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 游子吟教学设计
(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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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篇一

1、感受古诗中所表达的母子情意，懂得感恩父母。

2、欣赏古诗，学习有感情、又起伏的吟诗。

3、感受诗中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随音乐进行艺术表演。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 图片 一体机课件 贴纸

活动过程：

1、带领幼儿唱儿歌《我爱好妈妈》。

2、向幼儿提出问题“你们爱你们的妈妈吗？”“你们为什么
爱妈妈呢”？

老师总结：因我们的妈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妈妈。

1、结合图片，了解原文大意。

2.打开多媒体，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3.学读古诗。



（1）师：现在老师要把这首诗教给我们的小朋友。——打开
原文图片，老师划指（教棍）教读古诗原文。（向幼儿强调
原文情感，师：孟郊舍得离开自己的妈妈？当孟郊快要离开
妈妈时，他的心情是很所以我们读古诗的时候要用悲伤的语
气来读哦。）

（2）结合肢体动作，老师再次教读古诗二遍。（不要忘记标
题和作者）

4.朗读游戏

师：通过诗歌我们都知道了，妈妈为了我们很辛苦。那我们
要怎么做才能报答妈妈对我们的恩情呢？（引导幼儿回答：
给妈妈锤锤背，揉揉肩）

游戏一：给妈妈捶捶背

玩法：全体幼儿先把椅子向后退。请小女生来当妈妈，小女
生搬起椅子小脚丫上坐一排。小男生当孩子。站在小女生的
后面给“妈妈捶背”。（大家一起边念原文，边游戏）

游戏二：给妈妈揉揉肩。

小女生和小男生互换，小女生当宝宝，给“妈妈揉揉肩”。

5.阅读

为幼儿发放古诗课本，幼儿用手指读。教师发放奖励贴纸。
激励幼儿对学习的兴趣。

师：今天我们通过古诗《游子吟》的故事。体会到了妈妈对
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家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体
贴妈妈。做一个孝顺妈妈的好孩子。今天晚上回到家，大家
不要忘记把这首《游子吟》念给我们的妈妈听。老师还要给



大家布置一个家庭作业：晚上回家为妈妈洗一次脚。并对妈
妈说：“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篇二

1、学会本课生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和背诵古诗，会
默写。

2、自己弄懂诗句的意思，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3、提高古诗的鉴赏能力和积累能力。

教学方法：教与学的有机结合，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都
要体现。以学生的自学、合作研究为主。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具。

教学重点：朗读、背诵和墨写古诗。

教学难点：诗意和思想感情的理解与掌握。

1、每个人都有关心、疼爱你的父母，请把生活中父母关心疼
爱你的小事讲给大家听听。

2、古诗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情，把你记忆中的古诗背给
同学听听。

3、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这是一首赞美母爱的
诗。它的名字叫《游子吟》(生齐说，师板书。)

1、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诗。(出示诗文，一生朗读后，师范
读，大家共同读三遍，同桌互相读一遍。)

2、找诗中的生字。(晖、齐读，解释字意，组词，与辉的组



词。)

3、复习学习古诗的一般方法：知诗人，解诗题，晓诗意，悟
诗情。

4、知诗人。(投影出示选择题，初步了解诗人。然后请一名
学生介绍本文的作者，最后教师补充。)

5、解诗题。(选择游子的意思，选择吟的意思，并让学生结
合起来讲解诗题的意思)

6、晓诗意。(媒体出示几道选择题，简化理解的难度。

过渡语：俗话说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三个臭皮匠，顶
个诸葛亮，小组合作学习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独立思
考也是展示个人能力的好方法。请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
法，试着说说每一句诗的意思。

a、学生自由的说。

b、集体评议，教师纠正错误，指点重点语句的理解。

c、出示整首诗的意思让学生进行练习。

7、悟诗情。(假如你是本诗的游子，你会对你的母亲说点什
么。)

本文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8、有感情的朗读全诗。

9、背诵全诗。

填空：



1、《游子吟》的作者是他是代诗人，本诗抒发了诗人之情。

3、两句诗描写了游子远行前的一幅场景两句诗体现了母亲为
儿子缝制衣服的动作和神态，两句诗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把儿
女对母爱的感激之情表达的深挚，醇厚。

1、本课你的学习收获是什么？

2、请试着把游子吟写成一篇记叙文。

语文学科是百科学习的基础，没有语文知识的铺垫，其他学
科的学习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今天有幸上了一节语文公开课，
是教学以来的第一次尝试。通过《游子吟》的教学使我感觉
到语文教学的乐趣与语文学习的艺术。在教学中我有如下的
感悟，先反思如下：

在本课教学中融知识性和能力性为一体，从生字的学习开始，
到诗歌的背诵。完全是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学生在自读、
朗读、背诵中体验了学习语文的快乐。

在课堂教学中，我作为一个知识的引导者、指路人，学生从
预习到课堂上的学习完全可以做到自主学习。在语文教学中
学生的主体地位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天的课是一节学生
实实在在的自我展示的课。这样的效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从
这节课上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潜能是不可限量的。

由于我是第一次教学语文学科，对知识的衔接和基础尝试的
把握还不准，所以在教学当中关键点拨还不到位。这样就使
有的知识点不能达标。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作为一个语文教
师，我要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如：基本的拼读方法、
基本的语法、基本的句型等。

这样既有助于我的课堂教学，又有助于我自身的语文素养。



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篇三

这首诗以一个极为平常而又十分典型的生活细节，揭示了伟
大的母爱。这一平常而又有骨肉亲情的生活场景，是我们每
个人都有的经历。在识字、朗读、理解等各个教学环节里，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利用古诗精练的语言，让学生美美
地朗读、背诵，结合课文内容和自己实际感受伟大的母爱。

1、借助拼音认识7个生字，会写6个字。交流识字方法。

2、从诗中受到启发，学习感受母亲的爱，并学习关心自己的
母亲，在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3、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感受古诗语言的精练，喜
欢读古诗。

学生：观察母亲的言行，感受母亲对儿女的爱。

教师：生字卡片，朗读录音，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
《好妈妈》多媒体课件。

学习生词，朗读并背诵古诗，感受母亲对儿女的关爱，能关
爱自己的父母。

2课时。

1、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你们想不想
听呢放《世上只有妈妈好》。

2、师：是的，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就是母爱，的确，
这份爱让我们刻骨铭心，不尽感激。

3、揭示课题：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唐代诗人孟郊
写的一首歌颂母爱的诗《游子吟》。（板书：游子吟）



游子：古人把离家在外的人叫“游子”。“吟”是诗歌的一
种形式。

师：请孩子们自由地读古诗。

1、生借助拼音读准字音，初读古诗。

2、学习小组长拿卡片，让其他同学读。同学间相互纠正字音
的落实情况。

3、抽生读古诗。师相机范读。

1、学生自读古诗。师：在读中，大家一定明白了不少问题，
愿意互相说一说吗（可以同桌讲，也可以小组说，谁认为自
己说得好还可以站起来说。）

2、自己在哪些地方不懂，提出来。体会“寸草心”“三春
晖”。

1、学习“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

多媒体课件展示：夜深了，油灯下，母亲还在一针针一线线
地缝着。

（1）师：你看到了什么（母亲灯下缝衣服）

（2）母亲此时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学生自由表达，从多
方面感知母亲对儿子的爱）

（3）说说你对诗句的理解。

2、学习“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多媒体课件展示。



静景：阳光下，路边生机勃勃的小草。

动景：第二天清早，太阳出来了，母亲把孟郊送到村外。

师：第二天清早，太阳出来了，母亲把孟郊送到村外，此时，
母亲会说些什么呢孟郊的感受是什么呢（学生自由说）师：
孟郊抚摸着身上的衣服，注视着那又细又密的针脚，心里想，
母亲的慈爱，不就像这春天里太阳的光辉吗沐浴着阳光的小
草，无论怎样都报答不了太阳的恩情啊！（板书：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

师：在这里，作者把母亲对自己的恩情和太阳对春草的恩情
相比，表达了作者对母爱难以回报的感叹，让我们把对父母
的愧疚，对父母的热爱融入自己的朗读中。

1、学生齐读古诗。

2、选择你喜欢的方式读这首诗，看谁读得最好。（找伙伴读、
找老师读、自己读、男女生对读、表演读。）

3、老师有一位朋友，他非常喜欢这首诗，还配了音乐，你们
想听听吗再次投映图景，播放课文配乐的朗读录音，让学生
与诗人的感情产生共鸣，真正体会慈母对儿女的深情，激发
孩子们对母亲的热爱之情。

5、看着同学们吟得这样好，老师也想读一读，好吗读完后给
我评评。

师：孩子们，你们真棒！这首诗用简洁直白的语言，给我们
展示了慈母不辞辛苦，为临行的孩儿飞针走线的细节，让我
们感受到了母亲对儿子的无限关心和爱护。这样的母亲怎不
值得我们深情赞颂你的妈妈关心你吗怎样关心的呢（学生自
由说）



师：既然你的妈妈那么关心你，那么爱你，你该怎样对待你
妈妈呢（学生自由说）

多媒体课件：播放歌曲《好妈妈》，再现图景（雨天
接“我”回家，深夜送“我”上医院；妈妈下班累
了，“我”端上热茶，给妈妈揉肩……）

1、教师在田字格里范写一遍生字（提示：注意笔画笔顺）。

2、师：“归”、“临”分别是由哪两部分组成的呢（感知左
右结构的字）

3、师：“密”、“游”由哪些部分组成（感知上中下、左中
右结构的字）“迟”呢（半包围结构的字）

4、口头扩词练习。

1、抄写生字。

2、朗读、背诵古诗。

1、把这首诗的意思讲给爸爸、妈妈听。

2、尝试读一读另一首诗。

晨起缝破衣

郑 燮

晨起缝破衣，针线不成行。

母年七十四，眼昏手又僵。

装绵苦欲厚，用线苦欲长。



线长衣缝紧，绵厚耐雪霜。

装成令儿暖，母衣单薄凉。

不衣逆母情，衣之情内伤。

游子吟

慈 母——游 子

手中线——身上衣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篇四

设计理念：

《游子吟》是唐朝诗人孟郊所写的一首母爱的颂歌，千百年
来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一直脍炙人口。为了让这凝聚了
人类美好情感的名作牢牢植根于学生的精神世界，在教学中，
始终围绕千古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咏三叹，
咏叹到底。在品读全诗的过程中，通过感知诗意、想象诗画、
品读诗情、写出诗感，引导学生读出诗的三种境界，即读
出“诗中之画”、“诗中之情”、“诗外之意”。并适时链
接阅读〈游子诗〉，使〈游子吟〉的诗画得到了延伸，诗意
得到了拓展，诗情得到了升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名句
为情感主线，反复品读、回环玩味，让祖国的经典文化和人
类的美好情感真正植根于学生的精神世界。

课前交流：

1、引出课题：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很温馨的话题。(板
书：mother)这个单词怎么读?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这个单词



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每个字母所代表
的含义吧。

出示：(齐声诵读)

“m-more”:母亲给予我的太多太多;“o-old”:母亲却在慢慢变
老;

“e-eye”:母亲有爱意盈盈的眼神;“r-right”:我想对母亲说：祝
您永远健康、幸福!

把这些字母拼起来后，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母亲-mother!把这
些含义连起来，就是一首母亲的赞美诗，让我们再次深情地
诵读。

教学过程：

一、顺势导入，揭示诗题

2、初读全诗：这首诗广为流传，耳熟能详，我相信同学们一
定都会读，一起来读读。

3、交流感受：读了这首诗之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4、你知道孟郊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吗?(孟郊一生窘困
潦倒，直到五十岁时才谋到江苏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做官
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接母亲来溧阳，安享晚年。此时，孟
郊就想起了进京赶考，临行的情景。于是他就写下了一首千
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诗歌《游子吟》。)

二、朗读诗文，意境交融

请你结合注释说说你的理解。(鼓励学生用反问句式、肯定句
式、感叹句式表达自己的理解。)这句诗表达的是反问的语气，



你能把读出这种反问的语气吗?(可以引导学生用反问的句式
问自己、问老师、问同桌，反复吟诵这句诗。)

2、朗读临行前的诗句：为什么儿子不能报答母亲的恩情呢?
请孩子们读读前四行诗，结合注释和插图，理解这四行诗，
你一定能找到答案的。

预设：抓住“密密缝”，体会浓浓爱。

插图是文字的再现，书上的插图再现了哪句诗?(“临行密密
缝”)母亲为什么要“密密缝”?(使衣服结实耐穿，怕儿子迟
迟不归。)

你是从哪里体会到的?(“意恐迟迟归”)联系上下文来理解。

在古代，有这样一个习俗，儿子出远门前，母亲都要为儿缝
织衣服，缝得越密，儿子就回来得越早，缝得越稀，儿子就
回来得越迟。所以母亲“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
把这份愿望缝进了衣服里，现在，我们就把这份祝福融在诗
句里，读出来吧。(希望再密一点，让儿子早点回家;还要再
缝得密实一些，再结实一些。母亲的心情多么迫切啊!巴不得
儿子早点回来。)

母亲担心的仅仅是儿子“迟迟归”吗?她还会“恐”什么?由
此可想，母亲在“游子衣”里，除了缝进了密密的针线，还
缝进了什么?请把母亲的担忧、祝福、牵挂和所有的爱，都缝
进游子衣里，一起读读前四行诗。

(2)可以说，一件游子衣，一片慈母心。同学们说，这样的深
恩能够报答吗?所以，诗人发出感慨(诵读)：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

三、延伸意境，升华情感。



1、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地奉献给了小草，“临行密密
缝”仅是母爱的缩影。现在，你们就是孟郊，你们想一想，
还因为哪些原因让你觉得无法报答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养育
之恩，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2、学习〈游子诗〉：你知道儿子远行后，母亲又是怎样忍受
思念的煎熬?现在我们走进孟郊另一首《游子诗》。屏示并齐
读：

游子诗

孟郊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你们知道萱草是什么吗?在古代，不少游子远行前都会在母亲
的房前种植萱草，希望母亲在春暖花开时节看到萱草盛开，
就像看到了游子，以慰藉母亲的思念之情。

从这首诗里，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母亲焦虑不安、望眼
欲穿、满眼泪花地盼望儿归。)你是从哪句诗体会到的?请带
着你体会到的意境，个性品读《游子诗》。你说，母亲对儿
子这种强烈的思念之情能够报答吗?所以，作者发出感慨(诵
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刚才，我们从〈游子吟〉中，读出儿子临行前，母亲“密
密缝”的'画面，又从〈游子诗〉中，读出了儿子行天涯，母亲
“依堂门”的画面。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进入了读诗的第一
重境界，那就是读出了诗中之画。板书：诗中之画。

4、当“临行密密缝”和“慈母依堂门”这两副画面交汇在一
起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



都在母亲的心里;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走不出母亲的视线。
因为，临行前，引读《游子吟》;远行后，引读“慈母倚堂门，
不见萱草花。”所以，作者发出感慨(诵读)：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5、当我们再次吟诵同一作者写的两首表达同一主题的诗时，
你的心里涌动了什么情感?并把你体会到的情感朗读出
来。(对母亲的赞美、热爱、思念之情等;或母爱的无私与伟
大等;或想报答母亲的强烈愿望等。鼓励学生自由、个性的表
达与诵读。)

6、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温暖的，细腻的。无论在什么时
候，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所以，作者
不断地问自己：(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又大声
的问所有的人：(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时，
让我们轻声问问自己：(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刚才，同学们把体会到的情感放进诗里，把自己的心放进
诗里，让人感觉，你不是在读孟郊的诗，而是在读自己的心
声。不知不觉，你已经达到了读诗的第二重境界了，读出了
诗中之情。(板书)：诗中之情。

四、激活表达，提炼感受

1、刚才，你们都轻声地问了自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你们能报答自己的母亲吗?此时，你想对自己的妈妈说些什么
吗?那就把你最想说的心里话用一两句话写下来。

2、抽生交流。同学们的字字句句都包含了对母亲的深情。但
仅仅用一两句话远远不能表达对母亲的深情，此时，让我们
把心中对母亲无尽的爱融化在这首诗里，送给自己心爱的妈
妈吧。

五、总结延伸，丰富内涵



1、感受名句的影响：同学们，在孟郊的诗行里，没有深切的
呼唤，没有高声的赞美，然而一份浓浓的真情却从这简单
的30个字里自然流露，轻轻触摸着我们的心灵。宋代大文豪
苏轼这样评价《游子吟》：“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说明孟郊的诗都是肺腑之言，感人肺腑!直到现在，这首诗里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广为流传。

3、引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啊，人们在表达自
己报答母亲，报答母校，回报社会，报效祖国的感情时，都
会用上这一千古佳句。

也许在下一个母亲节，你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也许在你明年毕业，离开母校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吟
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也许在你为国争光的时候，你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在〈烛光里的妈妈〉音乐声结课：最后，让我们在低回、
婉转的音乐声中，把所有的感动融进这首诗里，再次吟诵
《游子吟》。

板书：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诗中之画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诗中之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外之意

游子吟教学设计汪昕篇五

《游子吟》是唐朝诗人孟郊所写的一首母爱的颂歌，千百年
来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一直脍炙人口。为了让这凝聚了
人类美好情感的名作牢牢植根于学生的精神世界，在教学中，
始终围绕千古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咏三叹，
咏叹到底。在品读全诗的过程中，通过感知诗意、想象诗画、
品读诗情、写出诗感，引导学生读出诗的三种境界，即读
出“诗中之画”、“诗中之情”、“诗外之意”。并适时链
接阅读〈游子诗〉，使〈游子吟〉的诗画得到了延伸，诗意
得到了拓展，诗情得到了升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名句
为情感主线，反复品读、回环玩味，让祖国的经典文化和人
类的美好情感真正植根于学生的精神世界。

1、引出课题：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很温馨的话题。(板
书：mother)这个单词怎么读?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这个单词
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每个字母所代表
的含义吧。

出示：(齐声诵读)

“m-more”:母亲给予我的太多太多; “o-old”:母亲却在慢慢变
老;

“e-eye”:母亲有爱意盈盈的眼神; “r-right”:我想对母亲说：祝
您永远健康、幸福!

把这些字母拼起来后，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母亲-mother!把这
些含义连起来，就是一首母亲的赞美诗，让我们再次深情地
诵读。

2、初读全诗：这首诗广为流传，耳熟能详，我相信同学们一



定都会读，一起来读读。

3、交流感受：读了这首诗之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4、你知道孟郊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吗?(孟郊一生窘困
潦倒，直到五十岁时才谋到江苏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做官
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接母亲来溧阳，安享晚年。此时，孟
郊就想起了进京赶考，临行的情景。于是他就写下了一首千
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诗歌《游子吟》。)

请你结合注释说说你的理解。(鼓励学生用反问句式、肯定句
式、感叹句式表达自己的理解。)这句诗表达的是反问的语气，
你能把读出这种反问的语气吗?(可以引导学生用反问的句式
问自己、问老师、问同桌，反复吟诵这句诗。)

2、朗读临行前的诗句：为什么儿子不能报答母亲的.恩情呢?
请孩子们读读前四行诗，结合注释和插图，理解这四行诗，
你一定能找到答案的。

预设：抓住“密密缝”，体会浓浓爱。

插图是文字的再现，书上的插图再现了哪句诗?(“临行密密
缝”)母亲为什么要“密密缝”?(使衣服结实耐穿，怕儿子迟
迟不归。)

你是从哪里体会到的?(“意恐迟迟归”)联系上下文来理解。

在古代，有这样一个习俗，儿子出远门前，母亲都要为儿缝
织衣服，缝得越密，儿子就回来得越早，缝得越稀，儿子就
回来得越迟。所以母亲“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
把这份愿望缝进了衣服里，现在，我们就把这份祝福融在诗
句里，读出来吧。(希望再密一点，让儿子早点回家;还要再
缝得密实一些，再结实一些。母亲的心情多么迫切啊!巴不得
儿子早点回来。)



母亲担心的仅仅是儿子“迟迟归”吗?她还会“恐”什么?由
此可想，母亲在“游子衣”里，除了缝进了密密的针线，还
缝进了什么?请把母亲的担忧、祝福、牵挂和所有的爱，都缝
进游子衣里，一起读读前四行诗。

(2)可以说，一件游子衣，一片慈母心。同学们说，这样的深
恩能够报答吗?所以，诗人发出感慨(诵读)：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

1、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地奉献给了小草，“临行密密
缝”仅是母爱的缩影。现在，你们就是孟郊，你们想一想，
还因为哪些原因让你觉得无法报答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养育
之恩，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2、学习〈游子诗〉：你知道儿子远行后，母亲又是怎样忍受
思念的煎熬?现在我们走进孟郊另一首《游子诗》。屏示并齐
读：

游子诗

孟郊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你们知道萱草是什么吗?在古代，不少游子远行前都会在母亲
的房前种植萱草，希望母亲在春暖花开时节看到萱草盛开，
就像看到了游子，以慰藉母亲的思念之情。

从这首诗里，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母亲焦虑不安、望眼
欲穿、满眼泪花地盼望儿归。)你是从哪句诗体会到的?请带
着你体会到的意境，个性品读《游子诗》。你说，母亲对儿
子这种强烈的思念之情能够报答吗?所以，作者发出感慨(诵



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刚才，我们从〈游子吟〉中，读出儿子临行前，母亲“密
密缝”的画面，又从〈游子诗〉中，读出了儿子行天涯，母亲
“依堂门”的画面。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进入了读诗的第一
重境界，那就是读出了诗中之画。板书：诗中之画。

4、当“临行密密缝”和“慈母依堂门”这两副画面交汇在一
起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
都在母亲的心里;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走不出母亲的视线。
因为，临行前，引读《游子吟》;远行后，引读“慈母倚堂门，
不见萱草花。”所以，作者发出感慨(诵读)：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5、当我们再次吟诵同一作者写的两首表达同一主题的诗时，
你的心里涌动了什么情感?并把你体会到的情感朗读出
来。(对母亲的赞美、热爱、思念之情等;或母爱的无私与伟
大等;或想报答母亲的强烈愿望等。鼓励学生自由、个性的表
达与诵读。)

6、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温暖的，细腻的。无论在什么时
候，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所以，作者
不断地问自己：(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又大声
的问所有的人：(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时，
让我们轻声问问自己：(齐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刚才，同学们把体会到的情感放进诗里，把自己的心放进
诗里，让人感觉，你不是在读孟郊的诗，而是在读自己的心
声。不知不觉，你已经达到了读诗的第二重境界了，读出了
诗中之情。(板书)：诗中之情。

1、刚才，你们都轻声地问了自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你们能报答自己的母亲吗?此时，你想对自己的妈妈说些什么
吗?那就把你最想说的心里话用一两句话写下来。



2、抽生交流。同学们的字字句句都包含了对母亲的深情。但
仅仅用一两句话远远不能表达对母亲的深情，此时， 让我们
把心中对母亲无尽的爱融化在这首诗里，送给自己心爱的妈
妈吧。

五、总结延伸，丰富内涵

1、感受名句的影响：同学们，在孟郊的诗行里，没有深切的
呼唤，没有高声的赞美，然而一份浓浓的真情却从这简单
的30个字里自然流露，轻轻触摸着我们的心灵。宋代大文豪
苏轼这样评价《游子吟》：“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说明孟郊的诗都是肺腑之言，感人肺腑!直到现在，这首诗里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广为流传。

3、引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啊，人们在表达自
己报答母亲，报答母校，回报社会，报效祖国的感情时，都
会用上这一千古佳句。

也许在下一个母亲节，你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也许在你明年毕业，离开母校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吟
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也许在你为国争光的时候，你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这一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在〈烛光里的妈妈〉音乐声结课：最后，让我们在低回、
婉转的音乐声中，把所有的感动融进这首诗里，再次吟诵
《游子吟》。



板书：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诗中之画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诗中之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诗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