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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2352.htm 一、说教材 1、 说课文

所处的地位及作用 《女娲造人》是初中语文第一册第六单元

中的第3篇课文。它根据《风俗通》有关“女娲造人”的记载

改编的神话。袁珂以大胆新奇的想像，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

进行富有人性化的演绎与扩充，使得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

满生活气息，焕发出迷人的色彩。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

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由此可知，神话

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 课文详细叙述了女娲造人的具体过程

，表现了原始民对人类自身来源的好奇、追索，以及在当时

社会生活条件下所做出的极富想像力的解释。 文章清新、质

朴，洋溢着一种天真的新鲜感。女娲完全是在一种极自然的

、无意识的状态下萌发了造人的念头。带有原始洪荒时代的

稚拙与朴素，读者通过字里行间，仿佛看到女娲本身就是一

个活泼、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孩子，并非一个神。 教学重点

放在激发学生想像力上，可以通过其他类似的神话故事加以

引导，看图片想像故事，更可以让学生对女娲造人的动机、

方法等，作另一种推测，进行想像的训练。 我定下了本文的

教学目的和教学的重难点。 2、教学目标： （1）、熟悉课文

，生动复述故事；了解神话的特点；理解本文联想和想像手

法的运用。 （2）、发挥自己联想、想像力来感受神话传说

的魅力；运用联想、想像创编神话故事；进一步培养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引导学生感受我们祖先大



胆奇特的想像力，激发学生探求未知领域的欲望，养成课外

搜索、整理资料，勤于思考的习惯。 3、教学重点： （1）、

体会神话故事中想像的魅力。 （2）、把握想像的特点，尝

试运用大胆合理的想像。 4、课前准备： 学生：读课文，了

解故事情节 ，收集神话 教师：课件 ，朗诵背景音乐，两个视

频文件 二、说教学方法 1、 根据课文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

以激发兴趣法、比较阅读法、指导归纳法、拓展思维法进行

教学。 据新《大纲》在《教学中要重视的问题》里指出：“

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

，科学地训练，全面提高语文能力。”我根据本课目标和内

容，从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基础、发展水平出发，应用各种教

学手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以激发兴趣法、比较阅读法、指

导归纳法、拓展思维法进行教学。使他们在教师的主导下围

绕教学目标自读课文，体味作者丰富的想像力，感受神话的

魅力。激发他们主动去获取知识，拓展想像力，培养健康情

感，学会会说、会扩、会创神话故事，感受中国灿烂、繁荣

的文化魅力。 2、 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扩大教学容量。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平台，运

用多种教学手段，扩大教学容量。从网络下载了一个中央电

教中心的《女娲造人》动画片，一个普通型的flash，这样既

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习热情，又符合教育学中的自觉性、

直观性原则。另外我又以舒缓的音乐弥漫于学生自读课文时

间段，营造一个愉快的、宽松的课堂氛围，促发思维的生成

，并使他们充分发挥想像创造能力，品尝想像带来的喜悦。

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有目的地到图书馆和网络世界中

去搜寻所需信息材料，丰富拓展文化知识，增强学生自主探



究学习的能力。 3、教师应讲得少。 这则神话容易理解，所

以教学环节中教师的分析要少。主要通过学生的充分活动，

由浅入深地把握想像特点，初步学会运用想像。教学过程简

单来说就是：读读课文、讲讲故事、讨论分析、写写片段。 

三、说学法指导 这篇课文浅显易懂，内容非常有趣，体现了

神话艺术永久的魅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熟读的

基础上复述故事，可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然后加以点

拨，让学生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激发起探索科学知识的兴

趣。学习的重点在想像力的激发上，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文件

来拓展想像力，观看图片培养说话能力，更可以让学生对女

娲造人的动机、方法等，作另一种推测，进行想像的训练。

整堂课以培养学生想像力为主要目标，采用了主体思维法、

小组讨论法及反馈练习法等。 在指导过程中，先调动学生参

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根据一个极富趣味的“人是从哪里来

的”问题导入，紧扣教学目标，使学生自主地思考、分析、

讨论问题，并在课文赏析后进行想像力大考查。使学生从感

知到理解，从感性到理性，从学会到到会学，学生既了解了

神话的产生，掌握了想像的特点，又培养了想像力。 四、 教

学程序 （一）、导入课文 先投影“人，是从哪里来的？”这

个有趣话题，引出同学对此问题的理解和想像，（生答：达

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了人、中国的女娲造

人⋯⋯ 接着，打出课题《女娲造人》，辨析8幅中国古代神

话图，指出名称。（生答：盘古开天辟地、嫦娥奔月、后羿

射日、夸父追日⋯⋯）那么这些故事是不是真有其事？明明

知道这些并不存在，可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津津有味，为什

么？（生答：故事有趣、神奇，有神秘色彩，想像奇特⋯⋯



）确实如此，神话故事当中有丰富的想像，奇妙的情节，瑰

丽的色彩，以及奔放的情感。它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天

真”，具有“永久的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

神话世界，感受一下女娲捏土造人的神奇。 （二）、了解神

话、神话的产生。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

理解与想像的故事。 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

不能科学的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

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像和幻想把

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这种想像体现了远古时代

人们那种强烈的探求欲望。同时，这种奇特的想像也创造了

古代的神话故事，并由此形成一幅简单图表， （三）、整体

阅读、感知故事情节，初步感受想像的作用。 1、投影《风

俗通》中的两则短文，引用作者袁珂的话“我根据《风俗通

》里的有关资料改编了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请你们翻

开课文读一读，切盼你们的回应：你们更喜欢哪一篇，为什

么”，“如果喜欢，请把它推荐给你的朋友”，由此进入“

故事推荐”环节。 2、自由朗读课文，绘声绘色讲述课文。

（播放背景音乐，看图片说故事） 3、研讨课后练习一。 ①

比较课文与《风俗通》中的短文。研讨课文中哪些情节更能

体现作者的想像力？ ②四人小组讨论。要求学生筛选出联想

想像的内容，和《风俗通》对比，以获得对于联想想像的方

法、思路的启示。（解题思路：先从文章中标出神话故事中

的内容，其余就是丰富补充的内容。） ③交流后明确：更能

体现作者的想像力的情节，如：①女娲造人的具体过程；②

人造出来之后欢欣喜悦场面；③女娲像人一样具有心理活动

和喜怒哀乐等情绪⋯⋯其中女娲造出小人之后欢欣鼓舞的场



面以及对女娲的人性化描写最见作者的想像力。 4、探究阅

读，体会神话故事中想像的魅力。 美好的故事不能浅尝辄止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这则神话中想像的焦点女娲。 讨论：结

合文中想像的情节，体会女娲形象。完成句式：女娲是一个

。 说明：同桌讨论，踊跃发言，教师参考提示：勤劳、慈祥

、聪明、活泼、情感丰富、有伟大的神力⋯ 再问：女娲是现

实生活中没有的，她是借助什么创造的？（明确：想像） 5

、结合女娲形象，体会想像的特点。 作者运用怎样的想像，

才塑造了这个既有着奇异神力，又有着丰富情感的女神？（

明确：大胆奇特的想像，成就了女娲捏土成人、洒泥成人的

神力；而合情合理的想像，赋予了女娲聪明勤劳、有喜有悲

的人性。这样才使得女娲的形象，既神奇又符合人类社会的

情理。所以想像要大胆奇特，却又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发挥

、不受限制，还要合情合理。） 教师打出图表，将大胆奇特

与合情合理，分别填在想像的两边。 6、拓展思维，试试你

的想像力。（设计三个情景，可逐一进行，也可选做。） 情

景一：欣赏图片《后羿射日》，展开大胆奇特而又合情合理

的想像，联成一个趣味横生的故事。 情景二：运用创造性想

像扩写《夸父追日》。选择一处情节，写片断。 ⋯⋯夸父拄

着杖，去追赶太阳。当他到达太阳将要落入的禺谷之际，觉

得口干舌燥，便去喝黄河和渭河的水，河水被他喝干后，口

渴仍没有止住。他想去喝北方大泽里的水，还没有走到，就

渴死了。夸父临死，抛掉手里的杖，这杖顿时成了一片鲜果

累累的桃林，为后来追求光明的人解除口渴 ⋯⋯ 请两三个同

学读自己的片段，其他同学评析其中的想像是否符合要求。

（师生共议） 情景三：借想像的翅膀，发挥一下你的创造力



，对女娲造人的动机、经过做另一种推测，再编一则《女娲

造人》的故事，去和袁珂比一比。 7、课堂小结： （1）小结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

限的，而想像概括着世界上的进步，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

识进化的源泉。”大胆合理的想像不仅可以锦上添花，有时

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便是“想像”的宝

藏，有待大家去开采。让我们插上想像的翅膀，张开想像的

双翼自由飞翔。 （2）格言共勉。①想像力是发明、发现及

其他创造活动的源泉。亚里士多德 ②想像力是人类能力的试

金石，人们正是依靠想像力征服世界！奥斯本8、课外作业：

阅读中外神话故事，体会其中的想像。 推荐书籍：袁珂《中

国古代神话》、施瓦布（德）《希腊神话故事》、《山海经

》、《一千零一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