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 第一次抱母
亲教学反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篇一

本文重点记叙了“我“去守护生病住院的母亲，抱起母亲让
护士换床单时，才发现母亲的身体很轻，不由得想起了母亲
以弱小的身体挑着重担翻山越岭的往事，心里难过也很愧疚。
于是，像小时侯母亲抱自己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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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重点
记叙了“我”与护士、母亲的对话。简洁生动地描写
了“我”抱母亲时的情景，表达了对母亲的崇敬和爱戴。

一、本文字里行间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要让学生感受到这份
情，真正走进文本，感悟文字里流淌的亲情，情动辞发，读
出感情，写出心里话。创设情境是很重要的。课堂上我利用
一体机播放优美的音乐，带动学生的情感，为品读语言做好
情感铺垫；用动情的语言营造意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发挥
想象，加深情感体验。学生感受到了真情，教学效果良好。

二、抓住重点词句让学生品读，加深理解，说出感悟，读出
感情。如让学生体会：“竟然”“翻山越岭”的意思，并试
着造句，做到积累并运用语言。

让学生有感而发，当学生体会到文中母亲的伟大，进而想到
自己



最后听了歌曲《母亲》，学生心中充盈着感恩母亲的真情，
安排小练笔：”同学们，爱需要表达，此时此刻，你最想对
自己的.母亲说什么呢？可以是问候，祝福，也可以是感谢??
把你最想说的写下来吧！

四、用一体机演示生字笔画，扎实指导了学生写字，让学生
在屏幕上找出翘舌音的字，培养了学生的良好读写习惯。

不足之处：

一、在课堂上对课文的写法指导不够，没有对文中精彩的对
话描写进行引导发现，没有让学生学习在对话中表现人物的
方法。

二、在课堂上应该进一步放手，让学生自主品读探究，做到
自读自悟，读出感情，说出自己的想法，老师讲得多一些。

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篇二

伴着《烛光里的妈妈》的音乐声，教师饱含深情的朗读，伟
大的母爱已经深深地感染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别看他们只
有四年级，可是对母爱的感觉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整天都生
活其中。

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有这样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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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段话，头脑中不知不觉地计算起来
“母亲80多斤，担子100多斤，还有妹妹等。”这一“轻”
一“重”让我深受感动。文中的两幅插图也让我倍受震撼：
曾经，母亲那么年轻、美丽、青春、健康；而现在，她重病
在身，瘦小、苍老，丝丝白发、历历深纹……让孩子理



解“重担”，经过挖掘孩子们的想象，来重点体会母亲为儿
女所付出的点点滴滴。在理解了“重担”之后，再让学生回
过头来看“翻山越岭”这个词，让孩子们想象母亲行走的艰
难，想象烈日炎炎的夏日、寒风呼啸的冬日，母亲依然跋涉
的身影，理解母亲仅仅是翻过那真实的一座座山，一道道岭
吗？在这样的情感体验中，母亲的形象更加高大！而在反复
的诵读中，孩子们更加动情。

这节课上，孩子们用一只眼读课文，另一只眼感受了天下所
有母亲无畏、博大、无私的胸怀。让我们深深记得：谁言寸
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篇三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情感型的课文。这类课文往往蕴涵
着丰富的情感因素，为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学生的语感，
提高学生的素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因为这类课文与学生
生活实际相差甚远，要学生入情入境，教师的引导就显得尤
为重要。看似平实却扣人心弦的感人文章，但当我真正开始
备课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这并不是一篇容易上好的课文。

在教学时，我抓住课题中的“抱”字，先让学生找能解
答“作者第一次抱母亲的感受是怎样的？”的句子，学生很
快找到了“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对这句话的
阅读理解是教学的关键，由此我抓住这句话中的“轻”展开
教学，让学生从文中找出能感受到母亲轻的句子。于是找出
了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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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理解感悟的基础上，再次出示“母亲竟然这么轻，我
心里很难过。”学生就有了更深的体会，然后抓住“竟然”
理解我心里为什么很难过这是本文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学生
能找到相映的句子“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挑着重担翻山越
岭，“我”总以为母亲力大无穷，却一直不知道母亲只有80
多斤的身体，却承受那么重的担子。我抓住“重担”、“翻



山越岭”等词引导学生感悟母亲肩头所承受的生活的担子，
感受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尤其是“重担”一词，要想学生的
理解达到这种深度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我未能处理好的地
方，我想纵向深层的理解可用个关联词“不仅…..而
且…..”来引导学生，但当时没能及时应对。学生没能真正
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母爱的伟大。从学生的朗读可以看出，学
生并未能将感情融入到朗读中间，感受不深，以致在想象说
话时无话可说或者是说得不着边际。

此外我对教材的把握不够全面。这篇课文不仅仅是字里行间
流露着母爱的伟大，同时从第一次抱母亲还能深深地感受
到“我”对母亲的`爱，再加上教学时未能准确把握好课堂时
间，以致头重脚轻，对后者的引导感悟只是浮于表面，未能
将学生的情感带入其中。从而使得课文最感人的两自然段的
学习成了走过场，在感情的高潮部分，学生却进不了角色，
配乐朗读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上都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地方，尤其
是要在对教材的把握和教学语言的简洁凝练上下苦功。

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篇四

4月21日，我上了一堂语文课《第一次抱母亲》，感觉这节课
比哪一次试讲都成功，非常感谢全组同仁的帮助，如果没有
大家的集思广益，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没有大家的同筹构
思，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课堂？一堂高效的课堂是打磨出来的。

针对道德课堂这一指导思想，在设计教案时，力求简单，高
效，以一个大问题贯穿全文。起先，我先是采取按部就班的
策略，逐段讲解，在实施过程中，我发觉只能是了解课文内
容，但是文本的精髓走不进学生的内心。同时，同组的老师
也毫不隐晦的指出，整堂课就是你自己在表演，在陶醉置身，
没有让文本老师学生三者产生共鸣。



我思忖着，若是要学生走进文本，受到打动，产生共鸣，必
须要先熟悉课文。这也是我在试讲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少
孩子没有熟读课文，所以在课堂上就不能顺利的引导学生。

于是，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先在班级微信圈里动情
的朗读一遍，随即孩子们纷纷效仿，一时间，微信圈里的精
彩的朗读此起彼伏。熟悉课文是学好文本的'基础。

全班同学在前期的发言上都很积极踊跃，但是在小练笔时却
发现举手的孩子为数寥寥，甚至是不少孩子可能是只字未写。
在写法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指导，使得有些学生感觉无从下笔。
同时，也是因为学生平时训练的少，今后在这个方面还要多
加强训练。

第一次抱母亲教材分析篇五

在教学之前，我反复地读《第一次抱母亲》这篇课文，读到
这样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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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
这段话，头脑中不知不觉地计算起来“母亲80多斤，担子100
多斤，还有妹妹等。”这一“轻”一“重”让我深受感动。

教学中，我把此语段作为教学的重点和情感的切入口，让学
生通过朗读，读出母亲的艰辛和对子女的爱，并抓住具体的
词语，“日复一日”“总是”“翻山越岭”等来理解课文内
容，体会母爱的伟大，通过引导和点拨，使学生走进文本，
进入情境，从而收获感动。我没想到的是，孩子们竟然
把“我”的母亲理解的那么透彻，勤劳、爱孩子、朴实、谦
虚……，这是我备课中没有预料到的，受这些词语的启发，
我做了的引导和点拨，进一步让学生体会母亲生活的艰辛。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孩子们把文中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



联系起来，天下母亲对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伟大，我们每个
人是否也要像作者抱自己的母亲一样，感恩报答父母呢，这
又把文章的主题升华到另一个高度，由此生发开去，学生开
始联想到母亲爱自己的点点滴滴，在此种情感的浸润下，当
学生读到“儿子抱母亲”的一段时，我发现孩子眼里闪动的`
泪光，看来他们从平实的文字中真正感受到了这无声的母爱
和儿子对母亲的深情报答。

课后，我布置学生回家后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件事，并把它写
下来，写出自己的深刻体会。让学生的情感再一次得到升华。
同时我还布置学生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一张“妈妈爱我，
我爱妈妈”的卡片，用画笔记录下与妈妈温馨的一幕，让母
爱长留孩子们的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