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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禹治水（第一课时）

学案

学习目标

1.认识 15 个生字；会写 8 个生字；理解“洪水、挡水、疏导、驱

赶、安居乐业”等词 语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学习重难点
【重点】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难点】1.借助汉语拼音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观看《大禹治水》课文朗读（动画），自己试着通顺、流畅地朗

读课文，注意朗读节奏与感情。

二、圈出本课的要求会认的生字、要求会写的生字，多读几遍。试

着做生字卡片。

三、搜集信息

试着通过书籍、网络等方式搜集关于大禹的资料，并试着记录下来，

并和大家分享。小组讨论推荐出最有代表性的信息。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课文，圈出生字词，不会读的字查字典解决，难读的地

方多读几遍，没把握的地方作批注。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课文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同学们，你们喜欢读神话故事吗？你们课前都读过那些古代的神话

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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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一篇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题目就叫《大禹治水》

（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读完课题你们想知道什么呢？

共学

【我来读课文，我来学生字】

1.听老师读朗读课文，学生边听边画出生字词并会读。

2.学生自由读课文，把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3.老师引导学生读出感情。

4.认读生字词，交流识字方法。

【整体感知】

1.老师示范朗读，学生认真倾听。

2.学生借助拼音自主练习朗读，将古诗读正确、读流利。

3.初读指导（注意读准字音、节奏。）

【品读感悟】

1.默读课文。提出要求：

（1）不认识的字可以看拼音，或者请教老师和同学。

（2）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圈出生字词；

（3）读通每个句子，读不通顺的多读几遍；

（4）给每个自然段写上序号。

2.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读课文。

读一读，小组讨论交流，借助课文的语句说一说。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总结】

学习了《大禹治水》，认识了许多生字新词，读通了课文，我们

从读中感受到了古时候洪水的凶猛，以及大禹治水的艰难。



第 3 页

随堂练习

【书写汉字，相机指导】

一、读一读，连一连。

dú shé shóu shāng jì xù tuì huī

伤 续 退 继 恢 兽 蛇 毒

二、把下面的句子补充完整。

1.今年夏天南方的这次 hòng( )水，给很多家庭带来了

Zāi nàn( ),但是人们顽强抗争，尽力恢复农 yè( )生

chǎn( ),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2.我知 dào( ),老师辛苦的付出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成长。

3.我 rèn(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3. 花园,早已 bèi( )大雪覆盖了。

三、连一连。

淹没 房屋 吸取 教训

冲毁 田地 筑坝 挡水

伤害 猛兽 耕种 土地

驱赶 牲畜 继续 治水

四、仿写词语。

千千万万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五、写出下面加粗词语的近义词。

1.他的儿子继续治水。（ ）

2.毒蛇猛兽到处伤害百姓，人们的生活痛苦极了。（ ）（ ）

六、写出下面加粗词语的反义词。

1. 鲧领着大家治水，经过九年，治水失败了。（ ）

2. 毒蛇猛兽到处伤害百姓，人们的生活痛苦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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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1.2.3（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一、

二、洪 灾难 业 产

三、

四、平平安安 红红火火 世世代代

五、1.连续 2.危害 难受 六、1.成功 2.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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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禹治水（第二课时）

学案

学习目标

1.了解“疏导、安居乐业”等词语的意思。

2.正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体会

大禹心系百姓、无私奉献的精神。

3.能根据提示，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能依据提示讲一讲“大

禹治水”的故事。

学习重难点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初步体会大禹心系百姓、无私奉献的精神。

【难点】能根据提示，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说说大禹是如何治水的？

二、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三、学了本文你有哪些收获？

预学自测 复习生字词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回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很久很久以前，（ ）经常泛滥，人们的生活十分（ ），

鲧没有治好水。他的儿子禹吸取了（ ），治好了水，农业生

产渐渐恢复了，老百姓过上了（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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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

【课文解读】

品读释疑

【学习第一自然段】

1.轻声地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看谁读得最认真。说说有什么感受？

2.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洪水怎么样?洪水来势是多么凶猛，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补充洪水的视频或图片）

3. 看到这滔滔的洪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老百姓遭到伤害，

你的心情怎样?你能通过你的朗读表现出洪水的凶猛以及老百姓生

活的不幸吗?

4.指名读。

【学习第二、三自然段】

认真听老师范读课文 2—3自然段，

思考:1.谁？怎么治水？结果怎样？用“——”标出。

2.你对他们治水的方法有什么看法？文中哪些地方让你感动，你体

会到了什么，结合具体语句谈一谈。（结合自己搜集的材料。）

3.怎样才能读好这两个自然段？

学习提示：

①体会数字表达的好处。（十三、三、一）

②理解“到处奔走”的困难与辛苦。

（先独立思考，再在组内交流讨论，小组内选派代表展示讨论结果。）

【学习第四自然段】

默读第四自然段。

1. 洪水退了，你看到的大地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课文中哪个词

语最能体现？

2.这样的日子谁带来的？人们怎样感谢禹呢？

3.学到这里，课文里都叫禹，你明白为什么课题中称他为大禹？

（因为禹无私、无畏，还很有智慧，所以人们尊敬的称他为“大禹”。）

4.你从课外查找的资料里有没有感觉大禹的伟大？（塑像、修庙）

5.怎样读好这一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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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独立思考，再在组内交流讨论，小组内选派代表展示讨论结

果。）

【总结】

想一想，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学了本文你有哪些收获？

课文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写的。学了本文我知道了大禹治水的

故事，我要向他学习，长大了为国家、人民做贡献。

随堂练习

【课文理解】

一、把音节补充完整。

sh ang r x t x h

兽 伤 仍 续 退 训 恢

二、用部首查字法查查下面加粗的字，写出部首，并选择它在词语

中的意思。

挡水 部首（ ）字义：1.阻拦，.遮蔽。 2.挡子。 3.

排挡的简称。 4.某些仪器和测量装置用来表明光、电、热等量的等

级。

疏导 部首（ ）字义：1.清除阻塞使通畅；疏通。 2.事

物之间距离远；事物的部分之间空隙大（跟“密”相对）。 3.关系

远；不亲近。 4.不熟悉；不熟练。 5.疏忽。

驱赶 部首（ ）字义：①赶（牲口）。 ②快跑。 ③

赶走。

三、照样子，仿写句子。

例：大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毒蛇猛兽到处伤害牲畜和

百姓，人们的生活痛苦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他只知道筑坝挡水，经过了九年，洪水仍然没有消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根据课文内容填空，回答问题。

（一）

禹离开了家乡，一去就是_______年。这______年里，他到处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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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曾经_____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可是他认为治水要紧，_____

次也没有走进家门口看一看。

1.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三 十三 一）这些数字，让

你感受到禹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精神。

2.这段话讲述了禹治水过程中的感人事迹，这个故事用一个成

语说：________________

（二）

洪水终于退了，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人们把家重新搬了回来。

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了。百姓重新过

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1.洪水退了，“____________”最能体现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2.如果你是百姓中的一员，你会说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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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一、óu shāng réng ù uī xùn uī

二、1、1、3

三、1.春天来了，小区里到处是花香。2.这大雨下了两天，今天仍然在下。

四、1.十三、十三、三、一 2.一心为民、无私奉献 3.三过家门而不入

1.安居乐业 2.大禹，您太伟大了，您治水有方，救活了百姓们。太谢谢您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