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通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一

1、知识与技能：会认“塌、挣”等5个生字，会写“隆、
塌”等13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轰隆隆、塌下”等15个词语。

2、过程与方法：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通过
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理解词语的含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我国古代神话故事的神奇和古
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女娲善良、勇敢、不怕困难、
甘于奉献的精神。

通过反复朗读，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识字、理解词语；抓住
重点词句，体会女娲的可贵精神。

在阅读中体会女娲的可贵精神；感受神话故事的神奇。

多媒体课件（彩霞图片、生字新词、句子、《女娲补天》动
画片段）

1、谈话。师：你们喜欢欣赏天边美丽的彩霞吗？上课之前让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

2、课件出示彩霞图片，生欣赏。

生：提出心中的疑问（彩霞是如何形成的？）。



师：对呀，彩霞是如何形成的呢？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人看到
彩霞，也产生了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并试图寻求出问题的答
案，于是有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和彩霞有关的美丽的中
国古代神话故事。

4、板书课题，师: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生质疑。

1、自读课文，提出自读要求：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地方。

（2）读不流利的词语、句子要多读几遍。

（3）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组合作学习。

（1）轮流分段读课文，互相正音。

（2）组内互相检查生字新词认读情况。

（3）在组内提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通过联系上下文、查工
具书等途径理解，实在不理解的留在班上解决。

3、全班交流。

（1）课件出示生字及词语表中的词语，以抽读、开火车读、
齐读等不同方式检查认读情况。

（2）提出在组内理解不了的词语，先由其他组同学说说，再
由教师补充。

4、指导朗读。

（1）师范读课文，生认真听，



（2）采用指名读、分组读、齐读等不同方式朗读课文，师随
机指导朗读。

（3）试用一句简单的话说说课文大意。

5、写字指导。

（1）生观察田字格里的生字，说说写每个字时应注意的地方。

（2）生提出认为难写的字，师范写。

（3）生书写生字，师巡视指导。

（4）评议。

师：女娲用她的善良、勇敢以及神奇的力量拯救了处于水深
火热中的人们，课文学到这，你们一定有不少收获，也一定
存在不少困惑吧，回去后，请认真总结、复习自己的收获，
把困惑或者想向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整理一下，写在老师为
你们准备的纸条上，准备在下一节课提出来一起讨论、交流。

31女娲补天

范写学生提出的难写的字

1、课件出示生字词，抽读、开火车读、齐读。

2、口头填空：课文讲了（什么时候），天空（怎么样），女
娲。（做了什么）

1、小组合作，拿出自己在课后写出的困惑或提出的问题交流
讨论，选出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班上汇报。

2、各组汇报选出的问题，师随机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贴在黑
板上，准备全班讨论。



3、研读，解惑。

（1）学习第一自然段，解决问题：女娲是什么人？她为什么
要补天？

b、在班上汇报交流，师相机出示“远远的天空……许多人在
水里挣扎”一段话，引导学生朗读，抓住重点词“塌、黑黑
的大窟窿、深沟、熊熊大火、到处是洪水、挣扎”，来体会
人们面临的灾难之可怕。

（2）、学习第二至四自然段，解决问题：女娲是如何补天的？

a、生选择喜欢的方式读第二至四自然段。

b、引导生想象人们处境之可怕，对比普通人和女娲看到此种
情景后产生的不同心理与态度（害怕、退缩和善良、勇敢）
抓住“难过、冒着生命危险”等词体会女娲的可贵品质。师
相机板书：善良勇敢。

c、交流使自己印象深刻的句子并说说理由，师相机指导朗读。

d、指导朗读第三、四自然段，了解女娲补天的过程，在反复
阅读中引导学生体会女娲补天的艰辛与她不怕困难、甘于奉
献的精神。找出补天过程中表示女娲动作的词语并板书。

e、多媒体播放动画片《女娲补天》片段，生边看边听老师读
课文，感受神话故事的神奇和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
说说自己的体会。

1、师：同学们，天边美丽的彩霞是女娲补天的地方虽然仅仅
是个传说，但我们应该感谢古人，因为有了这个神话，我们
看到彩霞时才能产生这么一种美丽的联想，学完课文，你想
对女娲说些什么呢？生谈。



2、师：这么美丽神奇的故事，请你们回去跟身边的人讲讲吧。
（提出复述课文的要求）下次我们开个故事会，看谁讲得最
精彩。

寻石（几天几夜、又找啊找啊、终于）善良勇敢

31女娲补天炼石（挖、放、冶炼、五天五夜、）不怕困难

补天（装、端、泼）甘于奉献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二

１了解课文内容，弄清女娲补天的艰辛，从中受到教育。

２指导复述故事。

了解课文内容，弄清女娲补天的艰辛，从中受到教育。

多媒体。

一、导入。

1检查生字。

2回忆上节课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补天，怎样补天，补天后
的情形）

二、初步合作学习。

1出示合作学习的要求，默读课文，然后进行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一）解决“为什么补天？”



1归纳得出“天崩地裂”。

2出示图片和录像，学生补充：“到处是的情景。”

3引导学生找出文中表现情景可怕的句子，并找出关键词句进
行体会。

4指导朗读。

（二）解决“怎样补天？”

1引导学生用精炼的词语归纳出补天救人的过程。

2出示提示，引导学生简单复述补天救人的过程。

（三）解决“补天后的情形”。

交流归纳。

三、在次进行合作学习，深入理解女娲身上的精神品质。

1出示问题：女娲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要求学生再次默读课
文，找到相关句子进行说明，然后在小组中进行讨论。

2全班交流。

（1）女娲善良的特点。

引导学生找到有关句子，如“女娲难过极了……好救出挣扎
在洪水中的人们。”然后，找出关键词句进行体会，并指导
朗读，评价。

（２）女娲勇敢的特点。

如“可是，天上的大窟窿……把天补上。”，“女娲把



它……立刻被补好了。”

指导朗读。

（３）女娲不怕困难的特点。

引导学生抓住句子，并找出自己认为特别关键的词。体会后
指导朗读和进

行评价。

“她跑到山上……泉水中找到了。”，“五彩石找齐了……
很稠的液体。”

（４）女娲的力量神奇。

女娲能请雨神，能造船救人，能炼石补天等。

四、朗读最后一段，把女娲给自己留下的印象转化为对她的
赞叹。

齐读。

复述故事。

五、谈启发。

读完这篇优美的神话故事，你有什么启发？

六、联系实际，拓展思维。

１女娲补天是个神话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因为人类
的行为，而使天破了呢？（例举破坏大气层的例子）

２如果天真的破了，我们人类可以运用什么科学方法来补救？



３与其到时想尽办法去补，倒不如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
去保护地球。

七、总结。

１梳理知识结构。

２布置作业。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三

1.通过检查、交流、自主发现、汉字演变过程、填表等方式
正确读写“塌下、露出、燃烧、熊熊大火、轰隆隆、围困、
挣扎、窟窿、冶炼”等生字新词。

2.通过自主阅读发现故事的神奇，并能读出神奇，展开想象
品味神奇。

3.在学生已经掌握了抓关键词复述故事的基础上，学会另一
种复述故事的本领：从画面的几个方面把故事讲清楚，讲生
动。

【预设教学流程】

一、走进故事，感受神奇

1.揭题，扣题眼“补天”，读出神奇

请看老师写课题。边板边说：女娲是神话传说中的创世女神，
所以娲字是女字旁。谁来读读故事的题目?你从哪读出了神
奇?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谁也把这种神奇读出来?大家一起把
神奇的感觉读出来。

2.课前都预习过课文，老师先来检查你们的预习情况，拿出



学习单，词语都会读了吗?那我就来抽查几个同学：

(1)熊熊大火、零零星星、轰隆隆

抽查读，齐读。发现这组词语分别是：aabc aabb abb的式词
语。(课件出示)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平时要多去发现、
多多积累。

(2)燃烧、围困、挣扎、窟窿

看第二组词语，抽读，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出示：我发现这
组词语都是由偏旁相同的字组成。你们发现的跟他一样吗?还
有呢，这些词语里还藏着一个秘密。看谁能够找到。这些偏
旁跟他们的词语有什么联系呢?举一个例子说说看，“围困”，
被包围住了，困在里边出不去，所以这是一个全包围结构。
真是一个新的发现，一起读一读积累下来。“窟窿”是穴宝
盖，就是跟洞穴有关。

(3)寻找、熄灭、露出、冶炼

请看第三组词语。抽查一组，这组词语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我发现这组词语由意思相近的字组成。这么难的问题都被你
们解决了，真了不起。一起读。

看到“冶”这个字，你马上想到哪个字?“治”。谁能把它们
区分开来?看着这个词的偏旁，你觉得它应该和什么有关系?
猜猜看。大胆猜。

老师借助汉字演变讲解：咱们来看一看古人造的“冶”字，
底下的是火，上面两横代表的是金属，把金属放在火上烧，
融化成液体，就是冶炼。右边的这个部分是刀，代表兵器，
表示冶炼之后可以做成兵器。后来呀，由于冶炼技术的不断
先进，做出来的用具也越来越丰富，“冶”字就演变成今天
这个样子了。



3.整体读课文

古人造字多有意思，女娲补天的故事也同样充满了神奇的色
彩，翻开语文书130页，发出声音读课文，在预习的基础上，
读得更加通顺，把你感觉很神奇的语句多读几遍。

4.学生汇报

5.出示四句“神奇”的句子。

(1)自由读，读得更加通顺流畅。

(2)请四个同学来读，读正确。

远远的天空塌下一大块，露出一个黑黑的大窟窿。地被震裂
了，出现了一道道深沟。

她立刻去找雨神，求他下一场雨，把天火熄灭。又造了船，
好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

她忙了几天几夜，找到了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石头，
还缺少一种纯青石。于是，她又找啊找啊，终于在一眼清清
的泉水中找到了。

女娲把它装在一个大盆里，端到天边，对准那个大黑窟窿，
往上一泼，只见金光四射，大窟窿立刻被补好了。

(3)我们似乎对文章的内容更清楚了，玩个小游戏，老师吧四
个句子的顺序打乱，你们来给排排队。

(4)学生说序号。

(5)同学们，故事就是按照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的，次序可不
能乱。而这个个步骤，人们给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情节。



(6)谁能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下这些情节呢?生讨论、交流：板
书。

(7)这个故事的情节多么神奇有趣，人们的想象多么大胆，一
起读。

二、学讲故事，品味神奇

(一)学讲故事开头。

过渡：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神话故事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
宝，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作为中
国的孩子，我们不仅要多读神话，更要讲神话故事。我们今
天就来学讲这个故事。

1.动画引入。

你们听，远古的声音传来了。(出示动画)

刚才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用一个词来说。

出示句子，点红关键词：自从女娲创造了人类，大地上到处
是欢歌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把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讲好，

2.先练一练。

3.指名讲，欣赏评价。

这是你讲述的，谁还想讲?还有吗?

你们更欣赏谁的讲述?说说你的理由。

4.概括方法。



根据发言，贴板书：抓关键词 展开想象 融入情感。

5. 用上这个方法，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讲好，谁再来讲?(我
注意到你的表情，脸上都是带着笑的)

6.齐说。我们大家一起带着这样的心情说。

(二)练讲故事的起因“天塌地裂”的语段。

1.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出示引读：

人们再也不能欢歌笑语，再也不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发
生了什么事?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2.默读课文第一小节，找到这些句子用波浪线划出来。

3.根据学习单，学生自主学习发现：

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出了这可怕的画面的，请根据学习单
默读这个片段，完成练习。提示学生握笔姿势，提醒把字写
正确，写端正。

4.汇报，交流。(引导用上动作词)

5.出示、校对。

6.读这些关键词，你的脑海中仿佛看到哪些画面?

让学生说，老师评价：多可怕呀!太可怕了!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出示图片，你们看!

7.朗读。

(1)出示重点语段，把你们刚才 看到的画面通过朗读表现出
来：



远远的天空塌下一大块，露出一个黑黑的大窟窿。地被震裂
了，出现了一道道深沟。山冈上燃烧着熊熊大火，田野里到
处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许多人在水里挣扎。

教师随时进行朗读指导，读出画面。

(2)这里也有几个很有画面感，很有特点的词语。抓住这些词
语相信你们还能读得更好。

点红：一大块 一个黑黑的大窟窿 一道道深沟

指名，评价。

8.回到学习单练说。

读着堵着，这些画面就跳入我们眼前，你能试着不看书，把
这些画面讲出来吗?把刚才的学习单拿出来，自己先练一练。

9.指名说。引导以“天哪，太可怕了!”开头。不看学习单右
边的内容，能说吗?表扬，你从这个几个方面把几幅画面连起
来有条理地进行了讲述，这也是讲故事的一个号办法。贴板
书：有条理地讲。

(三)练说整段话。

用上这几个词，把整段话连起来讲。你们会讲吗?是不是觉得
很有挑战性?讲得好的小朋友可以被评为“故事大王”。

2.先练习练习。

3.指名讲。太厉害了。老师要评你为“故事大王”。送书。

你们还想讲吗?回家继续练习。

4.你们知道吗?神话故事是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人们再



讲述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想象，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不同
的版本。出示动画。

三、概括总结

1.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本领呢?总结板书。

2.剩下的部分由你们的老师带领你们继续练习。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受到课文
中思想感情的熏陶。

2、习女娲为了拯救人类，不怕危险，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
精神。

学习女娲为了拯救人类，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
天补好的过程。

在阅读中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

（一）、复习引入：

1、复习生字词语：

2、回忆上节课1、2两段的教学内容。

（二）、教学3、4两段：

1、学生自读3、4两段，把女娲补天的过程用3个词语来概括。

（1）、学生读课文，概括。教师巡回指导。

（2）、反馈：找石头——炼石头——补天



2、学生自学第三段。

（1）、学生自学第3段：找出具体描写找石头的句子划上横
线，读一读，体会到了女娲的什么精神。

（2）、交流、反馈。并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3）、体会好感情，再一次朗读体会。

3、学习第4段。

（1）、请学生读读第4段找找女娲是怎样炼石头的？

（2）、自己读女娲炼石头的两句话，说说你体会到了什么？

（3）、交流。

（4）、请学生把这一段中的动词找出来。

（5）、学习女娲补天的过程：

请同学找动动词，读女娲补天的过程，说说体会到了什么？

（三）、学习第5段。

1、体会为什么是五彩的云霞？

2、想像说话。

（四）、结全课文中的泡泡进行写话训练。

（五）、总结：

女娲补天（说课）



女娲补天这篇课文是人教版6册的一篇课文，是一个流传千古
的神话故事。讲是的古时候女娲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
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补天的故事。赞扬女娲的不怕危险，不
怕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我上的是第2课时，主要是讲女娲
克服重重困难把天补好的过程。这节课的重点是学习女娲为
了拯救人类，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天补好的过
程。难点是在阅读中感受神话故事的神奇。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朗读能力。我通过让学生自学课
文第3段女娲找石头的过程，并让学生独立思想从具体的语句
中讲讲，我通过读这句话，体会到了女娲的什么精神。再让
学生带着体会到了的精神读好这几句话，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和朗读能力。

二、在阅读中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在第4段的教学中首先同
样是让学生体会女娲炼石头的艰辛来体会女娲一心一意为他
人着想的品质。其次是通过反复朗读来体会出女娲补天的传
神来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

三、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通过让学生想像女娲补好天后，
大地上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景像呢？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最后结合课文结尾的泡泡女娲真了
不起，按排你能写几句话夸夸女娲吗？让学生的读写结合起
来。

总之，在新课程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让学生能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享受到快乐。

女娲补天这篇课文是人教版6册的一篇课文，是一个流传千古
的神话故事。讲是的古时候女娲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
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补天的故事。赞扬女娲的不怕危险，不
怕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我上的是第2课时，主要是讲女娲
克服重重困难把天补好的过程。这节课的重点是学习女娲为



了拯救人类，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天补好的过
程。难点是在阅读中感受神话故事的神奇。

上了《女娲补天》这篇课文，我通过让学生自学课文第3段女
娲找石头的过程，并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独立思考，再让学生
从具体的语句中讲讲，通过读这句话，体会到了女娲的什么
精神。再让学生带着体会到了的精神读好这几句话，较好地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朗读能力。在教学中我能让学生想
像女娲补天后的景象及女娲真了不起，你能写几句话夸夸女
娲吗？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想像能力和写话能力。

这堂课教学之后，还有很多的不足。如本篇课文的重点是通
过学习女娲为了拯救人类，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
把天补好。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应
该要和学生一起溶入到女娲如何找石头，炼石头这些辛苦的
过程中去，在自己的脸上表情中也应该体现，而不是高兴，
我想如果我能做到溶入课文的话，教学效果肯定能更好，能
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二这篇课文的难点是在
阅读中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这个难点在这堂课上没有突破。
虽然在备课时我就这个问题想了好几遍，最终决定在第4段女
娲补好天后按排一个说话，这时候，你想说些什么？我想让
学生说出我觉得女娲补天的过程真神奇啊！那么我在趁机讲
一讲，但是在说的时候，没有同学说到，所以这个难点最后
应该说没有突破。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五

1.同学们说一说以前学过哪些神话故事？

2.今天咱们再来学习一篇神话故事（师板书课题：：女娲补
天）看到这个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生提出问题）

3.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读读课文吧！



1.学生自己读课文，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可以采用小组
讨论或同位之间讨论）

2.汇报自学情况。老师相机引导并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通过学习课文，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学生先是小组讨论，
再汇报）

1.大屏幕出示要求书写的字，先是学生自己书空，然后再共
同解决难写的字。

2.学生练习书写，教师指导。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六

1. 会认本课的9个生字，积累本课出现的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能复述
故事情节。

过程与方法

通过自读自悟，借助课外资源的辅助初步掌握课文内容。

情感态度价值观

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和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精神。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吸取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精神食粮。

理解课文内容，复述故事情节

学习女娲精神，了解神话这一文学体裁的语言特点

课文朗读带



一课时

自读、探究相结合

……今天，老师再向你们介绍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女娲，
她能补天。板书课题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扫除文字障碍，把课文读
通顺。

2．自读自悟，圈点批画，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3．将自己不懂的问题进行整理，准备在小组内讨论

1．学生将自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小组内讨论交流

2．师巡视，将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概括，形成问题组：

3．学生根据以上问题再次进行讨论、探究。

4．指名学生说，师评议、点拨。

5．学生再次自由朗读课文，巩固知识。

1．资料交流

学生出示课前准备的资料，在小组内交流，丰富课文内容；
通过资料交流解释课文中的一些语句。

2．写法探究：这是一篇篇神话传说，文中有很多地方让人难
以置信，如“柱子撑天，彩石补天……”这样写运用了怎样
的手法？学生自读课文，从文中找出你最感兴趣的部分，说
一说自己的看法。

3．迁移阅读



课外收集一些神话故事，并将故事读给同学们听。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习课学，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女娲为人们解除痛苦
的勇敢精神。

2、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的能力。

3、联系臭氧层对环保教育。

4、自学课文生字词。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了解课学主要内容，体会女娲为人们解除痛苦的
勇敢精神。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的能力。

教具准备：

1.课文插图投影。

2.生字词卡片。

3.有关”五彩石”的实物（如雨花石）

课时划分：



两课时。

教学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

同学们，你们爱听神话故事吗？你们都读过哪些神话故事？
说说看。

《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

师：今天，我们再来读一个神话故事。

二、出示插图投影，指导看图。

图上是谁？她在干什么？

三、揭题，释题。

1.板书题目：12.女娲补天

2.引导学生据题质疑。

3.学生讲自己知道的女娲补天的故事。

四、录音朗读，学生自由读。

五、检查学生自学生字词情况。

出示生字卡片，指名拼读。



（1）读准”窟隆冶”的读音。

（2）指导书写生字。

注意以下字形。

娲：右下部是”内”。隆：右边中间的一横别漏写。

窟窿：两个字都是穴宝盖。

冶炼：冶字是”两点水”不是”三点水”

炼：是火字旁，右边不是东。

六、读生字，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字意。

轰隆隆：像声词。

塌下：倒，下陷。

窟窿：洞，小孔。

山冈：地面形成高低不平的山脊。

洪水：指可能酿成灾害的大水。

熄灭：停止燃烧。

纯青石：指颜色只有青色的石头。

五彩石：传说中用来补天的各种颜色的石头。

冶炼：用高温熔炼或电解等方法将矿石中的有用成分提取出
来。



七、指名读文，正音。

八、齐读课文，边读边想

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九、生讨论后汇报，师小结。

课文讲的是传说中女娲看到天塌了一大块，便冒着生命危险
把天补好的事。

十、指导熟读全文。

十一、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12.女娲补天

1.女娲为什么补天？

2.女娲怎么补天？

3.女娲补好天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看卡片读生字词。



2、读后说说课文主要内容。

二、学习课文，解决上节课学生提出的三个问题。

1、女娲为什么补天？

2、女娲怎么补天？

3、女娲补好天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三、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解决第一个问题。

1、默读，想哪些段分别写补天的起因，经过。

2、小组讨论以上三个问题后，汇报学习收获。

学生a：因为天塌地裂、烧起大火、发洪水，给人们带来痛苦。

学生b：女娲见此情景，很难过，求雨神熄灭大火。造船救出
人们。

学生c：女娲去找五彩石，回来冶炼成水，把天补好。

学生d：女娲把天补好后，人们又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学生e:人们还记得………

3、指导学生从内容想开去

如果你当时在场，看到这样的情景，你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呢？

（一方面教育孩子要了解人民的痛苦，一方面体会女娲看到
这场面的心情）



四、指名读第二自然段，体会女娲的心情，了解她的所作所
为及原因。

1.女娲难过极了。

联系课文第一句来体会。”创造了人类”人类都是她的子女，
她的子民，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受难，心情当然难过。

2.从立刻，求等词中进一步体会女娲焦急、难过的心情

3.小结，为救人们，先做了两件事：求雨灭火；造船救人。

五、学习课文第三、四自然段，了解女娲补天的经过，解决
第二个问题。

1.大声自由读文。

2.找出文中具体补天的句子读一读，体会女娲的精神。

“她跑到山上，去寻找补天用的五彩石。她原以为这种石头
很多，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到山上一看，全是一些零零星星
的碎块。她忙了几天几夜，找到了红、黄、蓝、白四种颜色
的石头，还缺少一种纯青石。于是，她又找啊找啊，终于在
一眼清清的`泉水中找到了。”

生：我从她原以为……费多大力气这儿看出她原来找石头费
了很大力气。

生：她忙了几天几夜这句话中也看出女娲是一个很有耐心的
人。

生：有她找啊找啊这句话也可以看出。

“五彩石找齐了，女娲在地上挖个圆坑，把五彩石放在里面，
用神火进行冶炼。炼了五天五夜，五彩石化成了很稠的液体。



把它装在一个大盆里，端到天边，对准那个大黑窟窿，往上
一泼，只见金光四射，大窟窿立刻被补好了。”

（1）结合挂图理解这段话，进一步体会女娲为补天所付出的
艰辛。理解第三自然段中的”女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把天
补上”。

（2）引导生用自己的话说说天的经过。

（3）导朗读这两段话。

六、齐读第五自然段，了解大自然的美丽，解决第三个问题。

后来，女娲补好了天，没有了危胁人们的大火，人们又可以
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七、联系科学上的补臭氧层漏洞，培养学生对科学、对环保
的热爱之情。

八、引导学生读课前备好的神话故事，激发学生对我国古代
文化的热爱之情。

九、齐读课文，小结。

十、作业。

1.回答课后第二题。

2.阅读课外神话故事。

板书设计：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八

自从女娲创造了人类，这个世界就丰富多彩了，处处充满着



欢声笑语。可是却出现了一个大麻烦，因为水神一个不小心，
撞碎了顶着天的不周，天塌了下来，人类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野火尽情地燃烧着，洪水滚滚地泛滥着，雷电交加，电闪雷
鸣，猛兽们群起而攻之，人们一个个地从悲惨的哀求声中离
去，就连在襁褓里的小婴儿也被这熊熊烈火烧得魂飞魄
散……女娲实在忍不住了，一个母亲怎么看到自己的孩子快
要死去却见死不救呢？她心里有了一种信念，自己的孩子自
己保护！

女娲来到河边，望着那浑浊的水，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扑通
一声，跳入了水中。一个时辰过去了，河面有些动静了，影
影约约可以看到一个婉转的身影和一堆五光十色的小石头。
女娲游上岸来，打量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小石头，选出了七颗
精华，起名为“七彩石”。女娲欣慰地笑了笑，当她准备拿
着石头去炼时，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大漩涡，一条恶
龙扑面而来，它伸出锋利的前爪，一下子将女娲的俩颗七彩
石夺去，扑扑翅膀飞走了。女娲将剩余的七彩石放入了怀中，
连忙跟了上去，恶龙见情况不妙，决定硬拼，将双翼打向女
娲，但这一击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她擦了擦手臂，小声
喃喃道：“刚才被蚊子叮了一下吗？”话音刚落，女娲拔出
发亮的宝剑，顷刻间，恶龙的身体就分家了。女娲夺回七彩
石，飞向炼台。

来到炼台，女娲将七彩石投了进去，抱起沉重的木棍，搅拌
起来，直到七彩石完全变成七彩浆，地狱般的四十九天过去
了，可接下来又是九九八十一天的补天。在途中，雨水划过
了她的衣裳，在身上刺了许多小刀痕，闪电划过她的腿和手
臂，可女娲丝毫没有放弃，她心底一直浮现着那句话：自己
的孩子自己保护。补完天后，女娲又砍下了万年巨龟的四肢，
为四方撑起了天。

“终于……”女娲已经累得疲倦不堪了，她倒在了地上，这
一倒就再也没起来。



天渐渐放晴了，天空中出现了七道光。红，橙，黄，绿，青，
蓝，紫，它们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九

1、课件逐一出示：

(1)他开辟了天地，并用身躯化作世间万物。——盘古

(2)他为民除害，射下了天上的九个太阳。——后羿

(3)她化作小鸟，把石子投入大海。——精卫

(4)她创造人类，无私奉献。——（女娲）

咱们班同学的语文学的真不错，相信我们一起会学的很愉快
的。（上课）

二、揭示课题，引发兴趣

1、师：今天，老师就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
事---《女娲补天》，（生读课题）

2、题目中哪个词让你感觉到神奇呢？（补天）为什么？

师：女娲可真不了起，在读故事之前，你对女娲还有哪些了
解？

交流，出示课件：

传说中的女娲是一个人首蛇身的女神。她用黄泥捏成人，创
造了人类。女娲就是人类的母亲

三、初读课文，初步感知



1、师：了解了女娲，想去欣赏这个神奇的故事吗？快打开课
本读一读吧，注意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遇到难读的句子
多读几遍。

2、生读课文、教师巡回指导

女娲补天读书心得篇十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受到课文
中思想感情的熏陶。

2、习女娲为了拯救人类，不怕危险，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
精神。

学习女娲为了拯救人类，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
天补好的过程。

在阅读中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

（一）、复习引入：

1、复习生字词语：

2、回忆上节课1、2两段的教学内容。

（二）、教学3、4两段：

1、学生自读3、4两段，把女娲补天的过程用3个词语来概括。

（1）、学生读课文，概括。教师巡回指导。

（2）、反馈：找石头——炼石头——补天

2、学生自学第三段。



（1）、学生自学第3段：找出具体描写找石头的句子划上横
线，读一读，体会到了女娲的.什么精神。

（2）、交流、反馈。并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3）、体会好感情，再一次朗读体会。

3、学习第4段。

（1）、请学生读读第4段找找女娲是怎样炼石头的？

（2）、自己读女娲炼石头的两句话，说说你体会到了什么？

（3）、交流。

（4）、请学生把这一段中的动词找出来。

（5）、学习女娲补天的过程：

请同学找动动词，读女娲补天的过程，说说体会到了什么？

（三）、学习第5段。

1、体会为什么是五彩的云霞？

2、想像说话。

（四）、结全课文中的泡泡进行写话训练。

（五）、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