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 第一次
抱母亲教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情深意长、感人至深的文章。课文
记叙了由于母亲住院，护士来更换床单，就这样的一个偶然
的抱母亲的机会，引发了母子之间心灵的碰撞。字里行间洋
溢着母亲对子女的爱，更流淌着子女对母亲深深的感恩之情。
这篇课文的文眼在一个“抱”字上，我抓住文章中关键的语
句引导学生品出滋味，品出情感。

一上课，我就让学生读文，找找文中哪些句子就是在具体描写
“我”抱母亲的情形呢？ 第一次抱母亲，才发觉母亲轻，这
么轻，竟然这么轻，出乎“我”的意料，“我”吃惊，“没
想到母亲轻轻的”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孩子由于偶然
的一抱才发觉母亲轻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于是我着重引导学生品一品文中第一处写“我”抱母亲的句
子。想一想，这一抱，让作者抱出了怎样的感受？然后品读
关键句：“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但在处
理“我为什么很难过？”这个问题时我挖掘得不够深刻，太
肤浅。学生体会到母亲竟然这么轻，发现了这一真相的儿子
此时更多的是难过，难过母亲用这么轻的身子承受了那么重
的担子。可是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泪呀，作为儿子想
到这些怎能不难过？作为教师应该引领学生深入地去探
究“我”的心情。可以有这样一些理解：“我”和母亲生活
了几十年却不知道她只有80多斤，我太粗心了，太不关心母



亲了；我为自己一直不懂事，竟然没能帮母亲挑重担，减轻
一点负担而难过；母亲不怕劳累、毫无怨言，现在却病成这
样，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当时我怕时间来不及就没有让学生
深入文本细细品读，这一点比较遗憾。

阅读教学永远的教学手段，阅读的质量通过朗读可以充分的
展现，在对文章对母亲饭山越岭的这一小节的教学中，让学
生不断的读，读出作者不同的情感。在阅读的基础上我又抓住
“翻山越岭”这个词引导学生想象母亲的艰辛。由此学生体
会到母亲身体的力量不是无穷的，但母爱的力量却是无穷的！

文章最打动人的就是“我”抱母亲入睡的那小节，一切多余
的讲解在这样的情景下都是苍白无力的，读好，读出情，读
出感，在朗读中让爱永驻。

但整堂课上，我觉得上得还是比较满意，孩子们也用情在学。
大家都被文本所感动，被情所感染，这是情感充盈的课堂，
是情感净化的课堂，是人性之真之美的课堂。语文课需要感
动，需要震撼，需要心灵独白。我欣慰我曾经与学生一起营
造着爱的氛围，一种和谐的人性氛围。

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魏艳红老师执教的是湘教版新编教材三年级歌曲《多年以
前》。这首歌曲是由美国的一首同名民歌填词而成。它首先
讲述多年以前的地球拥有“蓝天、森林、小鸟”，后来“森
林消失，小鸟一去不返”，再描写现在孩子们对小鸟“轻轻
呼唤”，唱出了孩子们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真挚而美
好的愿望。在课堂教学中，魏老师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
趣爱好为动力，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重视音乐实
践。下面我就对这一节课进行简单评议，不到之处请在座的
老师们提出宝贵意见。

一、教学中以故事贯穿教学始终，创设情景氛围，牢牢把握



住了三年级儿童的年龄特征。

爱听故事是小学低段孩子的共性，魏老师根据教学目标和任
务，采用故事的形式，把课堂的每一个教学环节融入故事情
境中，使学习产生诱惑力，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在听故事——唱故事——演故事等不同的情境中不知
不觉的学习、感受和体验音乐。并根据音乐课自身的特点。
创设了合乎实际的教学情境，通过语言描绘，图画再现，音
响渲染，扮演体会，设悬置疑等多种途径，引导不同层次的
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使学生乐此不彼地致力于唱歌教学。

本节课一开始魏老师就扮演了一只可爱的受伤的小鸟，通过
与同学们的对话交流，学生一下子就被牢牢吸引住了。这样
的情景教学一直贯穿在课堂教学中，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
兴趣，而且为学生能有感情的演唱歌曲也奠定了基础。

二、教学中以音乐性贯穿课堂始终，牢牢把握住了音乐课的
本质特点。

《新的音乐课程标准》提出：倡导完整而充分地聆听音乐，
使学生在音乐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的感受和体验;启发学生在
积极体验的状态下，充分展开想象和联想。在这节课中，从
师生之间的问候——小鸟对同学们的自白演唱——欣赏歌曲
《多年以前》——歌曲《多年以前》的学习——音乐剧的表
演，音乐无不贯穿其中，比如教师范唱时的优美歌声，学生
学唱时的认真投入，歌曲表演时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同情绪
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使课堂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更加丰满完
整，增添了音乐情趣，学生在唱唱动动中充分感受美妙的音
乐，体验其中的快乐。

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关键字：母爱 母亲 感动 抱



有一种爱被世人所赞颂，有一种爱可以让人每时每刻都感受
到它所带来的温热这种爱就是母爱.母爱像火红的太阳,母爱
像黑夜里的油灯,母爱像冬天里的毛衣,母爱更像山间的溪水,
一点一滴的细流汇成潺潺的溪流,一点一滴的关怀汇成浓浓的
母爱。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情深意长、感人至深的文章。文章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真挚，字里行间饱含着一股浓浓的亲情，
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亲深深的感恩之情。这篇课文的文眼在一个“抱”字上，我
抓住文章中关键的语句引导学生品出滋味，品出情感。

整篇文章以作者的心理跌宕起伏，层层推进来推动情感的涌
动。“吃惊、难过 愧疚”是作者对母亲一生为家庭默默奉献
的情感线索。作者从不了解母亲的辛苦，心疼母亲独自一人
承担重担，到自己成年后没能为母亲分担重担而愧疚不已。

象，理解“重担”一词包含的意蕴，使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
和感悟又更深了一层，体会“母亲挑起的是家庭的全部担
子”，因此，“母亲在孩子心中才会那么重。”还有“年复
一年”“直到我们长大”这些重点词语的感悟，充分感受母
亲一直以来无私的付出。为了让学生对89斤有感性认识，我
拿自己的体型体重进行比较，来认识母亲实在太瘦弱了。母
亲以她瘦弱的身躯挑起生活的重担，真的是力大无穷吗？不，
是母爱创造了奇迹。

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并展开想象：“我”左
手托住母亲的头，右手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眼角
的泪水。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母子间的亲情就在这“抱”中交
流着、升华着，也感动着我们。

而成的生命润泽。我欣慰我曾经与学生一起分享过这份心灵
的洗涤和湿润，我和学生一起穿行在流泪的语文课堂中，用



生命的手掬起一捧捧晶莹的心灵泪花，我们营造着爱的氛围，
一种和谐的人性氛围。我感动了，学生也感动了。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这位作者，是他唤起了我们对母亲的爱，
是他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在接受母爱的同时，让
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回报母亲更多的爱吧！

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母亲病了，住在医院里。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守护。轮到我
的那天，护士进来换床单，让母亲起来。母亲病得不轻，转
身下床都很吃力。我赶紧说：“妈，你别动，我来抱你。”
我左手托住母亲的脖子，右手托住她的腿弯，使劲一抱，没
想到母亲轻轻的，我用力过猛，差点仰面摔倒。护士在后面
扶了我一把，责怪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我说：“我
没想到我妈这么轻。”护土问：“你以为你妈有多重?”我说：
“我以为我妈有100多斤。”母亲说：“我这一生，最重的时
候只有89斤。”

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护士说：“亏你和你妈生
活了几十年，眼力这么差。”我说：“如果你跟我妈生活几
十年，你也会看不准的。”护士问：“为什么?”我说：“在
我记忆中，母亲总是手里拉着我，背上背着妹妹，肩上再
挑100多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我们长大。
我们长大后，可以干活了，但逢有重担，母亲总是叫我们放
下，让她来挑。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无穷，没想到她是用80
多斤的身体，去承受那么重的担子。”

我愧疚地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脸。护士也动情地说：“大妈，
你真了不起。”母亲笑了笑说：“提那些事干什么?哪个母亲
不是这样过来的?”护士把旧床单拿走，铺上新床单，又很小
心地把边边角角拉平，然后回头吩咐我：“把大妈放上去吧，
轻一点。”



我突发奇想地说：“妈，你把我从小抱到大，我还没有好好
抱过你一回呢。让我抱你入睡吧。”母亲说;“快把我放下，
别让人笑话。”护士说：“大妈，你就让他抱一回吧。”母
亲这才没有作声。

第一次抱母亲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为期一个月的同课异构的准备，今天在**小学结束了。首先
感谢让区教育局的领导能够给予我们这些教师一个学习、交
流和进步的平台，其次感谢**小学的各位领导和教师的帮助
和支持，最后感谢四年二班的各位同学的配合。

早早地来到学校，和学生进行了沟通，本以为是胸有成竹的
准备工作，可是在进行授课的时候却是情况百出，以下就针
对这次同课异构活动进行反思和总结，为以后的教学工作奠
定基础和教学理念基础。

备一节课的基础，首先就是备学生。由于对学生的基本情况
都不了解，在前一天到学校了解了一下学生的基本情况，感
觉他们对课本知识掌握的没有问题，而且都能够把握文中母
亲的品质，可是在授课的时候，学生根本就没有按照自己的
设想进行。这就是对学生的基本情况掌握的不充分，导致在
课堂中自己占主导地位，让学生的思想受我的牵制，以至于
所呈现的课堂非常地沉闷。这就体现了自己在课堂中的教育
机制还是有待提高。

要想提高教育机智，要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还是不够的，还
要整体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设计报告单的时候，把小组
合作部分学生要分析的内容进行引导，让学生在汇报的时候，
能够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进行交流。

针对四年级学生的学情分析，要让学生进行大量地朗读和分
析，只有这样才能对文本的知识进行透彻地分析。在课堂中
仅让学生针对第一自然段的内容进行朗读，自己也有意识地



想让学生在后面的文段中进行朗读，可是在授课中却大大地
忽略了这个环节，导致没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上所呈
现出来的就是“死气沉沉”的氛围。

这次活动让自己让自己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在
其他授课教师身上寻找到了闪光点，吸取他们的优点，用到
自己的课堂之上，使呈现的课堂形式更加地灵活，课堂效果
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