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普罗米修斯》是本册第八组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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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了巨大痛苦，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
学习课文一是让学生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二
是抓住有关语句揣摩人物的心理。

经过查找资料、观摩优秀教师教学视频研究备课，我确定了
教学思路：紧抓一条主线，贯穿全课；边扶边放，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精讲多读，在读中感悟升华。

在教学中，我先以游戏“猜神话名字”开始，引入希腊神话，
进而引入本课。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通过检测学生在预
习时认读词语的效果，正音，巩固。然后由问题“故事主要
讲了什么？”从而概括出本文两大部分“冒险取火、巨大痛
苦”，并围绕这两点学习课文，对比学习人类没火和有火的
生活，并让他们发挥想象那两种生活。让学生体会有火的生
活多么幸福，而这一切都是普罗米修斯带来的，从而自然引
出课文中的问题“我知道火神为什么敬佩普罗米修斯。”学
对于普罗米修斯承受的痛苦，我主要采用通过让学生充分朗
读、想象，通过穿插图片让学生充分体会感悟再读的方式进
行学习。

现反思一节课，我个人感觉整节课教学思路比较明确，要教
给学生什么知识，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都体现得比较突出，



教学各环节过度也比较自然。课堂语言也比原来大方了。在
学生的朗读指导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其中也穿插了一
定的说话训练。

然而不足之处也是很多，现将需要改进的地方总结为以下几
点。

第一，课件背景可改进。在呈现普罗米修斯所承受的巨大痛
苦时，第一次朗读的内容，背景是蓝白的，而如果把图片打
暗作为背景，让学生看着背景朗读，也许感受会深一些。

第二，配乐朗读个别读效果更好。在读第七自然段时，指名
学生读，待学生提高后，可指名一两个同学配乐读。而我是
让学生齐读的，这样效果就不显得那么好了。

第三，课堂调控能力有待加强。在讲普罗米修斯遭受痛苦一
段时，有一名学生的回答偏离了主题，很多学生就因此笑了
起来，这个时候作为教师应该把学生的思路再次拉回到课本
中，而我在这个地方的处理并不是很好。所以，在平时课堂
中要注意自己这方面的训练。

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活动，我又有了进步。相信我通过自
己的努力，刻苦钻研，一定能使自己和学生都有提高。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今天，我和孩子们一起愉快的学习了第14课《普罗米修斯》，
其中最搞笑的一句话，让我捧腹。那就是“斯”字辈的，哈
哈，赵丽蓉小品的句子在这里用上了。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人类因为没有火，生活悲惨，天神
普罗米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勇敢地道太阳神阿波罗那
里“盗”取火种，宙斯派火神赫淮斯托斯让普罗米修斯承认
错误，普罗米修斯拒绝认错，宙斯派了一只鹫鹰啄食动物的



肝脏，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后来得到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
救护，终于获得自由的故事。普罗米修斯是为民造福、不惜
牺牲自己的精神典范。这里三个人都带“斯”字，孩子们都
乐了。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朗读、想象，借助插图理
解故事内容，感受课文神奇的想象。在此基础上，与同学交
流触动自己的情节，体会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人物形象，。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教师指导要点的关键
和到位，不是说得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普罗米修斯》是一篇古希腊神话故事。记叙了普罗米修斯
为了让人类过上幸福、温暖的生活，不惜触犯天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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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牺
牲一切为民造福的伟大精神。这个故事情节生动感人，语言
精炼，结构清晰。

在这个神话故事中，重点要让学生感受主人公普罗米修斯，
他的善良、无私、勇敢、坚强的品质。经过对具体语言文字
的咀嚼，到达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体会到这位天神的这种
精神，是在这一课教学中要落实的目标之一。这个目标的实
现更要经过扎实地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来完成。

抓住重点词语是帮忙孩子们理解文本的一种好的方法。比如
第五自然段中的“坚定”、“各种痛苦”、“决不会、更不
会”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坚定品质。第六自然段中重点抓
住“死死地锁”“高高的”“既不能……也不能……”“日
夜”“风吹雨淋”等关键词句，体会普罗米修斯所承受的漫
长的痛苦。相机引导孩子想象：吹在他身上的风是什么样的
风？淋在他身上的雨又是怎样的雨呢？之后进行语言训练：
普罗米修斯被死死地锁在高加索山，他既不能，也不能。第
七自然段中的“啄食”、“每一天”让学生体会出普罗米修
斯遭受的痛苦，说明宙斯的手段很残忍，同时更加突出普罗



米修斯坚毅的品质。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
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
学习来品悟语言，感受人物性格特点。

朗读指导中，我先抓住这个句子：“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
我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
种！”从一开始，普罗米修斯就已经看到了拿取火种的后果
会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为人类取火。每学习一
段文本，我都让学生回到普罗米修斯的这句坚定回答，让学
生经过不一样形式的朗读感受他的“坚定”，感受他甘愿为
人类牺牲自我的决心。紧紧围绕这句话，使它作为课文的主
旋律，学生层层深入体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造福那坚定不移
的决心。对于“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就是不向宙斯屈服”
采用师生接读的形式感受普罗米修斯的不屈不挠，利用引
读“许多年来，普罗米修斯一向被锁在那个可怕的悬崖
上。”突出普罗米修斯所承受的苦难。在课件中，我安排了
普罗米修斯被死死地锁在高加索山上，以及凶恶的鹫鹰啄食
普罗米修斯肝脏的画面，画面真实可感，给学生视觉上很大
的冲击。在本课教学中，我采用了层层推进的朗读训练，让
学生感悟普罗米修斯，帮忙学生不断完善对普罗米修斯的认
识，学生的感受十分丰富，真正走进了文本，走进了人物内
心。

回顾本节课的教学，我力求让学生感悟普罗米修斯的精神，
同时对语言文字进行了扎实有效地训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自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对课文的第六自然段也就
是普罗米修斯是受刑的地方处理不够细致精巧，教师牵引得
过多。课堂教学还是应当让学生品读文本为主，仅有学生有
了自我的感受，才会有喷薄欲出的表达欲望。在今后的教学
中，还要以此为鉴，期望教学能力更上一个台阶。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今天给同学们讲的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神话《普罗米修斯》，
由于是提前订好的听我的课，所以准备的比较充分，整堂课
下来，虽然不是很完美，但自认为讲的也还可以。在整个准
备和展示的过程中，有几点收获。

要讲好一节课，要把这篇课文刻在脑子里，也就是达到背过
的程度，这个背是多次读文充分挖掘文本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就像今天这堂课，我全程没有带课本，因为对于课本的内容
已经非常熟悉。

稿子很重要，把每句话写下来，在讲时就更有底气。但是是
在对教学环节有了清晰把握以后再写稿，先有结构，有了划
分板块后再管语言，不要一上来就写稿，修改太浪费时间。

稿子写完后即教学环节设计好后再去做课件，课件是为教学
而服务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做的太复杂，但是要注
意精美一些，给自己个任务，必须得学习一下做课件的本领。

一节好课，对这篇课文的钻研占80%，另外20%锦上添花的事
在于平时的阅读，这也是我今天感触最深的一点。今晚无意
中看了钱念孙写的《好看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回《古神话开
篇呈异彩》，发现我们第四单元要学习的四篇课文都在这一
回目中，非但如此，这一回目还有好多个其他的神话故事，
我想可以作为给学生的补充，更神奇的是，这一回目竟然把
这几个故事用因果关系给串联起来了，先有盘古开天地，接
着是女娲觉得天地空旷孤单就造人，在这过程中共工和祝融
战争战败，有了共工怒触不周山，所以女娃只能补天，后来
因为北方的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有了夸父逐日……这种
关系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真的读书太少了）。所以说，
课外书会给教师一种思路，在课堂设计上也许会更流畅衔接
更自然一些。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一篇神话故事，感受普罗米修斯勇
敢、坚强不屈服的英雄形象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课堂上，我结合《阅读有效性》的课题，抓住文本中这部分
的内容让学生反复地读，反复地体会，学生的回答超出我的
想象。

自主是学习内核，感悟是个性化阅读有效的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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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但不是让学生把一篇课文的每一部分都平均
用力自读，我们应该抓重点句段，深入理解，教给学生阅读
的方法。

因此，首先我从整体入手，通过提问“普罗米修斯的哪一点
英雄行为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引导学生很快抓住重点
段18自然段。接着让学生找感受深的句子自读自悟。在这个
环节我的目的要引导学生通过对重点句的理解来辐射全文。
但学生在谈自己的感悟时并不像我预设那样，有一定的顺序，
对这部分的学习显得有点失控，零乱。下样就能按预设的情
况引导学生有序地、有效地学习下去。其实，在很多次的课
堂上，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总找不到原因，现在我明
白了：原来从整体到部分不只在篇中，在句、段中同样应该
遵循这样的原则。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我们在让学生个性化
阅读时，也应该有一条主线牵着，做到形散而中心不散，这
样的阅读才更有效，从整体到部分，正是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