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模板8
篇)

民族团结是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民族团结需要各族人
民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建设。和谐共融的中国——
民族团结的价值和意义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一

1、了解课文内容，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2、交流从故事中得到的收获。

3、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教学重点】能自主阅读，理解课文含义。

【教学难点】能写一写读了本单元课文的感受。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2、读了课题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吗？（师简单板书）

二、初读感知

1、自由读文，读不通的句子多读几遍。

2、指名分段读文，纠正字音。

3、默读思考：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感悟

1、带着刚才提出的问题读文思考。

2、小组交流，评价补充：

夸父为什么要追赶太阳？从夸父的心中所想，可以强烈感受
到他对光明的向往和追赶太阳、抓住太阳的宏大志向。

夸父怎样追赶太阳的？从表面结果上看，夸父是心想事未成，
在遗憾的长叹中闭上眼睛，其实从夸父的追赶过程中已充分
体现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夸父追赶太阳之后又怎样？倒下的夸父变成一座大山，他的
手杖化成一大片桃林。目的是给追寻光明的人解渴，激励他
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进，去完成夸父未竟的事业，使夸父的
精神世代相传。

3、进行有感情的朗读，进一步体会夸父追日精神的可贵。

四、小练笔

提示学生：学习本组课文，不能只停留在注意故事情节的有
趣、好玩上，应该多想想课文为什么要这样写，从课文内容
中能想到些什么，并多与身边的人交流看法，慢慢就会有一
些感悟，再提起笔来就有话可说了。

【课后反思】

本课为本学期最后一篇课文，在本单元神话故事的最后学习
这篇课文，要请学生认真完成好这个小练笔。但是从学生的
作业中发现，有的学生感悟写得较为简单，有的学生只能简
单写出以叙述课文内容为主的语句。给学生展示了一些写得
好的练笔，教会学生写自己的感受。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二

１、了解课文内容，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２、交流从故事中得到的收获。

３、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能自主阅读，理解课文含义。

能写一写读了本单元课文的感受。

一、揭示课题

２、读了课题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吗？（师简单板书）

二、初读感知

１、自由读文，读不通的句子多读几遍。

２、指名分段读文，纠正字音。

３、默读思考：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感悟

１、带着刚才提出的问题读文思考。

２、小组交流，评价补充：

夸父为什么要追赶太阳？从夸父的心中所想，可以强烈感受
到他对光明的向往和追赶太阳、抓住太阳的宏大志向。



夸父怎样追赶太阳的？从表面结果上看，夸父是心想事未成，
在遗憾的长叹中闭上眼睛，其实从夸父的追赶过程中已充分
体现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夸父追赶太阳之后又怎样？倒下的夸父变成一座大山，他的
手杖化成一大片桃林。目的是给追寻光明的人解渴，激励他
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进，去完成夸父未竟的事业，使夸父的
精神世代相传。

３、进行有感情的朗读，进一步体会夸父追日精神的可贵。

四、小练笔

提示学生：学习本组课文，不能只停留在注意故事情节的有
趣、好玩上，应该多想想课文为什么要这样写，从课文内容
中能想到些什么，并多与身边的人交流看法，慢慢就会有一
些感悟，再提起笔来就有话可说了。

本课为本学期最后一篇课文，在本单元神话故事的最后学习
这篇课文，要请学生认真完成好这个小练笔。但是从学生的
作业中发现，有的学生感悟写得较为简单，有的学生只能简
单写出以叙述课文内容为主的语句。给学生展示了一些写得
好的练笔，教会学生写自己的感受。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三

1、认读11个字（含2个多音字“的”和“累”）。

2、能够给别人讲述《夸父追日》的故事。

3、初步理解夸父为追求光明而献身和为后人造福的伟大精神。

了解故事内容，能讲述这个神话故事。



初步理解夸父为追求光明而献身和为后人造福的伟大精神。

查阅资料：

学过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故事，夸父的有关资料。

一、导入。

引导学生回忆并讲述学过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
神话，把学生带入神话故事的情境。

汇报了解到的夸父的有关资料，引入新课。

二、自学新字，质疑问难。

1、认读11个字，读准音。

找出各自的生字，查字典等方法解决。

2、自渎课文，读熟练，注意停顿。

（1）逐段读

（2）读全文

（3）指名读

3、再读课文，提出不懂的问题。

三、了解故事内容，解疑，为讲故事做准备。

1、带着问题，熟悉课文内容。

2、想一想：夸父为什么要追赶太阳？你喜欢他吗？为什么？



随学生汇报，师板书，熟悉课文内容，解决问题。

3、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为什么？

4、怎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夸父族的故事呢？

四、练习讲故事。

1、逐段讲。

可以增加自己的语言。

2、完整讲。

先在组内讲，再上台讲，师生评价。

五、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板书设计：

28夸父追日

突发奇想迈大步去追日

夸父族人难忍口渴喝干水暂放弃勇敢

遗憾死去化桃林献果子善良坚强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四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能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会复述这个故事。



感受夸父的执著、奉献精神。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在遥远的古代，有这么一个人，他为了让光明永远普照大地，
于是他拿起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向着西斜的太阳追
去，他能追上太阳吗？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神奇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夸父追日》。

1、自主试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拼读一下，读不通
的句子多读几遍。

2、出示课件，认读字词。

3、自主练读：喜欢的段落多读几遍，并想一想喜欢的原因。

4、听课文录音，思考：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1、小组内轮读，练习读正确、读流利。

2、小组内评读喜欢的段落，交流读书感受。

3、小组内练习讲这个故事，可以自己讲，可以合作讲。

1、随机抽查每组一至两名同学朗读喜欢的段落，交流喜欢的
原因，其他同学评价补充。

2、各组推选代表或合作讲故事，评选故事大王。

1、绘制一幅夸父变成大山、手杖变成桃林的图画。

2、继续收集神话传说故事。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五

[教材分析]这篇课文通过夸父追赶太阳、长眠虞渊的故事，
以神话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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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了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

[设计理念]《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
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
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并有所感悟
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教学时，要鼓励
学生自读自悟和小组合作学习，培养自主阅读能力，并使学
生乐于与同学交流，抓住文本体会关键词句，从文中感悟神
话的神奇，体会夸父追日精神的可贵，获得思想启迪。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结合课文内容理解夸父追日的执著、奉献精神。

3、交流收获，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4、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教学重难点]理解夸父追日的原因及其执著、奉献的精神，
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教学准备]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太阳的神话，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一课时

1、同学们，你们看过哪些有关太阳的神话呢？学生自由发言。

2、根据学生回答出示夸父追日图，引入课题。齐读。

3、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学生可能提出夸父为什么追



日，怎样追日，追日的结果怎样）

1、过渡：下面我们来跟随夸父去追日吧。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
边带着刚才的问题思考。

3、学生在小组内交流。

[设计意图：初读课文感知内容，对刚才的质疑有自己的初步
看法。]

1、全班交流汇报。根据学生的汇报顺序相机指导。

2、“夸父为什么要追日？”

（1）找到句子，读出来再用自己的话回答。板书“喜欢光
明”。

（2）课件出示句子：“夸父心想：‘每天夜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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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名读，评议，指导读出夸父追求光明的决心。

3、“夸父怎样追日？”

（1）根据学生回答出示句子：“于是夸父拿着手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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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各种形式朗读，读出夸父想抓住太阳的宏大志向，无
比欢喜之情。

（3）抓住关键词“拿着、提起、迈开、像风奔跑、无比欢



喜”板书。同时体会神话的神奇。

（4）出示句子：“夸父伏下身子，去喝黄河、渭河里的
水。……可是还没止住口渴。”体会神话的神奇。

[设计意图：以学生的汇报相机学习课文，不以教师的分析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并有所感悟和思考。”

4、夸父追到了太阳吗？找出书上的句子。

5、夸父没有追到太阳，反而倒下去了，此时你想对夸父说什
么呢？学生各抒己见谈看法。

6、交流，引导学生体会夸父追日一心为他人、自我奉献、顽
强拼搏的精神。

7、夸父变成了什么？你从这个故事中想到什么？

8、联系实际生活说说具有夸父这种精神的人。

[设计意图：通过联系实际感受夸父精神的可贵，受到一心为
他人、自我奉献、顽强拼搏的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1、学了这组课文，你有什么感受？

[设计意图：结合这组课文谈感受，学有收获。]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六

【教材分析】这篇略学课文通过夸父追赶太阳、长眠虞渊的
故事，以神话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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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了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体会神话故事的神奇。

3.会复述这个故事。

【教学重难点】　理解夸父追日的经过，能概括故事的主要
内容，会复述这个故事。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揭题

2、（最后一张出示“夸父”的图片）传说夸父是个巨人。长
的非常高大，魁伟。板书：（夸父）正音。今天我们就来学
习这个神话故事。板书追日，释题，读题。

看着课题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让生质疑：为什么追？怎么
追？追到了没有？（板书）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接下去，请同学们打开书，

1、课件出示学习要求：

1）、自由读课文，遇到不会读的字借助拼音读准，难读的句
子多读几次，读流利。

2）、思考：夸父为什么追日？怎么追？结果追到没有？



2、教学生字词

师：这篇课文里有些词比较难读，难理解，看这组词语，谁
会读？指名读。

1）出示“ 虞渊   渭河   瀚海   大泽”

有不理解的词吗？

虞渊：看课文里怎么说的？（出示句子：他一直追到虞渊，
也就是太阳落下去的地方。）

大泽、瀚海：（出示“那大泽，又叫‘瀚海’，有上千里宽。
”）

看这一组词语，你发现了什么？

2）出示：咕嘟    手杖   伏身   颓然    抛出

伏身：低下身子。

颓然：没有精神、无力的样子

三、探讨感悟

（一）、教学第一段

师：接下去让我们走进这篇神话故事，看看夸父是为什么追
赶太阳？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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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地充满永远光明！”）（齐读）

师：课文的第一段告诉我们夸父追赶太阳的原因。



（幻灯出示：夸父不喜欢黑暗，喜欢光明，于是打算追赶太
阳。）

（二）、教学第二段

生：写夸父追赶太阳时，跑的很快。

（幻灯出示：夸父像风似的奔跑，一直追到虞渊，想把太阳
抓住。）

学了《女娲补天》我们知道神话故事的想象特别神奇，表达
手法十分夸张，请你快速浏览第二自然段，有没有特别神奇、
夸张的句子。

句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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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件出示句子）

师： 读读这句话，哪里感受到神奇？

生：像风似的奔跑、一眨眼就跑了两千里。

师：我们给这几个词语做上记号。

师：谁来读这一段，读出夸父奔跑的速度快？（指导朗读）

（二）、四人小组合作

师：夸父在追赶太阳的途中，还有什么神奇的事发生吗？结
果怎样？接下去请同学们学着刚才学习第二段的方法，先自
己读读3到5自然段，想想每段都写了些什么？再把你认为神
奇、夸张的句子用“——”划出来，重点词做上记号。然后
在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讨论一下。最后选派一名成员来汇报。

1、交流第三段



生：我们小组认为这一段写了（夸父太渴、太累，喝干了两
条大河，可是还没止住口渴）我们找到的神奇句子是（夸父
伏下身子，去喝黄河、渭河里的水，咕嘟咕嘟，霎时间两条
大河都喝干了，可是还没止住口渴。）

哪里觉得神奇？（霎时间，喝干）

师：（课件出示黄河图，具体感知黄河后指导朗读。）

2、交流第四段

（1）、这段写了什么？（夸父想喝大泽的水，可是，还没
到“瀚海”就累得颓然倒下，长眠了。）

（2）指名读，夸父遗憾什么？（没有追到太阳、没有把光明
留住）

3、交流第五段

这段话写了什么？（夸父变成了大山，手杖变成了桃林）

有没有什么句子觉得神奇的？（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
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
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边，有一大片枝叶茂密、鲜果累累的
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

（三）、同学们通过已经了解了夸父追赶太阳的整个过程，
接下去你能提纲给你的提示，把整个故事完整、生动的讲给
大家听听吗？先自己在位置上说说看。

谁先来说说，看谁讲的故事最吸引人？（学生练习说，指名
说）

四、拓展延伸



1、同学们，像《夸父追日》这么神奇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很
多，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去读读。

2、回家后，把《夸父追日》的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和伙伴听听。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七

1、认读11个字（含2个多音字“的”和“累”）。

2、能够给别人讲述《夸父追日》的故事。

3、初步理解夸父为追求光明而献身和为后人造福的伟大精神。

了解故事内容，能讲述这个神话故事。

初步理解夸父为追求光明而献身和为后人造福的伟大精神。

查阅资料：

学过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故事，夸父的有关资料。

一、导入。

引导学生回忆并讲述学过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
神话，把学生带入神话故事的情境。

汇报了解到的夸父的有关资料，引入新课。

二、自学新字，质疑问难。

1、认读11个字，读准音。

找出各自的生字，查字典等方法解决。

2、 自渎课文，读熟练，注意停顿。



（1）逐段读

（2）读全文

（3）指名读

3、再读课文，提出不懂的问题。

三、了解故事内容，解疑，为讲故事做准备。

1、带着问题，熟悉课文内容。

2、想一想：夸父为什么要追赶太阳？你喜欢他吗？为什么？

随学生汇报，师板书，熟悉课文内容，解决问题。

3、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为什么？

4、 怎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夸父族的故事呢？

四、练习讲故事。

1、逐段讲。

可以增加自己的语言。

2、完整讲。

先在组内讲，再上台讲，师生评价。

五、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板书设计：



28 夸父追日

突发奇想 迈大步 去 追日

夸父族人 难忍口渴 喝干水 暂 放弃 勇敢

遗憾死去 化桃林 献果子 善良 坚强

夸父追日教学设计教材分析篇八

教学目标：

1、了解课文内容，体会神话传说的神奇。

2、交流从故事中得到的'收获。

3、培养独立的阅读能力。

一、导入

师：孩子们你们喜欢神话故事吗？大家都知道哪些什么神话
故事呢？

生：愚公移山、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

师：孩子们，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啊！老师今天呢，要带大家
学习一篇神奇的神话故事，名字叫做《夸父追日》（写课题）

二、教学过程

（一）检查生字词

孩子们，老师昨天让大家在课下预习了在文中出现的字词，
现在呢，老师要来检查一下（出示幻灯片），我们一起来看
一下幻灯片里出现的词语，大家自己先熟悉一下。



生：（自己读）

师：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词语“虞渊”是什么
意思呢？

生：太阳落下的地方（教师给予及时评价）

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一遍后可以分男女生读等多种方
式读）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我们在熟悉词语后，一起来想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
事呢？

出示要求

用简单的话说说，概括文章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
起因、经过、结果）

找学生谁说，及时给予评价。

师：孩子们总结的都很全面，但是不够简练，老师给大家出
示一份简单的一段话（出示幻灯片）

（三）孩子们，夸父追到太阳了吗？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追赶
太阳呢？

孩子们，我们现在从课文中找一找。（预习课文的同学很容
易从第一自然段找出来，在这里向学生普及夸父故事发生的
背景，引导孩子们明白夸父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
整个部族的利益，为了让大地充满光明。）

（四）精读课文，体会神奇



师：接下来，夸父开始追赶太阳了，夸父追赶太阳的过程处
处充满了神奇，我们现在再来读一下课文，边读边画出让你
感到神奇的句子。

1、学生一：“于是夸父拿着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
两千里”

师：那这句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或者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儿？（引导孩子们出表示神奇的词语）

学生：人一般不会一眨眼就跑两千里

师：孩子，那你能说说哪些词语让你感到神奇吗？

生：像风似的奔跑，一眨眼，两千里

师：那你能带着你的神奇读一下这个句子吗？（学生读）

生：（读）《夸父追日》公开课教学设计

生：台风，龙卷风，飓风等

师：孩子们。龙卷风一小时才160里，而夸父一眨眼都两千里
呢，大家可以大胆想象一下，能多大胆，就多大胆，要知道，
神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胆想象，那大家可以想象这句话应该
怎么读。

2、生：“夸父伏下身子……可是还没止住口渴”

师：认为神奇的地方在哪儿，我们应该把那种神奇融入到我
们的文字中呢？

注意“霎时间”一词

3、“他还没到大泽，就像一座大山……巨响”,重点体



会“巨响”

4、“昨天倒在原野上的夸父……”这是一个重点句，即变化
的神奇，让学生体会夸父变成大山，手杖变成桃林的神奇。

5、孩子们，夸父在倒下的时候变成了桃林，孩子们夸父在倒
下之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是什么？（向前一抛）孩子
们，夸父为什么会向前一抛呢？想一想（他想把太阳支撑住，
他想把太阳打下来，他不甘心等等）及时纠正学生的“想把
太阳打下来”一说，因为这种说法与夸父本意正好相反。

孩子们，夸父在倒下的时候，不只是夸父不甘心、遗憾，夸
父身上肩负着整个夸父族的重任，所以，他背后成千上万个
族人也深深感到遗憾，所以他这一抛，抛出了不甘心，抛出
了遗憾，同时也抛出了希望。

三、寄予希望

孩子们，夸父这一抛，抛出了一大片桃林，请问变成桃林是
何用意呢？（变成桃林，给追寻光明的人解渴，使他们精神
百倍，奋勇前行）

夸父一个人倒下了，但是却有千千万万个像夸父一样的人站
起来了，那便是千千万万个追寻光明的人。讲到这里，夸父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了呢？（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勇往直前、
锲而不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