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
(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朗读体会、感受月亮湾村前村后的美丽景色。

教学重点：指导学生在读中品、品中读，体会月亮湾的美丽
景色。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

一、复习巩固、导入  新课。

昨天，我们已经初步读了《月亮湾》，通过昨天的学习，你
对月亮湾的了解有多少？请大家谈谈看。（板书：美丽）

二、利用录像、整体感知。

月亮湾到底美丽在哪儿呢？想不想去看看？好，让我们跟着
一段录像（课件），由老师做导游带大家到月亮湾去看一看。

三、细读品味、体会美景。



1、找一找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月亮湾的美
景？

（第2——3自然段）第二自然段写了哪里的美景？第三自然
段呢？

2、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名读第二自然段，说说有几句话，每句话都说了什么？

（2）自由轻声朗读地二自然段。读后和同桌交流：你最喜欢
哪

（3）一句话？为什么喜欢这句话？（生读交流，师巡视）

（4）全班交流。（出示第二自然段文字，下面是交互按钮，
生谈到哪一句，就出示哪一句文字以及背景图片）

第5句：

a、你为什么喜欢这一句？你从哪个词可以看出桃花的多和美？

b、出示桃花图：你们看，一大片，一大片粉红粉红的桃花，
远远望去，像一片_____________________。

c、朝霞你们见过吗？出示朝霞图与桃花加以比较。

d、时间上再看远一点，到了秋季，这里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e、齐读。

第1句：你喜欢这一句里的什么？

看图感受月牙一样的小河。指名读、齐读。



第3句：生谈。师看图引说：清清的河水像镜子一样倒映
着__________________。

第2句：谁喜欢读第二句？喜欢读的一起读读看。谁来谈谈你
为什么喜欢？（生谈：我好像听到了……好像看到了……）

指名读、品读、齐读。

第6句：绿油油这个词用得很美！齐读。

（5）配乐朗读课文第二段。

3、学习第三自然段。

村后景色怎样？谁来读一下？

村后有什么？看图。

4、配乐欣赏课文录像。你有什么想法？

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师介绍：网上资料月亮湾渡假村。

四：布置作业 。

1、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看图发挥想像，把月亮湾村后的景色用几句话写下来。

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篇二

《第一次抱母亲》是苏教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
第13课。课文记叙了“我”去守护生病住院的母亲，抱起母
亲让护士换床单时，才察觉母亲的身体是那么轻，不由想起



了母亲以弱小的身体挑着重担翻山越岭的往事，心里很难过，
也很愧疚。于是，像小时候母亲抱“我”一样，“我”把母
亲抱在怀里，让母亲入睡，结果却发现母亲的眼里流出了泪
水。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母亲对子女的爱，更表达了儿子对
母亲深深的感恩之情。

根据新课标的阶段目标要求和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
的年龄特点及认知规律，确定以下几点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脖、摔、翻、瘦”4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生字只
认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学生对文中描写“我”抱母亲和“我”与母亲、护士
对话语句，进行探究学习，感受母亲胸怀的无私、博大，激
发对母亲的崇敬、爱戴和感恩之情。

为了落实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我将本课时的重难点确定为：
感受“我”对母亲的愧疚之情。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学中，我
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模式，采取朗读法、讨论法、探
究法等教学方法，配合现代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来，让学生能够乐于学，勤于思考。

在确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重难点之后，我紧紧抓住课文的
主要内容，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出发，按照学生的认知
规律，我的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1、我感受到母亲的伟大。

2、我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为了子女不求回报等等）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学生都是爱听故事的，这个
带着思考的故事激发了学生对课文内容学习的兴趣，产生了
强烈的求知欲，同时也为本课学习奠定了基调，起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2、请同学们齐读课题，读了这个课题，你的头脑中闪现了什
么问题？

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如说

1、为什么第一次抱母亲？

2、“谁”第一次抱母亲？

3、是怎样抱母亲的？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第一次抱母亲？

4、第一次抱

母亲，母亲什么感受？抱的人又是什么感受？等等）教师把
学生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归类整理后简要板书。

古语说的好：“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让
学生针对课文题目提问题，既让学生学习语文的良好方法，
又通过这些问题归类抓住了文章的中心、重点，同时激发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1）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并要求先借助拼音读
准生字，认清字形，把句子读顺，画出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想想它们在句子中的意思，再标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2）接着我相机出示本课中生字词，

指名读，指导学生认读，帮助学生正音，开火车读。理
解“翻山越岭”的意思。指导学生书写“摔”字。



（3）快速朗读课文，说说课文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再给文
章分段，理清课文脉络。

这一环节的设计初步解决了生字字音、字形、字义的教学任
务，理清了课文脉络，整体感知了课文内容，循序渐进地进
行了《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中提出的“能初步把握文章
的主要内容”这个训练。

1、根据质疑，找出语句。

通过刚才的学习，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快在课文第一自然段中
找到了，请用笔画出来。

2、指名朗读，交流学习。

请同学们自由的选择问题，说说你所找到的答案。

预设学生们，可能按以下顺序回答问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第一次抱母亲？相机出示文中的句子：母亲生病住院，兄
弟姐妹轮流守护，正好轮到我的那天；那地点呢？文章开始
就告诉了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b那“谁”第一次抱母亲？为什么第一次抱母亲？

c怎样第一次抱母亲？（指名读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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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做动作：左手托住母
亲的脖子，右手托住她的腿弯，使劲一抱。这句话把“我”
抱母亲的动作写得很清楚，本以为能稳稳地抱住母亲，结果
出乎意料，我差点仰面摔倒。

为什么会差点仰面摔倒呢？

d抱完母亲后什么感受？体会作者内心，相机出示句子（我说：



“我没想到我妈怎么轻。”），指导朗读，读出内心的感受。

读读下文，看看作者都想了些什么？

总之，在整节教学设计中，我旨在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在实际教学中，可能还
有很多问题，恳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的意见。最后，我以叶
圣陶先生曾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说课，“语文教学的最终
目的是使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
改。”为了让学生得到发展，我愿努力探索。

以上是我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初步感受月亮湾的美丽景色。

教学准备：

挂图、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谈话激趣。

小朋友们，不知不觉间，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今
天，老师想带你们到美丽的乡村去玩一玩，想去吗？准备好，



我们出发了！

（齐唱歌曲《郊游》）

2.入新课。

出示插图：小朋友，我的家乡到了。怎么样？谁来夸夸我的
家乡？

这个美丽的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月亮湾。（板书课
题，“湾”加拼音），“湾”是生字，前鼻音，请小朋友伸
出小手跟老师一起写，“湾”左右结构，左边是“氵”，右
边是弯曲的“弯”，“湾”的意思本来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
在这里， “月亮湾”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谁能美美地读读这
个名字？一起读！

3.月亮湾到底有多美呢？请小朋友们轻轻打开课本到24页，
一边听老师读课文，一边看书。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一）、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师：月亮湾多美呀！想不想自己读一读？

请小朋友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预习
时圈画出来的生字词多读几遍。

出示课件检查生字词认读情况：

1. 绕rao是翘舌音指名读字、词 绕着 从绕的部首看，绕与
什么有关？（用丝线缠绕）这个字还可以组哪些词？（围绕、
绕道、绕口令、绕弯子）



出示选词填空：

再把这个词读一读 缓缓地 （又轻又慢）

把词语放进句子读。指名读，左右分组读。

2.倒映、倒影（读并区分）。看这个字 映 这是一个（后鼻
音）开火车读字词，你怎样记住这个字？（熟字换偏旁）

放进句子再读读。 老师听出来了，你在这里加了停顿，听起
来很有节奏感。还有谁来读？越读越流利了。

3.像 xiang 朝zhao 朝霞 灿烂

烂 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左边一个火，右边一个兰）熟
字加偏旁。灿烂都是火字旁，指光彩很鲜艳、耀眼。指名读
好灿烂。 (读到这个词让你想到了什么？)

男女生赛读。

在生活中，你还观察到什么像什么呢？谁能模仿着用“像”
来说一句话吗？

4.坡 山坡 指名读（简笔画画山坡）。 小朋友看，这是一座
山，下面是山脚，上面是山顶，那中间斜斜的地形就是坡。
坡跟什么有关？（泥土）坡上有泥土，坡是土字旁。

读好最后一段。

三、再读课文

1.自读课文

小朋友们真不简单，不但认识了生字，读准了词语，更读好
了句子，相信现在我们再来读课文，一定比刚才有进步！



生自由读课文。

2.梳理脉络

下面老师请三位小朋友来读课文，哪位小朋友来？其他小朋
友来做小评委，仔细听，他们读得怎么样！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有一个关键词，下面两个自然段都是
围绕这个词来写的，你知道是哪个词吗？（板书：美丽）

（第二段）第二自然段介绍了月亮湾哪里的景色？（板书：
村子的前面）

（第三段）第三自然段介绍了月亮湾哪里的景色？（板书：
村子的后面）

课文先向我们介绍了村子前面的景色，再介绍了村子后面的
景色，是按一定的顺序来写的，以后我们在写话时也可以用
上这样的方法。

四、学习生字

1.那村子的前面和后面到底有哪些景色呢？让我们下节课再
来

细细地读读，美美地欣赏。

2.小朋友字音读得准，老师相信一定能把字写得更好。睁大
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生字都是左右结构；
写法上都是左窄右宽）

刚才我们已经用好办法记住了它们，下面我们动手描红吧，
看谁的字写得最漂亮！

附板书：



3.月亮湾

美 村前

丽

村后

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篇四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借助课文中具体的语言材料，引导学生感悟、品味、朗
读，感受文中母子之间浓浓亲情，懂得母爱的伟大，并回报
母爱。

从课文字里行间感受母子情深。

体会母亲的辛苦和儿子愧疚的原因。

、 歌曲导课

1、 生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二、 检查预习

1、 通过预习课文，你在生字、词和课文内容方面有那些收
获?

学生交流，教师相机出示易读错或难理解的词：重担 愧疚
翻山越岭 背上背着妹妹

2、 引导学生用简练的话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 精读感悟



1、 作者第一次抱母亲是什么心情?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交流。师板书：难过 愧疚

(2)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含有这两个词的句子读一读.

(3) 生交流句子,,投影出示:

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

我愧疚地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脸.

(4) 我为什么难过?你是从哪个词看出来的?

(5) 指名读

2、 课文中那些句子写出母亲很轻?

(1) 轻声读课文，从文中找句子，画下来。

(2) 生交流，投影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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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指名读，其他生闭上眼睛想像画面体会母亲的轻。

(4) 师结：母亲这么轻，跟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儿子却没有觉
察到，所以他心里难过、愧疚。请同学们再来读写作者心情
的两句话。

3、“我”的眼力这么差，为什么会把母亲看的很重?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从文中找出句子读一读，画一画。

(2)生交流句子，投影出示:“在我的记忆中……没想到母亲



是用80多斤的身体，去承受那么重的担子。”

(3)请你反复读读这一段话，看看你会有那些体会?是从哪些
词句体会到的?把体会写在旁边。

(4)学生交流体会(先读读句子——谈体会——说说是从哪个
词中体会出的)相机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经验理解“翻
山越岭”和“重担”暗含着的意思。

(5)引导学生反复读出感情

(7)此时，你对这位母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带着你的感情
再来读读整段话。

4、母亲为儿女付出了那么多，她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
呢?

(1)生读句子

(2)从这位母亲的神态和表情中你又能体会到什么呢?

(3)生交流

(4)师结：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她们甘愿默默地付出，却
无怨无悔。这就是母亲的胸怀。

5、此时的儿子突然有一种想法，想抱母亲入睡，以表达对母
亲的—— 板书：感激

(1)指生读最后一段。

(2)师问：母亲留下的是怎样的泪水?

(3)指导感情朗读



(4)出示图画，为图画命名 相机板书：爱

(5)让我们把这爱的画面永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生齐读最后
一段。

四、感情升华

同学们，母亲为我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回报母亲的方
式也很多。作者用抱母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母之情，你想
用什么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恩呢?请把你要说的话写在心意卡
上。(《烛光里的妈妈》)把卡片悄悄放在妈妈的床头，让她
享受一份感动和甜蜜。

五、拓展作业

1、搜集赞颂母亲的诗句和文章。

2、用自己的行动报答母亲。

第一次抱母亲

难过 愧疚 感激

走月亮教案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反思篇五

说教材：

《第一次抱母亲》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第四单元的一篇
课文，课文记叙了“我”去守护生病住院的母亲，抱起母亲
让护士换床单时，才察觉母亲的身体是那么轻，不由想起了
母亲以弱小的身体挑着重担翻山越岭的往事，心里很难过，
也很愧疚。于是，像小时候母亲抱“我”一样，“我”把母
亲抱在怀里，哄母亲入睡，结果却发现母亲的眼里流出了泪
水。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母亲对子女的爱，更表达了儿子对



母亲深深的感恩之情。

本单元的四篇课文都是围绕“奉献爱”这一主题，就本课而
言，能通过阅读感受到课文中母亲一生无私奉献的高大形象、
体会儿子得知母亲“竟然这么轻”后的愧疚心情，也不忘护士
“又很小心地把边边角角拉平”这个细节动作里所传递的关
爱与敬意，就是学生通过学习全文后应收获的知识点。本单
元另外三篇课文是《永远的白衣战士》《“番茄太阳”》
《我不是最弱小的》，分别阐述了对社会的关爱、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弱小者的疼爱，本文则从回报母爱的角度记录
了“乌鸦反哺”的感人体验。歌颂了人间真情，教育学生要
关爱母亲，懂得回报。

根据新课程标准、教材单元编排意图及本课特点，我拟定本
课的教学目标为；

1、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并积累重点词
语；

2、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感悟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3、感悟母亲胸怀的无畏、博大，加深对母亲的崇敬和爱戴之
情，并学会向母亲表达爱。

教学重点：抓住文中的关键词语和重点句子，体会母亲的艰
辛、感悟母爱的伟大。

教学难点：加深对母亲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联系学生实际，
激发学生报答母爱的渴望。

教学时间：两课时。

说教法：



由于本班的孩子都是进城务工子女或是留守儿童，家长平时
忙于生计，和孩子的交流沟通较少，已使大部分孩子对父爱、
母爱的认识不知不觉变得淡化，因而把握文本的情感有一定
的难度，而本篇课文恰恰是帮助孩子反思母爱、对他们进行
感恩教育的好素材。《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的阅读教学
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
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因此我采用了以读
悟体验为主的教学方法，即读悟教学法：通过抓住重点词句，
反复品读，读出意、读出味、读出情。在本文的朗读方式上，
采用个别读，分角色读和全班齐读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快地
进入情境，读中悟情。

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重点、突破难点，更有利于帮助学生
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对文章思想感情的体会，我还要采
用了以下两种教学法：一是情境教学法：使用图画来展示情
境、用音乐来渲染情境、用语言来描述情境，让学生在具体
的情境中学习语文。二是联想感悟法：在文中几处较难理解
的地方，让学生通过想象来理解母亲的艰辛。如理解“哪个
母亲不是这样过来的？”这句话，引导学生联想到自己的母
亲。通过语言文字的描述，让学生在脑海中呈现出丰富的视
像，将文本语言扎根在学生的内心世界中。

说学法：

《课标》提出：学生当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
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天天面对母亲，却不一
定感受到母爱，也不一定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这就是我班学
生的现状，更让人失望的是，根据平日观察及家访了解，有
一位同学甚至对母亲怀有排斥反感的态度。“语文以情作谱，
以爱作词。”作为语文教师不能只栽树不育林；只教书，不
育人。因此，我选用“朗读—体验—感悟—实践”这种学法，
即引导学生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加深对课文重难点的理解和
体验，并从中得到思考和感悟，最后能引申到用点滴行动回
报自己的母亲。也许一节课不能改变什么，不能使学生对母



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但如果学生能通过这节课
的学习感悟到“我要关心我的母亲，我要回报我的母亲”有
这样一种朦胧的思想意识也就达到目的了。

说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新课教学之初，用音乐作为师生对话、交流的
背景，创设温馨的情境氛围，学生能够较快地进入教学所需
要的情景之中。谈谈抱母亲的感受，迅速地唤起学生心目中
母亲的美好形象，同时也为引出课题做好铺垫，为学习本文
铺设感情基础。

首先是学生自由读课文勾画出不会或者不懂的字词，并提醒
学生：眼到、心到、手到。学生读、圈画生字之后，同桌互
相读生字词，初步交流释疑解惑。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交流
情况出示预设的生字词进行检测。学生轮读生字词，指导
写“摔”和“瘦”字，并认识“疚”字的读音。

接着是指名学生读课文，检查学生是否能把句子读通读顺，
并让学生相互评价。

最后是再次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围绕着课题主要
写了一件什么事？引导学生读后交流并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师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点拨和提示。

《课标》中关于第二学段阅读教学有以下明确要求：能联系
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意
方面的作用。因此，读悟理解课文环节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充
分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抓住课文重点语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以本课重点句——“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为例。
在反复阅读教材时我发现文中出现了三次“没想到”，这三个
“没想到”正对应着重点句中的“竟然”。它们对学生理解



重点词句的意思是有帮助的。于是用三个“没想到”贯穿整
节课的教学。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回答“作者第一次抱母
亲的感受是怎样的？”，学生能够很快找到“母亲竟然这么
轻，我心里很难过。”

出示这个句子，再问：“竟然”是什么意思？学生可以理解为
“居然，没想到”。教师再引导：“作者没想到什么呢？从
文中找出句子来说明。”

于是会找到这样三个句子；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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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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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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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烈日炎炎，母亲汗流浃背，她手里，背上（ ），肩上
（ ）。

冬天，冰天雪地，母亲顶着寒风，她手里，背上（ ），肩上
（ ）。

在我成长的日日月月，母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她手
里，背上（ ）肩上（ ）。

此时，设计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四年级同学平均体重是40斤，
如果请你背一个同学从校门口上三楼到教室，你感觉会是怎
样？课文中母亲挑100多斤重的担子，相当于两个半同学的重
量啊，再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什么？紧接着抛出这样一个
问题：“母亲肩上挑的仅仅是那100多斤重的东西吗？母亲的



肩头还承受着什么？”

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爷爷奶奶生病了，母亲。为了让我
们兄弟姐妹几个吃得饱，上得起学，母亲（ ）。我们长大了，
要出远门了，母亲（ ）。

这时老师引导朗读：母亲，一个只有80多斤的弱女子，挑起
了生活这副最沉重的担子，这份艰辛，等到母亲病倒了，病
得不轻了，儿子才真正体会得到，愧对母亲呀！让我们再次
深情地回忆。学生感情齐读句子：在我的记忆中，……去承
受那么重的担子。

紧接着，在理解母亲说的话“提那些事干什么？哪个母亲不
是这样过来的？”这番话的意思时，出示几幅情境图，如：
清晨、中午、生病、学习等时候，引导学生联想自己的母亲，
这样学生从自身实际出发，自然缩短与文本之间的距离。

最后让学生在分角色朗读中加深理解，瘦弱的母亲能承受那
么重的担子，这并不是母亲的力大无穷，而是母亲对我们的
关心，对我们的爱护，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

在《烛光里的妈妈》的音乐声中，用朗读带领学生走进“作
者抱母亲入睡”这一情景，启发学生理解这泪水背后的含义，
学生体会到这是幸福的泪水，感动的泪水，高兴的泪水……
通过“无数次”和“第一次”的比较，让学生认识到母亲给
予我们的太多，而我们给予母亲的太少，学生自然想到孟郊
的一首诗：《游子吟》，并板书：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最后通过朗读，让那种浓浓母子之情充溢在学生心中。

1、读一读、写一写课后练习2、3。

2、积累文中你认为优美的词句或语段，或者搜集有关赞美母
爱的文章读一读。



3、学唱一首给母亲的歌；

4、为妈妈做一件事，并将它记叙下来……

在本课重难点的处理上——

本课的重点是：抓住文中的关键词语和重点句子，体会母亲
的艰辛、感悟母爱的伟大。

因此教授重点时，我预备删减琐碎的分析理解，去除思维度
不高的提问，紧紧抓住课后思考题：“母亲竟然这么
轻”，“我”的心里为什么很难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阅读
理解，以求达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的效果。第一课时，
请学生交流初读课题时产生的想法，提炼出“作者为什么抱
母亲？”和“作者第一次抱母亲是什么感受？”这两个有价
值的问题，接下来的自读自悟活动中理清课文条理，体会人
物的思想感情，初步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博大”。

本课的难点：加深对母亲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联系学生实际，
激发学生报答母爱的渴望。

为了突破难点，第二课时着重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体会
母亲说的话“哪个母亲不是这样过来的？”以及思考“母亲
流下的是怎样的泪水？”从而达到整体感悟，情感升华。

说板书设计：

好的板书是一篇文章的袖珍版，是一种直观的教学方法，是
课堂教学中师生双边活动的缩影，能直观形象地反映课堂教
学的全过程。本节课的板书按照教学思路，通过“轻、重”
这两个字，即母亲身体之轻和肩上担负的责任之重形成鲜明
的落差，勾勒出勤劳母亲的形象，感悟母爱；通过孟郊的一
句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学生懂得回报母亲，
感恩母亲。因此我用关键词和主旨句来设计了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