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篇一

1．认识“蜻、蜓”等1４个生字，提高学生自主识字的能力。
会写“蚂、蚁”两个字，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书写，做到间
架结构合理。

2．通过在阅读、游戏中识字，指导学生认识本课生字，提高
识字能力。

3．激发学生识字兴趣，使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
愿望。

1．教学重点：

（1）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成语，体会其中的韵律感。

2.教学难点：

结合各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对成语的兴趣，感知成语所特有
的表达优势，鼓励他们在平时多积累、多运用。

教学课件、磁条黑板、动物图画、吸铁石。

1.师：同学们，夏天就要快到了，小动物们也都跑出来玩了。



今天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去动物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去和
小动物们交朋友。

2.师：快看，我们已经到了动物世界了！（出示课件：动物
图）这么多可爱的小精灵，你们都认识吗？让我们去和它们
打招呼吧！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1．依次点击“蜻蜓、蝴蝶、蚯蚓、蚂蚁、蝌蚪、蜘蛛”6种
动物的情境图并配上词语。

（1）（蚂蚁图）师：这是……？生：蚂蚁 师：它正趴着汲
取树枝的水分呢！

（2）（蚯蚓图）师：瞧，这只小动物的身体弯弯曲曲的，在
泥土里钻来钻去，它是……？生：蚯蚓 师：你们认识的动物
可真多呀！让我们继续和其他小动物打招呼吧！

（3）（蝌蚪图）师：在我们面前游来游去的是一群……？生：
小蝌蚪 师：是啊，它们见到了你们，游得多欢快呀！

（4）（蜘蛛图）师：看，这是一只大大的……？生：蜘蛛
师：你们看，蜘蛛的脚可真多啊，又细又长！真有点吓人！

（5）（蜻蜓图）师：咦，看看这只立在尖角上的动物，它
是……？生：蜻蜓 师：看到这幅图，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师生共说）

2．师：多可爱的夏天呀，（点击）咦，小动物呢？怎么都不
见了？哦，原来它们都飞到儿歌里面去了。（出示儿歌）

3．师：请同学们打开书，仔细读读儿歌，注意读准字音、字
词，读通句子。把藏起来的小动物的名字用横线画出来，并



大声多读几遍。（师相应点评学生的自读：这个小朋友划得
多轻、多仔细啊，老师奖励你一个蝴蝶贴纸。/这个同学读得
很认真，老师也要奖励你一个小动物。/这位同学把书端得很
正，坐姿也很端正，老师也要奖励你！……）

4．（1）师：读好的同学可以举手示意老师！好，1、2、3！
生：坐端正。

（2）师：老师把你们要找的小动物都给列在了屏幕上，看看
自己都找到了吗？（出示小动物的名字，带拼音）

（3）a师：下面老师来检查同学读书的情况，请同学们来拼读
这些词语。（指名一行一行的读）你先来拼读第一行的词语，
读对了，同学们跟读一遍！“蜻蜓、蝴蝶” 师评价：你这个
小老师读得真好，奖励你一个小动物贴！这个同学学得很认
真，老师也要奖励你！

b师：接下来，再请同学拼读第二行的词语“蚯蚓、蚂蚁”
师评价：你真像一个小老师，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同时奖
励你一个蝴蝶贴纸！

c师：最后一行，小小老师谁来当？好，请你来拼读“蝌蚪、
蜘蛛” 师评价：你的声音真响亮、读得也很准确！奖励你一
个小蝌蚪！我发现这几个同学学得非常认真，也奖励你们一
个小蝌蚪！

5．去拼音，开小火车读。

（1）师：同学们读得真好，能够借助拼音把词语读准确！老
师要大家增加难度了，去掉这些词语的拼音，你会认吗？
（出示去拼音的动物名）

（2）师：让我们开个小火车去认认这些词语吧！小火车哪里
开？生：这里开！师：小火车请坐得最端正、举手最漂亮的



小组开！好，小火车请这组开！师评价：这组火车开得又快
又好，掌声送给他们！/这组小火车开的有点慢，哪个小火车
能开得又快又好？小火车，请你们来开！ 评价：开得真不错，
掌声送给这小组。

6．认识“虫字旁”

（1）师：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些字，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吗？
指名答：它们都一个虫字旁。师：哦，你观察得真仔细！
（点击课件中出示所有的字中的“虫字旁”均变成红色。）

（2）师：那你们知道这些虫子旁的字都和什么有关吗？请你
说。 指名回答：都和昆虫有关！ 师总结：有“虫字旁”的
字，一般和动物有关，或和虫子有关。

7．（点击课件）

（2）点击虫、斗，师：虫加斗组成……？生：虫加斗组成蝌
蚪的蚪。师评价：真聪明！奖励你一个小动物贴。

（3）点击虫、马，师：虫加马组成？生：蚂蚁的蚂。师评价：
回答得真棒，奖励你一个贴纸。看来同学们对生字的掌握已
经很熟练了。

(设计意图：使学生能够联系生活，认识小动物；利用多种认
读词语的方式，激发兴趣的同时加深孩子们对生字的掌握，
并使其学会根据形声字的虫字旁认生字！)

1．过渡语：瞧，我们不仅会读、会认词语，还认识了虫字旁
的小动物呢！那夏天里的这些小动物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师：
课本中的这首儿歌，说的就是这些小动物的事！现在，老师
来读读课文，请大家认真看书，用心听老师读，边听边想你
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课件再次出示儿歌）



2．（1）师：下面请同学们告诉老师，你从课文中知道了什
么？

生回答：我知道了蜻蜓半空展翅飞。（师相机将蜻蜓图片贴
在黑板上。）师继续问这个学生：你知道，蜻蜓是在哪里？
生：半空中。（是相机贴地点名）师：做什么？生：展翅飞。
（师贴活动卡片）

（2）师：点击课件：看到大屏幕上，请你说一说，小动物在
哪里做什么？按照老师刚才的样子说一说，你还知道了什么？
生：我知道了蝴蝶在花间捉迷藏！…… （师相机在课件上和
黑板上出示剩下的动物名、地点、活动）

师评价：同学们说得真好，学得真像，奖励你们小动物贴。

3．过渡语 师：同学们，你们瞧，仔细看看黑板和大屏幕，
再对照我们的课文，你发现了什么？生：这个和我们的课文
很像。

（1）师：是啊，同学们真棒，通过自己的感受将课文给展示
到了黑板上。现在，让我们合作读读儿歌。看着大屏幕，老
师读动物名，男同学读动物的活动地点，女同学读动物的活
动。看看我们合作得怎么样。做好了准备吗？开始！

师：蜻蜓…男生：半空… 女生：展翅飞

师：蝴蝶…

（2）师：现在我们换一换，男同学读动物名，女同学读地点，
老师来读动物的活动。开始吧！

师评价：同学们的合作能力真高，老师和你们合作得很愉快！

(设计意图：使学生了解课文内容，熟悉课文内容的大意，并



学会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过度语师：接下来我们让放松放松，和小动物们一起做游
戏吧！

2．师：看，小蜻蜓飞来了，它让同学们和它一起展翅飞！大
家来表演表演，做一做展翅飞的动作！（出示课件：小蜻蜓
飞来了）

3．指名表演并给予奖励！师：请你来演一演小蜻蜓，边做边说
“蜻蜓半空展翅飞”。恩，你表演得很好，看，你这只小蜻
蜓啊，也展开翅膀飞到了花丛中了！（点击课件）奖励你一
个蜻蜓贴纸！

师：还有那只小蜻蜓想要展翅飞的？请你来！哦，你也张开
了翅膀，飞了起来！（点击课件，出现蜻蜓）

4．师：现在你们知道了什么叫展翅飞吗？生：就是张开翅膀
飞！师：没错，就是打开、张开翅膀！让我们一起展翅飞吧！
（指导背诵）

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篇二

1、让学生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培养学生的情感。在阅读中感
到北京的美丽，培养学生对美的向往。

2、在媒体的帮助下，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布局
美。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段。

：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布局，热爱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整齐美。

：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习过：“我是中国人，我
爱五星红旗。”你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吗？你们知道我国的首
都是哪儿？谁去过北京？你们愿意把你了解到的北京介绍给
我们吗？（教师相机表扬学生，肯定他们热爱祖国的美好情
感，激发爱国热情，调动学习积极性）。

2、今天，老师带你们到北京去转一转、看一看，你们高兴吗？
（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不丢字、加字。

2、（相机鼓励学生读的积极性）指名读课文，注意思考，课
文都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3、反馈对课文的了解情况。

三、分析课文：

通过课文的介绍，北京的什么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给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机会）。

第一自然段：点明本文介绍的主要内容。

第二自然段：

1、了解广场的建筑物的特点，布局整齐。

2、小组讨论，画出广场布局示意图。



3、课件演示天安门广场。指导朗读。

第三自然段：

1、了解路和桥的特点。

2、过课件演示让学生感受北京大都市的繁华。

3、通过读表示出对北京的热爱。

第四自然段：

1、了解北京的名胜古迹。

2、你还知道北京的哪些名胜古迹？（扩展知识）

第五自然段：

1、了解北京的著名景观

2、结尾课件，让学生了解这些景观。

3．读指导，“到处……到处”要重读。

4．、你还想要了解哪些有关北京的知识呢？

四、归纳课文：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对北京有什么感受呢？

五、播放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北京召开奥运会的录像。同学
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同学们，想一下距2008年奥
运会还有年的时间，在这6年中，你准备为北京，为奥运做些
什么呢？（发散思维，树立民族自尊心）。“新北京，新奥
运”，让我们记住这个口号，更预祝北京能更加美丽。老师



也祝愿同学们更加进步！

一、回想课文讲了什么？

二、幻灯出示带有生字的词语。

指名读，注意读音；齐读。

三、出示生字：

1．想读的站起来大声读。

2．看看哪些字是自己阅读时认识的。

3．观察要学的字再结构上有什么特点。（独体字多）

4．怎样记住这些字。（拆分法、口诀法、熟字换部件）

5．范字：严、史。

6．其余字，利用写字书，学生自己仿写，每个字写一遍，同
桌互评，哪个字写的好，再写一遍。

7．生板书：想写哪个字就写哪个字并组一个新词。

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篇三

1、让学生学会运用课外阅读方法进行读《飞翔的教室》，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达到课内向课外延伸的目的。

2、通过学生读凯斯特纳的读书成果展示，增强学生对课外阅
读的兴趣。

增强学生对课外阅读的兴趣。



一、谈话导入

1、书是人类的营养品，没有了书籍就像生活中没有了阳光，
没有了书籍就像鸟儿没有了翅膀。

2、你们平时都读了哪些课外书呢？（学生自由讲）

二、谈谈自己最喜欢的一本课外书

１、在你读过的课外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本？能说说喜欢
的原因吗？

（１）同桌交流。

（２）班级内交流。（相机进行评价）

2、总结：读书好似爬山，爬得越高，看得越远；读书好似耕
耘，汗水流得多，收获自然更丰富。

三、走进凯斯特纳

1．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伟大的德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
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
同去阅读这位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家的作品《飞翔
的教室》。

2．你都读过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哪些作品呢？生自由发言。

3．简介作者。

四、感受《飞翔的教室》

1．认识文中的主要人物。

将人物的性格特点与人物名称对号入座。（题略）



2．生交流故事情节。

3．说出喜欢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喜欢的理由。

五、我心中的`故事

1．师生共同探讨“你怎样看待完全中学和实德中学学生间的
那场大战？对那场战争中每个人的表现你有什么看法？”

2．“乌利为什么要从体操梯上跳下来？乌利的一跳获得了什
么？如果你是乌利的同学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3．伯克博士是怎样对待以上两件事的，对博士的态度你有什
么评价？

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篇四

1、了解祖国文化的悠久历史，鼓励学生走进名著世界，激发
学生品赏名著的读书情趣；

2、教会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汲取思想养料，感受美的熏陶，积
淀文化底蕴；

3、让学生在体验读名著、赏名著、演名著的快慰中，增强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展现自我的意识。

1、调查学生的名著阅读情况表

2、提前给学生布置好阅读内容和方向，指导阅读方法；

3、准备自编自演小品《皇帝的新装》和《伊索寓言》。

（名著，是“具有推崇价值的有名的作品”。经典名著的价
值在于典范语言的熏陶，在于心灵的滋养，在于对人类精神



的终极关怀。今天，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的殿堂里徜徉，
去领略名著的魅力，汲取智慧，净化心灵，丰富精神，愉悦
人生。）

一、走近名著，亲近经典

1、说一说，我心目中的名著经典

过渡：一提到文学名著，每个同学都能如数家珍地罗列出许
多：

学生2：我喜欢在阵雨后的夏日，翻一翻《红楼梦》，不仅宝
黛的爱情故事令我悲叹不已，书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教会了
我认识纷繁杂的大千世界，世事的沉浮，让我有了一份平淡
的心境。

学生3：我很喜欢看《安徒生童话》，里面的没一个故事都深
深地吸引着我。尤其是那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到现在
还是记忆犹新。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历尽了人世沧桑，终于在
合家团圆之夜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在她有生之年，她只
能拥有美丽的梦，但梦终究是梦，永远不会成为现
实······我心中不禁充满了对小女孩的深切同情，也
为她摆脱这种黑暗的生活高兴。

学生4：长假里，我读了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
佛游记》，小说以辛辣的讽刺与幽默、离奇的想象与夸张，
描述了酷爱航海冒险的格列佛，四度周游世界，经历了大大
小小惊险而有趣的奇遇。游记中小人国、大人国里光怪陆离
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具有仁慈、
诚实和友谊美德的慧因，我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也像慧
因国，孩子们的眼中不再有疑虑，教育与现实是统一的。我
愿为此付出努力，也希望大家与我一道，从自己做起，从现
在开始做起，让这个社会多一点真诚、少一点虚伪。



过渡：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对自己心目中的名著经典也有很
多的话想要说。

2、想一想，我记忆里的名著逸事

学生5：公元1605年，西班牙王宫院墙外的街道上，一个年轻
人正手捧一本书边走边读，不时地手舞足蹈，并哈哈大笑。
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着这一情景，对身
边的大臣说:“你们看那个青年，如果不是有神经病的话，那
他一定是在读《堂吉诃德》。”大臣们忙派人去问，那青年
果然在读《堂吉诃德》。这个故事说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
德》一经出版，就震动朝野，十分受人欢迎。事实上像《鲁
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等中外文学名著都名震中外，影响深远，它们都是整个人类
智慧的甘露，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学生6：瑞典一所乡村中学，一个老师是这样向学生解释《西
游记》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和尚去西方旅游的经历，这
种旅游的`性质实质是一种探险。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
一位名叫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游途中的寂寞，他还带了
一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路上，这个和尚经过许多高山，
渡过一些大河大川，受到许多惊吓，艳遇过一个只有女孩的
女儿国。据说他带的猴子本领很大，一路上替他扫除了很多
障碍，其实不过是一只蝎子、两只蜈蚣、五只黄鼠狼、七
只*等而已，大的动物有一头牛、两头狮子和三只狼。猴子还
有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比如一发火就烧，一路上烧了几个
山洞、一棵柳树和几座漂亮的宫殿，还围着一堆白骨狠打许
多遍才罢手。和尚带的宠物猪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充
当旅游的解闷工具罢了，据说他一口气吃了四个西瓜，把和
尚、用人、猴子的一份都吃了，还说他调戏了七只*，被*们
狠咬了一口。那个仆人却什么用也没有，整天挑着一副破行
李，听任摆布。和尚花了13年才到印度，寻了一些印度佛经，
象得了宝贝一样凯旋了。学生们听罢非常惊讶：一个是想不
到中国人这么热衷于冒险，二是想不到一千年前中国人就喜



欢宠物猪了。

学生7：名著内容浓缩成一句话。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
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荷马史诗》；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哈姆雷特》；善良人在追
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浮士德》；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
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
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
然是平等的。——《简？爱》；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
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
《老人与海》；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
什么关系。———《安徒生童话》；盲目可以增加你的勇气，
因为你无法看到危险。———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3、夸一夸，我喜欢的名作家

学生8：名著的作者在我们的心中，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
个理想的化身、神秘的偶像。我喜欢在明净的秋阳下，倾听
泰戈尔的诉说、走近徐志摩的康桥，那悠悠的文字，或酣畅
淋漓，或行云流水，总会让我有太多的泪水与感动。也喜欢
在初雪的冬日，读林语堂、读钱钟书、读刘墉，大师们豁达
的胸怀、睿知的灵性，使我的头脑更灵活、心灵更善感，生
活也因此而变得五彩缤纷，充盈、生动而美丽。

学生9：读了冰心的《繁星》、《春水》，她这两本含蓄隽永、
富于哲理的小诗集，竟会使我久已沉默的心弦受到拨动，从
而在她的影响下，我读懂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我
坠入了凉静的安闲的境界，我会想到人生是多么有意义呀。
她的诗，常将自己从生活里获得的新鲜感受，生动形象地表
现出来；自然含蕾，又富有哲理，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和思想
的启迪。

学生10：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高超的，无与伦比的



写作技巧，他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对社会丑恶的毫不
留情的批判态度与变革思想最终成就了〈〈复活〉〉这不惊
世骇俗之作。他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虽然大量引用
〈〈圣经〉〉章节反映了托尔斯泰的不彻底的宗教观与精神
苦闷，看不到更新更远的社会前进之路，但毕竟反映了他的
世界观已在巨大的转变之中，反映了他对旧制度的否定与极
力思变的革命精神。

过渡：藏克家说过：“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歌德更是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此
话在这儿得到了验证。

4、议一议，我喜欢的名主角

学生11：名著和名著中的人物是相映生辉的，没有《西游记》
当然不会有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横空出世，《西游记》更
加熠熠生辉。孙悟空其实是一个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
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争也
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
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学生12：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
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
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从这些
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
功。

过渡：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
翅膀。”

过渡：下面我们去看看由我们自己根据课本自编自演的名著
精彩片段。



三、走向舞台，演绎名著

5、续读名篇拓展延伸

学生按照要求写好课本剧剧本。

学生14：《皇帝的新装》课本剧。

学生15：《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课本剧。

6、活学活用自编自演

学生小品表演名著经典片段。

学生组1：表演滑稽剧《皇帝的新装》。

过渡：古希腊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宝贵的珍宝是知识，这些
知识大部分是来自书籍，今天我们更能把这种知识用剧本表
演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看《伊索寓言》里的一个经典故事。

学生组2：表演故事剧《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

一起朗读的内容屏幕展示：（人的道路上有书相伴，成长会
多一份睿智；走进名著世界，你才能享受精神富有。中外名
著斗奇争艳，灿若星河，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创的
个人风格，有利于开拓视野，领略古今世界的五光十色，一
览中外各国风土人情的生活画卷，吟味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理解作家对人生深邃剖析的思想哲理。让我们都能静下心来
品味揣摩一下那韵味隽永的经典名著，让名家名篇真正叩开
我们窥探心灵的窗扉，去掀开我们触摸人生的金页，去引领
我们走进更高的人生境界。）



小学语文阅读课教案篇五

1.通过阅读了解神话的特点，理解本文联想和想像手法的运
用。

2.指导学生了解课外阅读方法，进行有关神话的趣味积累，
提高课外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通过阅读神话故事，感受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丰富多彩让
学生从中了解中国和希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
文明，感受历史文化的璀璨与美好。

：通过阅读神话故事，感受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丰富多彩让
学生从中了解中国和希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
文明，感受历史文化的璀璨与美好。

课间播放动画《哪吒闹海》

一、创设情境，感知神话人物。

1.知道这部动画片叫什么名字吗？对了叫《哪吒闹海》它选
自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封神榜》。同学们，大家都读过哪些
神话故事呢？指名说。你能把它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吗？（学
生上黑板写名字）

2.知道这么多神话故事，大家真了不起！在这些神话人物中，
你最喜欢谁？为什么？（引导说话——说出人物形象，特征，
性格特点等）

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板书：（本领大，呼风唤雨，乐于助人，
与自然作斗争，不怕困难、坚持不懈、为民造福、……）

师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很多事情人们无法解释，以为
神在起作用呢！其实神就是人们心目的英雄，在神话里，他



们本领高超，去代表人去和恶劣的自然做斗争。

重点点评：老师知道同学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哪吒和沉香了，
因为他们都很善良和孝顺是孩子们的神。

3.其实啊，刚刚大家说到的故事，有的已经走进我们的语文
课本。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每一册都有神话故事。

除此之外，我们的课外书中还有很多。中国神话那里有？不
光我们手里的《中外神话传说》，向《诗经》、《左传》、
《国语》、《庄子》、《山海经》、《楚辞》，乃至于唐诗
宋词里都有，神话故事太多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我
们读过的神话仅仅是神话世界中的一滴水呀！今天我们就借助
《中外神话传说》这本书，走进神话世界，更好地读懂神话。

二、品神话，读懂故事

品读《盘古开天辟地》

1.打开目录，同学们会发现《阿里山》和《世界最初的七天》
这两个故事之间空了一行。看到了么？分隔的前部分是中国
古代的神话，后半部是外国的神话。中国部分的第一个故事
《盘古开天辟地》都读过了吗？谁来说一说故事主要讲了什
么？（出示说话训练：读了《盘古开天辟地》，我知道了天
和地起源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____,宇宙混沌一团,
像___,是___用他的神力,开辟了___,他的___变成了世间的万
物。）

2.在这个故事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情节呢？

指名交流评价

3.喜欢神话故事，不能仅仅知道故事的情节，咱们要想领略
神话故事的丰富内涵，不仅要细细品读字句，有时还要结合



文字，展开大胆的想象。

4.教师边读边做标记，边指导学生想象画面。老师以自己的
读书感受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注意师生互动。

实物展示全文，教师边带学生读，边现场做记号。

品读盘古手撑住天地，不让天地合拢的这一段。做一下动作，
想象当时的画面感受盘古的伟大。教师指导：读后的感受往
往是珍贵且易逝的，可以在书旁的空白处写下来。

小结：我们这样一读啊，书中的人物好像活了过来一样，情
节也更生动了，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这样读书才会越读越有
趣呢。

5、总结板书：我们刚才是怎么读这一段的呢？书中好的语言，
可以划下来。

精彩的情节可以反复读，并展开想象，有了感受可以写下来，
有疑问也可以写下来。感受深刻的地方要有声有色的读读。
实在喜欢还可以背背。相信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都带着
这样的方法读书，收获一定会很大的。

板书：

做记号

想画面

写感受

品读《愚公移山》

1.利用同样的方法，自主读第二篇神话。教师巡回指导。



2.课文后面还有两个问题呢，出示思考。女娲为什么要创造
人类？她是怎么创造人类的？

3.交流。指名2人上讲台，根据实物展示台，展示自己的读书
感受。

4.大家这么快就掌握了老师教会的方法，真是棒！老师要奖
励大家看一段动画。

看后教师提醒：老师知道大家都喜欢看动画片，可是书中有
很多是动画片中没有的。老师建议大家看了动画以后，再找
文字读一读，感受会更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