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胡适我的母亲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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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篇一

曾有一位老师这样说：“课不新就不要拿出来。”是的，循
规蹈矩、平平淡淡的课有什么必要给人看呢?反思我的课确有
独特之处，但与几位优秀者相比，真的很难说出一个“新”
字来。

首先，文本解读不够独特深刻，解读的角度也不够新颖。没
能真正体现教师的个性解读，也就没能更高的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情感体验。这堂课仅围绕作者对母亲的感激之情来
体验和品读，过于平面和肤浅;由对作者情感的`理解进入课
文的设计也较直接。然而，我虽认识这一点，却因为自身解
读能力的限制，让学生还是始终停留在文本的浅层进行阅读
和感受，最终使这堂课显得平淡无奇。由此我深感一名语文
教师提高自己文本解读能力的重要性，这真是任重而道远。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深入地钻研教材，更要广泛地阅读
来丰富自己的内涵、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只有这样，在课
堂上才会出现教师独特而深刻的解读，才能引领学生的思维，
深化学生的情感。

其次，主问题的设计不够新颖，缺乏深度。整堂课围绕两个
问题展开：“在作者的心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做人训练?”“母
亲与家人相处时,作者感受到什么?”显然这两个问题形式的
区分度不够，难度不高，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这样就很难
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对第二部分的品读也就达不到一个
高潮。然而，在这堂课整个准备过程中始终找不到一个最佳



的主问题，我想课堂呈现的一些不足就是问题的设计不佳造
成的。看来一堂课的成功关键是问题设计的成功，真正成功
的问题设计应该是新颖而有深度的，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和思维兴趣，能真正起到“点燃”和“碰撞”的作用。

以上是我对这堂课的一些并不成熟的反思，一方面是为了梳
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的一些思想碎片，能让自己在以后的教
学实践中更清醒地走好每一步;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能
得到同行们的指点和帮助。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篇二

备课时，我深刻领会新课改精神，几易其稿，力争以最佳效
果向大家汇报。从实施情况来看，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首先，贯彻了“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改精神。课前预
习，让学生自己动手解决生字词、文学常识，并且让每个学
生提一个与课文相关的问题。这些小任务促使学生主动认真
地自学课文。学生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必然要相互合作，共
同探究。在上课过程中，我以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推动课堂
进程，引导学生自己从课文中寻找答案，我只作点拨和归纳。
在拓展延伸阶段，我让学生相互讲发生在自己与妈妈之间的
生活细节。这既让学生之间相互启发，加深了解，又锻炼了
他们的表达能力。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是良好的。

其次，落实了“四基”。我没有放弃字词、文学常识这些基
本知识，而是把它们放到了课前预习里面。这样做既促进了
学生自学，又使课堂内容更集中紧凑。在上课过程中，我始
终抓住“培养学生运用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情感及形象”这一
教学目标展开。不论是开始的导入，还是后面的母亲性格分
析，儿子对母亲的爱，都让学生找到相关的细节，并加以诵
读品味，进一步感受细节的表达效果。可以说基本技能的训
练，落到了实处。学生的能力，得到切实的培养和提高。



再次，实现了新课改提出的三维目标。知识技能目标、情感
目标、德育目标都得到较好的落实。学生通过这一堂课，切
切实实懂得了运用细节描写的重要性，并在课堂上得到锻炼。
在情感方面，我通过让学生听歌曲《烛光里的妈妈》、寻找
母亲的感人细节、诵读表现母子情深及失母之痛的段落、欣
赏感人图片“非洲1962”、听我讲唐山大地震中的.故事等手
段，不断调动、积累学生的情感。后来，在听我讲唐山大地
震的故事时，十多个同学在下面抹眼泪，其他同学及老师也
眼圈红红。学生讲自己与妈妈之间的生活细节时，也声音哽
咽。我在点评时，也深受感动，几乎说不出话。可以说，这
一节课让师生都受得一次情感的洗礼。经过这一次情感的洗
礼，大家更加热爱父母，热爱生活。

最后，充分落实了教材编者的设计意图。此篇课文是“体验
情感”单元的第一篇课文，编者在课后的“思考探究”中强
调了“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
要求教者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关注文中细节。我在教学过程
中，正是围绕“情感与细节”做文章，层层推进课堂。以归
纳母亲性格品行为纲，串起所有细节，做到了整体把握与局
部分析的较好结合。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此次公开课仍然存在不足。
比如开始时有些紧张，以致自己抛出的一个问题在后来的课
堂推进过程中忘了顺带解决，实在遗憾——其实只是在讲解
母亲对“我”的影响时提一句话就可解决。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促进我进一步提高。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篇三

首先，文本解读不够独特深刻，解读的角度也不够新颖。没
能真正体现教师的个性解读，也就没能更高的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情感体验。这堂课仅仅围绕作者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来体验和品读，过于平面和肤浅；由对作者情感的理解进入



课文的设计也较直接。然而，我虽然认识这一点，却因为自
身解读能力的限制，让学生还是始终停留在文本的浅层进行
阅读和感受，最终使这堂课显得平淡无奇。由此我深感一名
语文教师提高自己文本解读能力的重要性，这真是任重而道
远。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深入地钻研教材，更要广泛地
阅读来丰富自己的内涵、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只有这样，
在课堂上才会出现教师独特而深刻的解读，才能引领学生的
思维，深化学生的情感。

其次，主要问题的设计不够新颖，缺乏深度。整堂课围绕两
个问题展开：“在作者的心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做人训
练？”“母亲与家人相处时，作者感受到什么？”显然这两
个问题形式的区分度不够，难度不高，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
这样就很难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对第二部分的品读也就
达不到一个高潮。然而，在这堂课整个准备过程中始终找不
到一个最佳的主问题，我想课堂呈现的一些不足就是问题的
设计不佳造成的。看来一堂课的成功关键是问题设计的成功，
真正成功的问题设计应该是新颖而有深度的，能激发学生的
探索欲望和思维兴趣，能真正起到“点燃”和“碰撞”的作
用。

以上是我对这堂课的一些并不成熟的反思，一方面是为了梳
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的一些思想碎片，能让自己在以后的教
学实践中更清醒地走好每一步；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
能得到同行们的指点和帮助。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篇四

曾有一位老师这样说：“课不新就不要拿出来。”是的，循
规蹈矩、平平淡淡的课有什么必要给人看呢？反思我的课确
有独特之处，但与几位教师相比，真的很难说出一个“新”
字来。

首先，文本解读不够独特深刻，解读的角度也不够新颖。没



能真正体现教师的个性解读，也就没能更高的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情感体验。这堂课仅围绕作者对母亲的感激之情来
体验和品读，过于平淡和肤浅；由对作者情感的理解进入课
文的设计也较直接。然而，我虽认识这一点，却因为自身解
读能力的限制，让学生还是始终停留在文本的浅层进行阅读
和感受，最终使这堂课显得平淡无奇。由此我深感一名语文
教师提高自己文本解读能力的重要性，这真是任重而道远。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深入地钻研教材，更要广泛地阅读
来丰富自己的内涵、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只有这样，在课
堂上才会出现教师独特而深刻的解读，才能引领学生的思维，
深化学生的情感。

其次，主问题的设计不够新颖，缺乏深度。整堂课围绕两个
问题展开：“在作者的心中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母亲
与家人相处时，作者感受到什么？”这两个问题难度不高，
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很难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然而，
在这堂课中始终找不到一个最佳的主要问题，课堂呈现的一
些不足就是问题的设计不佳造成的。看来一堂课的成功关键
是问题设计的成功，真正成功的问题设计应该是新颖而有深
度的，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和思维兴趣，能真正起到“点
燃”和“碰撞”的作用。

以上是我对这堂课的一些并不成熟的反思，一方面是为了梳
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的一些思想碎片，能让自己在以后的教
学实践中更清醒地走好每一步；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
能得到同行们的指点和帮助。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篇五

胡适对母亲的爱、母亲对他的爱满溢于全文，这是学后的最
大感受。虽然作者的笔调很平实，并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与
歌功颂德，但是正是因为它的平实，所以才令此篇散文的光
彩持久、柔和。看到他的母亲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我现在
早已成家，但她对我的关心更甚从前，每个星期的吃、用都



是她准备好给拿来。昨天是二月二，打电话说给送糖豆。我
说太冷别送了，但她坚持。我知道拗不过她，下午顶着风和
爸一起除送来糖豆还有调好的饺子馅。我无言，这就是一个
母亲对子女永远的牵挂与爱吧。爱，这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是我们感情中最最宝贵的发自内心的情感，是我们生命中完
整的一部分。

我想如果一个人缺失了爱与被爱，那么他的人生会有多么的`
的遗憾与不堪啊！在胡适平实的笔调中见识了世间伟大母亲
的一种，这使我更加地珍惜、感恩现在的生活与所拥有的一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