文读正确、读通顺，同时划出生字词，并给每段标上序号。

2、检查字音

混沌合拢纵横交错三山五岳冉冉上升缓缓下沉精疲力竭

三、细读课文，探究解疑

1、这篇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

2、盘古为什么要开天辟地呢？（第一个问题）答案在哪里？
（引入第一自然段的教学）

3、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

（1）、传说？什么是“传说”？传说的事是真的吗？（解
释“传说”的意思，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猜测编出来的故
事）



（2）、读了这一段，你读懂了为什么要开天辟地了吗？（学
生自由回答，教师从中中总结出开天辟地前的情况——“混
沌一团”）

4、学习第二自然段

（1）、大地混沌一团，那是谁来开天辟地的呢？（解决第二
个问题）（盘古）

（2）、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到底是如何开天辟地的？大家把
第二自然段读读（让学生齐读第二自然段）

（3）、这一段有几对反义词，大家能找到吗？

（4）、这一段主要写了开天辟地的经过，哪些词语表现出了
盘古开天辟地的经过？（板书：昏睡——醒坐——劈凿）

那随着盘古的动作，宇宙有什么变化呢？（黑乎乎一片——
裂开一条缝——巨石崩裂）

（5）、要把宇宙从混沌一团中分出天地来，容易吗？从哪里
可以看出来？（一使劲翻身、猛劈猛凿）从中你可以看出盘
古是个怎样的神？或是你读懂了盘古的什么想法？（让学生
自由发挥，核心在：勇猛、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创造新世界的
决心）

过渡：经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天和地终于分开了，那盘古
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去了呢？（让学生自由朗读第
三——六自然段）

1、天地分开后，盘古又是怎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做？课文中
哪里给出了答案？大家找出来。（第三自然段）

2、齐读第三自然



3、（课件出示）比较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这个“就”字
去掉行吗？（这个“就”表明盘古从没休息过，开天辟地后
就一直站在那了）（板书：站）

4、盘古就是这样站在那，随着天地的变化而变化，那到底是
怎样的变化呢？大家把第四、五自然段自由朗读一遍。（学
生自由朗读第四、五自然段）（板书：变）

5、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跟着长
高，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时间过了这么久，盘古有没
有放弃？可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决心，有毅力，矢
志不移）

6、那么大家能把他的那种决心读出来吗？（齐读第五自然段）

7、以第六自然段过渡到第七自然段，几千万年过去了，天不
再升高，地不再加厚，而盘古也已精疲力竭，他知道天地再
也不会合拢，就含着微笑倒下。

（1）、盘古为什么是含笑倒下的？

（2）、盘古倒下后，全身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对人类有用的
东西，自己什么也没留下，盘古的身躯都化成了什么呢？
（课件作题，指导简便记忆）就这样，盘古为我们创造了这
么一个美丽的世界。

四、议一议

1、谈一谈你对盘古的认识，可以联系身边的人或事。

2、盘古开天辟地这么艰难，面对现在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
做呢？（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五、推荐文章



《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造人》《女
娲补天》《夸父追日》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七

爱读神话吗？老师带来几个神话，认识主角吗？

二、揭题

1、师：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齐读课题。

2、师：读准第三个字，是第三声。写法上注意，左边是
“尸”字头、“口”字底。

3、师：请人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分开）。

4、师：开天辟地，需要多大的力气呀。指读课题，齐读。

三、检查生字词、质疑

1、代字入词，分别指读。

2、出示斧子和凿子图片，请你做做猛劈猛凿的动作。

3、齐读。

4、师：通过预习，你会填了吗？指名填。齐读。

出示：就这样，盘古以他的（    ）和（    ），开
辟了（    ），化生出（    ）。

5、师：这是中心句，概括了全文。你有何想问？

生：神力是什么？



生：世间万物是什么？

师：一会儿会知道。

生：他是怎样开辟天地的？

师：问得很有价值。

生：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开辟天地？

师小结并板书：他是怎样开天辟地的？又是怎样化生万物的？
弄清这两个问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今天我们就重点
看这两个问题。请你们快速浏览课文，想想，哪些部分是写
他是怎样开天辟地的，哪些部分是写他是怎样化生万物的。

[点评：学生提的问题多而杂，教师帮他们进行了筛选整合，
选出了有价值的问题]

生：2—6自然段是写他是怎样开天辟地的，第7自然段是写他
是怎样化生万物的。

师：有不同意见吗？

生：2—5自然段是写他是怎样开天辟地的，6—7自然段是写
他是怎样化生万物的。

师：区别在于第6自然段。这段是写什么的？

生：盘古倒下了。

师：是呀，意思上和第7自然段联系得更紧密些。

四、学习课文

1、教学开天辟地



师：请同学分小节朗读2—5自然段。边听边画出盘古开天辟
地的句子。生圈画。

师：能在你画出的句子的基础上找出重点词语吗？简单写写
自己的感受。

生：猛劈猛凿。

师：能读读这个词吗？再把整个句子读一读？

生：我觉得他是个追求光明的人。

师：之前的世界是——

生：黑暗混沌。

师：从盘古的动作里你感受到什么？

生：力气很大。

[点评：应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

师：是个力大无穷的人。能读出他的力大无穷吗？

生朗读。

师：引读第2自然段。

师：带着你的感受，齐读。

2、教学对仗句

师：开天辟地后，天地发生了变化。（ppt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
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指读，
男女生合作读。



师：天地的变化如此巧妙，文章的用词上呢，仔细观察，你
发现了什么？

生：是反义词。

生：字数相等。

师：词义相反或相近，字数相等。它们组在一起的句子，读
来朗朗上口。齐读。

师：这种结构的句子，文中还有，谁有慧眼？指读。

3、教学化生万物

师：天地分开后，盘古罢休了吗？（ppt出示 “天和地分开后，
盘古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它们的变化而
变化。”）齐读。

师：究竟有什么变化？（ppt出示 “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
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跟着长高。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
年，天升得极高了，地变得极厚了，盘古的身体也长得极长
了。”）指读。

师：此时你觉得盘古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坚持不懈。

师：是呀，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是一万八千年。就
这样，他开辟了天地。齐读此句。

师：他是怎么化生万物的呢？我们合作读过程。（出示图片，
生分列，每列读一个变化）

生朗读。



师：他将一切奉献给了世界，自己什么也没得到。老师将这
个过程改成了诗，配乐齐读。

生朗读。

师：能参考图背下来吗？（分别出示图片和填空形式课文）。

师：背得越来越流利。能发挥想象，他还化生成了什么吗？

生：头发化生成草地。

生：胡须化生成树木。

师：很高大。

生：骨头化生成高楼大厦。

师：想象很奇特。

生：眉毛化生成人类。

师：盘古还是个怎样的人？

生：伟大。

[点评：学生对盘古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体悟的还不深，在此基
础上不读不出感情的。]

师：让我们记住这个伟大无私的人。

生朗读。

师：让我们记住这个力大无穷的人。

生朗读



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并不是盘古带来的，但今天我
们仍要学习他的什么？

生：精神。

师：对，伟大无私的精神。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为你们推
荐几本神话书，课后可以自己去看看，进一步领略神话的神
奇和人物的伟大品质。下课！

板书：

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力大

化生万物？高大

伟大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八

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盘古的大神以他
的神力和身躯，开辟了天地，化生出世间万物的故事，赞颂
了盘古伟大无私的献身精神。本文一共8个自然段，以丰富的
想象，优美的语言，讲述了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过程。
故事十分生动精彩，尤其是第二自然段描写盘古开天辟地的
过程和第七自然段描写盘古身躯的变化，十分传神。

喜欢神话，想探索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是孩子们的天性。因
此，本课教学，我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给
学生充分探索、发现的机会。主要采用了“以读为主，读悟
结合，直观辅助，体会感悟”的。原则，让学生通过积极主
动地对话文本，感受盘古的力大无穷和伟大无私的奉献精神。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6—8自然
段。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8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了解神话故事想象丰富的特点，感受盘古的力大无穷和伟
大无私的献身精神。

了解神话故事想象丰富的特点，感受盘古的力大无穷和伟大
无私的献身精神。

多媒体课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1、检查字词。

2、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3、那么

学生自渎课文，思考：盘古为什么开天辟地？他是怎样开天
辟地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相机板书：混沌一团、开天辟地、化生万物

4、找出课文中能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一句话。

5、小结：这就是两种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1、按照
故事的先后顺序简要地概括课文主要内容；2、用文中的语句
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1、解决“盘古为什么要开天辟地？”在课文中的第一自然段
中找到答案。

2、指名读第一自然段。注意“混沌”一词的读音，以及在课
文中的意思。

3、想象，理解昏天黑地。

第二课时

1、板书课题，理解课题。

2、复习主要内容

用上“混沌一团、开天辟地、化生万物”这三个词语，简要
地说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3、师小结

（通过复习，巩固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两种方法。）

1、打开课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第2自然段，想一
想从第2自然段中，可以看出盘古是个怎样的神？（板书：力
大无穷）从哪里感受到的？拿出笔画出相关的语句。

2、交流

相机出示：

句子（1）：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一丝微光透了进来。

引导抓住“一使劲”、“咔嚓”、“‘大鸡蛋’裂开了一条
缝”等关键词句体会盘古的力大无穷。



男生齐读。

句子（2）：大神见身边有一把板斧、一把凿子，……“大鸡
蛋”破碎了。

引导抓住“左手持凿，右手握斧”、“猛劈猛凿”、“巨石
崩裂”等关键词句体会盘古的力大无穷。

（抓住关键词句，感受开天辟地的艰难，体会盘古的力大无
穷。）

指名朗读。想象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篇九

教学目标：

1、朗读感悟课文。

2、复述课文，指导写字。

教学重、难点：

朗读感悟课文，复述课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上节课我们读了《开天辟地》这个神话故事，了解了古代人
民想像的盘古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过程，还认识了许多生
字娃娃，这一节我们接着学习课文。

二、巩固识字



1、同桌小伙伴互相认读课后生字。2、认读生字卡片，试着
给生字组词。

三、朗读感悟

1、再读课文，说说盘古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引导学生理解盘古的勇敢、献身精神。)

2、从文章中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盘古勇敢、很伟大，愿意牺
牲自己，造福人类？找出有关句子多读几次。

3、怎样读才能体现出盘古的勇敢和你对他的敬佩？自己先试
一试，然后小组互读互评。(重点指导学生朗读二、三自然段，
适当评价。)

四、讲述故事

1、看课件或板书讲《开天辟地》这个故事。试着给同桌小伙
伴讲一讲，哪一部分讲不好，还可以再看看书后再讲。

2、各小组推选出代表，开展“故事大王”比赛。

五、指导写字

1、观察生字的结构特点和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两个独体字，
两个左右结构的字，四个上下结构的字。)

2、指导书写。

(1)指导“丈”：强调撇捺要舒展开，引导学生自己观
察“止”，描红，练习。

(2)指导“抓”：强调左窄右宽的特点，引导学生观察“停”，
描红，练习。



(3)指导“突”：强调上下呼应、结构匀称等注意事项；引导
学生观察“盘”、“蛋”，描红，练习。

六、拓展延伸

1、你还听过或看过其他的神话故事吗？讲给同学们听。

2、把你搜集到宇宙诞生的其他资料讲给小伙伴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