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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读为主，走进文本《普罗米修斯》教学设计 
◆谢隐梅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中心小学）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勇

敢和献身精神。 
2、学习抓住有关语句揣摩人物的心情。 
3、学习评价文中的人物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勇敢和献身精神。 
教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复习文章的主要内容。 
2、教师引入本节课的学习。 
二、感受众神给你留下的印象。 
（一）先自己轻声朗读课文 3 到 8 自然段，然后分四人小组

交流：（课件出示问题） 
1、宙斯对普罗米修斯采取了哪些严厉的惩罚？用“——”

画出有关的句子。 
说说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2、结合课文的有关词句评一评这几位神分别给你留下怎样

的印象。  
（学生可以在有关的句子旁边写一写。） 
（二）小组汇报： 
1、感受普罗米修斯那颗坚强、坚持正义的英雄之心。 
（1）师：请问谁能读出文中说明罗米修斯为人类的那颗坚

定的心的句子？（指名学生读第五自然段） 
教师指导要读出普罗米修斯的坚定与无畏。抓住“坚定”、

“决不会”、“更不会”这些词语理解句子。（可以体会到普罗米
修斯是个真正的英雄，他很有正义感，认为对的事就义无反顾地
去做，不怕受到宙斯的惩罚。） 

（2）学生汇报：宙斯用了哪些残忍的手段惩罚普罗米修斯？
并说说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①学生汇报，指名读出 6、7、8 自然段，并说说体会。 
②想象： 
师：在高加索山，普罗米修斯忍受撕心裂肺的痛苦。你仿佛

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画面？ 
③教师引读句子：但这一切惩罚手段并没有让普罗米修斯屈

服，请读句子： 
普罗米修斯摇摇头，坚定地回答：“为人类造福……更不会

归还火种！”  
“尽管如此，……屈服。”   “许多年来……悬崖上。”（课

件出示句子） 
（3）小结：普罗米修斯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什么？ 
2、评价其他神给你的印象。 
师：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神，对别的神，你们有什

么印象呢？ 
（1）宙斯：指导朗读第三自然段，体会宙斯的心情以及他

是个心狠手辣、冷 
酷无情、霸道专横的人。 
（2）火神：指名读第四自然段，体会火神也有正义感，想

救普罗米修斯。 
（3）大力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力气很大，还很有正义

感。（第八自然段） 
3、（课件出示）小练笔：学了这个神话故事后，我想对文中

的（     ）神说：（          ） 
三、总结。 
1、师：同学们说得都很不错。我想，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

事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大概是他那坚持正义，不屈服权
势，为人类造福，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让我们敬佩的原因吧。 

在生活中，你看过或听过哪些人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的人

吗？ 
2、在以后的阅读中同学们要学会抓住有关词句揣摩人物心

情和评价人物的特点。 
四、拓展阅读。 
五、布置作业： 
1、阅读资料袋为我们推荐的神话故事，或阅读大力神赫拉

克勒斯的故事。    
2、可以搜集更多的故事，感受它们的魅力，体会其中的道

理。 
板书设计：    
                   31 普罗米修斯 
            
                        盗取火种 
                                    捆绑手脚  
普罗米修斯              忍受惩罚    风吹雨淋 
（勇敢，坚持正义，                  啄食肝脏 
为民造福不惜牺牲一切）  重获自由 
六、教学反思  
1、这篇课文是一篇童话故事，既然是故事就有事情的起因，

经过，高潮和结局，（取火-受罚-获救）我预想的设计是采用层
层推进的朗读训练，让学生感悟普罗米修斯，帮组学生不断完善
对普罗米修斯的认识，让学生真正走进了文本，走进人物内心。
那么我认为在进行这篇课文的时候就要按照故事的顺序进行教
学，这样的话才会有整体感，才不会把文本支离破碎我，是以普
罗米修斯是以为怎样的天神为本文的主线让，学生通过朗读，找
出感受最深的地方作批注，然后汇报交流。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
神话传说中的提坦神。他创造了人，同时仿造音神,终于使人类
发出声来，而且教给人类知识和技术方法，同时他同众神之王宙
斯及其对人的统治霸权发起挑战。           

2、本文就是写普罗米修斯为了解除人类没有火种的困苦不，
惜触犯天规，勇敢地盗取天火，从而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智慧，并
与宙斯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动人传说，颂扬了普罗米修斯不畏强
暴，为民造福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 

3、其中我在教学中，抓住文本空白处,让学生充分联系自己
的生活实际,大胆想像,从而丰富学生的语言,使学生更准确地理
解文章的内容,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