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慈母情深教学设计【优秀 8 篇】
 

慈母情深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会认“魄、抑”等 11 个生字，会写“辞、抑”等 12 个生字。理解“失魂落魄、

震耳欲聋”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学习作者通过人物外

貌、语言等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细节描写中蕴含的深沉的母爱，唤起热爱母亲的情感。  

教学重点 

1、掌握本课的生字。理解“失魂落魄、震耳欲聋”等词语。 

2、学习作者通过人物外貌、语言等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方法。 

教学难点 

体会深沉的母爱，唤起热爱母亲的情感。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会认“魄、抑”等 11 个生字，会写“辞、抑”等 12 个生字。理解“失魂落魄、

震耳欲聋”等词语。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体会铺垫的作用。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揭示课题，聚焦“情深”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1、板书：慈母情深 

2、请同学们满怀深情地齐读课题。 

师：看题目，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深”这个字。慈母的情深在何处？让我们

有怎样的感受？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去感受一下吧。 

二、初读课文，解决生字词（出示课件 2） 

1、自读课文，解决课后的生字词，会读，并借助工具书，理解词语的意思。 

2、阅读课文，用简单的话概括文章的内容。 

生总结，汇报 

（这篇课文讲述的是贫穷辛劳的`母亲不顾同事的劝阻，毫不犹豫地给钱让“我”

买《青年近卫军》的事。）（出示课件 3） 

三、精读课文，体会铺垫的作用。 

1、同学们，我们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买一本书。你们觉得买一本书容易吗？请大家

读 1-4 自然段。 

2、在读的过程中思考： 

①“书价一元多”从这句话中，我们了解到什么信息？（出示课件 5）板书：书

很贵。 

（出示课件 6） 

②“母亲还从来没有……要过这么多钱。”从这句话中，我们了解到了什么信息？ 

这句话暗示了家里很穷。“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这两个词表明板书：A家

里很穷。 

B“我知道家里穷，因此很懂事，不给家里增添负担。” 

③读第 4 自然段，你从中获得了什么信息？（出示课件 7）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这个自然段是直接描写自己家“穷”的。从“卖破收音机”和“吃进了肚子里”

直接描写家里的穷。 

板书：破收音机吃进了肚子里 

④同学们，请大家思考一下，作者为什么反复交代家里很“穷”呢？里面的用意

是什么？（出示课件 8）生各抒己见 

师总结：文章一开头先介绍书价（一元多），然后反复强调“从来没有”，暗示

读者这一元多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紧接着作者又写出“卖

破录音机”和“吃进肚子里”，这是直接描写自己家穷。作者反复介绍“穷”是

为了下文母亲毫不犹豫地掏钱让“我”买书做铺垫，从而衬托出母亲对“我”的

爱。 

板书：穷做铺垫，衬托母爱的伟大 

四、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解决了生字词，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同时还知道了

文章运用了衬托的写法做铺垫。可以说收获匪浅。 

五、布置作业。（出示课件 9） 

1、背写课后生字词。 

2、继续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体会文章的写作方法。 

第 二 课 时 

教 学 目 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自己喜欢的段落。 

2、通过分析描写母亲的细腻的语言文字，了解作者的写作方法。 

3、通过品读重点句段，体会母亲的慈祥和善良，以及作者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与

崇敬。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 

1、听写会写的生字。 

2、为了突出母爱，作者进行了怎样的铺垫？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对书的渴望与贫困的家境让作者失魂落魄。也就在

这一天，作者走进了母亲那个他从未靠近的世界。 

二、深入品读 

1、请同学们自由读５～２９自然段，边读边想，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母亲？（出

示课件 12）板书：瘦弱疲惫贫穷辛苦善良…… 

2、在这部分中，关于母亲的哪些镜头让你印象最深？ 

3、罗列句子，对比感悟：（出示课件 13） 

⑴“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

着……”①你的脑海中有这样一幅画吗？带着你的感受再读读。 

②外表极其瘦弱的母亲内心也瘦弱吗？她是怎样做的？从哪儿可以感受到母亲内

心的坚强呢？ 

引出对比：“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伏在缝纫

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 

忙碌……” 

③哪个词让你的这种感受最深？ 

④母亲为什么要“立刻”？“立刻”带给作者的又是什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⑤对比对这两句话，小结： 

瘦弱但坚强。 

⑵“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对眼神

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出示课件 14） 

①再带着感受读这句话。 

②如果你是梁晓声，面对这样一位眼神疲惫的母亲，你读懂些什么？ 

③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极度需要休息的母亲却一刻也不肯休息，你看到了吗？ 

二次引读“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伏在缝纫机

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忙碌……” 

④母亲这样的“立刻”是一天吗？是一个月吗？ 

⑤读，小结： 

辛苦忙碌。 

（出示课件 16）⑶“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龟裂的手指数

着。”①从哪个词最能体会母亲的辛苦？（龟裂） 

②怎样的手才叫“龟裂”的手？母亲的手为什么龟裂？ 

③尽管手已龟裂，但母亲还在任劳任怨，争分夺秒地忙碌着： 

三次引读“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伏在缝纫机

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忙碌……” 

④再读这句话，你还读懂些什么？“皱皱的毛票”说明了什么？ 

⑤读，小结： 

贫苦不吝啬。 

4、再读这些句子，母亲的伟大形象是通过什么表现的？ 

（1）自由读。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2）交流： 

板书：动作、神态、语言…… 

（3）再读，再感受。 

三、触景写情（出示课件 17） 

1、拿出笔，写下作者的感动： 

我拿着母亲给我的钱，鼻子一酸，心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于

是，我攥着钱跑了出去，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2、交流。 

3、母亲的希望是什么？你觉得那个劝她的女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四、音乐渲染 

1、母亲像天空，像大海，更像一条河，静静地流淌在四季的交替中……2、送出

歌曲《母亲》。 

五、作业。（出示课件 18） 

1、搜集表现“母爱”的古诗句。 

2、用充满感情的文字来写一写自己的母亲。 

板书设计： 

略 

慈母情深教学设计篇二 

一、揭示课题，就题质疑 

１、谈话导入： 

在日常生活中，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妈妈对你的爱？（指名学生说。）今天我们

学习的这篇课文，也是讲的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２、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３、就题质疑： 

读了课题，你想知道哪些问题？（学生回答。）然后归纳，主要为：⑴为什么说

慈母情深？或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慈母情深？ 

⑵面对情深的慈母，“我”又是怎样的？ 

⑶课文是怎样表现母亲的深情的？等等。 

二、自读课文，初步释疑 

１、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读准生字，读通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什么。 

２、检查生字的认读，说说课文主要讲什么内容。（说出大意即可。）３、再读

课文，看看你能解决同学们提出的哪些问题。 

４、初步释疑：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初步解决质疑中的“为什么说慈母情深？或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慈母情

深？”、“面对情深的慈母，“我”又是怎样的？”等。） 

三、研读课文，深层释疑 

１、谈话过渡： 

刚才同学们从描写母亲的表现的语句中看出了母亲的情深，下面请同学们再读课

文，画出描写母亲外貌和语言的语句，体会课文是怎样表现母亲的深情的。 

２、学生自读课文后，小组讨论。 

３、全班交流： 

读一读所画的描写母亲外貌和语言的语句，说说从中看出母亲怎样的情感。 

４、速读课文，想一想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母亲的深情。 

５、读后交流： 

主要是描写劳动的环境以及母亲劳动动作等语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四、角色朗读，体会情深 

１、小组分角色朗读课文，互相评议。 

２、指名小组汇报交流，说说为什么这样读。 

五、总结升华，拓展学习 

１、总结：为什么说慈母情深？课文是怎样表现母亲的深情的？ 

２、升华：读了课文，你想对文中的母亲或者自己的母亲说点什么？ 

３、拓展阅读：读一读“阅读链接”中的《纸船──寄母亲》，交流：自己从中

读懂了什么。 

４、拓展表达：在母亲节来临之际，给自己的母亲写一封感谢信；或与自己的母

亲说说心里话；或给自己的母亲送份礼物，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等。 

《慈母情深》说课稿篇三 

一、教材分析 

《慈母情深》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小说《母亲》中的节选课文记叙了母亲在极其艰

难的生活条件下，省吃俭用，支持和鼓励“我”读课外书的故事，表现了慈母对

孩子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课文篇幅较长，共有 35 小节 13 节，交代了少年时的“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

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失魂落魄 428 节，写了“我”来到母亲工作的地

方，问母亲要钱买书，也是生平第一次目睹了母亲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辛苦劳累

地挣钱，“我”的心为之揪紧了 2935 节，写了“我”不忍心拿母亲的血汗钱买书，

而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母亲数落了“我”后，又为“我”凑钱买书《青年近

卫军》就是这样来的，它是“我”拥有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包含着慈母深情，也

成为“我”今后踏入文学殿堂的动力《慈母情深》以对话、抒情为主，字里行间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流露出浓浓的亲情这篇课文距离学生实际比较遥远，要体会出慈母情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二、设计理念： 

本着“简简单单学语文，本本分分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的语文教学观，让

学生在研读“慈母情”的过程中，以具体语言为依托，通过自主学习、自主感悟

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升华情感，从而提升学生的言语能力和人文素养，实现

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完美统一 

因本文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要在课中和拓展环节提供补充教材，引导学

生读书，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 

三、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三个生字，理解“失魂落魄、震耳欲聋、龟裂”等词语 

2、能力目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悟作者通过外貌、语言、动作的描写表现人

物的写法 

3、情感目标：通过对重点句、段的理解感悟，体会母爱的伟大、无私和作者对母

亲的感激、热爱与崇敬之情，唤起学生敬爱母亲的情感 

本课教学重点和难点是引导学生研读文本，从对母亲外貌、语言、动作描写的重

点句、段的品析，体会母亲的浓浓深情以及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与崇敬之情 

四、教学设计 

本文情感丰富，每句语言都蕴含情意，但因为是略读课文，学习时不可能面面俱

到，只有取其精华中的精华，在教学时，我紧扣目标，安排教学内容，主要从以

下五个环节设计 

第一环节：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与学生聊天后，问：“你们的`母亲爱你们吗？你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的？”有了

情感的铺垫后揭示课题，板书课题，并把“深”字写得大一点，问：“你注意到

了哪个字？你有什么要质疑的？”鼓励学生质疑，并带着疑问走进课文 

第二环节：速读课文，整体感知 

五年级的学生应该达到一定的阅读速度，边读边感知主要内容是必备的能力，是

阅读的基础 

学生读好后，教师出示检查词语的掌握情况，并用填空的形式概括主要内容同时

渗透学法的指导：抓住关键词语即可归纳出主要内容教师提出疑问：“为什么我

的愿望实现了，我的鼻子还会一酸呢？”简介时代背景，体会一元五角在当时意

味着什么，更好让学生了解“一元五角”的价值，通过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资料

的出示（），让学生计算 27元的工资，平均每天多少钱？全家六口人，一人一天

多少生活费？通过计算，使学生直观感受到一元五角对于这个家庭的意义理解并

体会作者想得到书的“失魂落魄”和家庭生活的穷困，在这一矛盾冲突中，让学

生体会到这是一位为了孩子前途而不顾一切的伟大的母亲，从而一步步透过文字

走进母亲，感受母爱 

第三环节：品读课文，体会情深 

出示自学要求：默读课文，动笔划出感触最深的语句，写出自己的体会，注重阅

读批注的训练接着小组交流，全班交流师抓住重点词语，指导朗读母亲外貌、行

动、语言描写的语句，使学生从慈母瘦小苍老的形象，艰辛忙碌的工作，嘈杂的

工作环境等方面体会到“慈母情深”（相机出示，同时完成板书）解决了一个中

心问题“作者是如何表现母爱的深沉的？”体会了母亲对我深深的爱，和我对母

亲的感激、热爱、敬仰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本是一门读的学科”因此，在这一环节的教学中我

采取个别读、齐读、转换形式读，教师引读、以梁晓声的身份读等方式，引领通

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和角色扮演（体会“塞”字的含义时）领悟句子蕴涵的丰富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感，使学生与作者在情感体验上产生共鸣从而突出重点这个环节要“以人为本”，

注重朗读，在读中悟、悟中读 

第四环节：以说促学，升华情感 

这个环节我精心设计了一个真情告白：当你攥着母亲再次为你凑足的一元五角钱，

你想说些什么呢？引导学生进行说话，再次体会“慈母情深”、“母慈子孝”这

既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让学生与文本进行了亲密的对话之后出示“献给

母亲的诗歌”，使通过阅读积累下来的情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从而突破难点 

第五环节：拓展延伸，走向生活 

插入梁晓声的简介，让学生走出文本、走出教材，多角度感受母爱，唤起学生热

爱母亲的情感对学生课外阅读倾力引导，激起学生网上学习查找资料的兴趣在

《懂你》的乐曲声中，让学生写出此刻最想对母亲说的话目的是把作者热爱母亲

的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进行人文教育 

叶圣陶先生曾有“语文教学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说法，新课标要求五年

级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不少于 100 万字，因此在教学结束时引导学生阅读冰心的

《纸船——寄母亲》，再推荐学生读朱自清的《背影》，梁晓声的《母亲》等，

让学生在品味亲情的同时，享受阅读的乐趣 

慈母情深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想象描写的场景、细节、体会“慈母情深”。 

2、体会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的表达效果。 

3、能联系生活实际，写出“慈母情深”的经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教 学 过 程 ： 

教 学 重 点 ： 

1、默读课文，想象描写的场景、细节、体会“慈母情深”。 

2、体会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的表达效果。 

教学难点： 

能联系生活实际，写出“慈母情深”的经历。 

教学课时：第二课时 

教学准备：课件 

一、课文内容回顾。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慈母情深》一课，(板书课题）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呢？文

中家境贫寒的“我”非常想买一本《青年近卫军》，就到母亲工作的厂房向她要

钱，辛苦忙碌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我，我买到了书。 

从中你看到了一位怎样的母亲？（生汇报）下面我们就去感受这位普通母亲那博

大的慈母情怀。 

二、默读课文，梳理“场景”。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象课文中的场景，说说哪些场景或细节描写让你

感受到了慈母情深？在感受深的地方作批注。 

师生共同梳理场景：初到厂房（6-9）——寻找母亲（16-19）——向母亲要钱

（20-29）——母亲塞钱给我（30-34）。（板书） 

（一）、品读“初到厂房”。 

1、引导学生思考：初到厂房情景，自由读第 6-9 自然段，想想“我”看到、听到、

感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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