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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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15 篇)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1 

  之前总很少找寻得到最贴近于学生的有关于爱的素材。直至前不久

喜得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才得偿我愿。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爱，如大灾大难突如其来时，有洛杉矶那边一个

满身血迹、困顿不堪几近疯狂的救子英雄，在废墟瓦砾中徒手连续挖掘

6 小时、8 小时、12 小时、24 小时、36 小时；有在“5。12”这个冰冷

的数字背后，一个母亲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的姿势保住了孩子的生命，

致死如此；有感动中国的、母爱齐天的陈玉蓉，为给儿子移植自己的肝

脏，7 个月忍饥斗饿，不惜自己的.血肉。这些感天动地的真人轶事真的

不胜枚举。然，却离我们学生身边相较甚远，可怕的是这些“伟大”无

形当中把孩子们身边近在咫尺的爱给掩饰的“渺小”了。 

  这个世上并不缺少爱，缺少的是用心去领悟。教五年级上册《慈母

情深》是一次诠释“平淡”“质实”的最好讲义机会。把这个寻常故事

中看似平淡无奇的几个侧面所折射出来的爱的光芒给挖掘出来，让孩子

们好好零距离的去触觉爱其实正从前方扑鼻而来呢！环顾左右，兴许我

们里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僻壤山村，兴许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个点

儿，又兴许这里扎实普通得只剩下平凡。兴许吧！但今天我要说，如果

还有春天，我们的脚跟后面，爱一定如影随形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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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先生笔下的母亲就是个鲜活丰满的例子，母亲那直白无饰的

话，因辛苦而掬偻的辈，拳拳爱子之心让爱昭然若揭。是时如果鼓励孩

子们留心生活。我们会想起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是谁立马放下手中的活

陪我们看医生。当自己过生日时，是谁第一个记起并为之庆贺。当我们

因失败而伤心哭泣时，又是谁在一旁不厌其烦的劝导、安慰、鼓励。 

  当……每天每天，我们都被爱环绕着，在舒适的房间、暖烘烘的被

子里，我们还在酣然入睡。殊不知母亲在厨房已经忙开了。还不等我们

睁开朦胧的睡眼，就经常性的听到母亲的呼唤。父亲也早早的“晨曦理

荒废”去了。爱在喷香的饭里，爱弥漫在屋子里，爱温暖在我们心里。

零零总总的这些，无一处不寻常，无一处不令人寻味，无一处不暖人心

房。生活确实需要发觉，细品。爱，也许只在瞬间，需要用心捕捉。所

以我们不该无视我们生活半径内的每一尺寸爱。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2 

  一、习作——阅读的专业属性 

  叶圣陶先生曾说“阅读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一样，阅读

就是吸收养料。写作是表达，是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阅

读和写作，一个是进，一个是出。”因此，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用好

语文教材这个“例子”，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学习作者的语言、表达

方法、谋篇布局的技巧，是每节语文课需要老师带给学生的“养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慈母情深》是第六单元第一课，本单元语文要素是“体会作者描

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情感”。在本单元教学的过程中，抓住每篇课

文中场景描写、细节描写的方法，就是老师要带给学生的“养料”。在

《慈母情深》这一课中，通过学习“到工厂找母亲”“向母亲要钱买书”

两个场景中语言、动作、环境、神态、心理等细节描写，体会母亲的深

情和慈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敬爱之情。通过学习作者细节中蕴含的.

情感的方法，完成小练笔“鼻子一酸”的经历。在片段描写的过程中，

让学生尽量通过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细节来表达情感。在评价时，

也应紧紧抓住“细节描写”这个要求进行评价。当然，学习“在场景、

细节描写中表达情感”的写作方法并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本单元学

习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片段练习，选择学生熟悉的场景：“打雪仗”

“过六一儿童节”“过生日”等场景进行练习，并明确要求“抓住人物

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细节，写清楚场景，表达自己的情感”。

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的能力一定有所提升。 

  因此，教师在每节课解读文本的过程中，需要挖掘课文这个例子中

指向习作的内容，并在课堂上学习例子的基础上，紧随其后进行写的练

习。一复一日的坚持，学生的习作水平也将日有所进。 

  二、文本解读，教师要“走进去也能走出来” 

  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根。一堂好课，需要老师在备课时下功夫，

尤其是在文本解读上下功夫，方可读出__真正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意蕴。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慈母情深》选自梁晓声小说《母亲》，是一篇节选课文。很多人

在教学中停留在及时条件艰苦、生活困难，但是母亲毫不犹豫地给“我”

钱，就是母亲对“我”的深情。但是，愿意给钱就是“爱”吗？其实，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才是这篇__真正的“慈”和“爱”。在

这篇__中，母亲的“慈”和“情深”是密切相关。“慈”是因为母亲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岁月，依然舍得花钱给“我”买

书读，“情深”是母亲在精神层面上良苦用心的培养作者，为作者的长

远发展谋划考虑。这也是文中所想体现的有别于一般母爱的深情。 

  作为教师，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查阅资料，观看名师视频、教学实录，

请教学校老师，甚至请教了教研中心的郭庆老师。自以为对《慈母情深》

这篇课文解读的有了一定的深度，心中笃定一定会是一节好课。但是，

我们经常说教师备课有“两备”:备教材、备学情。是的，备课过程中，

我忘记了我们班的学情，以至于教学难度系数过高，我们的学生无法达

到老师预计的水平，需要不断引导，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更要

基于学情，每堂课都应以生为本。难易程度适切的教学设计才能让学生

在课堂上有所习得。当然，所谓适合，需要老师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学情，

教学难度的设计要让学生在已有的能力上，蹦一蹦跳一跳，就能够得着，

让一节课下来，学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3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慈母情深》是部编版第六单元一篇阅读课文，作者梁晓声。记叙

了家境贫困的“我”喜爱读书，为一本《青年近卫军》失魂落魄。当“我”

下定决心来到母亲工作的地方要买书的钱时，才发现母亲是在一种极其

艰苦的环境中辛苦劳作。在我震惊、痛苦和懊悔之际，母亲却慷慨地把

买书的一元五毛钱给了“我”，“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用一元

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没想到母亲却数落“我”一顿，又给

我凑够了买书的钱。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课文着力要

表现的是母亲工作的辛苦，赚钱的艰难和为子女、为家庭毫无怨言地付

出全部。表现了慈母对孩子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一、教学效果 

  名言导入，铺垫情感。 

  课前预习环节我布置孩子们运用四单元学到的查阅资料的方法，搜

集有关母爱的名言和抒发母爱的诗句。课上交流，学生非常积极，他们

的情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为__的学习作了很好的铺垫。接着，让他们

对书展开交流：有多少本书？怎么来的？有哪些收获？初步拉近文本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为感受当时环境下买一本书是多么的艰难埋下伏笔。 

  2、潜心阅读，感知内容。 

  在引导学生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后接着课件出示主旨性问

题：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象文中的场景，把你感触最深的语句画出来，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在旁白处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学生自读自悟，初步明朗了母爱情深的语

句，母亲挣钱的艰难的场景烙印在孩子们心中。 

  3、品词析句，感悟深情。 

  课件出示细节描写：“龟裂的手”“皱皱的毛票”“疲惫的眼神”

“塞”“酸”等词语和两个表达很特别的`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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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母

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

机械忙碌状态”。抓住重点句子，引导去感悟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底，进

而读懂作者的内心那份深情。学生在多次的语言实践中，逐步感受到母

亲的伟大，艰辛、宽容、无私与奉献……母亲塞给我的还是钱吗？那是

母亲的胸怀，这一细节深深烙在孩子们脑海！真正体会到了母亲对我的

一片深情！ 

  4、丰富积累，迁移运用。 

  为了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我设计让他们比赛背诵的环节，在背诵

中内化语言，培养语感。接着，引导学生写一写生活中鼻子酸过的场景，

让课堂更贴近生活！ 

  二、成功之处 

  虽然年代不同了，但课前的查阅资料小环节一下子解决了时代差，

小练笔更让他们在对比中成长了不少。 

  三、不足之处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课堂上有声朗读预设较少，整堂课显得冷清，语文味不浓。 

  四、改进措施 

  如果再重新上这篇课文，我会增加朗读的形式，让我的教学更圆满！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4 

  《慈母情深》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本单

元的主题是“父母之爱”。单元的教学目标有两点：一是把握课文的主

要内容；二是想一想作者是怎样通过外貌、语言和动作的描写表现父母

之爱的。目标达成一个指向课文内容的理解，一个指向表达方式的品味。 

  《慈母情深》节选自著名作家梁晓声小说《母亲》。课文语言平实，

笔触细腻，记叙了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不顾别人劝阻毅然拿

钱给我买书的故事，教学的重点是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等体会母

爱的真挚、深沉、崇高。 

  本单元的第一课《地震中的'父与子》是特殊的场景，弹指间，灰

飞烟灭，是生死离别间，是震撼人心的故事。相比较，《慈母情深》显

得很是平常。但常言道，父爱如山，深沉而充满力量，母爱似海，宽广

而包容一切，课本的编排恰恰就体现了这个特点。研读教材之后，我越

发喜欢《慈母情深》一文，它不唯美，不矫情，不浪漫。最平淡的生活

中，有母亲无怨无悔的付出；最平淡的生活中，有慈母情深深几许的温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暖。母爱，平凡，而又伟大，细思量，自难忘；妈妈的爱，越是时光流

转，岁月变迁，回想起来，越是让人心酸。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5 

  __是一篇表现母爱的__，是一篇略读课文，应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

读完课文，谁都会被慈母情深深打动。这位平凡的母亲，辛劳的母亲，

贫寒的母亲，在这件日常生活小事中表现出的深沉的母爱，给人留下了

何等难忘的印象。因此，我着重引导学生通过描写母亲外貌、语言、动

作和神态的语句，体会平凡母亲的伟大，感受伟大的母爱，激发热爱母

亲的`思想感情。 

  在__学习的过程中，我和孩子们一起寻找母亲感动你的地方。学生

找到了许多细节：破收音机”都“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

子里了。”“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龟裂的手指数

着。”，“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

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立刻又陷入了忙

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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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

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

出去……”“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背

直起来了”，“转过身来了”，“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抓住这些感人的句子去读，再读中感悟母子情深，效果很好。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但是在朗读指导的时候，没有过多地时间让他们感悟，这点希望下

次改进。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6 

  爱因斯坦曾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当你把学校里学的所有东西忘

了之后剩下的东西。我想听课也是如此，即听课就是当你把课堂上听的

所有东西忘了之后剩下东西。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令人感动的，

最发人深省的。 

  上完《慈母情深》这节课，我想留给学生、留给听课老师的是内心

的跌宕起伏情感。在这节课上我的引导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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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引导，你看到母亲的

背是怎样的背？在你的记忆当中，母亲的背是怎样的？转过身来，你看

到的是一张怎样的脸？母亲曾经有一张怎样的脸？一双眼睛吃惊地望

着我，我看到的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眼睛是怎样

的？这样的引导如细雨滋润般的熏陶，让学生发自内心的领悟和感动，

学生情动而辞发，受到感染并与作者梁晓声产生共鸣，对自己母亲的感

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经常说语文课堂要让孩子多读课文，以读代讲，以读悟情，要

真正把握好“读”却很难。在教学《慈母情深》一课时，我感觉这是以

读悟情的最好范例，但怎样引导我却一直没有找到更为理想的方法。由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于__是一篇略读课文，文字浅显易懂，我设计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在

学生初读课文时，要求学生一定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采取多种形

式，让学生能流利地朗读全文。在学生读通、读熟课文 

  的基础上，让学生默读课文，理清作者思路，勾画出感人的语句，

体会课文是怎样表现母亲的深情的。然后组织学生交流自己读懂了什

么，有哪些感受和体会，还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在读中再现

情境，在读中体会感情。 

  但是这样的设计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我找到了王崧舟老师的

《慈母情深》教学实录，他的课堂给我做了很好的如何起引导孩子“读”

的`范例。尽管课文所描写的情节与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

但王老师精心设计，抓住了一个切入点——“深”，整节课都引领着学

生去寻找母亲那浓浓的深情。 

  用读贯穿了整节课的教学，并让读成为了课堂的主旋律。引领的

“读”，不是单一空白的读，而是一种盘旋环绕，回复上升的读。用富

有感染力诗意般的语言，引导学生从读准句子到理解词义的读，从感受

母亲工作环境恶劣到母亲工作动作、神态的读。一个“读”字里，把慈

母的深情表现的一览无余。让学生忘记了这是课堂，都忘情地跟着他不

断地做思维的舞蹈，享受其中。 

  教学中，我受到启发，将这种方法引入自己的课堂，收到了很好的

教学效果。不愧为名师，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法。同时，我也在

思考，为什么自己在备课时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呢？究其原因，是自己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文本缺少敏锐的解读能力，是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底蕴的缺乏。在以

后的教学中，要广采博取，不断丰富、提高自己，使自己的教学更具艺

术性。 

 

《慈母情深》教学反思 7 

  《慈母情深》是一篇略读课文，__描写细腻，情感真挚，语言浅显

易懂。我很喜欢这样的课文，不唯美，不矫情，不浪漫，从最平淡的生

活小事中信手拈来，用朴素而又平实的语言，写出一份人间挚情。 

  回首这一堂课，谈谈我的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 

  一、读题释题，激发情感。 

  题目是__的眼睛。我引领学生认真读课题，把题意引向文意，让课

题成为导引学生解读文本的切入点，有效激发了学生的情感。我在“深”

字下做了着重号，让学生提问“慈母”的“情”到底有多深，引导当“慈

母”二字映入眼帘时，你的眼前浮现了怎样的情景，霎时学生畅所欲言，

“雨中送伞的情景”，“晚上洗衣服的情景”，“无微不至照顾生病的

我的情景”……学生在争先恐后中体会到了自己父母对自己的情深.。 

  二、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语文课程标准标中指出：要保证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使学生在读

中整体感知，读中有所感悟。__以对话、抒情为主，字里行间流露出浓

浓的亲情。让学生根据阅读提示的要求“画出描写母亲外貌、语言、动

作、神态的语句，体会课文是怎样表现母亲的情深的”。学生或圈，或

点，或读，或画，或写，或说……交流，品味，感受慈母情深，让学生

在阅读中感悟，在感悟中阅读。 

  重点句子举例： 

  （1）母亲赚钱养家是多么艰辛：“七八十台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

耳欲聋”，“震耳欲聋”一词写出了母亲工作环境的恶劣，环境描写衬

托了母亲工作的劳苦。 

  （2）“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

的人，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句中的“极其瘦弱”、“脊

背弯曲”、“头凑近”将一位承受生活重担，辛苦劳作的母亲形象跃然

纸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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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一位疲惫不

堪，含辛茹苦的母亲感动了我，三个“我的母亲”包含着儿子对母亲深

深的情意与感激，还有不忍心，甚至愧疚感。 

  倒装句的运用，使得情感更加浓郁；“直”、“转”、“望”三个

动词的连用，不但是人物动作的转承，更是作为儿子的“我”情感的递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进与深化。三个“我的母亲”，更是作者那一刻的感慨、感动与感激的

内心写照。 

  （4）“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

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忙碌……”四个“立刻”写出了母

亲抓紧工作，不辞辛劳，而非作者用词的贫乏，作家用质朴的语言抒写

人间真情。 

  抓住“哪里使你感受颇深？”“哪里能够表现出慈母的深情？”让

学生去读，去思考、去体验感悟；学生把读懂了语言文字背后的内容，

体会到了母亲挣钱的艰难，体会到了慈母情深，也感悟到了作者对母亲

的那份孝心、那份敬重。 

  三、品词斟句，深情感激。 

  抓住重点词句，理解感悟母亲的慈祥与善良、伟大与无私，体会母

亲对儿子的深情，体会“我”对母亲的感激、崇敬与热爱之情。 

  如：抓住“龟裂的手”，“皱皱的毛票”，“疲惫的眼神”，“塞”，

“酸”等词语和两个表达很特别的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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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母亲说完，立

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陷入了忙碌。”体会慈母的

憔悴，慈母的瘦弱，慈母的疲惫不堪，慈母的辛苦劳累。母亲挣钱竟是

如此的不易，然而当儿子要钱时，母亲却毫不犹豫地一“塞”，这“塞”

的仅仅是钱吗？学生们把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对课文中这位母亲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的崇敬纷纷表达出来——这塞的是母亲的汗水，母亲的辛劳，母亲的宽

容，母亲的疼爱，母亲的生命，使慈母的深情深深地烙在了学生的脑海。 

  在这节课上我的引导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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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的引导，你看到母亲的背是怎样的背？在你的记忆当中，母

亲的背是怎样的？转过身来，你看到的是一张怎样的脸？母亲曾经有一

张怎样的脸？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看到的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在

我的记忆中，母亲的眼睛是怎样的？这样的引导如细雨滋润般的熏陶，

让学生发自内心的领悟和感动，学生情动而辞发，受到感染并与作者梁

晓声产生共鸣，对自己母亲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教学中我就是这样让学生通过仔细品味、朗读，在读中悟、悟中读，

来体会作家笔下流淌着的真挚感情的。 

  四、拓展思维，抒发真情。 

  整堂课，我力求引导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引领学生一次次走

进文本，触摸文本，感受文字背后所隐藏着的这份母子深情！在学生情

感融进文本时，我又适时加入“妈妈，我想对您说“的写话训练。因为

有了前面情感朗读和妈妈关爱自己的故事做铺垫，学生感情的闸门已经

被打开，学生写作的欲望被自然地调动起来，写几句对母亲说的话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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