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篇一

从9月25日接到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通知的那一刻，思绪就没
有停止过：指导老师张登林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北京大
学访问学者，他治学严谨，学富五车。我的教学内容应该选
什么？如芒在背、诚惶诚恐。文言文教学易操作，流程清晰。
要不上文言文，可细想容易与其他学员“撞车”，最后还是
放弃了。前几天淮北市文明创建“省级”检查，我准备道德
讲堂“六个一”流程的材料，眼前一亮，驾驭相关母爱、感
恩的主题材料，不正是我的强项吗？我就从人教版七年级语
文读本中选择了冰心的散文诗——《荷叶母亲》。

备课过程中几易其稿，聚焦课堂教学环节中的导入、衔接与
过渡、板书设计。自认为借班上课，也必然是庖丁解牛，游
刃有余。10月29日上午第二节上课完毕，才发觉有待完善与
改进的地方很多。结合上课过程中自己第一时间发现的问题，
回到办公室我仔细回放课堂情景，反思如下：

一、不足之处1、入题过缓。导入的时间在三分钟左右，时间
有点偏长。我在授课过程中为了创设情景，不惜言语铺陈，
忽略了语文教学的重心——快速进入文本，让学生在读中品、
在读中悟！有时观课类似的问题一眼就能发现，当时就默默
告诫自己，这样的缺点不要在自己的课堂上出现。但一旦进
了课堂，不敢割舍自己精心预设的华丽辞藻，忽略了学生、
忽略了课堂、忽略了有效教学。正如余映潮老师精彩评点中
所言：缓入早出。



2、问题指令发布之后，应留给孩子充裕的思考时空。本节课
共有如下四个问题：

上述四个问题是步步推动、环环相扣的，我在授课过程中没
有做到“闲庭信步”、“水到渠成”，有点操之过急，毕竟
是一篇散文诗，没有给七年级的孩子充裕的思考时空，应让
孩子深思熟虑，在语文课堂上一展风采！

二、成功之处1、衔接过渡自然

授课过程中，为了不让新内容的出现给人突兀之感，我就特
别注重每个教学环节之间的衔接与过渡。所以精心架设桥梁，
四架桥梁的有效构建，让每个教学环节无痕的跨越。

过渡一：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先来听名家范读，在听读的过
程中圈点勾画，注意两点(扫除字词障碍。注意节奏、情
感。)

过渡四：各位同学，我们师生一道借助“听读、自读、研
读”这三座桥梁，明确了这篇散文诗抒写和歌颂的对象是母
亲。作者是借助具体形象荷叶来歌颂的。那么这种写法叫什
么？请同学们小组合作完成。

2、应变、调控得当

短短的四十分钟，我精心准备的拓展阅读——《那片竹》，
因为时间的关系选择了放弃，用一段富有情感的语言结束了
本文的学习。

3、精心设计板书

九个汉字包围在“心字型”之内，与文本主题吻合。本节课
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完成了板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助本次备课、课
堂教学、议课活动，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教学中的
短板。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摒弃虚浮，以培养学生的语文
素养为主，语文课上出语文味，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关注学生这一主体，关注生命的本真，让语文课堂变成学生
的精神殿堂！

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篇二

其实本课就如一开始的时候分析的那样，并不算难懂，在讲
前面问题的时候，学生就已经能咀嚼出更深层次的“味
道“了，后面的那个分析三看红莲的图表，就很多余，完全
可以分散在前面讲解构思之美的时候带过，不需要过多关注，
因为学生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相关的知识点(都在书
上)，教师只要稍加点拨一下即可。

虽然用大图片展示莲花、荷叶，让学生深深体味到了美的震
撼和母爱的深浓。但是这还很不够，在后面播放歌曲的时候，
如果能加上展现母爱的温馨画面就更能够融情入境了。可惜
思虑未周，没有想到这方面可以进一步慢工雕琢，失掉了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

授课之前，就已经发现多媒体教室的`投影仪色彩失真得很厉
害，三蒂莲的图片投影上去，像是黑白底片一样(实际上是颜
色比较艳丽的彩色图片)，同时多张文字幻灯字也显示得不甚
清楚。因此，特地设计了一张浮雕效果的偏浅灰白色的图片
作为背景(是用一张荷叶莲花的摄影照片作为原版底稿的)，
并且在打铃之前，还稍稍对个别地方做出了修改。总之，一
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教学，绝对不为了所谓的美观而买椟
还珠。此外，由于身体不适请假，其实在上课之前，笔者并
未有任何时间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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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篇三

春风化雨，在学生的心田播下爱的种子刚刚执教完冰心的
《荷叶母亲》一文，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冰心用心铸就的爱
的颂歌，教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
对于这样一篇美文，作为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如何在教学
过程中春风化雨，让作品潜移默化滋润学生的心田，成为了
我这堂课一直追求的目标。

下面是我自己对这堂课的几点反思。

反思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郁于中，才能发之于
外。作为执教者，心中有情才能打动学生的心。

为此，我深入钻研文字，潜心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深沉情感，
让自己先被作者打动，然后再去感染学生。所以，我反覆地
朗读课文，仔细地品析课文，深入体会“荷叶护莲”这一诗
化意象里所蕴含的冰心的感恩之心。其次，我拜读了冰心的
《繁星》里关于母爱的颂歌所有的诗作，深刻把握作品的思
想内涵和情感表达方式，并多方**冰心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
背景，让自己的教学既紧扣教材又不囿于教材，力争做到教
学的高屋建瓴。



反思二：遵循教学规律，科学制定教学流程，是教学取得成
功的关键。语文学科并不等同于思想品德课，空洞说教往往
让学生心生反感，达不到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写”，在全面完成学科教学要求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对学生实
施品德教育，收到了双赢的效果。

”的德育主题活动，许多家长都给学校做了反馈，对学生道
出了他们的心声。我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素材，让学生在现
实的感召**会父母为自己的爱与付出，学生受到的心灵震动
很大，不少学生是满含泪光地写作，哽咽抽泣地诵读，让我
也深受感动，忍不住潸然泪下。

反思四：突出语文教学的特点，让学生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前
提下接受情感的薰陶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充分
展示语文教学的本味，体现语文教学的精髓，才有可能在提
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方面发挥应有的作
用，加强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依然应该是而且必须是语文教
学的核心，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在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前提下，深入
挖掘文字和生活中培育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方面的有利因素，
充分发挥语文学科育德方面的巨大作用，争取教学的最大成
功。

总之，参加这次课程育德比赛，加深了我对语文教学任务和
教学目标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磨练了我驾驭语文课堂、提升
教学艺术的能力。在以后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我将进一步在
课程育德思想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语文育德的巨大功能，在
学生的心田播下更多爱的种子，并让它们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



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篇四

荷叶，莲花的叶子。文题之所以用“荷叶母亲”，是因为文
中作者借雨中荷叶为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的感触，
抒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之情。文章语言清新自然，隽永淡雅，
显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前教课，我都是采用解题、了解作者、梳理情节、划分段
落、归纳中心等传统教学模式，讲得多，分析细，结果往往
是老师累、学生烦、效果很差。

在讲授《荷叶母亲》这节课时，我决心把课堂交给学生，按照
“朗读——探究——发现”这样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去感
受这篇课文的文质之美，探究诗文的构思美，使学生对诗歌
的赏析上升到一定的审美层次。

新课程强调学生要“读”，朗读、诵读、默读、精读……总
之要多读。在课堂上，我加强了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运用多
种朗读方式，让学生借助朗读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
使诗文中所抒发的情感叩击学生的心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既感受到语言文字表达情意的表现力，又提高审美情趣。

在探究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体验、
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从而清
楚地认识借物抒情的写法。在课堂上学生动脑还动手，运用
同类写法发表个性化的见解，抒发对母亲的爱。

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角色转变
成了组织者、引导者、启发者，要求尽最大可能尊重学生学
习的个性。这堂课之后，我自己觉的轻松，学生也学的愉快。
我深切地感悟到，做为教育者，要跟上时代步伐，转变教学
观念，使教与学成为一种生命的活力。



荷叶母亲教案与教学反思篇五

作为一名新教师，每一次公开课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为
对冰心的喜爱所以选择了《荷叶母亲》这篇文章。荷叶，莲
花的叶子。文题之所以用“荷叶母亲”，是因为文中作者借
雨中荷叶为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的感触，抒发对母
亲的感激热爱之情。文章语言清新自然，隽永淡雅，显示出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教学过程中，得失兼有，下面做反思如下：

在讲授这节课时，我决心把课堂交给学生，新课程强调学生要
“读”，朗读、诵读、默读、精读……在课堂上，我加强了
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运用多种朗读方式，让学生借助朗读把
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使诗文中所抒发的情感叩击学
生的心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感受到语言文字表达情意
的表现力，又提高审美情趣。以读带思，用朗读声贯穿整个
课堂，使学生在朗读中，去感受这篇课文的文质之美。在反
复对文章重点段落的反复朗读中，体味文章的情感，使学生
对诗歌的赏析上升到一定的审美层次。

与此同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感受文章的美，体会语文
的美，在讲课的过程中，配和柔和动人的音乐。如在引入新
课时，教师在讲述汶川大地震时候一位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
子而牺牲自己的故事的.同时，配以舒缓感人的音乐。学生听
读文章的时候，也有背景音乐的伴奏，使学生在音律和文字
美中，迅速进入文章。在本课结尾学生做练笔的时候，播放
《烛光里的妈妈》，升华学生的感情，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此外，在本节课的讲述中，我试着改变语文教学中解题、了
解作者、梳理情节等传统教学模式。在适当的时候，把作者
介绍引入课堂教学中，使得学习作者不只为了单纯的机械记
忆，而将文学常识的讲述变为进一步推动学生兴趣，加深课
文理解的一个环节。



在探究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体验、
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从而清
楚地认识寄情于景的写法，并且通过阅读题目巩固着一写法。
在课堂上学生动脑还动手，运用同类写法发表个性化的见解，
抒发对母亲的爱。

以上对课堂的一些可取之处进行了分析，但本节课也着实存
在着许多不足。首先，在准备阶段过于急躁，一心所想的是
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实际的教学能
力。所以在教学设计时忽略了文本重点，在组里老师的帮助
下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了修改，才使得最后的教学较成功。

其次，在授课时与学生的交流及配合欠妥，对于学生的回答
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不能迅速的做以反映，并加以引导。
这也说明了我的应变组织能力有待提高，相信这一点会随着
课堂经验的提高而改善。自己通过这次的公开课，以后也会
注意这方面的锻炼。

在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角色转
变成了组织者、引导者、启发者，要求尽最大可能尊重学生
学习的个性。这堂课之后，我自己觉的轻松，学生也学的愉
快。我深切地感悟到，做为教育者，要不断探索适合的教学
方式，转变教学观念，使教与学成为一种生命的活力。

未来如果再上这一课，我会更加注重情感和美景的融合。如
果能把这样一篇优美的小文变成学生能够借鉴模仿的范文，
更有价值，若能够多举例类似的文章，更能让学生顿悟。如
史铁生的《合欢树》。

本文的教学效果总体不错，源于有预案，工作细化。但实践
起来发现，还是有许多地方考虑不周。知不足，而后改，希
望能促成教学的一点一滴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