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开天
辟地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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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开天辟地教学反思！

《盘古开天辟地》为我们讲述了创世纪巨人盘古开天辟地的
原因和经过，解释了宇宙的起源，赞颂了盘古与自然作斗争
的精神。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

1、抓住关键的语句，感受盘古敢于开创、坚持不懈、无私奉
献的精神。

2、了解神话传说奇特而合理的想象。

一、教学效果

围绕本课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尊重学生的阅读体会，引导学生自读
自悟，合作探究，领悟课文主题。

2、在课堂上“读”贯穿始终，读得充分，读得扎实，读得深
刻。如第二节的“抡斧猛劈”通过学生自己的动作感受来加



以读的感悟；天地分开后发生的变化，也是通过感情朗读让
学生加以体会，特别是第四自然段盘古倒下后身体发生的变
化，我首先范读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然后通过师生对读，
生生合作等朗读方式，让学生入情入境，在潜移默化中体会
祖国文字的魅力及盘古的不朽精神。

3、有效合作，激发想象，感受神话魅力。在教学“盘古倒下
后，他的身体发生变化”这节时，我设计了让学生发挥想象，
同学间启发合作，想象盘古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学生仿造文中的优美词组也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词句，同
时达到了当堂课讲、练、写结合的目的，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4、本节课的作业我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去完成哪些内容，而是
让学生说说学习本课后回家想做些什么，其实学生所说的如：
想再读一些神话故事，想把故事讲给家人听，想继续搜集有
关神话故事的资料等，这些正是老师要安排的作业，而学生
却自主地要去完成这些任务，这样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成功之处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抓重点词语，提
高朗读的质量，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比如第一自然段我
抓住了“混沌一片”，结合图片进行理解，既理解了词语，
又为后来的盘古开天地作了垫设。后面两段的教学，抓住了
几个动词“抡，劈，顶，蹬”体会盘古开天地的艰难。

三、不足之处

第三自然段的处理可以再紧凑些，也可以通过读，让学生自
读自悟，读得再充分些，老师的讲解少一些，充分体现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而且本节课拖堂两分钟，这
些都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加以改进的地方，争取在不断的



改进、完善中使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得更为合理。

四、改进措施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首先谈话导入，
激发兴趣，读懂课题。了解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
明古国，其中神话故事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接
着初读课文6—9自然段，整体感知盘古怎么撑天的。然后交
流分享读书感受：从“直挺挺”“撑”“不让”“孤
独”“坚持”“实在”“终于”可以体会出盘古与自然坚持
斗争的献身精神。最后搜集阅读优秀的古代神话故事。

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陶行知有一句话：“好的先生不是教课本，也不是教学生，
而是教学生学。”教完《开天辟地》这一课，我不禁问自己：
“教这一课，学生学会了什么？”上第一课时，我主要引导
学生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掌握课文内容。我问：“课文讲
了谁开天辟地？为什么要开天辟地？又是怎样开天辟地
的？”引导学生学习第一节，了解事情的起因；读读2-7自然
段，说说盘古开天辟地的经过。之后，让学生找描述盘古开
天辟地经过的概括性语言。学生找到了最后一小节，从而明
白了课文的结构。我想这是培养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能
力，这是应该要教会学生的能力。

第二课时，我抓住总结句：“就这样，盘古以他的神力和身
躯，开辟了天地，化生出世间万物。”让学生读2-5自然段，
去感受盘古的神力。学生找到了一些句子，我先让学生谈感
受，然后有感情地读，在评价朗读时，引导学生在读中表达
对盘古的敬佩之情。这是培养学生对词句的感悟能力和朗读
能力。

读到第5节时，盘古巍峨的形象已矗立于学生头脑之中。这时，
我出示插图，让学生说话：“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盘古？”



学生说：“我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盘古。”“我看到了一
个力量无穷的盘古。”“我看到了一个威猛无比的盘古。”、
我说：“是啊，我们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看到了一
个英雄的刚劲有力的一面。我们再来读读课文的第6自然段，
你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盘古？”

学生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让学生说话：“你看到了什
么？想到了什么？”

学生说：“我看到了一个精疲力竭的盘古。我想到他撑了这
么长时间，把力气都用尽了。”“我看到了一个含着微笑倒
下的盘古。我想此时盘古知道天地不再合拢，就感到很欣慰。
”“我看到一个有献身精神的盘古。我想他心地很善良。”、
我说：“是啊，英雄的刚劲有力让我们感动，英雄的柔情似
水让我们感动。盘古临死的时候，把他的身躯奉献给了我们
这个世界。”学生自读第7自然段，找一找盘古身躯的哪些部
分化为了哪些万物？最后总结，盘古不仅以他的神力开辟了
天地，还把他的身躯奉献，化生了世间万物。才让这世间这
般美好。这是培养学生说话，表达感情的能力。在这过程中，
学生用心感受人物品质，同时思想受到熏陶。

最后引导学生谈了什么是神话，以及交流了课外阅读的神话
故事，还找了文中对偶句的特点，但没能仿写。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

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一篇神话题材的文章，讲的是巨人盘古开
天劈地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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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了他为开天劈地而
勇于奉献的精神。故事想象力丰富，文字叙述具体而生动。

对这节课的教学预设是紧紧抓住神话故事的特点，创设深化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盘古是怎样创造美丽的宇
宙？”为主线展开教学，在朗读、想象、体验中感受盘古这



一神话人物那高大的英雄形象和勇于创造、勇于奉献的伟大
精神，激发学生阅读神话故事的兴趣。

我想，精心的教学预设能使课堂的生成充满鲜活的生命力。

1、品读文本

在教学盘古顶天蹬地这一段时，书上用“不知过了多少年”
描写出盘古始终坚持着顶天蹬地。于是我采取层层递近的接
读方式加动作体会，引领学生一次次地深入感受，在这一次
次的描述和朗读中，学生的情感也一次比一次强烈，盘古顶
天立地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此时，就无须太多的分析和
讲解,朗读就是有如此大的魅力和韵味，它能让我们拉进与人
物的距离，与之同喜、同忧！此时的学生很自然地就能体验
到盘古开天地的勇敢、坚强和悲壮感，对盘古的崇敬之情也
油然而生。

2、融语言材料于学生语言素养。在教学第二自然段中，我提
取了其中的近义和反义词的语言的知识点，让学生比较，体
会文本语言的准确性和用词的丰富性。另外，第四段有个拓
展说话的环节，朗读之后，我马上问学生：“这样的变化仅
仅只有这些么？”学生说：“不是的。”于是我又追
问：“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这个时候学生就自然地关注
到省略号上，于是我就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说说盘古被省略
的其他部位的变化还有哪些？因为有了前面偏正短语的积累，
学生们能比较容易地根据句式进行说话，拓展文本内容！

这样的想象说话过程让学生在丰富学生语言积累的同时，让
语言材料运转起来，从中理解了内容，增长了智慧，吸收了
文本的语言素养。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指出：“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
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因
此，我们抓住了省略号这一语言信息，让学生模仿课文句式



展开想象，并且在小组合作学习。学习过程中，学生主动参
与，积极地动脑、动口，进行了扎实有效的语言训练。

3、最后，关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我以为，言为心声，任何一篇文章都饱含丰富的情感，字字
句句总关情，因此语言文字的训练中自然就涵盖着人文熏陶。
在刚才的课堂教学中，随着朗读的层层推进，学生对文本的
理解步步深入，盘古的形象自然就在学生心目中逐渐清晰、
高大、丰满起来，于是在课堂上，我顺势引导学生说说自己
的感受以及对盘古说的话，学生对盘古发自内心的诉说，虽
然语言不是最美，但情感却是最真。我这是我想实现的语文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

以上仅我是个人对于这节课的想法和反思，不足之处，敬请
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多提建议！

《开天辟地》教学反思

《开天辟地》讲述的是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宇宙本来是混沌一团的，后来大神盘古凭借他的神力把天地
分开。盘古死后，他的身躯化生出世间万物。课文中处处充
满了神奇的想象，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塑造了盘古雄伟、高大
的形象，赞美了他为开天辟地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本课时教
学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盘古如何开天辟地，感受盘古的雄伟
高大、力大无穷、意志坚定；他如何化生万物，体会巨人伟
大的献身精神。

教学时，我是根据故事的发展情节逐段讲述的。导入课题时
我设计这样的导入语：当我们眼望蔚蓝的天空和广阔的大地
时，心中一定会想“这天地是怎么来的？人类的祖先是怎么
来的？”，其实古代的人也曾想过这些问题，于是编出了许
多美丽的神话故事。关于人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神话
叫“女娲造人”。传说在女娲造人之前，这个世界没有山，



没有水，没有花草树木，没有鸟兽虫鱼，没有天，没有地，
于是世间又流传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开天辟
地》。想探究宇宙是怎样形成的，这对于求知欲特别旺盛，
好奇心特别强的小学生来说，必然会充满新奇。这样的导入，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接着设
计一个考一考，用上“混沌一团，开天辟地，化生万物”这
三个词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检查学生的预习能力，其目
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提高他们语言的概括能力。

逐段学习课文时，我采用“启发思考—自主阅读—交流体
会—适当点拨—理解想象”的方法教学。教学第二段的时候，
设计这样的问题：盘古是如何用神力和身躯开天辟地的？开
天辟地后的情况怎样？然后让学生自主阅读，交流读后的体
会，在此基础上作适当的点拨。如：“左手持凿，右手握
斧”“猛劈猛凿”可以感受盘古开天辟地的艰难，“巨石崩
裂”可以感受盘古的力大无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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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盘古意志坚定，
矢志不移。“微笑地倒下”感受盘古面对死亡，坦然无畏，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无比乐观的精神，让盘古高大
巍峨的形象在学生的心中树立起来。

导想象的方法，让同学透彻理解书上最后一段的写法，有相
似特点的两种事物方可变换，在此基础上在让学生想，也许
效果会好些。

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开天辟地》授后小记

练习4的读读背背中有以下八个词语：

混沌不分昏天黑地大刀阔斧开天辟地

与日俱增顶天立地化生万物改天换地



这八个词语不仅概括了《开天辟地》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而且词语的排列顺序也与课文描述的先后顺序完全一致。基
于这一发现，我决定将这一内容的教学渗透到课文的学习中
去，一方面结合课文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这八个词语的意思，
另一方面又通过这八个词语使学生加深对课文有关语句的描
写及内容的理解。同时我决定就将这八个词语作为本课教学
的一个板书，使学生可以很清晰地了解故事发展的一个完整
的过程。

在上完课后细细总结一下，这样结合起来教学，体现了以下
的一些优势：

1、节省了重复教学的时间。

课文的教学如果不与这些词语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那么在
教学练习的时候，学生还是要花时间去温习课文的.内容，并
理解词语，从而进行记忆和背诵。这样一结合，就不必再花
时间去进行讲解。

2、词句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理解词语的目的。

八个词语，结合课文内容完成对词语意思的理解，而且文中
有相关

的语句描述了词语的意思，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找出
来，读一读，学生对词语的意思理解就更为形象，更为深刻。

比如“昏天黑地”一词，文中相对应的句子是：一天，大神
醒来，睁眼一看，四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再如“大刀阔斧”一词，文中句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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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结合文中语句，通过朗读、感悟、想象，学生对词语
的理解自然会更形象更深刻。理解深刻了，记忆及背诵的效
果自然也会有明显提高。

3、借助词语，培养学生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能力。

由于这八个词语不仅是文章的关键词语，而且它们的排列按
先后顺序，将这些词语串联起来，就能够很好地把握课文的
主要内容。课堂上，借助这样的板书，引导学生说话练习，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根据关键词语，运用连词成句的方法来提
高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能力，同时又帮助学生记忆及背
诵词语。

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开天辟地是一篇神话故事，讲述的是天和地一直没有分开，
盘古昏睡18000年之后开天辟地的故事。

第一课时，我围绕着昏天黑地，开天辟地，顶天立地，改天
换地这四个词语，理清了文章的脉络。昏天黑地主要体现在
第一自然段的，整个宇宙混沌一团，像个大鸡蛋。我让学生
先理解什么是混沌一团，混沌一团的时候，可能会什么都看
不见，可能会黑暗一片，用一些词来形容是怎样的黑暗，并
把这个词板书在黑板上。我接着问学生，如果一直生活在这
样的黑暗的过程中，没有太阳，没有光明，你会感觉怎么样？
学生确切的感受到没有光明，只有黑暗是怎样的一种无奈！

在开天辟地的过程中，我抓住了盘古左手持着右手握斧，对
着黑暗一阵猛劈猛凿，让孩子们感受到盘古的力大无穷。但
感受到力大无穷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体会到盘
古的献身精神，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在开天辟地之后，盘古是
如何怎样像个柱子似的撑在天地之间，不让天地重新合拢，
这时我问孩子们，如果盘古没有坚持下去，可能会怎样，很
多孩子说出可能会回到以前混沌黑暗的状态，可能他的所有



辛苦会白费，可能他的身体依然会受到限制，躺在大鸡蛋里
感觉的很不舒服等等，孩子们先感受到开天辟地的重要性，
所以在经过盘古精疲力竭地撑天之后，他终有一天撑不住了，
倒下了，在倒下之前，他把他的身躯换成了化成了世间万物，
他身体的每个部位，如口中呼出的气发出的声音，左眼、右，
眼流淌的血液，隆起的肌肉、筋脉，皮肤甚至汗水都变成了
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物质，在这些变化当中，我引导他们找
到两者之间的相似点，比如说，盘古口中呼出的气跟风和云，
给人的感觉很相似，声音跟雷霆都是声音类别，左眼右眼的
光芒与眼睛的明亮也有相似性。孩子们感受到，就算死了，
盘古也宁愿把自己的身驱，变成有用的东西，为人类造福，
让孩子们感受到盘古的伟大。

在学完课文之后，我再次让孩子们了解神话的特点，抓住大
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让孩子们感受到神话的这种文学体
载，并引导学生们更多地去读神话故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开天辟地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开天辟地》教学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盘古如何开天辟地，
感受盘古的雄伟高大、力大无穷、意志坚定；他如何化生万
物，体会巨人伟大的献身精神。

这节课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学生读，说的机会很多，但我没
能很好利用老师点评、学生点评的方法，激励手段利用不够，
未能把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很好地调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