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授课学时  

授课章节 淮南子·女娲补天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培养学生的古汉语阅读能力，通过本课学习，掌握一定
数量的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知识。 
2、引导学生深入解读《淮南子·女娲补天》的文本内容，
理解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深层含义。 
3、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其对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信仰
等文化现象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能力目标： 

1、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技巧，如默读、精读、
略读等，提高阅读效率和质量。 
2、引导学生学会鉴赏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美、情感美和意境
美，提升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 
◆素质目标标： 

1、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增强文化
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2、引导学生认识到《淮南子·女娲补天》等古代文学作品
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古汉语阅读能力与词汇积累 

2、文本解读与主题分析 
3、文化传承与理解 
◆教学难点 
《淮南子·女娲补天》作为一篇神话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深
层含义和象征意义。如何引导学生深入挖掘这些含义和象
征，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是教学的一个难点。 

 

教学方法与策

略 

◆教法：游戏驱动法、任务驱动法、就虚演实法 
◆学法：讨论法、小组探究法、汇报法 

◆教学策略： 
（1）整体教学过程分为“课前探学、课中导学、课后拓展”
三大部分； 

（2）课前探学：分析学情、学生自测，教师发布任务书调
整教学策略； 
（3）课中导学：采用“任务引入、分析提炼、创建原型、
合作演练、总结评价、迭代改进”六部学习法； 
（4）课后拓展接受线上线下检测，提升方案； 
教学全程记录为课后反思保存资料；信息化教学破解重难
点。 

思政元素设计 
1、文化传承： 
强调《淮南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瑰宝的地位，引导学生了
解并欣赏古代神话故事的独特魅力。 
通过讲述女娲补天的故事，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



的历史文化，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文化自信：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理解其对
于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鼓励学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积极参与文化传
承与创新活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教学过程 
◆导入——走进女娲（10分钟） 

关于女娲的传说，千年以来都被华夏儿女口口相传，世
代流存于民族记忆之中。女娲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出现之
前，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造物女神。 

关于女娲的最早描述，见于《山海经》：“有神十人，
名曰女娲之肠。”《山海经》这句话说有十个神人，名叫女

娲之肠，但关于女娲的形貌，并未提及。对此，晋代郭璞予
以解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意思是 ：女娲人首蛇身，一天中可变化七十次，不仅神力
通天，而且是当时的主宰神，被视为“帝 ”。女娲被古人
赋予了蛇的身躯，不仅因为蛇是一种神秘的生物，还因为蛇
有旺盛的生殖能力，是永恒的生命象征。正因为如此，女娲
被认为是创造生命的始祖，更被称为大地之母、创世女神。 

开天辟地时，女娲抟土造人，化生万物，救赎苍生。女
娲造人、补天之后，天地不再沉寂，人类繁衍生息，华夏民
族由此肇端。女娲因此被称为华夏民族人文先始，福佑社稷
之正神。 
◆背景分析（20 分钟） 

（1）女娲为何补天。 
    观看视频。 

原始先民时期，人类与大自然的博弈，部族与部族之间
争夺资源的战争，让先民们有了一种生存焦虑，所以他们创
造出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希望自己的部族出现一名英雄，支
撑自己的部族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补天”却有了
救民水火、普照苍生的社会学意义。 

古代先民把女娲补天的缘由归结为共工怒触不周山了，
故《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言：“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
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
移焉 ；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只是

讲了共工争夺天帝之位，一怒撞击不周山，造成了天塌地裂，
洪水滔天的恶果，其中并未提及女娲补天。后来，东汉王充
的《论衡》一书提及 ：“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
而触不周之山，使天维绝，地柱折。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鳌足以立四极。”这样，王充就把女娲补天与共工怒触不
周山的故事联系起来了：共工触山，“天维绝，地柱折”，
女娲才需补天。 

（2）《淮南子》及作者简介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

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料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哲学
著作。 



《淮南子》相传是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

而得名。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
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 《四
库全书总目》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
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
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
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原书中有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
十三卷，存世的只有内篇，现今出版版本，大多对内篇进行
删减后再出版。“说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这部

书的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
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纵横家类。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
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刘安撰作《淮南子》的
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
治改革。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
说法。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
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
《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
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

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
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
总统仁义，而著此书。”（高诱《淮南鸿烈解序》）指出了
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
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
南王刘安和八公了。梁启超说：“《淮南子》匠心经营，极
有伦脊，非漫然獭祭而已。” 

《淮南子》书中有较多的《庄子》的影响，已与晚周至
汉初南方黄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区别。道家由以黄老为主转移
到以老庄甚至以庄列为主，这一转变在《淮南子》书中已可
见其端倪。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

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 [4]  。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
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
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
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
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
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
十一篇，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
作战争装备，积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



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

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最终发起叛乱。然
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
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梳理文章（20 分钟） 

原文：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
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
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
狡虫死，颛民生。 

译文： 

以往古代的时候，四根天柱倾折，大地陷裂；天（有所
损毁，）不能全部覆盖（万物），地（有所陷坏，）不能完
全承载万物；烈火燃烧并且不灭，洪水浩大汪洋（泛滥）并
且不消退；猛兽吞食善良的人民，凶猛的禽鸟（用爪）抓取
年老弱小的人（吃掉）。于是女娲炼出五色石来补青天，斩
断大龟的四脚来把竖立（天的）四根梁柱，杀死（水怪）黑
龙来拯救翼州，累积芦苇的灰烬来制止（抵御）过量的洪水。
苍天（得以）修补，四个天柱（得以）扶正（直立）；过多
的洪水干涸（了），翼州太平（了）；狡诈的恶虫（恶禽猛
兽）死去，善良的人民百姓生存（下来）。 
◆艺术手法（5分钟） 

文章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客观

现实的基础上放大事物的形象特征，以用来增强表达效果。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和“水浩
洋”等短短数词描绘出天倾地裂，水火肆虐的悲惨景象。此
外，对于女娲的外貌和能力上，也是使用了夸张手法，基于
原始图腾塑造出一个人首蛇身的神补天救民的神话故事。这
种超越科学和逻辑的幻想也使中国神话独具特色。 
◆拓展延伸（10分钟） 

（1）神话的定义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
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
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千百年来一直是文

人墨客与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不朽源泉，对后世影响深远。 
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人类开
始思考与探索自然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力所产生的。 

（2）神话的起源 
关于神话的产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

论述“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
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
神话。”也就是说神话的产生与上古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密不
可分。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面
对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如风雨雷电，如太阳月亮，如
云霞虹靡等等，古人不明所以惊奇不已，惊奇又得不到解释，



于是人们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归咎于无所不能的神

力。经过人们代代流传，不断完善、丰富，也就是后世我们
所读到的神话。原始神话的产生正是原始人头脑日益聪明的
表现，也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反应，在生产力低下的原
始社会，人们需要与自然作斗争，生存中有许多的困难，为
了战胜这些困难，或者说是为了给自己战胜困难的勇气，他
们通过幻想借助神力，于是原始神话中就产生了一些以渺小
之力对抗自然的英雄，如夸父逐日，如精卫填海，如愚公移
山等等。这些英雄都是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缩影和代表，比
如鲧禹治水，其实就是两种治理水患的方法——堵和疏。其
实这些英雄产生的背后应该会有一个真实的原型，人们在口
口相传中加入了神秘，现实中也许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也许

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但是在神话里人们将这些故事情加工在
失败与悲剧的故事中，融入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抗争的勇
气。 

（3）神话的特点 
首先，神话对创造和传承它们的人来说是一种事实，是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和活动，是关于他们祖先功过的真
实记录。人们相信神话，并周期性地演练和讲述神话以教育
他们的后代子孙。 

其次，神话对创造和传承它们的人来说是神圣的。只有
德高望重的人才有权力在特定的仪式活动中重现和叙述祖
先的事迹。这就是说，神话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往往与礼
仪、信仰、社会组织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同时，围绕着神话

及其仪式活动，往往还有许多的禁忌。 
第三，神话的内容一般都是关于万物的起源的。一般涉

及的问题有世界是怎样形成的?日月、四季、风雨雷电、动
植物等事物的起源等等。还有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如火、
谷种、文字的起源等。 

（4）中国神话的精神 
神话往往反映了远古先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

追求，纯朴、天真而又幼稚，艺术想象力丰富，不乏历史感。
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有着丰富的神话典籍，
但由于历史变迁各种原因散佚了很多，保留下来的所剩无
几，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楚

辞》、《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从
文学的角度来说，神话是一种文学形式，它借助于人们的想
象，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现象
的认识和愿望，通过了解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远古先民
的智慧，认识他们的思维方式，体会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
风貌。 
◆总结测试（10分钟） 
复盘工作任务的收获与不足，明确改进方向。 

反思与改进 
1、内容深度：对于《淮南子·女娲补天》这样的神话故事，
应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以满足大学生对深层次
知识的需求。然而，当前教学可能过于注重故事情节的讲述，



忽视了文化内涵的挖掘。 

2、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以讲授为主，缺乏互动
性和实践性。对于大学生而言，应更多地采用讨论、辩论、
案例分析等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