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优秀5篇)
撰写教案可以促使教师思考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评估方式
等方面的问题。在初二教案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教
学思路和教学策略。

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1、初读课文，认识本课8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继续培养独
立识字、合作识字的能力。

2、熟读课文，理解“倒塌、堵塞、叮嘱、开凿、垒、长年、
欣欣向荣、敬仰、爱戴、英雄”等词语，了解大禹治水的故
事，理清作者思路。

3、自主阅读课文，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使学生学会在课文
情景和语言文字中受到熏陶。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明白大禹为什么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敬
仰和爱戴的英雄，感受大禹的奉献精神，培养学生的奉献意
识。

了解大禹治水的故事，通过重点词句感受大禹的奉献精神。

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引导学生学会在课文情景和语言文字
中受到熏陶。

1、教师查阅有关大禹治水的资料，制作有关课件。

2、学生预习课文，自学字词，查阅相关资料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了解预习，导入课题

1、同学们，你们课前都读过那些古代的神话故事呢？

2、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一篇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题目就叫
《大禹治水》（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3、读完课题你们想知道什么呢？（根据学生的回答提炼：大
禹为什么要治水？怎样治水的？结果如何？）

〔设计意图〕

从学生课外预习入手，了解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针对课题，
引导质疑，为学文创设条件，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二、自主读文，独立识字

1、大禹为什么要治水？怎样治水的？结果如何？请同学们走
进课文，边读边想，遇到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词划出来，先
自己解决。

2、有不认识不理解的字词吗？请组长组织小组同学互相学习。

3、在刚才小组学习中，还有那些字你们觉得容易读错和写错
呢？根据学生的情况重点指导：“丘、禹、野”几个难检字
的读音和写法和妻、凿、雄的部首、写法；会通过词语辨别
多音字“处”与“塞”

4、学会了生字，小组比赛读课文达到熟读课文。

〔设计意图〕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让学生自主读文，练习独立识字，再通
过小组互学，教师点拨，学会生字，熟读课文，为进一步的
学习奠定基础。



三、解决问题，理清层次

1、同学们，通过刚才的阅读，你一定知道了课文主要讲了什
么故事，请你们用自己的话说说。

2、上古时代禹率领民众治理洪水的故事印在了人们心里。对
于这个故事，你们刚才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还记得吗？请同学
们默读课文，找一找课文那些地方写了大禹为什么要之水？
那些地方写了大禹怎样治水的？那些地方又写了结果如何呢？
引导学生学会默读，解决问题。

3、根据学生的回答，理出文章的层次，第一部分(1)描写了
洪水肆虐的危害；第二部分(2-4)主要写大禹率领民众治水的
过程；第三部分(5)些治水的结果——洪水终于退了，大地又
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设计意图〕围绕问题，再次引导学生走进文字，通过默读
思考、解决问题，理清文章的思路，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语言文字的感受能力。

四、回归整体，朗读检测

1、请同学们分段读文，熟读课文。

2、检测学生本节课所学的重点字词，学生交流、改错。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归整体，熟读课文，在读中体会感
悟、在读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在读中培养语感。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导入学习

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禹治水》，通过上节课
的学习，你知道文章主要讲什么内容呢？作者先写什么？再



写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板书。

(设计意图〕回忆课文内容，理清文章层次。引导学生从整体
上切入，为进一步学习课文，品味语言创设条件。

二、自主读文，捕捉信息

1、今天让我们再次沿着时间的隧道，走进这个远古时代的动
人故事。请同学们自己认真地读课文，看看你能从中读懂什
么？能获得那些信息？一会儿要通过抢答题接受检查，引导
学生自主读文，捕捉信息。

2、出示抢答题，检测学生自渎情况:

（1）从那些词语可看出洪水对人们的危害大？

（2）文中出现两个人物分别是谁？他们什么关系？

（3）鲧和禹分别用什么办法治水，请概括回答。

（4）鲧临死前对儿子禹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从中体会到了什
么？

（5）鲧和禹治水的结果如何？

3、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导朗读有关对应的文字。

〔设计意图〕

给学生时空引导他们自主阅读，捕捉文本信息，是培养学生
自主阅读能力的重要手段。出示抢答题，既检测学生自渎情
况，有调动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三、走进文字，自主学习



2、先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交流。

3、全班交流，教师点拨提升：

（1）引导学生抓“开凿、挖通、垒起、引到”体会禹的卓越
的战略眼光和超群的智慧，相机指导朗读。

（2）引导学生从“常常、泡在、只好、才、仅仅、就、却”
等词语体会大禹抛家舍业的奉献精神，相机指导朗读。

4、创设情境，引导想象。（出示图画、配音乐）同学们，大
禹为了治水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请你们想想大禹每次都是
怎么想，怎么做的，请写下来。

5、引导交流所想的内容，进一步感受大禹的奉献精神。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走进文本，通过自主学习，学会抓重点词语体会人
物感情，学会通过想象深入体会人物的品质。

三、讨论探究，升华情感

1、孩子们，大禹为什么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
雄呢？”请同学们小组讨论。

2、全班交流，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明白：大禹卓越
的战略眼光、超群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设计意图〕

问题是思维的发端，引导学生围绕重要问题进行探究，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精神和合作精神。

四、拓展延伸，升华感情



1、请同学们自读补充的有关大禹治水的小故事。

2、读后交流体会。

〔设计意图〕

树立大语文观，打通课内外的联系，拓展视野，丰富知识，
提高综合素养。

《大禹治水》这篇课文讲的是古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
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
人敬仰，代代相传。

设计教学目标时，宝莉老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学生了解大
禹治水的艰辛，感受体会大禹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我
就在教学中以文本内容和有关大禹治水的资料相结合进行讲
解，拓展延伸。

在教学第一自然段中，让学生观看洪水泛滥的情景，让他们
直接感受当时的状况。并在视频情境的渲染下，让学生感受
洪水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主要是为朗读作好情感的铺
垫，再让学生通过读来释放自己的感情。第一自然段的教学
将画面与音乐良种刺激融为一体，更好地激发了学生对语言
的多角度思考，多方位想象，并且通过读来表现起内心感受，
自然而然明白大禹治水的原因。

课文第三段用简练的几句话叙述了大禹治水的经过，教学中
紧扣大禹治水的过程，引领学生细细品读，启发学生想象大
禹可能会吃哪些苦，遇到哪些危险，使学生对“千辛万苦”
有形象的认识。其次，抓住“开凿了龙门，挖通九条河，垒
起堤坝”，通过反复朗读和想象，感受治水工程的浩大。以
及大禹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辛劳，从而加深对“千辛万苦”
的理解。这样大禹不怕吃苦，顽强治水的形象就在学生的脑
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段时，宝莉老师出示了一处补
白，将学生带进课文情境。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将自己想象
成文中的孩子，回答中真情流露。使之感受到大禹舍小家顾
大家的伟大。最后治水成功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得到了归纳和升华，起到了点题和总结。

在教学中，宝莉老师发现只有设计多种形式，才能激发学生
的朗读欲望，这与教师平时的教学是分不开的，要抓住字词
句对课文进行渗透，让学生自己去感悟，自主阅读。只有多
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才能让学生“乐于表达、会表达。

在这里，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在想象补白部分，
教师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不足，以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没
有摆脱教案的束缚，遵照教案流程走，课堂显得有些生硬、
被动；教师给予得较多，总是把自己的感受过多地加给学生。
其实，应该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自想自悟，教
师只需在学生确有困难的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
现学生的学。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很多的启示，也为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
很好的帮助和历练，希望我能从中得到更多地提高。

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教学内容：

指导书写部分生词，指导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读多音字，口头组词。



没mo()倒dao()

mei()dao()

2、认读生字卡片，口头扩词。

治()()()制()()()

形()()()通()()()

二、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分段指名朗读。

2、指名朗读全文。

3、齐读全文。

三、指导背诵课文。

1、学生自由背诵。

2、分段背诵课文。

3、指名背诵课文。

四、教学部分字形，指导书写。

1、出示生字卡片：洪、害、理、通、被、制、伟

2、指名认读

3、对照田字格，自己看看，想想，说说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4、全班交流：你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5、教师范写并指出注意点

伟：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制：左右结构，左宽右窄。左边的笔顺是：撇、横、横、短
竖、横折钩，最后一笔长竖贯通上下。

被：认识“衣”字旁，右边是皮。

理：左右结构，左窄右宽。第四笔是提。

害：中间的“丰”，上下要出头。

6、学生在书上练习描红

7、在练习本上练写。

五、作业

1、先填空，再读一读。

大禹在外治水年，曾经()次路过自己的家门，但他()次也没
有进去看一看，禹的儿子()多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
个什么样子。

2、读读，抄抄，再听写。

板书设计：

大禹治水

走遍吃尽挖通劈开制服洪水

三次过家门一次也没进代代相传



教后记：

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其中绿线里的8个二会字只读不写；
认识新偏旁衣字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在具体的语言文字中感悟文章表达的主旨，知道大禹是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名为民造福的英雄，感受大禹制服洪水
的'顽强意志、聪明才智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质。

4、指导学生学会“一边读，一边想”的方法进行有感情朗读。

教学重点：

认读生字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在文字中理解、感悟主人公形象。

教具准备：

词卡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感受大禹制服洪水的顽强意志、聪明才智和一心为民的崇
高品质。

3、指导学生学会“一边读，一边想”的方法进行有感情朗读。

一、复习导入，了解字词掌握情况，初步感知课文大意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初读了课文，学习了本课的生
字词，下面打开听写本，我们一起来听写词语，看看同学们
本课词语是否掌握了。

洪水治理伟大百姓

师：我们一起检查一下。你们认为自己全对的请举手，真不
错，下课组长把听写本收起来，老师还要看看谁写的字得到
的红圈圈最多！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还认识了一位伟大的治水英雄

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课文是一个古代传说，记叙了大禹治理洪水，为民造福，三
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赞扬了他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
全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依循“治水前--治水--治水后”的
线索，展现了大禹为人民谋利益的感人形象。

1、德：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大禹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名为
民造福的英雄。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学会本科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课文。

理解课文第二自然段大雨治水的经过。

指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整篇课文的内
容。

教学挂图

3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

2、简介大禹。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学生自由练读课文。

2、检查字读情况。

指名逐段试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3、范读课文。

思考：这篇课文主要写谁？写了大禹的什么？

4、口头填空：

课文主要讲的诗大禹为了（)，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



三、细读课文。

1、指名读课文。

2、讨论：

（1）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2）从哪儿看出洪水凶猛？

（3）“无家可归”是什么意思？

（4）这些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

3、指导朗读。指名读。学生练习。

四、教学生字。

1、出示生字：治、洪、姓，指名读。

2、引导说字形记忆方法。

五、作业：学生在《习字册》上描红。

一、复习检查。

1、抽读生字卡片。

2、说说“治、洪、姓”的结构和偏旁。

二、细读课文。

1、第2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



（2）大禹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3）大禹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4）哪些词语告诉我们大禹治水很辛苦？

（5）“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中的“千、万”不是指一千和
一万，说明什么？

（6）“九条大河、九座大山”表示什么？

（7）“挖通九条大河，劈开九座大山”说明什么？

（8）想一想大禹可能会吃什么苦？

（9）知道朗读。

2、细读第3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

（2）找出表示数量的词。

（3）这些数量词强调什么？表现了什么？

（4）知道朗读。

3、细读第4段。

（1）齐读课文。

（2）为什么说大禹是一位伟大英雄？

（3）老百姓会怎样感激大禹？



（4）齐读课文。

三、练习背诵。

1、引导背诵。

2、自由练习。指名背诵。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多音字组词。（出示小黑板）

2、口头扩词。

治（)（）（）久（）（）(）

理（)（）（）伟（）（）(）

二、教学生字。

1、教学字形。

理、形：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

指导“伟、雄”的笔顺。

2、指导书写。

3、学生描红。

三、课堂练习

读一读，抄一抄。



洪水冲倒治理很久很久

地形引导父亲伟大英雄

按要求填空：

洪：有（)画，第七画是(）

父：有（)画，第三画是(）

理：有（)画，第十画是(）

姓：有（)画，第三画是(）

四、作业

1、抄写生字。

2、背诵课文。

《大禹治水》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十单元的一
篇主体课文。讲的是古时候洪水泛滥成灾，百姓过着悲惨的
生活，大禹用疏导的办法治理洪水，他治水十年“三过家门
而不入”，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一心一意为百姓
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文章简短易懂，语言
精炼，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大禹的赞美。

由于学生生活条件优越，加之大禹治水的故事距今已久，因
而对大禹治水的艰辛和不顾个人幸福，一心为百姓谋幸福的
高尚情怀在理解和感受上有一定的困难。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
有熏陶感染的作用，学生阅读有独特的体验，语文学习应重
视学生对学习语文的个人感受和独特体验。因此，教学中，
我立足于学生的主体发展，通过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启发学生开展合作、探究式学习，在学生已读通课文的基础
上，抓住段落中的重点词语、句子，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
让学生在自读、自悟中深入思考，积极表达，加深对人物的
理解，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受到高尚情感的熏陶。在此过
程中，以教材为蓝本，通过听、说、读、写等语言实践活动，
学习语言，运用语言，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语文学习
能力。

1、抓住关键词语，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大禹我国古代传说中
一位为民造福的英雄。感受大禹制服洪水的顽强意志和聪明
才智，以及他的献身精神。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副词的表达效果。

感受大禹制服洪水的顽强意志以及他的献身精神。

通过体会副词的表达效果进而感受大禹的无私奉献。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大禹的资料

1、水是生命之源，它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然而，
水也有发怒的时候，当洪水滚滚而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头
咆哮的野兽，带给人民无限的恐惧和不幸。于是，从远古时
期开始，勤劳智慧的人民就与洪水展开了较量，开始了治理
洪水的过程。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课文，学习这篇关于治水
的古老传说——《大禹治水》。（板书课题）

2、在昨天的学习中，同学们积累了很多词语，看看你还认识
它们吗？（出示词语，检测认读。）



4、谁能从这些词中选几个词概括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是啊，正是因为这样，禹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
雄。

1、出示尝试题：自读课文，想一想，大禹为什么成为“人们
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雄”？画出有感受的词或者句子，
读一读。

2、小组交流：在小组内读一读你画出的词或句子，谈谈你的
感受。

3、全班交流，相机点拨引导如下：

（1）治理洪水。

a、学生抓住关键词句谈感受

多么凶猛的洪水啊！你能通过你的朗读让大家感受到洪水的
可怕吗？指导朗读。

是大禹让人们结束了这种……的生活状况，是他给人们带来
了——幸福，安宁，欣欣向荣。在这里，治洪前和治洪后人
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因为如此，禹成为人
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雄。

（2）不怕困难。

（启发学生抓住“常常”“天蒙蒙亮”“拄着棍子”等词语
感受禹治水的艰难与不易。）

b、创境想象：是啊，大禹治理洪水历经了整整十年，十年间，
爬山涉水，所到之处必然都是荒郊野外，禹为了察看水的流
向，确定从哪里把洪水引入大海，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



付出了多少心血。想一想他都会经受哪些磨难和痛苦呢？试
着说一说：

为了治理洪水，所有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禹坚强的身影，
印下了他坚定的脚步。当他渴了，_______________，当他饿
了，_______________，当他累了，_______________。他走
遍了_____________,可他_____________。

c、是的，他所经历的困苦和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他却
坚持了下来，那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这样一种精神——坚
持不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那是因为，他的心里始终
想着——老百姓。

正是这种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他完成了治水的伟大工程，也正
因为如此，他成为人们心目中——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
雄。

d、谁来试着读一读？读出他的这种精神。（生生评价，指导
抓住关键词语有感情朗读。）

（3）三过家门而不入。

a、生交流。师相机补充：

三十岁结婚：古人一般结婚比较早，男子一般在20岁左右，
女子则在15岁左右。三十岁结婚，在古代来说，已经非常晚
了。

b、出示，填空。

为了治水，禹三十岁（）结婚，在家（）住了四天，（）告
别了妻子。禹治水十年，曾经三次路过家门，（）顾不得进
去看一看。



你从这些词语中又感受到了什么？

是啊，大禹不顾自己的小家是因为他心中装的是大家，是为
了让老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呀！奉献、大公无私这就是
伟大英雄所具有的崇高精神！

d、指导朗读。谁来读读这一段？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评价，再读。

（4）讲方法。

小结：父亲采用了“堵”的方法，水是堵不住的。而他“变
堵为疏”，通过疏通水道治理洪水。看来成功治水除了有吃
苦精神，还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要有智慧。

（5）有决心。

小结：治理洪水寄托了大禹父子两代人的的意愿，也体现了
两代人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

1、故事学到这里，相信大禹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同学们
的心里，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课题，想一想，他的名字
本是一个字“禹”，为什么人们称他为“大禹”呢？说说你
怎么理解这个“大”的？（加点）

（因为禹意志坚强，富于智慧，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个
伟大的人物，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大禹”。）

2、是啊，这一个“大”字饱含了人们对他的——敬仰与爱戴，
你的心中又升腾起了对他的什么感情？（佩服，感谢，敬
爱……）

1、欣赏纪念大禹的作品：也正因为如此，大禹治水的故事被



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课件出示雕塑、画像等），人们为他
塑像，为他建庙，写诗，做画，通过各种方式纪念、感谢这
位伟大的英雄。书上这幅插图就是后人为他做的画。

2、初识“思维导图”，练笔：刚才我们通过学习，把我们对
课文的理解和体会提炼成关键词按照一定的思路板书在了黑
板上，这就是思维导图。画思维导图能够帮助我们理清课文
思路，抓住文章重点，不断提高我们的自学能力，希望同学
们在今后的学习中经常使用。

下面再让我们参考思维导图，把对大禹的了解和感受按照这
样的句式写下来。如果你能用上黑板上这些关键词会更好。

他____________,他______________,他_____________,他就
是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雄——大禹。

3、交流分享，评价提升。

4、总结结课：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治水的伟大英雄——大禹，
永远记住这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大禹治水！

今天我们学习“大禹治水”，这儿的水指的是什么水？见过
洪水吗？（播放洪水录象片段）

觉得这洪水怎么样？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相机点评：来势汹汹让人胆战心惊所以说
洪水猛兽。

有几个词，你们会读吗？

出示词语：淹没冲倒无家可归

指名读词语



能用上这几个词，说说洪水带带的灾难吗？

出示句子：禹下决心要治理洪水。

治洪水可不是简单的事，大禹会怎么做？

先来看看大禹先做的事，出示句子（---吃尽了千辛万苦----
-）

男生读。

1、看图片，理解“水流”和“地形”。

3、这其中的每一座山，大禹都爬过；这其中的每一条河，大
禹都趟过，这就叫“走遍”。大禹会遇到那些困难呢，猜一
猜：

4、老师再给大家补充一些：教师讲述-----（大禹的指甲被
泡烂）

5、大禹吃的苦读吗？哪个词？读“千辛万苦”（指导读好）

6、这其中的每一种苦他都吃过、都尝过，这就叫“吃尽”
（文字点红）

7、这些词语读好了，句子也一定能读好，练习读句子，指名
读句子，齐读句子。

1、有两个词带有同一个数字，找一找是哪两个词？

2、9条9座（这儿的9并不是9，而是指很多）

3、教师画图介绍，为什么要把这些河连在一起？

4、老师在黑板上这样一画看起来很容易，真挖起来就不轻松



了，猜一猜这两条喝之间有多远？大胆地猜一猜：

5、教师介绍：90公里，90000米！辛苦吗？

6、比这辛苦的还有呢，假如遇到大山，画图，要挖开大山，
这叫“劈开”。

7、指导读句子，你关注了这两个数字，所以读得这么好！

8、大禹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他吃尽了“千辛万苦”再读这
个词。板书：千辛万苦

9、读到这，你想对大禹说些什么呢？

1、教师配乐讲（13年，10多岁，三次那一段）出示句子

2、这些数字什么意思呢？

3、把这一段故事连起来念一念，想一想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4、学生质疑

5、指导读句子

1、图片说话

2、出示词语：治服

3、人们还用在树上生活，在山洞里躲藏吗，这样的日子就叫：
----------的日子（读“安宁”）

4、假如你就是这些百姓中的位，你会怎么感谢他？

5、板书：伟大英雄



6、大禹的丰功伟绩我们不会忘记，有人为他建了一个像（出
示大禹像）

7、孔子说：假如没有大禹，我们可能都变成鱼虾了

8、让我们心怀感激和敬佩之情，把课文最后一节齐声朗诵。

治理洪水伟大英雄

千辛万苦千山万水

九条大河九座大山

决心地形安宁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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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课文是一个古代传说，记叙了大禹治理洪水，为民造福，三
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赞扬了他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
全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依循“治水前--治水--治水后”的
线索，展现了大禹为人民谋利益的感人形象。

1、 德：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大禹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名
为民造福的英雄。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学会本科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课文。

理解课文第二自然段大雨治水的经过。

指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整篇课文的内
容。

教学挂图

3课时

一、揭示课题。

1、 板书课题。

2、 简介大禹。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 学生自由练读课文。

2、 检查字读情况。

指名逐段试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3、 范读课文。

思考：这篇课文主要写谁？写了大禹的什么？

4、 口头填空：

课文主要讲的诗大禹为了（ )，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 ）。

三、细读课文。



1、 指名读课文。

2、 讨论：

（1） 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2） 从哪儿看出洪水凶猛？

（3） “无家可归”是什么意思？

（4） 这些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

3、 指导朗读。指名读。学生练习。

四、教学生字。

1、 出示生字：治、洪、姓，指名读。

2、 引导说字形记忆方法。

五、作业：学生在《习字册》上描红。

一、复习检查。

1、 抽读生字卡片。

2、 说说“治、洪、姓”的结构和偏旁。

二、细读课文。

1、 第2自然段。

（1） 指名读课文。

（2） 大禹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3） 大禹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4） 哪些词语告诉我们大禹治水很辛苦？

（5）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中的“千、万”不是指一千
和一万，说明什么？

（6） “九条大河、九座大山”表示什么？

（7） “挖通九条大河，劈开九座大山”说明什么？

（8） 想一想大禹可能会吃什么苦？

（9） 知道朗读。

2、 细读第3自然段。

（1） 指名读课文。

（2） 找出表示数量的词。

（3） 这些数量词强调什么？表现了什么？

（4） 知道朗读。

3、 细读第4段。

（1） 齐读课文。

（2） 为什么说大禹是一位伟大英雄？

（3） 老百姓会怎样感激大禹？

（4） 齐读课文。



三、练习背诵。

1、 引导背诵。

2、 自由练习。指名背诵。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多音字组词。（出示小黑板）

2、口头扩词。

治（ ) （ ） （ ） 久（ ） （ ） ( ）

理（ ) （ ） （ ） 伟（ ） （ ） ( ）

二、教学生字。

1、 教学字形。

理、形：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

指导“伟、雄”的笔顺。

2、 指导书写。

3、 学生描红。

三、课堂练习

读一读，抄一抄。

洪水 冲倒 治理 很久很久



地形 引导 父亲 伟大英雄

按要求填空：

洪：有（ )画，第七画是( ）

父：有（ )画，第三画是( ）

理：有（ )画，第十画是( ）

姓：有（ )画，第三画是( ）

四、作业

1、 抄写生字。

2、 背诵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