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模
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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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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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一

：理解人物性格，感知人物形象。

：学习阅读的方法，提高现代文阅读的能力。

理解父母的关爱，学习作者的坚强。

感悟母亲对子女的关爱。

：学习作者的坚强。

1·课前出示卜桦创作的flash动画短片《猫》，学生看完后略
谈故事情节·主题及感受。

2·教师补充：这是获得国际动画大赛金奖的动画片，其借助
音乐和绘画诠释出来的“爱与勇气”温暖着亿万网民冰封已
久的心。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借助文字感动亿万读者的文章
《秋天的怀念》。

3·作家作品简介。出示课件。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作家，他体验到的是命运的苦难，表达出
的却是生活的明朗与欢欣，他用残缺的身体表达出了最健全



最丰满的思想，他用睿智的文字诠释出的爱和勇气照亮的却
是我们日益幽暗的灵魂。有人说：如果你年轻，请读他的书，
会给你以力量；如果你不再年轻，请读他的书，会给你以温
暖。

1·学生朗读。

2·学生默读，思考课文内容

3·学生交流。

4·教师评价补充：母亲的关爱       儿子的坚强

1、学生默读，勾画出能体现母亲对儿子关爱的语句，试作简
单赏析。

2、学生交流。

3·教师评价补充。

4·学生小结品读方法。

5·教师补充：首先根据文体的不同，阅读时有所侧重。

其次，品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抓住关键的语句，如借助
传情达意的句子来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借助人物的语
言，动作等描写分析人物，能结合环境描写进一步揣摩人物
的心理……还可以抓住文中一些关键的词语，进行深入的分
析，进而体会文章表达的情感。

第三，可以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沉浸在文本之中，对文章
进行深刻的剖析，要敢于否定他人的说法，说出自己对文章
独到的见解。

6·学生用老师所授品读方法勾画并赏析文中能反映儿子坚强



的语句。

7·交流，评价，补充。

“世道多舛，人生不易”，在这个欢欣与伤痛共存的世界，
我们唯有接受，唯有面对，包括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残酷。
如果你不幸被选作去充当那苦难的角色，就去承担，选择一
种坚强的方式去诠释生命，生命会因对苦难的超越而显得恢
弘与深邃。

结合作业 2，请学生写出自己想对父母说的心理话。

2·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通过阅读而激发起来的思维，好比是整
理得很好的土地，只要把知识的种子撒上去，就会发芽，取
得收成。我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深有体会。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课改强调学生的语
文学习要在交际中、活动中、情境中、探究中的开窍学习的
教学理念，使学生由以往的被动接受信息转为主动地搜集、
筛选、整合和处理信息。遵循课改的教学原则，在这节课上，
我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在情感激发的氛围中围绕着读而展开，
注重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意图让学生在阅读中领悟，在自主、
交流、探究中明理，在联想、想象中提升，在质疑中创新，
在练笔中巩固，在快乐中学习, 在感悟中生活。

后来，在学生的练笔中，我看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文章，相
较以往课堂作业 中的练笔效果要好许多。我感到通过让学
生沉浸文本去体会、感悟到的情感，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在课后的作文点评中，肯定了学生用真
情所写的文章，鼓励他们把自己对父母的感情表达出来，勉
励他们坚强面对人生。我还选出一些好文章告诉学生，会向
校园文学社的老师推荐，这给了学生莫大的鼓舞。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自读课本又
何尝不是一个例子呢？它同样是学生学习的凭借·学习的舞
台·学习的新的起点。在教学过程 中我真切的领悟到：自
读课本是课内语文课的重要补充，也是学生获取大量课外知
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其选文文质兼备，可读性强，内涵丰富，
通过对自读课本的学习不但可以巩固和扩大课内所学东西，
而且可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自学能力，发展自
己的个性和特长，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在教学资源尤其匮
乏的农村，如何对自读课本进行有效利用确实应该引起我们
的深思了。

花园中学     张家明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二

课文讲述了一位重病缠身的母亲，体贴入微地照顾双腿瘫痪
的儿子，鼓励儿子要好好活下去的故事，歌颂了伟大而无私
的母爱。作者借助对几件平常小事的细致描写，表达了母子
之间的似海深情。

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得了一次重病，导致高位截瘫，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后来，在他的许多文
章里都写到了他的母亲，纵观他的成长之路，其实就是母亲
用生命代价铺就的。《秋天的怀念》便是怀念母亲的的文章。
在此文中，作者借助对几件平常的小事的细致描写，来表达
母子之间的似海深情，歌颂了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对七年级学生而言，还不可能深入理解作者在本文中所流露
的痛苦、失望、反省、内疚、自责······这样负面的
情感，因此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抓住教材中人物的语言、动作、
神情，体味人物的内心情感，并以此点燃学生情感，引发真
情，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母亲的表情、动作、语言，体会人物的心情，感受伟大
而无私的母爱。

深切地领悟文章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联系生活实际，激
发学生的感恩情怀。

在品读重点语句中，感受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一、导入

赞美母亲的古诗导入。

师：“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永远牵挂着儿女的安危，永
远包容着儿女的过失，永远理解儿女的一切。因为有了母亲，
我们才倍感幸福。就像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里唱的那样：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今天，我们一
起认识这样一位作家，在最青春年华的年纪21岁因病双腿瘫
痪，就在这一年，他最亲爱的妈妈罹患肝癌永远的离开了他，
他就是（幻灯片：史铁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史铁生的文章《秋天的怀念》（板书
课题）

二、出示学习目标

我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我能通过母亲的语言、表情、动作，体会人物的心情，感受
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深切地领悟文章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联系生活实际，激
发学生的感恩情怀。

三、检查预习生字词



生：为什么怀念秋天？秋天怀念的是谁？

师：通过预习，谁能回答这些问题？

生：因为母亲在秋天去世，怀念母亲。

四、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我的脾气是怎样的？

生读课文，标句子，说体会，指导朗读

五、品词嚼句

一个21岁的年轻人突然双腿瘫痪，可想而知，他的脾气变得
暴怒无常。谁来读一读，体会体会他的脾气怎么暴怒无常。
生读第一自然段。（生读到“我活着有什么劲！”言外之意，
我想不想活？）

如果你是他的弟弟、妹妹、朋友、同学，你会怎么劝他？生
说。师读“我活着有什么劲！”那么最了解他的母亲又是怎
么做的，才能让儿子从心里改变。生读“咱们娘俩在一块儿，
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1、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
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区分：母亲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止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
活……”（原文更能体现母亲的焦急、担心。母亲“扑”住
的是儿子想死的.念头，“抓”住的是儿子的命）

2、亲“忍”住的仅仅是她的哭声吗？再读第一自然段，小组
交流（预设：儿子的坏脾气、自己的病痛、儿子的打击……）
再读这一句。

母亲还忍住了“我”的坏脾气。再读课文，文中哪些地方写



出了母亲忍住了“我”的坏脾气？生读。

这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注意
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
地，看着我。（圈出其中的叠词）

文中还有一处“悄悄地”：……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
出去了。（品味“悄悄地”，体会母亲的这份“忍”：小心、
耐心、关心、心疼。）“悄悄地、躲、偷偷地”看出了母爱
是宽容、母爱是理解。请带着母亲的小心、理解再读这三句
话。

母亲自己活着苦，儿子的病让她苦上加苦，她对儿子却是用
心良苦。她希望自己的做一个坚强的母亲，教会儿子也成为
一个坚强的让你。

她忍着儿子的坏脾气、忍着自己的病痛，还劝儿子“咱娘俩
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3、母亲还忍住了什么（病痛）

“母亲病重”你从哪看出来的？读一读。（简单介绍肝癌。
抓住“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理解母
亲的坚强与无私。）师读“母亲常常肝疼……睡不了觉。”
送这位母亲一个字“忍”！

再读课文。母亲想让儿子怎么“好好儿活”？

4、母亲为了让我“好好儿活”，她总是想方设法让儿子去看
菊花。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三



1、了解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

2、反复朗读，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等描写体会人物
形象。

3、领悟文章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
生的感恩情怀。

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怀念母亲的散文，作者通过回忆自己瘫
痪时，怀着博大无私之爱的母亲是怎样地痛心与忍辱负重地
照顾自己，来表达对母亲的深深愧疚和怀念之情。史铁生笔
下对亲情的回忆与感悟，让人感觉亲切而意味深长。对于七
年级学生来说，理解本文的主题并不难，但是如何使学生的
内心真正受到震撼，从而激发感恩情怀呢?如何引导学生真正
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呢?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在教学中，应
以反复朗读为基本立足点，抓住关键词句，引导学生读出感
悟、读出体会，进一步联系生活实际，唤起学生真切的情感
体验。

1、重点：深入文本，圈划、朗读、品味文中描写母亲的动作、
神态、语言等语句，领悟文中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

2、难点：仔细朗读体会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了解作者是如
何借景抒情的。

一、导入课文

秋天是迷人的，天高云淡，大雁南归，枫叶似火，硕果累累，
秋天的美别具一格，秋天的美实实在在，秋天的许多事物都
会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怀念的情绪。

著名作家史铁生就在秋天里产生了怀念之情，让我们一起来
欣赏课文《秋天的怀念》。(板书课题)



解题：由秋天的故事引发的对母亲的怀念。——《秋天的怀
念》

二、感知课文

1、听示范朗读

2、听完朗读，你觉得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脾气的人?

——性情暴躁、脾气暴怒

3、从文中哪些语句，可以感受到我的暴躁?

——(第一段)

师：望着望着北归的雁阵,他会——

生：把眼前的玻璃砸碎;

师：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他会——

生：猛地把东西摔向前面的墙壁

师：还有呢,妈妈要他去北海看菊花,他喊着——

生：不,我不去,我活着有什么劲!

4、为什么，他的脾气会这么暴躁?

—— 双腿瘫痪。是啊，原来生龙活虎，现在突然坐在轮椅上，
自然会脾气暴躁。

三、深入分析

1、面对这样的儿子，他的母亲又是怎样做的呢?



——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我的动静

——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

——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

——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悄悄地”——对儿子的理解、体贴

“偷偷地”——对儿子的牵挂、关切

“扑过来忍住哭”——坚强、坚韧

“好好儿活”——强忍着痛苦，劝儿子要坚强

“抓住我的手”——执着

2、品读第二段，母亲又是怎样对待儿子、表达对儿子的爱?

“挡在窗前”——怕儿子触景生情

“一会坐下，一会站起”——为儿子愿意看花而产生的难以
抑制的喜悦之情

“央求般的神色”——母亲的执着

“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
细心、体贴

3、母亲此时，自己的情况是怎样的?

——身患绝症 儿子瘫痪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四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秋天的怀念》

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选自小学语文s版第十一册第三单元的第
二篇课文。属精读课文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一组课文都是以
爱为主题，一个“情”字贯穿文章的始终。《秋天的怀念》
是当代令人佩服得作家史铁生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作者
用凝重的笔触，回忆了母亲在自己瘫痪时几件小事，一个个
平凡的细节为读者诠释了伟大母爱的内涵，课文是作家对母
亲的追忆，更是一篇充满人生哲理的感人作品，课文语言含
蓄，情感真挚细腻。六年级学生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
时期，本课的出现让学生感受到母爱的熏陶与感染，感悟人
间真情，及时的给学生作一次爱的洗礼。同时六年级的学生
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学生要理解课文的内
容和主题并不难，关键是如何使学生的内心真正受到震撼，
从而感恩母亲，热爱生活!在感恩中理解爱，在感动中滋润心
田。

据以上教材和学情的分析，我认为这种情感浓重的作品应该
重在阅读与感悟。《新课程标准》对作品阅读的要求是“逐
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因此本课的
教学我将综合运用精读、略读、浏览等多种阅读方式，咀嚼
语言，感悟感情。在整体阅读中感知，在品读中感悟感动。
同时也灵活运用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充分体现学生学习
的主体性。

据以上分析和《新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的要求：我将本课
的教学目标设定为，(1)知识与能力目标：学习本课生字词，
熟读并理解生字词。(2)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怎样
通过细节描写描写来表现伟大的母爱。(3)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悟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通过教学目标的设定，由此确定本课文的教学重点，引导学
生体会作者怎样通过细节描写描写来表现伟大的母爱。教学
难点为：让学生感悟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首先出示并齐读课题《秋天的怀念》，怀念是思念的意思，
写的是一种感情。那么作者在怀念谁?为什么是秋天的怀念
呢?又有什么事值得作者去怀念的呢?从课题提出这三个问题，
意在让学生产生好奇，激发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
信此时学生已经迫不及待的打开书本，寻找答案了。

1、浏览课文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a、作者怀念谁?b、有什么事值得作者去怀念的呢?c、为什么是
秋天的怀念?

这三个问题的设定意在帮助学生梳理文章的内容，让学生整
体感知课文内容，抓住关键信息。

2、教师范读课文，并配音乐《烛光里的妈妈》。

在读的同时让学生解决生字词的问题。而配乐为了营造气氛，
逐步把学生带入情境，让学生初步感受作者的感情，激发学
生进一步阅读探究本文的欲望。

3、学生比赛读。

比赛往往能激发学生表现自我的愿望，也能有效的和同学之
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有利于调节课堂有利的气氛。教
师引导学生从正确、流利和有感情三个等级对同学的朗读作
出评价。相信学生一定会积极参与，也为更深入的探究本文
打下情感的基础。

提示学生看课文的插图。(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物，
去干了什么.)学生很快能找到“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



花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抓住时机提问;“那么最想推我去看
花的人是谁?(母亲)文中一共写了几次?(两次)都是那两次?由
此让学生再次回归文本。

这四个问题两两为一组，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并不难，关键是
后一个问题必须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细细品味才会有所感
悟。比如，我为什么要拒绝母亲去看花呢?学生很可能抓
住“瘫痪”二字。这时候我应该顺势介绍作者双腿瘫痪时
才21岁，让学生站在作者的角度思考作者当时的无助与无奈，
让学生体会到：“21岁是人生中黄金时期，是那么的年轻，
那么的有活力的一个年龄，可以施展抱负，创一番事业的阶
段。而作者只能站在轮椅上，面对四壁徒然悲伤。通过换位
思考，让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从而理解作者的暴怒无常和无理取闹。“我活着有什么意
思”这句话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绝望和无助，正因如此，作
者才封闭自己，拒绝去看花。

然而痛苦的也并非作者一人，还有母亲比他更加的痛苦，因
为儿女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由此我们转向对母
亲的表现的分析与品味。如“如母亲爱花，可自从我瘫痪后，
她侍弄的花儿都死了”可见母亲对儿女的爱远远大于爱花，
也说明我瘫痪后母亲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我的身上。本文
字字是情，句句含情，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伟大的母爱，这样
值得品味的句子比比皆是。由于每个人的情感体验都不尽相
同，这里不必有太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重在让学生自己找
出让自己感动的句子，并说说为什么即可。教师只需稍加点
拨，最后很自然的得出这是一个……的母亲。

第二次看花，重在让学生品味母亲的表现，引导学生抓住母
亲的表情和神态的语句，体会母亲爱子之情，“如她憔悴的
脸现出央求般的神色，我的回答让她喜出望外，她笑了坐在
我的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她突然不说话了，对于跑跳一
类的字眼，她比我还敏感。等等。细微之处见真情，让学生
自己画一画，记一记，做标注等方式，品味母爱，然后小组



讨论，继而全班交流。相信此时学生已经被伟大的母爱感动
了。

至此学生对本文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这时候我抓住时机
提问：面对母亲的请求，我的态度为什么由拒绝变为答应呢?
这个问题引导学生从纵深思考。讨论交流后，相信也能理解是
“伟大无私的母爱在感染者作者，让他一步步重拾生活的热
情。”

教师可以提示：作者主动地去看花表明他已经走出了绝望。
在母亲去世后作者回味母亲生前为他做的一切，终于读懂了
这份感人至深的母爱，是母爱使他走出封闭的自己，是母爱
让他重拾生活的热情。所以懂得了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是懂得了
“儿女是否好好儿活，是母亲最惦记的。只有好好儿活，才
是对母亲最好的安慰，最深的怀念。

母爱是伟大的，同时也是平凡细碎的，有时是一句话，有时
是一个动作有时是一个神态，我们总是理所当然的受之母爱
而忽略了母爱，学了这篇课文，我们知道应该用心去感受母
爱，理解母爱，珍惜母爱，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现在就拿
起你的笔，写下母爱的点点滴滴。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学_小事体现人物精神的方法，抓住人物举止、神态、语言
等描写体会人物形象。

2.领悟文中蕴含着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母爱，受到爱的熏陶。

教学重点：

品读课文，领会朴实的语句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感情。



预设教学思路：

一、扣题探读，激情导入

1.揭题：秋天是迷人的，天高云淡，大雁南归，枫叶似火，
硕果累累，秋天的美别具一格，秋天的美实实在在，秋天的
许多事物都会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怀
念的情绪，著名作家史铁生就在秋天里产生了怀念之情，让
我们一起来欣赏课文《秋天的怀念》。

2.在阅读课文之前，根据课题给自己设计阅读思考题，如：
作者在秋天怀念的是谁?为什么会怀念?为什么在秋天怀念?课
文主要写了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
整体感知。读后生概括。

3.那么，文中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带着这个问题听老师配乐
朗读，使学生再次感受催人泪下的母爱，使学生在情感上产
生共鸣，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课文的欲望。

二、自由研读，真情感知

1.你觉得课文中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根据文中的依据，说说
你的理解。让学生从课文中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母亲的
看法，说的时候要求抓住母亲的表情、动作、语言来说，尽
量说得详细些。

2.一句句，一幕幕，多么感人!作者所写的这些都是怎样的
事?母亲的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爱?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
上自由表达，使母亲对儿子的那片真情，那份伟大无私的母
爱再现学生心中，升华文章的主题。

三、重点择读，深情感悟

文中母亲的舔犊之情令人感动，那么身为儿子的作者，又会



怎样来表达对母亲的这一片深情?引导学生从两个方面感悟作
者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1)作者陈述了母亲为他所做的那些小事，母亲的一个小小的
动作，细微的神情，只言片语，都使作者记忆犹新，体现了
作者对母亲的怀念。

(2).最后一个自然段，妹妹陪“我”看菊花，作者浓墨重彩
地描写那些菊花，也许正是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3)介绍课外文章《我与地坛》节选。

四、入情入境，实情表达

1、述说心声。又是秋天，当作者站在母亲墓前看着母亲的遗
像，他会说些什么呢?学生自由表达。

2、笔尖生情。回忆平日生活中母亲为自己做的点点滴滴的小
事，以《妈妈，我想对你说》为题，给母亲写一封信。

《秋天的怀念》知识点

一、文学常识

《秋天的怀念》作者是当代作家史铁生，这是一篇叙事散
文(体裁)。

二、内容理解

(一)情节

1、文章反复写“看花”的原因有哪些?

(1)“看花”是本文的中心事件，也是本文的线索。



(母亲央我看花—我答应看花—母亲去世不能陪我看花—我和
妹妹看花)

(2)妈妈央我看花是希望我早日摆脱瘫痪给我带来的阴影，重
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看花是母爱的体现。

(3)结尾写我去看花，说明我已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
并完成母亲的遗愿。看花是我新生活的象征。

(4)母亲生前爱花，反复写看花表达对母亲的怀念。

2、叙述方式：插叙

1、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
了。

(1)内容：补充交代母亲爱花，爱生活，为了儿子放弃自己的
兴趣、放弃对生活的享受，表现出母亲的无私。

(2)结构：为下文母亲央我看花及我用看花的方式缅怀母亲做
铺垫。

2、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
了觉。

(1)内容：补充交代母亲病情的严重。在重病的情况下，她仍
无微不至、不厌其烦的关心我，开导我，更表现出母亲的坚
强和隐忍。

(2)结构：为下文母亲离世做铺垫。

3、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
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1)内容：补充交代无亲临终前仍牵挂自己的儿女，为儿女操



劳，表现母爱的无私伟大。

(2)结构：为下文我懂得母亲没说完的话做铺垫。

插叙的作用：

1、内容：补充交代，使内容更内容充实丰富、中心鲜明。

2、使文章波澜起伏。

3、塑造人物形象

4、结构：与上文……照应;为下文……铺垫。

(二)人物形象

母亲：

1、每当这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
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
红红的，看着我。

“悄悄”，'偷偷”，“眼边红红的”等词表现了母亲怎样的
情感?

母亲“悄悄地出去”，是因为母亲充分体谅“我”痛苦心情，
所以在“我”发脾气时，悄悄地躲出去，给“我”空间，让
我尽情发泄心中的痛苦。

“悄悄地进来”是因为母亲仍不放心“我”，看到“我”恢
复沉寂后，为了尽可能不惊扰“我”，又悄悄地回来了。

两个“悄悄”突出母亲的细心体贴、善解人意。

“偷偷的”表现了母亲不放心“我”，关注着“我”，表现



出母亲的慈爱和细心。

“眼边红红”的表现了母亲为了不让孩子担心，再徒增感伤，
强忍着内心的悲伤，表现出母爱的细腻、无私与伟大。

体现了母亲全心全意为“我”着想，悉心呵护“我”。

2、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
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1)这句中“扑”一字用得好，请说说你的理解。

“扑”字写出动作速度快、幅度的大的特点，想象地表现母
亲不顾一切，竭力制止儿子的自虐行为，不忍心孩子再受伤
害，表现出母亲的慈爱。

母亲怕自己的哭泣引得儿子更痛苦、绝望，为了安慰、鼓励
儿子，所以忍住哭声，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和坚忍的个性。

(3)“母亲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
活……’”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是对母亲的语言描写，表现了母亲爱儿子的情感。

b.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劝慰和鼓励，用母爱去抚平儿子心头的
创伤。

c.这也是母亲对自己的鼓励，因为她此时已重病缠身。

d.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欺骗，因为两个人都不可能好好活下去
了。

3、“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句中“挡”写有意的动作还是
无意的行为?



母亲这是有意的动作，怕我看到落叶凋零的萧条景象，而触
景伤情，产生伤感痛苦，表现出母亲对时刻为孩子着想，母
爱的细腻。

4、为什么母亲对于“跑”、“踩”之类的词语比“我”还敏
感?

因为母亲不想让双腿瘫痪的“我”听到这些词而回想往事，
引来更多的伤心。母亲的敏感足以体现她对“我”细致入微
的关爱。

(三)景物描写

解析文中两处景物描写的作用。

1、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

(1)点明季节秋天。

(2)落叶渲染出秋天萧瑟的气氛

(3)烘托我孤独、痛苦、绝望的心境。

2、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泼泼洒洒，秋风中开得烂漫。

(1)写出菊花蓬勃的生命力。

(2)秋风中绽放的菊花象征着我已从痛苦绝望中走出来，变得
了乐观坚强。

文中最后写到“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
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这段描写是
否多余?请谈谈你的看法。



不多余。

也暗示了作者对母亲的深深怀念，带着感激与自责。

《秋天的怀念》教学反思

老师应该把课堂这个大舞台交给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吐露心
声，让他们无拘无束的说。

(一)自由说。对文中自己最感兴趣的句或段让学生各抒己见，
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原因。例如：《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
感人之处有许多，我让学生说自己最喜欢之处。学生说最喜
欢第一自然段，因为“我”因瘫痪，脾气变得暴怒无常，对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失去信心，砸东西，可是妈妈却忍受了这
一切，她不但没有怪“我”还等“我”恢复时说要带“我”
去北海看花。有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第二自然段，因为那里
写出妈妈再一次的要带“我”去北海看花，几乎是在央
求“我”，妈妈之所以央求“我”是为了让“我”开心呀!有
的同学说，我最喜欢最后一个自然段，因为，妈妈虽然离我
们而去，但是我明白妈妈的话，懂得珍惜生命和妹妹一起面
对生活的困难，勇敢的活下去。也有的同学说，喜欢文中的
五、六两个自然段，因为这里讲了“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这
样”。说明妈妈有病，且因为过度的操劳，病已十分严重了，
这不都是为了我们儿女吗?还有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正
体现妈妈在生命垂危时还挂念着自己的儿女该怎么办，根本
都没考虑自己，这就是母爱。让学生畅所欲言，只要他们的
感受是真实的都说出来吧!

(二)补充说。对于觉得有更深入的内容需要袒露的同学，也
可以给以补充说，如：《秋天的怀念》一文的教学中，有位
同学站起来补充说，自己也很喜欢最后一个自然段，原因是
作者写了后来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开得烂漫，作
者写菊花这种能在寒风中开放的花，就说明菊花能战胜恶劣
环境，依然开放，自己也要像菊花那样，与生活中的困难斗



争，勇敢活下去。再如：《地震中父与子》一文的教学中，
有位同学说，文章最后一自然段赞扬父亲在危难中坚持不懈
地寻找儿子，终于把儿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父爱是伟大的。
另一位同学补充说，我认为儿子也是值得赞扬的，儿子在灾
难中先让父亲救出同学，这种精神也是了不起的。教师把他
们说的话综合起来说，这就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

(三)异样说。对同学的看法有不同体会的学生可以说说自己
的见解。说出来，感染其他没有发觉的学生。如：《秋天的
怀念》最后一个自然段，有位同学说，在妈妈离开后的日子，
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看到“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高洁、
紫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
觉得作者写菊花的淡雅、高洁、热烈而深沉，这就正如她的
母亲对子女那种纯洁高尚、无私的感人挚深的母爱。听了这
个学生的独到的见解，我很震惊，在我翻阅的许多教学用书
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学生却从读文中感受到了，这也许就
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中所寄托的感情吧!

(四)选择说。就是要让没有发言的学生，对学文过程中你比
较赞同或欣赏的说法，做有选择性的重说，旨在辅助差生。
学生的差异是存在的，对于阅读不够深入的学生，往往是能
找到自己喜欢句、段。但却说不清自己喜欢的原因，没有与
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当他或她听到同学所说之后，再来用
语言表述哪怕是重述，也是有益的。多次的磨合，这种差异
就会日趋减少。

人教版小学语文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1.感受母博大、宽厚的母爱和儿子对于母亲的思念、忏悔、
自责。

2.体会磨难对于人生的意义，学习在磨难中成长坚强的品质。



3.学习作者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和运用色彩烘托情感的写
作手法。

教学重点：感受母博大、宽厚的母爱和儿子对于母亲的思念、
忏悔、自责。

教学难点：体会磨难对于人生的意义，学习在磨难中成长坚
强的品质。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秋天是迷人的，天高云淡，大雁南归，枫叶似火，硕果累累，
秋天的美别具一格，秋天的美实实在在，秋天的许多事物都
会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怀念的情绪。
著名作家史铁生就在秋天里产生了怀念之情，让我们一起来
欣赏课文《秋天的怀念》。(板书课题)

二、预习课文

自学要求与步骤(一定按照要求做哟!)

1.朗读课文，注意标画、识记文章中的重要字词。

2.读熟课文，能够有感情的朗读，注意语速平缓、口齿清楚，
注意不同人物的语气语调。

3.再读课文，能够感知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自学检测

(1)给下列词语中加点字注音。

瘫痪 侍弄 憔悴 絮叨



(2)解释下列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沉寂： 诀别： 侍弄

(3)简要概括本文的主旨：

作者记叙了自己双脚瘫痪后，母亲强忍着内心极度的痛苦和
重病的折磨，关怀爱护病残儿子的感人情景，展示了博大深
沉崇高无私的母爱，抒发了对母亲的无限怀念。

三、读课文，体会复杂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