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夸父逐日教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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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夸父逐日教案篇一

《夸父追日》是一则趣味性很强的古老的神话故事，充满了
奇特得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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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把太阳搬到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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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此文，学生的兴趣点会在何处呢？是在于夸父
是英雄？还是感兴趣于故事的神奇在哪里？几经研读文本，
推敲学生的心理，我认为：神话故事描述时所展示出来的作
者丰富的想象力应该是课文的精髓。学生阅读的兴趣点应该
在故事的神奇之处。为此，我这样进行本文的教学：

一、故设难题，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在以“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相关图
片引出神话故事后，让学生重温神话故事神奇和夸张的特点。
紧接着，引出课文的题目――夸父追日。让学生根据课题中
每个字的意思理解课文题目的意思：夸父追赶太阳。

根据课题，我让学生提有价值的问题，学生有的说夸父为什
么要追太阳？夸父是怎样追太阳的？追的结果又是怎么样？
根据学生的提问，我进行了板书。这时候，我没有按往常一
样让学生带着要求读课文，而是出示了《山海经》中的《夸
父追日》的文言文：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
河、渭（wei）不足，北饮大泽（ze），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让学生自由读，然后齐读，引导学生感受文言文



的语言特色，并告诉孩子，要读懂古文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但也并非难事。咱们借助课文133页的故事，我们便能读懂它
了。一时之间，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了。

二、研读文本，引导学生感受神话的神奇

在了解夸父追日的原因后，去让孩子们默读夸父追日经过的
这一部分，找一找你觉得神奇的句子，用横线划出。于是，
孩子们纷纷拿起笔找了起来。在几分钟后，全班反馈。孩子
们找出来的句子有“于是夸父拿着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
步，像风似的奔跑，向着西斜的太阳追去，一眨眼就跑了两
千里。”、“一团又红又亮的火球，照着他的全身，他无比
欢喜地举起两条巨大的手臂，想把这团火球抓住。”“就在
这时候，夸父的喉咙干得直冒烟。他实在是太渴、太累了。
夸父伏下身子，去喝黄河，渭河里的水。咕嘟咕嘟，霎时间
两条大河都给喝干了，可是还没止住口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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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到大泽，就像
一座大山颓然倒了下来，大地和山河都因为他的倒下而发出
巨响。”并让学生谈谈这几句话神奇的地方。

三、抓住关键，引导学生认识夸父精神

几句体现神话神奇的句子也是引导学生认识夸父为人、夸父
身上的精神品质的句子。我作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2、联系动词：拿着、提起、迈开、奔跑、向着等，读懂夸父
追日的样子，再抓住“风似的”、“一眨眼”、“两千里”
等词，感受夸父奔跑速度之快。

3、结合补白，想象夸父在追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教师语言创设情境：夸父的身手真敏捷，他追着太阳一直跑
到了虞渊，这一路上他肯定也经历了不少艰辛，让我们想象



一下，他会碰到哪些困难？接着ppt出示：一路上，他越过
（），穿过（），他的汗（），但他（），终于到了虞渊。
让学生认识到夸父是一个追求光明、坚持不懈、执着追求的
人，这就是夸父精神。

四、板块学习，引导学生文言文和白话文共同理解

上课伊始，是以《山海经》中的文言文激发学生学习白话文
的兴趣，在板块学习中，每当一个板块学习结束时，我都把
文言文出示，让学生找一找，这个片段学习其实就是文言文
中的那部分，学生一一找出了“与日逐走”、“渴欲得饮”和
“道渴而死”，为最后的文言文串起来说意思作好了铺垫，
让学生能在一节课后，体会认真学习后对难题迎刃而解的成
功感。

这节课上下来，总体感觉不错，教案设计比较成熟，但是说
话环节，发现学生说得不怎么好，写作教学是比较头疼的大
难题，也体现在阅读课的细枝末节，值得推敲。

夸父逐日教案篇二

《夸父追日》是一则趣味性很强的古老的神话故事，充满了
奇特得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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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把太阳搬到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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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此文，学生的兴趣点会在何处呢？是在于夸父
是英雄？还是感兴趣于故事的神奇在哪里？几经研读文本，
推敲学生的心理，我认为：神话故事描述时所展示出来的作
者丰富的想象力就应是课文的精髓。学生阅读的兴趣点就应
在故事的神奇之处。为此，我这样进行本文的教学：

课堂以感受故事的神奇为线索，首先解题导入，谈谈读了课
题你明白了什么？而后研读故事，说说读了这个故事后的感
受，具体找找哪些句子描述十分神奇？最后深化理解，找到



故事中最感人的句子，进一步认识神话人物“夸父”。

从神话故事的神奇处着眼，循着学生的兴趣点，以学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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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渐的认识神话中的神奇人物——夸父，由衷地产生
敬佩之情。这堂课的气氛始终十分活跃，教学效果基本到达
了预期的目的，我想主要是由于教师找准了学生对教材资料
的兴趣点，教学设计以生为本。同以往的教学相比，这堂课
最突出的特点是学生学习兴趣极强，对课文探究深度远远超
过平时。很久以来我一向不明白，我们的语文为什么变得干
枯无趣了？此刻我明白了，事实上，是我们教学的主导思想
存在问题。在当前阅读教学中，我们大多时候仍然是“教师
带着教材走向学生”或者“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教材”，即使
教师设计了许多巧妙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超多的预设代
替了个体的生成，学生仍被教师牵着走。至于为什么要这样
思考，课文为什么这样学，学生不得而知。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能以学生的求知欲望和阅读的兴趣点为
基点组织课堂，既不失教师的引领，又更能够赢得学生的欢
迎，更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夸父逐日教案篇三

《夸父追日》这篇著名神话选自《山海经》，讲的是夸父追
赶太阳、长眠虞渊的故事。它表现的不仅是表面上的与日逐
走，还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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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神话弘扬了夸父身
上体现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诗人陶渊明曾写诗赞
道：“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
身后。”学习这篇课文，旨在让学生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增加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

夸父的形象非常高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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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则神话故事描述时所展示出来的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是
课文的精髓。本课的设计主要分为分析夸父的形象和体会神
话故事语言两方面。

在学习课文之前，我让学生复习了《和时间赛跑》这篇课文，
作者通过和太阳赛跑、提前做作业来和时间赛跑，相比之下
夸父的追日比较抽象。通过联系已经学过的知识，帮助学生
深刻体会夸父追日的意义。

接着围绕课文题目，请学生提问题。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
知道的？

预设：夸父为什么要追日？

夸父是怎样追日的？

夸父追日的结果如何？

学生还提出了夸父是谁？夸父追日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在
“为什么追日”）

同学们真能干，紧紧抓住追日这个主要内容，提出了3个有价
值的问题，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3个问题，自由读读课文，看
看课文哪些自然段写了夸父为什么要追日？哪些自然段写了
他是怎样追日的？写夸父追到日没有，又是课文的哪个自然
段。

学生找到课文中相应的段落，一起解决了提出的问题。在解
决问题的同时引导学生体会夸父追日的动作，通过学习夸父
下定决心去追日时的语言来体会夸父追日的精神。

在夸父倒下时，长叹一声，我让学生体会此时夸父遗憾的心
情，并请学生扮演夸父，学生有的是积极的夸父，说夸父



（我）虽然倒下了，但是并不后悔，因为自己努力了，还有
更多后来人去追日。悲观的夸父：说我费了这么多努力还是
没追上太阳，看来太阳是追不上的。我评价了孩子们的体会，
总结了夸父追日的意义，虽然没有追上，但是夸父还是有勇
气、坚持不懈地去追太阳，最后还化为桃林为后人解渴。

在课前我准备了一份助学提纲，主要用在课堂中作为辅助工
具来启发学生思考，将学生的理解整体化，本课的词语和短
语在助学提纲中学习，我在学习完课文之后留一段时间学习
生字词，纠正错误读音，强调易错字的写法。主要是为了从
导入到课文可以连贯，不被生字学习切割。

这是一篇自读课文，整体上是我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来解
决问题。存在的问题：概括主要内容时不够放手。在让学生
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时，一开始我就出示提示，学生只要简
单地填一填，这样不利于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的提高。总结
夸父追日的原因时学生的回答不够概括，一方面是我的问题
设置的不够具体，没有引导学生怎么样回答；另一方面，我
没有耐心下来，悉心引导，却自己代替学生说，这样学生只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应该让学生们先试着说一说，并从
中进行方法上的指导，等学生说的不好或者说不出来时，再
做提示，这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才能大大提高
学生的自学能力，才能使学生从学会到会学。

夸父逐日教案篇四

《夸父追日》这篇著名神话选自《山海经》，讲的是夸父追
赶太阳最终渴死在路上的故事。文章很短仅仅37个字。但文
章内涵很丰富。它表现的不仅是表面上的与日逐走，还有很
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勇敢坚强，以及征服
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本篇神话弘扬了夸父身上体现出的奉献
精神和牺牲精神。既然本文是一片神话，那么学习这篇课文，
就要让学生掌握文言文的基础知识外，还要体会神话传说的
神奇，增加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



此外，分析文中“夸父”这一神话的人物形象也是本文学习
的重点。夸父的形象非常高大。夸父虽败犹荣，他的精神与
天地同在。而这则神话故事描述时所展示出来的作者丰富的
想象力也是课文的精髓。本课的设计主要分为分析夸父的形
象和体会神话故事语言两方面。

整个课堂，我注重了引导学生从初读、解读、诵读、建构四
个层面自主学习，相互探究，主要围绕“理文意、品人物、
悟情理”的教学思路开展，条理清晰，教学有序，较好地达
成了知识，能力，情感三维目标。

歌德曾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教学中我
始终注重激发学生求学兴趣，引用视频设疑激趣导课;突出
了“疏通文意，熟读成诵”这个教学重点;“合作探讨，品人
物，体验反思，悟情理”中精心设计的5个问题，培养了学生
勇于探索创新的意识。

著名教育家叶老先生说过：“凡为教者必期达到不教。”教
学中，我始终注重学法指导，让学生学会学习，受用终生。
如指导学生采用圈点法抓关键词“疏通文意”，引导学生按
照文章思路进行记忆背诵，让学生形成学习技能。注重培养
学生的自学与合作探究能力，大胆地进行我县推广的高效课
堂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课件的精心设计和巧妙运用，较好地营造了融洽、民主、协
商、对话的课堂教与学气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很好地
辅助了教学，优化了课堂结构。

夸父逐日教案篇五

这篇短小的课文学习，一改之前教师讲学生记笔记的方法。
整体上是我在引导，学生透过阅读来解决问题。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不少问题：概括主要资料时不够放手。



在让学生说说课文的主要资料时，一开始我就出示提示，学
生只要简单地填一填，这样不利于学生的语言概括潜力的提
高。总结夸父追日的原因时学生的回答不够概括，一方面是
我的问题设置的不够具体，没有引导学生怎样样回答；另一
方面，我没有耐心下来，悉心引导，却自己代替学生说，这
样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就应让学生们先试着说一
说，并从中进行方法上的指导，等学生说的不好或者说不出
来时，再做提示，这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才能
大大提高学生的自学潜力，才能使学生从学会到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