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 普
罗米修斯教学反思(优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普罗米修斯》是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这个故事情
节曲折、生动、感人，语言准确，结构清楚，在课文中，还
非常注意人物的个性描写，特别是其中的主人公——普罗米
修斯，他的勇敢、极富同情心、为人类造福给学生留下了深
刻印象，不过，通过对课文的研读，宙斯的狠毒同样也跃然
纸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揭题激趣

对于课题，这次我没有按照平时的质疑课题的方法，因为课
文已经将题目《普罗米修斯盗火》改成了《普罗米修斯》，
但是孩子们对于希腊神话却比较感兴趣，我要求大家先读完
资料袋，然后自己再补充知道的神话故事主角的资料，再讲
课文，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

二、读中生情

语文新《课标》中指出：“应该重视朗读的训练，中高年级
应该注重默读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我试着
培养学生默读课文的能力。在教学“普罗米修斯盗火”这一
过程时，我范读了讲述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一段，然后，我问：
“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师读的语气跟平时有什么不同？你们也
来放低声音去读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新的感悟吗？”学生轻



声读完之后纷纷举手。有的学生说：“低声读，这样更能体
现普罗米修斯的勇敢机智。”有的学生说：“普罗米修斯很
聪明，做事应该非常小心。”还有的学生说“这样读说明盗
火不容易，体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小心翼翼。”这样学生就自
主地抓住了普罗米修斯的机智勇敢的特点，从而加深了对人
物形象的深刻把握。有时老师简单的范读，能起到非常好的
教学效果。

另外我抓住一些关键词，比如“死死地锁”，“既不能……
也不能……”“啄食”等等词语能够体会出普罗米修斯遭受
的痛苦，同学们对他产生了同情，对宙斯的手段认为很残忍，
达到了预设的效果。

三、不足

今天的课仍有不足，主要是在于对课文的朗读还不够，这一
直是我上课的一个弱点，另外就是对神话故事拓展还不够，
以后将重视这几块的学习！

《普罗米修斯》是一篇希腊神话，节选自《一千零一夜》，
这篇课文的重点和难点是感悟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
神、抓住重点语句，从有关语段的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品质。

在阅读《普罗米修斯》一课时，我的个人感受是这一课在语
言上并没有太多奢华渲染的文字，整个故事结构紧凑，情节
连贯，从事情发展的角度看，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从普罗
米修斯看到人类没有火，所以要冒险取火种、为人类造福讲
起，然后写到他为此遭受了无法想象的酷刑折磨，最后在大
力神的解救下重获自由。

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引导学生去感悟文本的价值取向，应是
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语文文字在其表面是感性生动的，而
能选入我们语文课本的就代表了当代社会精神文明中社会价
值观的体现和导向。《普罗米修斯》一课中，这位天神所表



现出来的勇敢坚定，为了人类用于牺牲的精神，堪称为伟大。
要通过对具体语言文字的咀嚼，达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
体会到这位天神的这种精神，是在这一课的教学中要落实的
目标之一。这个目标的实现更要通过扎实地进行语言文字的
训练来完成。我进行的是第一课时的教学，为完成既定的教
学目标，主要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尝试，现就这一课的教学进
行如下的反思。

一、对词语的处理

1、词语是有生命的，学词语是和阅读紧密结合的

在学习词语的时候，我把课文中提到的几位天神，他们所作
的事情涉及到词语分成了几组，读准字音是基础的目标，在
读准字音的同时更进一步引导学生“想象词语勾勒的故事画
面”；教学的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比如“饶恕”是要读
出它的味道来，“气急败坏”则要读出意思来，“砸碎”要
读出词语的感情来。在解决读音的同时，更是为了整体把握
课文做准备。读词语并不仅仅是为了读而读，更要为了概括
文章的主要内容打基础，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到文字背后
的内容，把人物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弄清楚了文章的每一
部分讲了什么内容，再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弄清楚了文章的主
要内容，借此教给学生一种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平时
在教学中，总感觉训练学生概括主要内容是一个难点，不是
近似于复述，就是表达不完整内容，而这一课中这样的尝试
给了我一个启示。

2、对重点词语的理解，可以对领悟句子的内涵起到极大帮助

本课的重点学习就是三个段落的内容，普罗米修斯在悬崖上
受难是两段，另一段是面对可怕的折磨，他的坚定的态度则
浓缩为一句话——“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
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在学习普罗米修斯受难一部分时，有些词语是绝对不能错过
的。比如“死死地” ，我让学生感受地是“死死地”地锁是
怎样地“锁”？ “死死地”地锁之后，他还既不能怎样也不
能怎样？“风吹雨淋”一词，老师加入了对高加索山的描述，
补充了一段文外的资料“高加索山被人们形容为无法到达的
地方，连鸟都不愿意从那里飞过，那样一座山上刮起的会是
怎样的风，下起的会是怎样的雨？”学生们表情变得凝重而
痛苦，似乎在和英雄一起痛苦一起承受，他们想象出那座山
上刮起的是凛冽刺骨的寒风，下起的雨中可能还有拳头大的
冰雹。是这些词语的理解带给了句子生命，让句子变得鲜活，
有画面浮现在脑海里。

宙斯看到普罗米修斯没有屈服，于是又给他叠加了那么多的
苦难，在这一段中，我把一些词语用括号括起来，删除掉这
些词语，文章依然是通顺的，不过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得到少
了这些词就少了哪些味道，这些味道就是删掉的词语在向我
们传递的内容。学生通过“狠心”“又”“凶恶”“每
天”“尖利”等词语，体会到了这一份惩罚为什么是最严厉
的惩罚，这一份惩罚需要怎样才能忍受，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也进一步的丰满起来。

二、对句子的处理

1、几处关联词语的训练

总是觉得在语文课上培养孩子能够清晰完整的表达，有逻辑
的表达非常重要，并不是以定要教条的要孩子们如何讲话，
但中国文字的魅力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种语感的
建立。在这篇文章的教学当中，我设计了几处由文章内容延
伸出的补白，和关联词语的训练结合了起来。

例如，一处是：普罗米修斯去拿取火种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
是一件也许要让自己丢掉性命的事情？（抓“决心冒着生命
危险”）



这几个字告诉了我们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即使——我也要；就算——我也要；哪怕——我也要！

这三组不同的关联词语都是表示条件的，学生在运用的时候
就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在感情上会有什么
帮助，表达同样的感情又可以用怎样不同的方式。

再如：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就是不向宙斯屈服。

“如此，这一个词语两个字，但它岂止是一个词语两个字这
么简单啊！它是普罗米修斯日夜遭受的痛苦啊！”我设计了
一个对上文的回顾，如此两个字代指的是——“双手和双脚
戴着铁环”， 代指的是“被死死地锁在高高的悬崖上”，代
指的是“他既不能动弹，也不能睡觉”，代指的是“日夜遭
受着风吹雨淋的痛苦”。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进一步体
会普罗米修斯坚定勇敢的同时，也明白“如此”这一个词在
这里所承载的重量，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2、重点句子的复沓升华

“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
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这位希腊天神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这一句话里体
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句子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的，更是提
升文章情感的好载体，要读通读透到位。

处理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次我采用了体会反问句和陈述句在
表达上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方式，“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意
思就是说——（学生接：为人类造福没有错！）那么就直接说
‘为人类造福没有错！’行吗？”学生一下字就体会出感觉



不好，不能表现出普罗米修斯的坚定，反问句的特点和意义
的学习就这样体会出来了。

第二次，我抓住了 “忍受”这个词，心字上面有一把刀！它
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天神也会疼，天神也会痛苦，可是普罗米
修斯宁愿忍受，也决不归还火种！

复沓是升华递进情感的一种有效策略，对这个句子的处理我
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但单一的机械重复不是复沓，随着每一
次的朗读，理解的加深感情的递进才是复沓的真正意义，而
这篇文章的学习，也应该随着这句话的朗读，到达一个情感
的至高点。

第三次的处理我就采用了复沓的策略，时间上的漫
长，300、3000、30000年，煎熬上的可怕，在风吹雨淋的高
加索上上，他坚定地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
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他
对残酷宙斯的不屑，所以他能冷笑着说——“为人类造福有
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
归还火种！”这一切都源自他要为人类造福的信念，所以，
他能微笑着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
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在一次次的
复沓中，学生学文的情感逐步升华，对人物的理解也愈加深
刻！同时我把重点词语采用了填空的方式出现，学生在感受
普罗米修斯形象逐渐高大的同时，也把这一重点段落背诵了
下来。

三、贯穿始终的主线

整篇我采用的一条主线就是——“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普罗
米修斯？”这个问题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力求在学习
文本的基础上有一个对人物认识上的提升，第一次是普罗米
修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人类取火，我们看到了善良勇敢的
他；第二次是他在忍受承受遭受痛苦却始终如一的信念，我



们看到了坚定执着的他；第三次当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经受了
三万年的痛苦却仍然可以冷笑面对，微笑说话的时候，这种
种的一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那个伟大的普罗米修斯！

回顾这一课的设计，力求体会文章的精神实质，把对语言文
字的训练扎实有效地进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自己也发现
了一切问题，比如始终感觉对文章的六、七自然段也就是普
罗米修斯是受刑的两段处理不够细致精巧，在今后的学习时
间当中，还需要我以此为契机，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和突破。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高林生老师曾指出过好课的四大标准：教材要钻研；目标要
整合；拓展要有度；训练要扎实。仔细思考着四大标准，在
当前呼声一片的“语文要回家”的声音当中，是那么的震耳
发馈、引人深思！

当前许多老师上课时唯参考书中教案是从，唯名师的教学设
计是从，没有自己对教材的独特理解，没有考虑自己班级学
生的学情，生搬硬套，其结果是课堂教学游离于教材之外，
游离于学生之外。既浪费了时间，又耽误了学生。

在教学《普罗米修斯》这篇课文之前，我阅读了大量的古希
腊神话故事，尤其是对文中出现的四个人物作了深入的研究。
悲天悯人、坦荡无私、坚强不屈的普罗米修斯，残暴无情、
心胸狭窄、独断专行的宙斯，神力无穷、勇敢机智的海格立
斯，忠厚朴实、心地善良的赫利俄斯等人物形象在我的心里
逐渐满起来。做到心中有数，课堂上才能胸有成竹。

这篇文章有很多名师上过，网络上各种版本的教学设计数不
胜数。课前曾收集过大量的教学设计，希望能从中受到一些
启发。可是当自己真的去设计教学时，就把这一切都給忘了，
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我想，这样设计出来的教案才是真正
属于自己的。



教学中许多老师常常有意或无意的把“三维目标”人为的割
裂开来。其实，在教学中，

因此，在教学本文时，我尽量对“三维目标”进行整合，设
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借助于课文中的具体语言文字了解普罗米修斯盗火的英雄
壮举，感悟其感人的品质。

2.联系生活实际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激发学生学英雄、
做英雄的热情。

3.抓住课文的空白处，对学生进行写法指导和语言文字的训
练。

近年来，教育的有识之士均不约而同地指出——当前语文教
学中“非语文”，“泛语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形同虚设
的小组合作，花里胡哨的音乐和表演，漫无边际的拓
展······出现了语文的虚化、边缘化。

语文教学需要适当的拓展，但不能过度。否则，不仅在教学
时间上无法保证，也影响了教学效率的提高。学生学了这篇
文章后，很容易走入这样的误区：只有干出过惊天动地、轰
轰烈烈大事业的人才是英雄。为了树立学生正确的“英雄
观”，我安排了一个讨论——“论英雄，谁是英雄”，让学
生通过谈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列举自己身边的英雄等过程，
明白：英雄不仅仅是干出过大事业，有大成就的人，更是那
些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的人。

这样基于文本内容上的适度拓展，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
训练学生的思维，对教学是有帮助的。

语文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训练，思维的训练。在这堂
课上，我尽量把主动权还给学生，主要安排了这样几个训练



的环节：（1）激发想像：想像英雄普罗米修斯还受到了怎样
的惩罚？（2）角色置换：如果你是普罗米修斯，在残酷的惩
罚面前，你会想些什么？（3）练笔：写一首诗，用诗一般的
语言去歌颂这位伟大的英雄。（4）讨论：论英雄，谁是英雄？
（5）写作指导：简单介绍“反衬”的写做手法。让他们自己
读，自己说，自己写，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听说读写
的能力。

课上完了，因为内容较多，35分钟的时间太紧，再加上自己
对教案还不够熟悉，许多环节只能走过场，落不到实处，课
堂效果不算太好。但教学永远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只要自
己尽力去做了，不管结果如何，自己也就问心无愧了。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小学课文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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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课文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2《普罗米修斯》是一篇希腊神
话，节选自《一千零一夜》，这篇课文的重点和难点是感悟
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从有关语段的描写中体会
人物的心情，学习复述故事。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为了更好地解决重难点，我采用了先
让学生找出受惩罚的原因的有关句子，然后通过指名读、齐
读的方式，感悟宙斯的气愤。然后，再找出普罗米修斯受到
了哪些惩罚？划出相关句子，学生回答完以后，想象普罗米
修斯在接受惩罚的时候会想写什么呢？然后开始指导学生朗
读。因为这是文章的重点，在读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指名读、男女生分角色读、齐读。为的是让学生体会普罗米
修斯的不屈服，读完以后，我设计了一个问题：普罗米修斯
在你心中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的设计，强化了学生对
普罗米修斯的认识。学生回答是坚强勇敢，他们还不会用
到“不屈服”三个字，为了引导学生去感悟，我带领学生回
到前面火神劝说普罗米修斯的一段话，师生分角色读，读出
普罗米修斯的坚定。再结合后面的残酷画面，引导学生用文
中的话说是“就是不向宙斯屈服”，体会他不屈服的精神。
我认为这样设计，恰到好处地解决了重点和难点。

在课快要结束的时候，让学生来评价文中的四个人物形象：
宙斯、火神、普罗米修斯和大力神。这个环节设计很有必要，
通过课文的描述，来感知人物形象，学生认识到了宙斯的心
狠手辣、冷酷无情，火神的正义、软弱，普罗米修斯的勇敢、
正义、不屈服，大力神的正义敢作敢为。

进得去，还要走出来，学生通过本节课，不仅领悟了神话的
传奇，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了普罗米修斯的伟大。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 通过感悟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普罗米休斯英雄行为的
赞美和钦佩之情，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会抓住关健语句，揣摩人物的心情及心理活动。 教学重
点、难点： 通过感悟课文，体会作者对普罗米休斯英雄行为
的赞美和钦佩之情，理解英雄行为。

一、游戏导入

2 、咱们难度加大一点，要又快又准确地读完。

3 、揭题导入。聪明的同学一看就知道，今天我们要继续学
习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二、整体感知

快速默读课文，看看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怎样的人？

指名回答。

热心助人

坚强不屈

过渡：让我们深入走进故事，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富有同情心 、
热心助人、坚强不屈。

三、细读课文、感悟理解

大家细细地读读课文，看看文中那些地方最能体现他的富有
同情心 、热心助人、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注意边读边画出
相关的句子，找出最感动的地方反复读一读，随后同桌交流。



抽生汇报。

（一）学习坚强不屈部分。

1、指名读，谈谈自己的体会。

2、放音乐。

师：让我们来看一段图画，这就是一心为人类着想的普罗米
修斯，而此时的他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脚下是万
丈深渊。

3、引读：

身缠铁链被栓在山崖上的普罗米修斯，任凭狂风终日在他身
边呼啸，也决不，决不，决不。

身缠铁链被栓在山崖上的普罗米修斯，任凭冰雹敲打着他的
面庞，也决不，决不，决不。

身缠铁链被栓在山崖上的普罗米修斯，任凭凶猛的大鹰在他
耳边尖叫，用无情的利爪撕裂他的肌体，也决不，决不，决
不。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4、这些句子让你感受到了什么？

指名说

你能把你体会到的感情读出来吗？谁想读读？边读边想象，
读出一幅一幅活的画面来。

5、老师和你们一样，心中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佩，让我们再一
次用朗读感受英雄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



齐读。

（二）学习富有同情心部分。

1、过渡：还有哪些句子体现了他的优秀品质呢？

指名读。

2、他为什么要给人类带来火种呢？没有火人类会怎样？

指名读。

3、引读：没有火，人类只能（ ）。

没有火，人类只能（ ）。

没有火，人类只能（ ）。

想象说话：没有火，人类还会怎样？

4、没有火，人类是一切生物中最可怜的了，有感情地朗读
第2自然段。

5、师：普罗米修斯是天神，人类没有火并不影响他过无忧无
虑的神仙生活。他可以对人间的悲惨不闻不问，但他却毅然
决然地离开了宙斯和众神，不管前面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
一定要帮助人类。

（三）学习热心助人部分。

1、过渡：还有哪些句子体现了他的优秀品质呢？

指名读，谈谈自己的体会。

2、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火种！有了火，人类的生活又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引读：有了火，人们开始用它小结：有了火，我们在漫漫长
夜有了光明的陪伴，不再孤独；有了火，我们赶走了寒冷，
拥有了温暖；有了火，我们告别了愚昧，走向了文明。总之，
有了火，人类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3、自由读一读人们没有火的悲惨，和有了火的幸福。

（四）再次感受英雄

却遭受着巨大的折磨。让我们再一次用朗读来感受一下我们
的英雄的坚强不屈。

齐读第18自然段。

2、此时此刻，你想对英雄说些什么？

（普罗米修斯，你这个盗火的英雄，你是那样的勇敢，你是
那样的不屈不挠，你是那样的英勇顽强，至高无上的众神之
神宙斯也不能让你屈服！人类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永远都会
感激你！是你，让人类走出了愚昧，是你，让人类走向了文
明。）

3、放音乐。

引读：英雄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每一个人，也感动了神，太阳
车的。

几个世纪过去了。

4、对照板书总结。其实在生活中，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
还有很多，请你能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我们生活中的英雄。

指名说。



四、拓展延伸：英雄永远不会被遗忘，人们永远感激他，赞
颂他，敬佩他。直到今天，全世界仍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
这位伟大的英雄―普罗米修斯，那就是奥运会的火炬传递。
在这里，火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光明
和进步。

不少著名的诗人以诗明志，用诗文来倾诉心中的景仰之情，
如诗人拜伦、雪莱都写过这样的诗。老师这边有一首。（出
示诗文）

让我们怀着对普罗米修斯的感激、感动、崇拜之情一起来读。

普罗米修斯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身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啊！巨人，是你给人类带来火种，

带来光和热，

送来人类的新纪元！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高山险峻、铁链加身、烈日如火、暴雨如注

但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躯体，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

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勇敢坚强博爱无私

这就是你普罗米修斯！

作业超市1．推荐阅读《希腊神话故事》和中国神话《燧人氏
钻木取火》。

教学反思：

1、引领学生走进文本，亲近语言。通过语言表达的转换、对
文本的回读等有效策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

2、构建 三个画面，让学生来感受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幸福
生活忍受煎熬而不懈追求，甚至牺牲一切的精神。来培植学
生的精神，发展学生的品格。

3、教师的表扬语要再丰富一些。

4、教学机智不够，平时一定要多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光凭一味的说教，力量是苍白的；光凭标签式的解读，力量
是微弱的；必须从文本中来，从阅读中来，从语言文字中获
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感受，才能打动孩子们的心。

“虽然……但是……因为……”

孩子们稍作思考，开始潜入到文本中，寻找，提炼，组合，



练说。就像潜入到大海深处的水手，发现了隐藏在海底的秘
密。

文中的语言材料，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被他们呼唤出来，
变成自己的语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表达，
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深入走进普罗米修斯的心中，走
进他的世界，走进他的生活，在乎他的在乎，呼吸他的呼吸，
痛苦他的痛苦，欢乐他的欢乐，才能被深深打动。

一个简单的句式的回答，可以引领孩子升华情感，培植他们
对普罗米修斯的深情。这时候，再来理解他盗火的行为，就
水到渠成，自自然然了。没有隔靴搔痒之感，没有蜻蜓点水
之感。课堂上设计问题的角度，是否恰切，是否能唤起学生
言意转换的内在需要，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六

我在教学过程中，张浩楠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普
罗米修斯触犯了天规，所以宙斯严惩他是公正、无奈的，因
此不能认定宙斯凶残冷酷。这与文本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价
值取向显然是相违背的，但有其合理成分——普罗米修斯触
犯了天规，宙斯惩罚他是合法的。如果这时我全盘肯定或不
置可否，必然会引起学生价值取向的迷失；但如果断然否定
的话，不仅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引导学生深入感悟文本意义的
机会，而且会严重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孕育着多
元化观点的萌芽被无情掐断。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便采用
了“沙里淘金”的方法，一方面剔出其错误成分——宙斯严
惩普罗米修斯是公正、无奈的，并非凶残冷酷，加以因势利
导；一方面淘出从中迸出的“金子”——敢于突破定性思维，
从不同角度来思考问题、评价人物的思维方式与敢于发表自
己独特见解的学习精神，加以细心呵护，取得了不错的教学
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我不以呵护一个学生的独特思维火花为满足，



而是以一个学生作为燎原火种，激活全班学生的思维，形成
合理、清晰的个性化体验，获得积极思维的乐趣。在成功地
创设了一个相互信任、畅所欲言、和谐融洽的研讨氛围后，
抛出一个与文本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而学生产生分歧的焦点
问题：“宙斯到底是不是一个凶残冷酷的神呢？”，这样就
形成一个“愤”、“悱”的`学习情境，引导全体学生在与文
本的再次对话中、在生生、师生间的再次交流中丰富着文本
和自我，逐渐接近、认识事物的实质。如果说，学生第一次
认识到宙斯的凶残冷酷还处于模糊状态的话，那第二次的认
识则来自于他们对课文的正确理解和深刻体悟。这也使后来
学生们评价普罗米修斯时充满了真情实感。

可见，珍视学生的独特体验，乃是教师在准确把握文本价值
取向的基础上，以欣赏的眼光、开放的思维、积极的心态，
来倾听、理解、甄选学生的独特体验，燃起学生的思维、情
感之火，点石成金，使课堂上“不和谐”的音符奏出更动听
的乐章！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七

课文的第一段是故事的起因，为了让学生体会到没有火种的
痛苦，我首先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激发情感，拿出一棵生青
菜，问：“能吃吗？怎样才能把它烧熟？假如我们失去了火，
人类会在什么情景下生活？”那里我充分调动学生进取性，
引导他们想象没有火种时，所处的极为艰难的境地。其次，
我用富有深情地话语引出普罗米修斯，激起学生共鸣。“看
到人类生活在寒冷和黑暗中，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神普罗米
修斯决心为人们盗取天火。”板书：普罗米修斯盗火，并出
示普罗米修斯初步图像。这位英雄，之后学生有感情地齐读1、
2小节。最终让学生设计问题：故事读到这，你想下头会讲些
什么。a.他是怎样盗火。b.结果怎样。让学生自我提问题，激发
了学习兴致，更培养了他们边读边想的习惯。

课文3到8小节是故事的发展，高潮和结局，为了让学生了解



完整的故事情节，我摒弃了繁琐的讲读，而是让学生自主尝
试合作探究。首先，让他们带着刚才的问题默读课文，在相
关处打上记号，找出最受感动的部分，边读边体会，这一环
节目的是让学生完整地熟悉课文资料，为后面各环节的教学
作好铺垫。其次，在初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研读盗火经过
和受到惩罚顽强斗争两部分，学习盗火经过采用读、划、说、
演的方式进行。要求划出关键词连起来，能够口头说一说。
也能够一边说一边演一演，调动他们多种感官的参与，激发
学习趣味。学习受到惩罚顽强斗争激起并引起想象产生共鸣，
教师深情范读6、7自然段，让学生边听边想象普罗米修斯受
苦难的情景和体会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然后谈体会。你想
对锁在高加索山的普罗米修斯说些什么？这一环节设计突出
重点、难点。体现了教师的导更重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为后面的复述作好准备。之后我播放人们围着火堆欢庆的录
像，及时补充课文空白，引导学生展开合梦想象。旁白导入：
人们得到了火是多么激动、高兴啊，他们围着火堆唱啊，跳
啊，歌声响彻了天宇，学生仔细地看，用心地听，我让他们
再用自我的话描述你看到的情景，学生深入体会，说得比较
完整具体。

这篇课文叙事性强，故事情节生动、曲折、适合学生讲述，
所以让学生读课文资料有了大致的了解后引导他们用自我的
语言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课文资料讲述出来，能够帮忙他们更
好地理解课文，提高口头表达本事。首先，我让学生自我完
成板书，理清课文线索列出复述提纲。其次，创设情趣，营
造复述氛围：出示投影片，片上一小弟弟指着火问哥
哥：“火是从哪里来的？”哥哥紧皱眉头，一手摸着后脑勺，
教师扮小弟弟，班里的学生做哥哥。提出复述要求，a.口齿清
楚声音响亮说得比较流利。b.比较完整地说清故事经过，最好
能突出重点说。并当堂练习复述，最终，指名上台复述，力
求突出重点。设计这样的实践活动，有效地锻炼了学生提取、
处理信息的本事，真正发挥他们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

对课文的学习不应当终止在课堂上，更应当从课堂为起点，



向更广大的社会课堂延伸，所以，小结课文时，要重视激发
学生继续探研的进取性，并起到引导作用。首先，让学生各
抒己见，谈谈学了课文后的体会，其次，向学生讲述古希腊
神话的特点，火是神从天上盗来，那里没有科学根据的，现
代科学认为火是最初起源于物体的相互摩擦，帮忙学生树立
科学认识，并激发他们阅读古希腊神话。体验真善美。这样
的教学密度大，教学方式比较放开，在教学过程中预设与生
成往往会有矛盾，课堂的生成东西比较多，处理不好就容易
出现问题，需要教师驾驭调控课堂的本事要强，需要更灵活
的应变本事。当然，一节课想要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仅有
懂得舍才能有所得。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八

《普罗米修斯》是一篇希腊神话，节选自《一千零一夜》，
这篇课文的重点和难点是感悟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
神、抓住重点语句，从有关语段的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品质。

在阅读《普罗米修斯》一课时，我的个人感受是这一课在语
言上并没有太多奢华渲染的文字，整个故事结构紧凑，情节
连贯，从事情发展的角度看，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从普罗
米修斯看到人类没有火，所以要冒险取火种、为人类造福讲
起，然后写到他为此遭受了无法想象的酷刑折磨，最后在大
力神的解救下重获自由。

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引导学生去感悟文本的价值取向，应是
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语文文字在其表面是感性生动的，而
能选入我们语文课本的就代表了当代社会精神文明中社会价
值观的体现和导向。《普罗米修斯》一课中，这位天神所表
现出来的勇敢坚定，为了人类用于牺牲的精神，堪称为伟大。
要通过对具体语言文字的咀嚼，达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
体会到这位天神的这种精神，是在这一课的教学中要落实的
目标之一。这个目标的实现更要通过扎实地进行语言文字的
训练来完成。我进行的是第一课时的教学，为完成既定的教



学目标，主要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尝试，现就这一课的教学进
行如下的反思。

1、词语是有生命的，学词语是和阅读紧密结合的

在学习词语的时候，我把课文中提到的几位天神，他们所作
的事情涉及到词语分成了几组，读准字音是基础的目标，在
读准字音的同时更进一步引导学生“想象词语勾勒的故事画
面”；教学的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比如“饶恕”是要读
出它的味道来，“气急败坏”则要读出意思来，“砸碎”要
读出词语的感情来。在解决读音的同时，更是为了整体把握
课文做准备。读词语并不仅仅是为了读而读，更要为了概括
文章的主要内容打基础，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到文字背后
的内容，把人物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弄清楚了文章的每一
部分讲了什么内容，再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弄清楚了文章的主
要内容，借此教给学生一种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平时
在教学中，总感觉训练学生概括主要内容是一个难点，不是
近似于复述，就是表达不完整内容，而这一课中这样的尝试
给了我一个启示。

2、对重点词语的理解，可以对领悟句子的内涵起到极大帮助

本课的重点学习就是三个段落的内容，普罗米修斯在悬崖上
受难是两段，另一段是面对可怕的折磨，他的坚定的态度则
浓缩为一句话——“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
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在学习普罗米修斯受难一部分时，有些词语是绝对不能错过
的。比如“死死地”，我让学生感受地是“死死地”地锁是
怎样地“锁”？“死死地”地锁之后，他还既不能怎样也不
能怎样？“风吹雨淋”一词，老师加入了对高加索山的描述，
补充了一段文外的资料“高加索山被人们形容为无法到达的
地方，连鸟都不愿意从那里飞过，那样一座山上刮起的会是
怎样的风，下起的会是怎样的雨？”学生们表情变得凝重而



痛苦，似乎在和英雄一起痛苦一起承受，他们想象出那座山
上刮起的是凛冽刺骨的寒风，下起的雨中可能还有拳头大的
冰雹。是这些词语的理解带给了句子生命，让句子变得鲜活，
有画面浮现在脑海里。

宙斯看到普罗米修斯没有屈服，于是又给他叠加了那么多的
苦难，在这一段中，我把一些词语用括号括起来，删除掉这
些词语，文章依然是通顺的，不过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得到少
了这些词就少了哪些味道，这些味道就是删掉的词语在向我
们传递的内容。学生通过“狠心”“又”“凶恶”“每
天”“尖利”等词语，体会到了这一份惩罚为什么是最严厉
的惩罚，这一份惩罚需要怎样才能忍受，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也进一步的丰满起来。

1、几处关联词语的训练

总是觉得在语文课上培养孩子能够清晰完整的表达，有逻辑
的表达非常重要，并不是以定要教条的要孩子们如何讲话，
但中国文字的魅力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种语感的
建立。在这篇文章的教学当中，我设计了几处由文章内容延
伸出的补白，和关联词语的训练结合了起来。

例如，一处是：普罗米修斯去拿取火种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
是一件也许要让自己丢掉性命的事情？（抓“决心冒着生命
危险”）

这几个字告诉了我们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即使——我也要；就算——我也要；哪怕——我也要！

这三组不同的关联词语都是表示条件的，学生在运用的时候
就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在感情上会有什么



帮助，表达同样的感情又可以用怎样不同的方式。

再如：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就是不向宙斯屈服。“如此，
这一个词语两个字，但它岂止是一个词语两个字这么简单啊！
它是普罗米修斯日夜遭受的痛苦啊！”我设计了一个对上文
的回顾，如此两个字代指的是——“双手和双脚戴着铁环”，
代指的是“被死死地锁在高高的悬崖上”，代指的是“他既
不能动弹，也不能睡觉”，代指的是“日夜遭受着风吹雨淋
的痛苦”。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进一步体会普罗米修斯
坚定勇敢的同时，也明白“如此”这一个词在这里所承载的
重量，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2、重点句子的复沓升华

我们都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一句核心句子，就是普罗米修斯
在面对众神领袖给他的严酷惩罚之时的始终如一的回
答——“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
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这位希腊天神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这一句话里体
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句子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的，更是提
升文章情感的好载体，要读通读透到位。

处理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次我采用了体会反问句和陈述句在
表达上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方式，“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意
思就是说——（学生接：为人类造福没有错！）那么就直接说
‘为人类造福没有错！’行吗？”学生一下字就体会出感觉
不好，不能表现出普罗米修斯的坚定，反问句的特点和意义
的学习就这样体会出来了。

第二次，我抓住了“忍受”这个词，心字上面有一把刀！它
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天神也会疼，天神也会痛苦，可是普罗米
修斯宁愿忍受，也决不归还火种！



复沓是升华递进情感的一种有效策略，对这个句子的处理我
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但单一的机械重复不是复沓，随着每一
次的朗读，理解的加深感情的递进才是复沓的真正意义，而
这篇文章的学习，也应该随着这句话的朗读，到达一个情感
的至高点。

第三次的处理我就采用了复沓的策略，时间上的漫
长，300、3000、30000年，煎熬上的可怕，在风吹雨淋的高
加索上上，他坚定地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
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他
对残酷宙斯的不屑，所以他能冷笑着说——“为人类造福有
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
归还火种！”这一切都源自他要为人类造福的信念，所以，
他能微笑着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
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在一次次的
复沓中，学生学文的情感逐步升华，对人物的理解也愈加深
刻！同时我把重点词语采用了填空的方式出现，学生在感受
普罗米修斯形象逐渐高大的同时，也把这一重点段落背诵了
下来。

整篇我采用的一条主线就是——“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普罗
米修斯？”这个问题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力求在学习
文本的基础上有一个对人物认识上的提升，第一次是普罗米
修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人类取火，我们看到了善良勇敢的
他；第二次是他在忍受承受遭受痛苦却始终如一的信念，我
们看到了坚定执着的他；第三次当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经受了
三万年的痛苦却仍然可以冷笑面对，微笑说话的时候，这种
种的一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那个伟大的普罗米修斯！

回顾这一课的设计，力求体会文章的精神实质，把对语言文
字的训练扎实有效地进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自己也发现
了一切问题，比如始终感觉对文章的六、七自然段也就是普
罗米修斯是受刑的两段处理不够细致精巧，在今后的学习时
间当中，还需要我以此为契机，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和突破。



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九

四年级《普罗米修斯》教学反思崔峦说过：“简简单单教语
文，扎扎实实求发展。”语文是学习语言的课程，阅读是学
习语言的基本途径。如何让“语文味”在阅读教学中有效地
践行？孟子曾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借于物也”。只有善
于借力，才能够“闻者彰”、“见者远”、“绝江
河”、“致千里”。在语文教学上，我们教师也应该有这样
的一种意识，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策略来进行教学，
才能够真正地做到事半功倍，举重若轻。下面笔者结合执教的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谈谈自己的几点做法：

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是语文学习
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课题是一篇文章的“眼睛”，课堂教学中，以课题为突破口，
启发学生质疑问难，这样的发问，如同“火花”碰着了思维的
“火药”，一个个的提问像一把把尖锐的“匕首”直指文章
的核心。他们兴趣盎然，学习成为一种探究、一种享受。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
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教师
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教师应引导
学生钻研文本，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注重语文与生活
的结合。让生活为学生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走向深入提供
了助力。

在教学《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时，当学生质疑问难后，通过
直观形象——图片，（一碗香喷喷的米饭，一只可口的烤鸭，
一道美味的蒸鱼。）启发学生联系生活思考：有了火，我们
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话锋一转，如果没有火，我们吃的
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将是什么？一只可口的烤鸭将是什么？一



道美味的蒸鱼将是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播放图片：生米，
带毛的死鸭，充满血腥的死鱼），你们吃得下吗？以此突
出“火”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在有火与无火的图片对比中，
带领学生联系生活体验，使古希腊这一与学生相距千年的文
化，走进学生的内心，引起学生心灵的强烈震撼，从而拉进
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语文，对于学生而言，要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通过字里
行间，逐渐地啄磨，品味出文中之意、文中之味、文中之神、
文中之采，化冰冷的文字为鲜活的体验。这不仅需要阅读，
还需要品读、精读。

教学《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时，当学生走进文本后，教者抓住
“人类必须有火！”这一个重点句，先指名读，分角色，自
由读，再让学生说一说：你懂得了什么？从哪里看出？一次
次的阅读中，学生抓住了“必须”“！”体会出了普罗米修
斯坚定的决心。随后引发学生思考：

（1）没有火，人类过着怎样的生活？

（2）这火是谁送的？

阅读教学是学生、老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爱因斯坦曾说过：“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是无限的”，要真正地深入到文本之中，就必须让学
生以文本为“蓝本”展开丰富的想象，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
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阅读教学并非是没有抓手的，如同生活并不是没有美，关键是
“我们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特别是“发现
美”、“善用美”甚至“创造美”。善于借力使力，就能够
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注意放到学生更
需关注、更需深入、更需发展的地方。以“四两拔千斤”的



手法，创造出属于学生的精彩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