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 第一次抱母亲
教学反思(优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一

《第一次包母亲》是一篇情感型课文，由于四年级的学生年
龄尚幼，没有太多的经历，他们处于被父母呵护的间断要体
会母亲的爱意并要学会对母亲感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如课中教师问到：“你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下母
爱。“大部分学生哑口无言，虽然这和平时学生积累词汇又
关，但重要因素在于对母爱的理解尚浅，所以整节课下来，
知识点大部分学生掌握，但对于文中的情感没有深刻体会。
其实，语文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
要渗透品德的教育，我的这一节课，整体下来效果不佳，一
种感觉，做了一节课无用功。如何补救，这成了我每天必思
索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同年级的语文老师要讲这课，
而且是部分家长参加，我也参加了，这节课让我备受启发，
真是没想到，学生的情感流露的淋漓尽致，打动着每一个听
课人的心。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小男孩从上课到课堂结束眼
眶里都闪动着泪花，是教师的真情带动了他，是教师真情的
语言带入他走进了文本，更走进了他的生活，一首《烛光里
的妈妈》牵动了每一位同学的心。这才是真正走进了学生的
内心世界，触及了学生的情感，让他们的感情在此释放，并
用实际行动让他们对母亲感恩，（和母亲拥抱）更让学生的
感情得到升华，让学生从文本中走了出来，感受母亲的辛苦，
母亲的爱，这也和生活紧紧联系起来，在让学生走进文本，
在情感的世界中学习知识。



如何上好语文课，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首先教师的课
堂必须是一个情感的课堂，教师必须先走进情感文本，带领
学生打开情感的大门，和文本情感产生共鸣，让学生在课堂
中释放自己的感情，在感情中学习，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更佳
更好。

所以老师们，我们教学中，要上好每一节课的情感教学。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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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三

在理解“母亲挑重担”画面时，我以“为什么在我得知母亲
很轻之后会感到如此愧疚”为突破口，引导学生关注重点
句“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无穷，没想到她是用80多斤的身体，
去承受那么重的胆子”。在这句话中，理解“重担”的含义
是本段甚至是本文理解的重难点。教学时我进行了如下设计
来突破重难点：

1、理解“重担是什么意思?母亲承受的重担到底有多重?”并
在本段中找出相关语句和字词好好品读体会。

3、总结学生发言，体会“母亲之所以表现得力大无穷的原
因”， 理解母亲挑起的是整个家庭的重担，体会母亲的伟大
和坚强。

4、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读出自己的心情和体会。



在理解“我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而抱母亲”的画面时，我进
行了感情范读，并配上了《母爱》的音乐。在特定的情境中，
学生也沉醉在这母子情深的一幕中。以读悟情，感悟母爱是
本段主要的学习方法。通过读，学生悟出了母亲内心的想法，
悟出了母亲那饱含深情的热泪，悟出了弄弄的母子情。

本课是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的好题材。在充分感悟母爱感悟
文章后，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母亲平凡的母爱进行
了动情描述，学生无不动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将心中
想对自己，想对母亲说的话写下来。不少学生从小事回忆，
写出了母亲与孩子之间那份独特珍贵的爱，表达了对母亲的
感激之情。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四

为期一个月的同课异构的准备，今天在新华小学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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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谢新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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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五

今天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了《第一次抱母亲》这篇课文。当孩
子们从第二自段里读出了作者的愧疚后，我又抓住母亲说的
两句话：“提那些事干什么？哪个母亲不是这亲过来
的？”“快把我放下，别人笑话。”感受母亲的无私。再通
过作者抱母亲的行为，引导学生读文思考。你从这段内容中
里读出了什么？最后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自己所
做的令母亲感动的事，从而将本课所折射的人文思想深化到
学生的心灵深处，内化为学生的行为。让学生回家做一件令
母亲感动的事，并注意观察母亲的表现，把它写在日记里。
学生的情感在我的逐层引导中得到升华。（友情提醒：查找
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

生：我从轻轻地摇动读出了我对母亲那发自内心的爱，就如
同爱自己的孩子一般。



生：我还从轻轻地读出了我对母亲的温柔就如同母亲平常对
我一般。

生：我从无数次读出了母亲是非常爱我们的，而我也非常地
爱母亲，虽然是第一次抱母亲，可是却融进了我全部的爱。
（说得太好了，读课题虽然是——第一次抱母亲，却融进了
我全部的爱）

生：我也从抱和摇读出了我对母亲的爱，一般只有母亲对孩
子才会这样抱和摇，而我能这样的抱着母亲，摇着母亲，足
以见得我对母亲的爱。

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母亲的表现。这两行泪水是什么样的泪
水？

生：欣慰的泪水

生：激动的泪水

生：幸福的泪水

生：苦中带甜的泪水

生：我以前的辛苦都没有白费，儿子大了知道疼娘了，再苦
再累值呀！我得赶快养好身体，不要再让儿子为我操心了。

生：母亲可能想到了我很小时候，她拖着带病的身体给我喂
饭；辛苦劳作了一天的母亲顾不得一天的疲惫搂着我给我念
儿歌；我生病的时候，她悉心地照料不离左右。

生：母亲可能在想她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今天能得到儿子
的一抱，她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师：同学们，我第一次抱母亲，就让母亲这么感动，这样幸
福，想想看，如果我经常这样抱母亲会怎样？（略）

师：同学们，想一想，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做过令母亲感动
的事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母亲的幸福。

生：有一次我妈妈不在家，我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妈妈回来后，高兴地亲了我一口。

生：那天妈妈洗脚没拿拖鞋，我给她递了一下，她笑着说我
比以前懂事了。

生：那天妈妈下班较晚，我回到家，先做了晚饭，妈妈回来
后大吃一惊，脸上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生：我今天学了课文，觉得我也很愧对母亲，我打算，把我
的愿望写在一张纸上，折一只千纸，放在母亲的床头，向母
亲道歉。

生：我要给妈妈做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好好慰劳妈妈。

生：我想给妈妈洗一次脚，让母亲洗去一天的疲惫。（……）

师；那就请你们如自己说的去做，并躲在一边悄悄地观察妈
妈的表现，把这切写在日记里，明天与老师一起分享。

期待着学生明天的日记。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六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国人传统道德标准的内核
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遵守的。这篇
课文正是进行这方面教育的好教材。课文不难，老师饱含深
情的朗读，是很容易把孩子带入书中的情境的。感情范读之



后，伟大的母爱已经深深地感染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再让
学生，自由地朗读、讨论、感悟。同学们一致同意这是一位
伟大的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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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对课文第一层面
地把握母爱。

我询问了一下学生，这篇课文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懂？有同
学提出，课文的最后，母亲为什么流泪了呢？而且还使用了
省略号，那省略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有深度。我首先表
扬了这位同学，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有价值。借着这个提问，我把课文的学习引向第二个层面。
先让学生分组讨论，寻找答案。还别说，这个问题还真有难
度。这也更加印证了这句话，母爱是无私的，可是爱母却未
必。这真是一种讽刺。在爱之间有时候真的无法划等号。

既然难度较大的问题答不出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回
答文中的我为什么难过。这个问题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感
悟到我的难过和愧疚是源于对母亲的缺少了解和关心。那么
知道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弥补了。于是很自然地引出了
我抱母亲入睡。这里有几个关键词语需要细细品读，感人至
深。比如：我的轻轻地摇动护士的不忍离去静静地站在边上
看着等。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一感人的情景。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研究母亲的心情，流泪的原因就可以找到
了。那是多么幸福的泪珠啊。母爱是无私的，爱母更加伟大。
一个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热爱，是不配去谈什么其它的爱的。

家庭作业，我特别强调，一定要亲自对着妈妈、爸爸读一读
这篇文章，而且要把你的感受和你爸爸妈妈的感受都写在成
长日记上。第二天，我查看了孩子们的成长日记。发现家长
们也被课文和孩子们感动了。有的家长说：孩子你长大了，
妈妈很欣慰。有的家长说：看来，我要多回家看看你的爷爷
奶奶了。可是也有个别的家长说：我不需要你的回报，你只
要学习好就行了。（我看了很惊心，这是一个家长说的话吗？
这只能遗憾地说明，分数的价值远远的超过了，家长对孩子



品德的关注。）也有个别家长没有任何反应，我感觉到不可
思议，于是继续调查发现，这几个孩子根本没有给家长读。
不是忘记了，而是因为恐惧。这就更可悲了。其中一个有过
撒谎经历的女孩子，告诉我，妈妈对她的要求极其严厉，稍
有不对，就拳脚相加。每当犯了错误，（孩子谁能永远不犯
错误呢？）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她只好说谎。久而久
之，这个谎话，越说还越像真得了。有时候，老师也会被骗。
可是，我也发现，她的恐惧也越来越大了，朋友也越来越少
了。

谁之过？！一言难尽.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七

《第一次抱母亲》这篇课文主要记叙了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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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会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怎样体会这伟大的母爱呢？
俗话说：“情到深处，自然真。”我提前准备了一些与生活
实际相关的事例、图片，引导学生来感悟无私的母爱。教学
过程中我设计了以下环节：

“轻”是作者抱起母亲最直接、最明显的感觉，“只有80多
斤重，这么轻的母亲自己竟然多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呢？”这
一环节的设计很自然地引出作者的回忆，同时也为下一环节
的轻重对比作了铺垫。

首先，让学生明白“那么重的担子到底有多重？”从而体会
母亲翻山越岭的艰难。



其次，轻——重对比让学生看着

80多斤重

100多斤﹢背着妹妹﹢拉着我

这两组数据谈感受，体会母亲超负荷的工作。

文中有句话“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很难过”为何难过呢？应
该有这样几个原因：

1、 为自己的粗心而难过。通过抓“竟然”、“没想到”等
词语感悟作者的自责。

2、 为自己的不懂事而难过，小时侯年幼力小未能帮母亲，
可长大后，母亲让我们放下重担自己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
无穷，却未想到母亲是用80多斤的身体挑起那么重的担子。

3、 母亲几十年毫无怨言地挑重担，而今病成了这个样子，
心疼母亲，自责而难过。

学生在朗读中如能理解这些、体会到这些，那么“母爱之
情”便会油然而生。

重点抓住“提那些事干什么”这句话来体会，“那些事”指
哪些事，是否值得提？从而感受母亲博大的胸怀。

出示一组母亲抚养孩子成长的图片，通过图片学生回想往事，
体会自己母亲的艰难，自己母亲身上的重担。同时，教师通
过范唱《我的好妈妈》让学生明白应该知恩图抱，回抱母爱。

“情到深处，自然真。”学生只有入情入境，才能深切的感
受那无私、伟大的母爱，此时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情感也
能真正得到调动。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八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多读、
善思、合作讨论。教学《第一次抱母亲》后，我对读、想、
议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形成了如下几点认识：

学生只有沉浸于情真、意切的情境中，方可读得“深情并
茂”。为此，我在教学开始和同学们一起深情唱《世上只有
妈妈好》，创设了浓浓的亲情氛围；在品读课文时，我精心
预设了一段段唯美的导语，引领着孩子们的精神之旅，并外
化为动情用心地朗读。

。感悟是个性阅读的灵魂，是学生品读课文，形成个人价值
观的重要环节。没有个性感悟的读，是无本之木，是不能触
及学生心灵的。在教学本课时，我注意引导学生自由感悟，
从字里行间去感受这对母子之间的爱。如学习课文第二段儿
子说的一番话时，学生在感悟了母亲为了这个所付出的艰辛，
体会到“重担”“翻山越岭”等词语的含义后，孩子们的朗
读已力透纸背，也许孩子们已是文中的“我”，正在用朗读
感受母爱呢。

感悟——朗读——理解，这是一条引导孩子阅读学习课文的
良性循环轨迹，在感悟读后一定要要再次创设问题情境，孩
子的理解会更为深刻。学习最后一段时，在引领孩子们悟读到
“母亲的泪水又苦又甜”时，再次诱发孩子的情感，让孩子
说说：你想对作者，对母亲，或者就对自己说什么呢？“一
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激情奔放，直抒胸意，情深至切。

。读、想、议三位一体为语文学习有效性途径，充满智慧火
花撞击的讨论是能深化孩子的理解，让文本的价值观与孩子
的内心协调一致，并沉淀在心灵深处。阅读本课教学设计，
处处可见“议”，如在走进“我”的内心时，组织小组讨论：
“愧疚”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没有尽到责任而惭愧。
想儿子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没尽到什么责任而对母亲感



到“难过”、“愧疚”？学生在畅所欲言的讨论中形成了共
识，更为母子之间的亲情感动。

读第一次抱母亲有感篇九

《第一次抱母亲》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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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