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篇一

在课结尾处，引出《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的文字，试着
读一读，说说你能读懂这段话吗?学生在本课中初步涉及古文，
感受古文与现代文的'不同之处。最后以你知道为什么《夸父
追日》这个神话故事能流传几千年了吗?这么有趣的故事，能
流传几千年，不仅因为它充满了神奇色彩，更因为它弘扬了
一种精神!一种的夸父精神结尾，让学生认识到神话故事所蕴
含的寓意。同时布置学生课后可以把这个故事说给家人和朋
友听听，有兴趣的去读读《山海经》，或其他神话故事，课
内课外相结合。

由于我把主动权留给了学生，所以这堂课的气氛始终非常活
跃，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教学效果理想。

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篇二

《夸父追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最后
一篇阅读课文。这是我国最早的著名神话之一，也是一则趣
味性很强的神话故事，充满了奇特的想象。故事讲述了一个
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夸父，为了让人们能时刻享受到太阳的
亮光，决定把太阳固定下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
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



就应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资料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小韦说：“夸父真傻，怎样能够追上太阳呢？”话音刚落，
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大家议论纷纷，都一致认为夸父很傻。
有的说：“太阳表面温度6000摄氏度，十分热，夸父怎样可
能接近呢？”还有的说：“夸父就算追上了太阳，太阳的热
量也会把他烤糊的。”孩子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夸父追日
的行为，认为他很傻。孩子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完全能
够理解。但是作为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不能忽略它的价值，
体会其蕴涵的深刻含义。针对孩子们的发言，我做了个小结：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夸父真的很傻，但是他有我们学习的
地方，他敢想敢做，坚持不懈、自强不息、敢于拼搏，他想
的是造福人类，这种奉献精神是伟大的。对于传统的文化，
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做既保留了孩子自
己的想法，也让他们明白如何学习别人的长处，让语文学习
不只是肤浅的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体会其中蕴涵的深刻含
义。

作者充分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将这个神话故事写得很神
奇。在品读句子“于是夸父拿着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
像是风似的奔跑，向着西斜的太阳追去，一眨眼就跑了两千
里。”这一句时，能够引发学生想象：腿会有多长呢？人会
有多高呢？山、河在他的眼里会成什么呢？……从神话故事
的神奇处着眼，循着学生的兴趣点，以学生的需求出发，把
对故事的认识和感受寓于读故事中的神奇句子中，让学生感
受课文，把原文中简写的几处神奇的地方，透过丰富又夸张
的想象具体化。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
不断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新课标还指出：在发展语言潜力
的同时，发展思维潜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本课谈话导入引出学习的资料《夸父追日》，激发学生对神



话的兴趣。之后，质疑“夸父为什么要追赶太阳？”指导朗
读：“每一天夜里，太阳躲到哪里去了呢？我不喜欢黑暗，
我喜欢光明！我要去追赶太阳，把它抓住，叫它固定在天上，
让大地永远充满光明。”让学生感悟夸父不怕困难，坚定信
念的精神，为下文的理解和朗读指导作好铺垫，再以三个词
语贯穿着整篇课文，细细地品读课文，从课文中体会感悟夸
父的精神。本节课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复述课文，透过初读，
熟读、感情朗读多种形式，加深学生对课文资料的理解，为
复述课文打下良好基础。透过本课教学，我发现大部分学生
都是在背诵课文的基础上进行复述，复述较机械性。背诵是
对原文必须不漏、不变的陈述，而复述能够去掉一些无关紧
要的词句，能够更改部分资料和表达方式。所以让学生由机
械性复述过渡到活用性复述，是我在以后教学中应去思考的
问题。

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篇三

《夸父追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最后
一篇阅读课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神话之一，充满了
神奇的想象。故事讲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夸父，为
了让人们能时刻享受到太阳的光明，决定要把太阳永远固定
在天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后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的向往，
以及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

教学本课时，我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理解重点语句来领悟神话
故事的神奇，感受夸父的巨人形象，体会夸父身上所折射出
来的追求光明、不畏艰难的精神。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独立
阅读能力。首先，我用图片导入课文，用学生们熟悉的神话
人物和神话故事来引出本课学习的是另一篇神话故事。然后，
揭示课题。在教学上，我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求他
们看“阅读提示”来知道如何学习这篇课文。通过学习“阅
读提示”，知道了学习这篇课文的.两个要求：



1、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从这个故事中，你想到了些什么？

三年级的学生，我试着培养学生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能力，
因此我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神话故事主要讲了夸父
（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就去追赶（太阳），追到（虞
渊）时，他倒下变成了（一座大山），他的手杖变成了（桃
林）。使学生轻松地读懂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而在体会神奇
方面，学生都能够找出相应的句子和词语，都能感受出神话
故事的神奇。接着，我问学生：夸父耗尽所有的力气去追赶
太阳，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再为学生创设情境地读，如：1、
当夸父追得口渴难忍时，他是这样想的——（生读出示的句
子）2、当追得气喘吁吁时，夸父还是这样想的——（生读出
示的句子）3、当追得耗尽全身力气，颓然倒下时，夸父仍然
是这样想的——（生读出示的句子）。这时，我再问学生：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夸父？学生马上都能够回答
出来：勇敢、坚强、坚持不懈、追求光明……等等。感受人
物的精神品质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堂课下来，我觉得教学思路非常清晰，教学氛围也轻松愉
快，让我感觉到学生们也感受到了神话故事的神奇，体会到
了夸父身上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教学效果还不错。

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篇四

今天我上课的内容是《夸父追日》，作为神话故事，课文描
述时所展示出来的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是课文的精髓，阅读的
兴趣点应该在故事的神奇之处。加之三年级处于略读课文学
习的初级阶段，对于主要内容的概括一直是重点，也是难点。
因此，这节课我确立了以下2个目标：

1、初读课文，概括主要内容。



2、细读课文，感受神话的最大特点——神奇。

为把握主要内容，我从“教方法、练概括”入手。这节课中
我教学生抓住题眼进行提问，再将答案连成通顺的话，加大
概括能力训练的力度，重方法指导，以求进步。

为感受神奇，我从感受题目的不可思议出发，到古今文的对
比，感受课文语言的夸张和想象丰富，以把握神奇。抓住最
具有代表性、最能体现神奇的三个句子，让学生自读、自悟，
让学生找出能体现神奇的关键点，并通过夸张地读、带表情
读、带动作读等方式在读的过程中再次感受语言的“神奇”。
一堂好的略读课，还应该起到构建课内外桥梁的作用，所以
在最后的知识链接中，带学生继续去感受其它神话故事神奇
的语言，以激发学生课外去阅读神话故事、探究神话故事的
兴趣。

反思：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略读课文讲究“简”和“略”，
但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精”和“细”，我希望在教学中做到
点面结合，粗中有细。但这个度很难把握。于是我放弃了传
统教法，而是紧紧围绕“神奇”二字展开，把古文利用起来，
在古今对比中来体现语言的神奇，想象的丰富，这是一种新
的尝试。

由于只有三十分钟，所以未能放手让学生去说，而是找到课
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句子，带着学生品读，今后可以让课
堂更大胆、更开放。课堂需要激情，我虽已很投入，但教师
的语言感染力、课堂机智方面仍需不断加强。

夸父追日教案公开课篇五

说实在的，在上这节课之前看了很多资料的。但上下来自我
感觉并不怎么理想。所以在此作个深刻的反思，有两种观点



一直我在思考：

观点一：夸父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夸父心中的宏愿“希望
太阳永远固定在天上，让大地永远充满光明”至死也未能如
愿。读后让人有一种淡淡的酸楚，深深的遗憾。夸父虽败犹
荣，他的精神与天地同在。这不禁让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荆轲可谓英雄也！项羽自
刎乌江，壮志未酬，然他仍是一代枭雄。真是成亦英雄，败
也英雄。

在这两者之间我很难取舍，不知道重点该放在那里？当用第
一种观点的时候，似乎和本单元的设计有点相违背。当第二
种观点的时候，感觉让学生体会夸父的精神也很重要。有点
放不下。所以想来想去，两者都能把他放进去。但上了之后
问题就出现了，当学生说出夸父那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
精神后。我再让学生体会神话的“神”时，出现了重复的现
象。刚刚出现过的句子又出现了。这样一来课堂的思路就很
混乱了，倒来倒去。真是想“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在整个过程中还有些细节问题没处理好。比如对学生回答的
评价和引导，需要不断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