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 大堰
河我的保姆教案高一必修教案设计(精

选8篇)
经典作品反映了人类智慧和情感，记录了人们的历史和文化。
通过深入研读经典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
美学价值。以下是一些经典作品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学
习。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一

课题：《大堰河——我的保姆》

教学目的：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
培养学生阅读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点：人物形象的分析

教学难点：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

教学方法：诵读——鉴赏——分析

一、导入：

1933年1月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
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他不由得因冷而神飞，睹雪而思人，
想起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他的保姆——大堰河，
挥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蕴涵了浓浓深情
的诗歌。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板书课题）

二、分析全诗诗人感情的变化：



诗歌是靠形象来表达感情的，所以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就是发
挥联想和想象，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诗人的感情。

提问：浏览全诗，思考，作者在这首诗表达了那样的一些感
情？

现在我们就来读诗，看一看这些同学的回答是不是很好的把
握了诗人感情发展的脉络。

（一）首先我们来看诗歌的第一层，请一位同学帮我们把这
一节的内容朗读一下。

答：大堰河纯洁无私的内心世界如同雪一样的洁白无暇，而
白雪覆盖大地的庄严肃穆的景象正好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悼念。
正因为这许多原因，艾青想起了这个给过他无限温暖的大堰
河，想起了她悲苦的身世（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
字），想起了她低下的社会地位（她是童养媳，以养育我而
养育她的家），想起了她死后草盖的坟墓，枯死的瓦菲，长
了青苔的石椅，这一切在我们的心中构成了怎样的一种意境
呢？（凄凉、衰败、荒寂）这样的景象，寄托了诗人深深的
哀悼和怀念之情。因此，我们在读这几节时，该用怎样的语
气去朗读呢？（低沉、舒缓）好，大家一起把第三节读一下。
注意把握诗人的感情。

（二）如果说第一层是作者站在现实的牢房里，那么，从第
四节开始，作者就转入了对大堰河深情的回忆了。

艾青因为生他时母亲难产，后来又因为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克
父母，而被送到大堰河家整整抚养了5年。那么，诗人在这个
不属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
四节。

问：诗人回忆了在大堰河家里生活的几个分镜头？主画面又
是什么呢？



八个镜头，主画面是“抱在怀里，抚摩我”

诗人运用这样的手法，是为了突出她怎样的品质？

勤劳、慈爱。

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展开想象的翅膀，一个勤劳、充满母
亲般慈爱的大堰河

是啊，正是这双勤劳的，尽管粗糙却温暖的手，使一个贫困
的家庭充满了温馨，使艾青——这个被地主家庭嫌弃的孩子
得到了无微不至的'母爱，而我和大堰河只不过是乳儿和乳母
的关系。

问：为什么会这样？（补充背景介绍）

大堰河家穷，却有爱，我家富有，但缺少爱，想到这些，诗
人心中充满了——眷恋与感激。

全班同学齐读4、5、6三节，读出诗人的眷恋之情，感激之情。

大堰河的笑是有着多种原因的，有为和乳儿重新生活在一起
的喜悦，有在劳动中获得的满足。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和
她有着相似命运的人——祥林嫂，当她在鲁家作着比一个男
人还多的事情时，“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这是多么淳朴，宽厚的灵魂啊。

全班女同学齐读六个含着笑的句子。

问：为什么说做梦能表现大堰河对我的爱呢？

（五）是啊，谁不期望美梦成真呢？如果这个梦能实现，该
有多好啊。但是，大堰河流尽自己的血汗后，就过早的离开
了人世，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教师朗读9、10节）



问：大堰河死后得到的是什么？（微薄的葬礼）

她生前付出的何其多，而死后得到的又何其少啊，想到这里，
诗人的心一阵阵发痛，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她悲苦命运的深切
同情。

问：是什么造成了她的悲剧？诗人对这个社会怀着怎样的感
情？齐读11节，读出诗人的憎恨之情。

（六）艾青的回忆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他的回忆中，我们看
到了一个出身低微，地位低下，却有着金子般美好心灵的大
堰河。她勤劳，善良，宽厚，她如同一座雕象，一直矗立在
诗人的心中。诗人从回忆的大门走了出来，外面依然是漫天
飞舞的雪花，依然是阴冷潮湿的牢房，但诗人却有着按捺不
住的澎湃的激情，呈给大堰河由心灵而写成的赞歌。（教师
范读12、13节）

问：为什么是紫色的灵魂？这首赞歌，仅仅是呈给大堰河的
吗？（紫色代表着高贵，这首诗歌是献给所有勤劳的中国人
民）

三、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首诗，理请了诗人由现实到回忆，
再到现实的抒情结构，体会诗人起伏跌宕的感情旋律。三十
年代末的上海，一位著名诗人见到了艾青，曾激动的说，德
国有莱茵河，法国有塞那河，埃及有尼罗河，那么，我可以
骄傲的说，中国有大堰河。是的，如果把诗人半个世纪的创
作看成是一条巨大的河流的话，那么，大堰河就是他永不枯
竭的源头。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二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高一必修一)



[教学目标]1、领会诗歌抒情性的特点，了解诗歌常常借助于
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抒发感情

2、理清诗的抒情结构，把握保姆大堰河的形象

3、反复朗读，体会修辞方法（对比、反复、排比）的作用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方法]朗读、探讨、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母爱（散文诗）

今天我们借着这篇《母爱》的散文，追忆历史的光阴到1933
年1月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
他不由得因冷而神飞，睹雪而思人，想起了一个连名字都没
有的普通农妇，他的保姆--大堰河，思念感激之情冲击着诗
人的心，挥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蕴涵了浓
浓深情的诗歌，是一首呈现给中国劳苦大众的一首赞美诗。。
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二、1.作者简介：艾青，原名蒋海澄，19出生。中国诗坛上
一颗明亮的星。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代表性诗篇除课文外，
还有《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

2．写作背景：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的命
是“克父克母的”，因此被送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抚养。5岁
时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但依然受到冷遇，不准称自己的父
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婶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
在“冷漠和被歧视空气里长大”的。因此他对他的养母大堰河
（大叶荷）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大堰河对他的爱是让他刻骨
铭心的。



三．初读

四．整体感知

读了这首诗后你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有什么感受？抒发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讨论明确：

读了这首诗后我知道了大堰河是“我”的保姆，“我”是吃
了她的奶长大的。她心地善良、一生辛苦勤劳。她爱“我”
如自己的儿子。她只活到四十年就离开了人世。

感受：这首诗不仅坦露了诗人深沉的内心积郁而且为我们中
国的农村妇女树立了一尊朴素庄严的塑像。那种积郁首先来
自现实生活中那些不公正的事物，来自他对农民命运的关切。

五．理清结构层次。

第一部分（1-2节）写大堰河得名的原因及大堰河与自己的关
系；

第二部分（3-8节）集中刻画大堰河勤劳、善良的品质，抒发
诗人对大堰河的怀念与尊敬。

第三部分（9-10节）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课时

六、体会感情

诗是诗人感情的载体，这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又是怎样
的呢？

全诗13个诗段，概括每个部分所抒发的思想感情。



第1部分：怀念与痛悼

第2部分：眷恋与感激

第3部分：同情与控诉

第4部分：讴歌与赞美

七、大堰河的形象

1.大堰河一生干过两种活，在诗人小时，他是乳母，诗人五
岁后她便做了佣工。

2.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是主句，主句
是承接关系复句。一连串“在你……之后”是状语，这些状
语构成排比，这些排比句有什么作用？（这些排比句一方面
了具体地铺叙了大堰河的极度贫穷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
方面表明大堰河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照料养乳儿，时时给他以
温暖,处处给他以爱抚,充分表现出大堰河的勤劳及对乳儿无
私的爱。我们感到，这里尽管贫穷尽管粗陋，但这里有母爱
的拥抱和抚摸。

3.始终含着笑，这突出了她勤劳、淳朴、宽厚、善良、本份，
也渗透着诗人对她悲苦命运的同情。她以自己的双手换取闰
自己和一家最低的生活需求，她为此感到满足--她对生活的
要求就那么低！这里的描写使我们联想起鲁迅《祝福》里对
祥林嫂的有关描写。鲁迅写祥林嫂逃出婆家来到鲁四老爷家
帮佣，虽然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也
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是一种在苦水中不以为苦，
反以为乐的心理状态。）

4作者一方面表现大堰河的勤劳、淳朴、宽厚，另一方面也表
现了尢大堰河对乳儿的爱，正面写大堰河对乳儿挚真的爱，
在年节里，大堰河为了她的乳儿“忙着切那冬米的糖”把他



乳儿画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对她邻居夸奖她的乳儿。
这些描写，已经尽至了，但作者又深挖一层，把大堰河心底
里的深情展示了出来：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

描写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诗人应该是典型的事物之敏锐
的直观者”，艾青正具备这种敏锐性。透过大堰河宽厚善良
的一举一动，发现了她的心灵。大堰河对她乳儿的爱原来如
此深切真挚，就连梦中也念念不忘！她乳儿幸福就是她最大
的满足！这个梦，把大堰河对乳儿的爱推向了高潮，倾注了
她那慈母的深情。但是这个梦是不能说的，因为这个梦对大
堰河来说是非份的，是一种执着的明知不可能实现却始终不
能忘怀的期待。

5.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命运所给予她的，却有贫困和苦难。
她活着，对于世界是无私地赠予，不停的劳作，毫无保留的
贡献她的一切--从血汗、乳汁、到赤诚的心，而直到她死，
世界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朗读）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人世生活的凌辱，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6.数量词组“四十几年”、“数不尽”跟“四块钱”、“几
尺长方”、技术“几束”、“一手把”的尖锐对比，突出了
诗人对“不公道的世界”的揭发和控诉：大堰河只活了“四
十几年‘，可是她却受了“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给她送
葬的，只是“四块钱”的棺材，“几束”稻草，“一手把”
的纸钱的灰--这就是她辛苦一生所得的最后报偿！诗人强烈
的愤慨包含在这数量词组的对比之中。

她死后，丈夫也死去，儿子除了做土匪当炮灰，便只能做伙
计当奴隶。真实的笔触，包含着控诉的心声。诗人自己，终
于彻底背叛了他出生的那个阶级，而与养育他的那个阶级结
成了真正的兄弟。所以大堰河不仅滋养了诗人的身体，更重
要的是滋养了诗人的精神。

7.（如何理解“紫色的灵魂”？一种看法，紫色是高贵、神
圣的象征，“紫气东来”、“紫禁城”。大堰河身份虽卑贱，
但她慈爱、善良、勤劳，集中了人之美德，她的灵魂最高贵、
最伟大。另一种看法，紫色是伤痕的颜色，是凝血的颜色，
是因窒息而死的人的颜色，代表了不幸、苦楚、伤痛和死亡，
大堰河苦难一生，结局悲惨，因而称之为“紫色的灵魂”。）

8.艾青正是通过对大堰河勤劳、善良、宽厚、淳朴的形象的
塑造，写出了整个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不是吗？正是这
些像大堰河一样的人类社会的保姆，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创造
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供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享乐的物质财富，
用宽厚、善良的心给人以温暖；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
挤干了乳汁，流尽了血汗，养活了别人，自己却一无所有，
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诗人把诗“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
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们的儿子”，就使诗的主题思想有了
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八、分析诗歌表现手法。

1、是抒情诗，但在叙事中抒发强烈的感情：如
第4、7、8、11小节的叙述，抒发了同情、怀念、赞美、爱戴
的感情。

2、修辞手法：

妙用对比：两个家庭生活对比，体现社会制度不合理；两家
的不同待遇对比，显示诗人的爱憎；生前的操劳和死后的凄
惨；美丽梦境和凄惨死亡对比，深刻表现了文章主题。大堰
河的勤劳、善良的品格与她的悲惨的命运就在这对比中凸显
出来，从而显示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和对不合理的世界的诅
咒。

大量反复：表现特有的感情，使诗句一唱三叹，增强抒情效
果。

（为了加强情感和音节的旋律，诗中还大量运用了反复的修
辞方法。如第1段的首尾两句，反复吟咏“大堰河，是我的保
姆”，表现对大堰河特有的深情。第3段首尾句反复：“大堰
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进一步渲染了抑郁低沉
的思念之情。第4、6、7、8、9、10、11段中，也都采用了的
开头和结尾的诗句反复的手法，使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婉转，
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

多次排比：既使内容凝炼，形式整齐，节奏鲜明，气势酣畅，
也有助于表达强烈的感情增强诗歌的气势。。

(排比的手法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特征。全诗除了一、
二、五、十一、十三节之外，全使用了这种手法，诗中所形
成的巨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浓烈的抒情气氛，都与这种大
排比的手法与句式相关。)



总之，反复、排比更有助于表达强烈浓厚的感情

附：艾青的诗作在形式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奔放的
诗体。也有人把它称为“散文化”而加以指责。但是，应该
说，这并不是缺陷。艾青也曾尝试过各种形式，尝试的结果
证明，对于他来说，这种带有“散文化”的倾向的自由诗体
比较得心应手，他用这种形式写出了成功的诗作。他的诗脱
去了格律的外壳，不押严密的韵脚，但是并没有抛弃诗的内
核。在这首诗里，诗并没有因散而失去诗味，而是诗意更浓，
抒发的更自由，表达的更充分。用排比、反复来体现格律，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量的排比，层层递进，不仅展现了多
种画面，增强了抒情气势，也增强了诗的内在旋律。

最后，我们不妨看看著名诗人鲁黎对艾青艺术风格的评价：

想到艾青的诗

就想到散文美

他的诗不胫而走

不是依靠那整齐的韵脚

他的诗轻柔似云一般的飞翔，

是以它内在的美作为翅膀

他的诗是绿野碧溪上的姑娘

不是灯红酒绿里的贵妇

不需要金手镯或是珠玉项链

需要的是清风和晨露……



九、小结：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首诗，作者通过对自己
的乳母的回忆与追思，抒发了对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
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情，从而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
悲惨命运的同情，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理清
了诗人由现实到回忆，再到现实的抒情结构，体会诗人起伏
跌宕的感情旋律。三十年代末的上海，一位著名诗人见到了
艾青，曾激动的说，德国有莱茵河，法国有塞那河，埃及有
尼罗河，那么，我可以骄傲的说，中国有大堰河。是的，如
果把诗人半个世纪的创作看成是一条巨大的河流的话，那么，
大堰河就是他永不枯竭的源头。

3．按诗节依次讲解分析。

第1节。提问：这一节主要写了什么？（大堰河的身份、地位
以及作者“我”的关系。）

第2节。提问：这里的“我”是两个人的儿子，一个是地主
的`儿子，一个是大堰河的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含意有什
么区别？（前者“地主的儿子”，这是在血统意义上说的；
后者“大堰河的儿子”，这是在抚养意义上说的，进而具有
感情的、阶级的意义。）

第3节。提问：为什么看到雪使作者想起了大堰河？（引导学
生看预习提示有关文字。作者幼时是在一种被冷漠的环境中
生活的，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才感到温暖，得到母爱。人在寒
冷孤独时，本能地希望得到抚慰，得到温存，希望回到亲人
的身边。正因为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看到飞雪在铁窗外飞舞，
作者自然想到了曾给自己无限温暖的母爱的大堰河。）

第4节。齐声朗读，体会诗中的深情。这一段集中写了大堰河
的勤劳朴实的形象。诗中运用了“在……之后”这一状语格
式，而且反复使用，多次强调。在每个状语中都细致入微地
描述了大堰河辛勤劳动的情景，运用了一系列富有表现力的
动词，请同学们一一找出。



这些词语所表示的劳动情景，给我们一个什么印象或感觉呢？
一是大堰河什么活儿都得干，从吃到穿，里里外外处处操劳；
二是大堰河十分繁忙，从早到晚，一时也不停闲。（由她把
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可以推知夫儿们已脱
下衬衣入睡，她还在忙碌。）

提问：诗中为什么不这样写：“在你吃饱了饭之后，在你睡
了一觉之后……”（这样写就不能表现大堰河的艰辛，也就
不能体现大堰河对乳儿的关心爱护之情。）

第5节。简单交待“我”的阶级出身--“地主的儿子”，但与
大堰河结下了深厚的母子之情。提问：哪个词表明“我”不
情愿离开大堰河？（“被”“领回”）

第6节。提问：哪些语句表现了作者自己出身的家庭经济条件
很优越？（“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
纹”“‘天伦叙乐’的匾”“丝的和贝壳的钮扣”“安了火
钵的炕凳”“碾了三番的白米”）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作者
“我”又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忸忸不安”一词不仅表
明“我”在保姆家生活惯了，进而表明“我”与地主家庭的
疏远与隔阂，因此本节的头尾两句重复了相同的一句
话，“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明明自己是这个
家庭的成员，却说成是“新客”，正表明了对大堰河深厚的
感情。）

第7节。提问：本节开头“大堰河为了生活……就开始用抱过
我的两臂劳动了”与此诗第2节中哪一句相照应？（“大堰河
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大堰河在地主家劳动的项目有哪
些？（洗衣、洗菜、切萝卜、掏猪食、扇炉子、背团箕、晒
粮食）大堰河从事这些劳动时的神情又怎样？（始终是“含
着笑”）

讲解：这节诗里所描述的大堰河，不是像第4节里那样给自家
干活，而是到地主家（即“我”的家）干活，从而取得报酬



养活自己一家。劳动是极繁重的。多样的，更是艰苦的；然
而她却总是“含着笑”。对常人来说。那些劳动没有一样能
够使人笑。到结了冰的池塘去洗菜，把结着冰屑的萝卜切开，
在那冰冷剌骨之时能够笑吗？面对着猪吃的麦糟，嗅着那刺
鼻的馊味儿，扇着呛人的炉烟，常人在这时能够笑吗？然而
诗中却始终写大堰河“含着笑”，这表明她的勤劳与善良。
不仅如此，如果联系第5节所写“我”离开大堰河家时，她居然
“哭”了，那么在这一节中反复写她“笑”，就有了更深一
层的含意--表明大堰河对乳儿的深深的爱，为能够和乳儿在
一起而“笑”。这种爱是超越了功利关系的伟大而无私的爱！
是真正的母爱！

第8节。通过为乳儿切冬米糖和梦中吃乳儿的结婚喜酒这样两
个细节，表现了“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第9节。写大堰河死时还念着乳儿，同时表现作者因未能最后
看一眼乳母而内疚悲痛的心情。

第10节。写大堰河一生劳苦之重与死时葬敛之薄。提问：这
节运用了不少定语做修饰，找出来，说说这些修饰语的作用。
（“四十几年的”“数不尽的”表明大堰河一生凄苦之沉重，
“四块钱的”“几尺长方的”“一手把的”表明安葬之菲薄。
其中蕴含着诗人对不公正的社会的愤慨，也含着对大堰河深
了的悼念与歉疚。）

第11节。提问：在这一节里写“我”与大堰河的后代的感情
上的联系，你能找出表达这种感情的语句吗？试作分析。
（“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一句，表明诗
人对大堰河后代悲惨命运的同情，对旧世界的憎恶；“兄弟
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一句，表明诗人与被压
迫遭痛苦的阶级兄弟心连心。）

讲解：当“我”飘泊回到故土时，及大堰河的儿子们碰见了，
诗中把这说成是“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而在第6节中写“我”回到自己家中，却说成“做了新客”；
且看着“不熟识的妹妹”，一切都感到“忸忸不安”。

杨洋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三

师:我这个人有很多优点,有的优点大家一看就能发现。看不
到的优点也不少,比如我音色好,歌唱得很好,今天我就给大家
唱一首歌。唱歌还得有音乐伴奏。(播放曲子《遥远的思
念》)

师:古人所说的“唱诗”的“唱”,实际就是吟唱,就是朗诵。
诗歌本来就是拿来吟唱的。今天我给大家吟唱的是一首诗,
《大堰河---我的保姆》。(从第一句朗诵到最后一句,大约历
时14分钟)

师(微笑):我读得好吗?

生:好!

师:是艾青诗写得好,还是老师读得好?

生:诗写得好,老师读得更好!

师:诗写得好,老师才读得好。这么好的诗就该好好去读,满怀
激情地去读,读出感情来。先看第一节。(用问答方式教授第
一节和第二节,然后进入第三节)

生:不好。

师:为什么?

生:这些修饰语营造了一种悲惨、凄凉的氛围。



师:对。“被雪压着的”显得-

生:冷清。

师:“草盖的”“枯死的”“一丈平方的”都说明大堰河

的什么呢?

生:身世的悲苦。

师:很好!我们来读读这一节。先听我读一遍。(韩老师很有感
情地读完,又让学生读,指出其读得不好之处,指导学生有感情、
有节奏地朗读)

师:大堰河一直在忙,她一停下活就去抱着诗人艾青,说明她对
诗人---

生:疼爱。

师:好!我们再来读读这一节。这节朗读时要与前面不同。第
一句要缓慢,突出“厚大”,“抚摸我”要读得轻柔,但是却要
强调。接下来的连续八句的“在之后”要读快一点,突出工作
的多和忙。最后一句再读得恢复缓慢、深情。先听老师示范
一遍。(朗读)

师:咱们班男生谁读得最好?我们请他来读一读吧。(一男生在
众同学推荐之下站起来,学着韩老师刚刚的语调读完第四节)

师:读得好不好啊?

生:好!

师:那就鼓励一下。

(大家都鼓起掌来)



师:我再改一次,往下一节,“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
里”这一句,我觉得,肯定丢掉了一个字,丢掉了一个“我”字。
应当说“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我’自己的家”,是不是
呀?这次,老师的见解肯定对了!(有不少学生同意老师的观点,
频频点头,且动手在课本上加上了个“我”。有的学生则不以
为然,老师就把不同意的学生叫起)

生:“自己”是客观的,那确实是诗人的家,而“我自己”带有
主观色彩,在诗人心里承认的家,诗人在这里用“自己”,而不用
“我自己”,说明诗人心里并不承认这个家。

生:我觉得,这里的“自己”不是“艾青自己”,而是“父母自
己”。如果在“自己前面”加上“我”,就成了“艾青自己”
了。

生:大堰河的家。

师:所以,这句话,诗人是不是丢掉了一个“我”字?

生:不是。

师:(似乎无奈地)还是老师的意见不对。(稍微一停顿)不过,
老师又发现一个问题,有一句话写得不好,我要改一改。“我
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如果改成“我终于回到父母
的家里了”,就好了。(似乎颇为得意)老师不但会朗读诗,还
会写诗、改诗呢!(学生几乎都摇头)

生:老师的绝对不好。

师:还绝对不好?说说为什么?

去。

师:我的改句---表明作者盼望着回去,非常高兴,而原句---表



明不大情愿回去,你能把这两种情绪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吗?(生分别读,把老师的改句读得快而兴奋,而把原句也大体
读得一样,区别不明显)

师:我的改句,你把重音放在哪个词上?

生:放在“终于”上。

师:你读“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仍然十分高兴,
仍然愿意回去,能重读一遍吗?(生重读,读得已经低缓)

师:传达得不错。“我做了生了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一句,
包含着一种十分复杂的辛酸的情绪。听老师示范一下,大家跟
读。(师范读)

师:这句话里有两个名词性的字,十分矛盾,是哪两个?

生:(沉思)“家”和“客”。

师:对!大家有谁在自己的'家像做客吗?

生:没有。

师:“家”和“客”本是对立的,谁在自己家里做客呀,能做客
的地方不是家。诗人在这里正是抓住了“家”与“客”这一
对矛盾,才表达出一种复杂的辛酸。

师:往下看,仍然在这一节里,还能不能找出类似的矛盾的写
法?（学生埋头边读边找出“我呆呆地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
的妹妹”“我不认识”与“天伦叙乐”,师启发学生得出正确
认识)

师:我再引申一下,这种强烈的矛盾对比的写法、用法,是诗人、
艺术家经常运用的,大家在其他地方还看到过吗?比方,在初中
课本里,有一首唐诗里面就有。



生:《卖炭翁》里面,“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师:怎么矛盾?

生:卖炭翁本来应该希望天暖和一些,可是他为了把炭卖出去,
却希望天寒冷。

师:再想想,还能从电影、电视中找到这种矛盾的写法吗?

生:电影中常有,如殿堂高处悬挂着“正大光明”,而下面的人
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

生:电视中,殿堂里挂着“明镜高悬”的条幅,下面审案的人,
却贪污受贿,把案子判成冤案。

师:非常精彩。诗人艾青非常善于运用强烈的矛盾对比手法来
表现人物。五十年代,他到欧洲去访问,见到一个黑人姑娘给
白人家当保姆、哄孩子,白人小孩在哭,黑人保姆却在唱歌,艾
青就写了一首诗《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有这样两句“一个
多么舒服,却在不停地哭;一个多么可怜,却在唱欢乐的歌”。
这种强烈的对比能增强表达的效果。同学们,跟着我把这一节
朗读一遍。

师:第三部分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板书:死后凄凉)接着看
这一句,“我是这般的忸怩不安”,“忸怩”什么意思?是不
是“扭捏”的意思,即“扭扭捏捏”的意思?(一时,学生感到
困惑)

师:遇到问题,请马上查字典!

生:我查到了,“忸怩”是“形容不好意思或不大方的样子”。

师:那么“扭捏”或者“扭扭捏捏呢”?这个词最常用,不要查
字典,就说出自己的理解。



生:“扭捏”,我理解有点“矫揉造作”的意思。

师:艾青从一个破敝的穷家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豪门,应当是
哪种情绪?

生:显然是“不好意思或者不大方”,不能是“矫揉造作”。

师:接下来的一节中,诗人连用了六个“她含着笑”,有什么作
用?

生:大堰河以苦为乐。

生:苦中作乐。

师:我们从“含着笑”三字,还能体会到什么?

生:她生活沉重,但是非常乐观。

生:她对未来抱着希望,抱着憧憬,想象着艾青长大成人后,会
报答她。

生: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全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生:不能。

再带读)

师:到了“大堰河,含泪的去了”这一节,用了一些修饰语,
如“四十几年的”“数不尽的”“四块钱的”“几尺长方
的”,所有这些数量修饰语,是强调多,还是强调少?(生纷纷作
答)

师:后面这位同学概括得对!有多有少。哪些是强调多,哪些是
强调少呢?



生:“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
的疾苦”是强调多;“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
手把的纸钱的灰”强调其少。

师:概括起来,是什么多,什么少?

生:痛苦多,而自己得到的少。

师:给予这个世界的多,从这个世界带走的少。

生:大堰河的命运悲惨。生前那么辛劳,死后没什么陪葬。

师:先听我把这段读一遍,把“多”与“少”强调出来,注意语
调和停顿。

(师读完后,请一位女生读,肯定其读得好)

师:老师和大家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下面的段落留给大家自
己阅读自己感受。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提出来大家共同研究,
也就是进行研究性学习。

(一会儿有学生提出问题来)

生:我有个问题,那个“黄土下紫色的灵魂”,为什么是“紫
色”的灵魂?

师:好,大家谁帮助她回答一下。“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
魂”这个“紫色”到底指什么?(有些学生分别得出痛苦的、
压抑的颜色,高贵的颜色等结论)

生:我认为,紫色是红色和蓝色的混合色,红色表示大堰河活着
时非常有热情,像火一样,温暖世界,是尊贵的,而蓝色表示她
死后非常安详。

师:有道理,你的思路非常独特。并且真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强调紫色只代表一方面,紫色实际上是两
种意义的综合。

生:不矛盾。

生:承受的苦难越多,就越高贵。

师:所以,这里高贵与痛苦矛盾吗?

生:不矛盾。

师:这不统一了吗?请大家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对“紫色“的
理解,这句话的格式是,灵魂因__________
而____________!(板书:灵魂因_______而_______!)

生:灵魂因“痛苦”而“高贵”。

师:非常精彩,因“承受太多苦难”而“尊贵、伟大”!同学们,
大家看看,这个结论是谁得出的呢?不是老师得出的,老师只不
过是大家意见的概括者。结论是大家自己共同研讨、集思广
益得出的。在学术界,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悬案,没有一个定
论。今天大家得出的结论,也可以成为众多学术观点之一。这
就是研究性学习呀!研究性学习并不神秘!

师:深入一步,我问大家,艾青在写诗之前是学什么的?

生:是学画画的。

师:所以他对色彩非常敏感。大家数一数,看看全诗中艾青用
了多少颜色词语,一一找出来。

生:(陆续全部找出)“长满了青苔的石椅”“把乌黑的酱碗放
到乌黑的桌子上”“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吃着碾了
三番的白米的饭”“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辉煌的结彩的堂
上”“紫色的灵魂”“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师:共有多少处用了颜色词语?

生:8处。

师:说说各自的意义。

(学生分别就“长满了青苔的石椅”“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
的桌子上”“红漆雕花的家具”“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等
等作出了准确的回答)

师:大家可以写成一篇学术性的小论文,题目可以叫作《〈大
堰河---我的保姆〉中颜色词的运用》。

大家一起来把最后两节有感情地读一遍。(师生齐读)

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四

【教学目的】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
培养学生阅读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点】人物形象的分析

【教学难点】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

【教学方法】诵读--鉴赏--分析

一、导入：

1933年1月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
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他不由得因冷而神飞，睹雪而思人，
想起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他的保姆--大堰河，
挥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蕴涵了浓浓深情的
诗歌。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二、分析全诗诗人感情的变化：

诗歌是靠形象来表达感情的，所以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就是发
挥联想和想象，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诗人的感情。

提问：浏览全诗，思考，作者在这首诗表达了那样的一些感
情？

现在我们就来读诗，看一看这些同学的回答是不是很好的把
握了诗人感情发展的脉络。

（一）首先我们来看诗歌的第一层，请一位同学帮我们把这
一节的内容朗读一下。

答：大堰河纯洁无私的内心世界如同雪一样的洁白无暇，而
白雪覆盖大地的庄严肃穆的景象正好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悼念。
正因为这许多原因，艾青想起了这个给过他无限温暖的大堰
河，想起了她悲苦的身世（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
字），想起了她低下的社会地位（她是童养媳，以养育我而
养育她的家），想起了她死后草盖的坟墓，枯死的瓦菲，长
了青苔的石椅，这一切在我们的心中构成了怎样的一种意境
呢？（凄凉、衰败、荒寂）这样的景象，寄托了诗人深深的
哀悼和怀念之情。因此，我们在读这几节时，该用怎样的语
气去朗读呢？（低沉、舒缓）好，大家一起把第三节读一下。
注意把握诗人的感情。

（二）如果说第一层是作者站在现实的牢房里，那么，从第
四节开始，作者就转入了对大堰河深情的回忆了。

艾青因为生他时母亲难产，后来又因为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克
父母，而被送到大堰河家整整抚养了5年。那么，诗人在这个
不属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
四节。



问：诗人回忆了在大堰河家里生活的几个分镜头？主画面又
是什么呢？

八个镜头，主画面是“抱在怀里，抚摩我”

诗人运用这样的手法，是为了突出她怎样的品质？

勤劳、慈爱。

是啊，正是这双勤劳的，尽管粗糙却温暖的手，使一个贫困
的家庭充满了温馨，使艾青--这个被地主家庭嫌弃的孩子得
到了无微不至的母爱，而我和大堰河只不过是乳儿和乳母的
关系。

诗人在五岁时终于被领回了自己的家，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
但诗人心中感觉到却是--“忸怩不安”。

问：为什么会这样？（补充背景介绍）

大堰河家穷，却有爱，我家富有，但缺少爱，想到这些，诗
人心中充满了--眷恋与感激。

全班同学齐读4、5、6三节，读出诗人的眷恋之情，感激之情。

大堰河的笑是有着多种原因的，有为和乳儿重新生活在一起
的喜悦，有在劳动中获得的满足。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和
她有着相似命运的人--祥林嫂，当她在鲁家作着比一个男人
还多的事情时，“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这是多么淳朴，宽厚的灵魂啊。

全班女同学齐读六个含着笑的句子。

问：为什么说做梦能表现大堰河对我的爱呢？

（五）是啊，谁不期望美梦成真呢？如果这个梦能实现，该



有多好啊。但是，大堰河流尽自己的血汗后，就过早的离开
了人世，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教师朗读9、10节）

问：大堰河死后得到的是什么？（微薄的葬礼）

她生前付出的何其多，而死后得到的又何其少啊，想到这里，
诗人的心一阵阵发痛，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她悲苦命运的深切
同情。

问：是什么造成了她的悲剧？诗人对这个社会怀着怎样的感
情？齐读11节，读出诗人的憎恨之情。

问：为什么是紫色的灵魂？这首赞歌，仅仅是呈给大堰河的
吗？（紫色代表着高贵，这首诗歌是献给所有勤劳的中国人
民）

四、课后练习一解答

（一）、大堰河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诗人对这一形象寄托了
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大堰河是勤劳的，她用她厚大的手掌洗衣、做饭、养鸡、
喂猪、终日操劳，她又是善良的，她永远是“含着笑”去做
每一件农活。

大堰河又是慈爱的，纵使在终日劳作的疲惫之后，她仍然不
忘记同样用她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她还是博大的，她能像亲生母亲一样，深爱着她的乳儿。

她又是悲苦的，贫苦的，劳累的。多年的贫苦生活过早地夺
取了她健康，年仅40多岁就含泪地去了。

这是一首抒情诗，但它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全篇不断使用
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使这种感情更加凝重、隽永。



3．按诗节依次讲解分析。

第1节。提问：这一节主要写了什么？（大堰河的身份、地位
以及作者“我”的关系。）

第2节。提问：这里的“我”是两个人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
儿子，一个是大堰河的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含意有什么
区别？（前者“地主的儿子”，这是在血统意义上说的；后者
“大堰河的儿子”，这是在抚养意义上说的，进而具有感情
的、阶级的意义。）

第3节。提问：为什么看到雪使作者想起了大堰河？（引导学
生看预习提示有关文字。作者幼时是在一种被冷漠的环境中
生活的，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才感到温暖，得到母爱。人在寒
冷孤独时，本能地希望得到抚慰，得到温存，希望回到亲人
的身边。正因为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看到飞雪在铁窗外飞舞，
作者自然想到了曾给自己无限温暖的母爱的大堰河。）

第4节。齐声朗读，体会诗中的深情。这一段集中写了大堰河
的勤劳朴实的形象。诗中运用了“在……之后”这一状语格
式，而且反复使用，多次强调。在每个状语中都细致入微地
描述了大堰河辛勤劳动的情景，运用了一系列富有表现力的
动词，请同学们一一找出。

这些词语所表示的劳动情景，给我们一个什么印象或感觉呢？
一是大堰河什么活儿都得干，从吃到穿，里里外外处处操劳；
二是大堰河十分繁忙，从早到晚，一时也不停闲。（由她把
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可以推知夫儿们已脱
下衬衣入睡，她还在忙碌。）

提问：诗中为什么不这样写：“在你吃饱了饭之后，在你睡
了一觉之后……”（这样写就不能表现大堰河的艰辛，也就
不能体现大堰河对乳儿的关心爱护之情。）



第5节。简单交待“我”的阶级出身--“地主的儿子”，但与
大堰河结下了深厚的母子之情。提问：哪个词表明“我”不
情愿离开大堰河？（“被”“领回”）

第6节。提问：哪些语句表现了作者自己出身的家庭经济条件
很优越？（“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
纹”“‘天伦叙乐’的匾”“丝的和贝壳的钮扣”“安了火
钵的炕凳”“碾了三番的白米”）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作者
“我”又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忸忸不安”一词不仅表
明“我”在保姆家生活惯了，进而表明“我”与地主家庭的
疏远与隔阂，因此本节的头尾两句重复了相同的一句
话，“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明明自己是这个
家庭的成员，却说成是“新客”，正表明了对大堰河深厚的
感情。）

第7节。提问：本节开头“大堰河为了生活……就开始用抱过
我的两臂劳动了”与此诗第2节中哪一句相照应？（“大堰河
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大堰河在地主家劳动的项目有哪
些？（洗衣、洗菜、切萝卜、掏猪食、扇炉子、背团箕、晒
粮食）大堰河从事这些劳动时的神情又怎样？（始终是“含
着笑”）

讲解：这节诗里所描述的大堰河，不是像第4节里那样给自家
干活，而是到地主家（即“我”的家）干活，从而取得报酬
养活自己一家。劳动是极繁重的。多样的，更是艰苦的；然
而她却总是“含着笑”。对常人来说。那些劳动没有一样能
够使人笑。到结了冰的池塘去洗菜，把结着冰屑的萝卜切开，
在那冰冷剌骨之时能够笑吗？面对着猪吃的麦糟，嗅着那刺
鼻的馊味儿，扇着呛人的炉烟，常人在这时能够笑吗？然而
诗中却始终写大堰河“含着笑”，这表明她的勤劳与善良。
不仅如此，如果联系第5节所写“我”离开大堰河家时，她居然
“哭”了，那么在这一节中反复写她“笑”，就有了更深一
层的含意--表明大堰河对乳儿的深深的爱，为能够和乳儿在
一起而“笑”。这种爱是超越了功利关系的伟大而无私的爱！



是真正的母爱！

第8节。通过为乳儿切冬米糖和梦中吃乳儿的结婚喜酒这样两
个细节，表现了“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第9节。写大堰河死时还念着乳儿，同时表现作者因未能最后
看一眼乳母而内疚悲痛的心情。

第10节。写大堰河一生劳苦之重与死时葬敛之薄。提问：这
节运用了不少定语做修饰，找出来，说说这些修饰语的作用。
（“四十几年的”“数不尽的”表明大堰河一生凄苦之沉重，
“四块钱的”“几尺长方的”“一手把的”表明安葬之菲薄。
其中蕴含着诗人对不公正的社会的愤慨，也含着对大堰河深
了的悼念与歉疚。）

第11节。提问：在这一节里写“我”与大堰河的后代的感情
上的联系，你能找出表达这种感情的语句吗？试作分析。
（“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一句，表明诗
人对大堰河后代悲惨命运的同情，对旧世界的憎恶；“兄弟
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一句，表明诗人与被压
迫遭痛苦的阶级兄弟心连心。）

讲解：当“我”飘泊回到故土时，及大堰河的儿子们碰见了，
诗中把这说成是“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而在第6节中写“我”回到自己家中，却说成“做了新客”；
且看着“不熟识的妹妹”，一切都感到“忸忸不安”。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五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人教版高一必修一)

教学目标

1、领会诗歌抒情性的特点，了解诗歌常常借助于鲜明生动的



形象来抒发感情

2、理清诗的抒情结构，把握保姆大堰河的形象

3、反复朗读，体会修辞方法（对比、反复、排比）的作用

重点难点：

1、写作背景与诗的抒情基调

2、抒情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

教学时数

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检查预习

1荆棘(jing1ji2)火钵(bo1)忸怩（niu3ni2）叱(chi4)骂

2解释词语

典押，典当。

忸怩：形容不好意思或不大方的样子。

二．导入：

1．1933年1月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阴冷、潮湿的牢
房里，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他不由得因冷而神飞，睹雪
而思人，想起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他的保姆--



大堰河，挥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蕴涵了浓
浓深情的诗歌。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这首诗。

2．作者简介：艾青，原名蒋海澄，19出生。中国诗坛上一颗
明亮的星。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代表性诗篇除课文外，还有
《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

3．写作背景：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的命
是“克父克母的”，因此被送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抚养。5岁
时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但依然受到冷遇，不准称自己的父
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婶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
在“冷漠和被歧视空气里长大”的。因此他对他的养母大堰河
（大叶荷）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大堰河对他的爱是让他刻骨
铭心的。

三．初读

1．播放朗读录音。

2．注意读准字音。

3．准确把握情感。

四．整体感知

读了这首诗后你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有什么感受？抒发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讨论明确：

读了这首诗后我知道了大堰河是“我”的保姆，“我”是吃
了她的奶长大的。她心地善良、一生辛苦勤劳。她爱“我”
如自己的儿子。她只活到四十年就离开了人世。



感受：这首诗不仅坦露了诗人深沉的内心积郁而且为我们中
国的农村妇女树立了一尊朴素庄严的塑像。那种积郁首先来
自现实生活中那些不公正的事物，来自他对农民命运的关切。

作者以深沉、真挚的感情，歌颂了贫农妇女大堰河勤劳、善
良的美好品质，描写了她的悲惨命运。并诅咒和揭露了造成
她悲剧命运的黑暗社会。

五．理清结构层次。

第一部分（1─2节）写大堰河得名的原因及大堰河与自己的
关系；

第二部分（3─8节）集中刻画大堰河勤劳、善良的品质，抒
发诗人对大堰河的怀念与尊敬。

第三部分（9─10节）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遇。

第四部分（12─13节）是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献诗。

六、体会感情

诗是诗人感情的载体，这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又是怎样
的呢？

全诗13个诗段，概括每个部分所抒发的思想感情。

第1部分：怀念与痛悼

第2部分：眷恋与感激

第3部分：同情与控诉

第4部分：讴歌与赞美



小结：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首诗，作者通过对自己的乳
母的回忆与追思，抒发了对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感
激之情和赞美之情，从而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悲
惨命运的同情，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理清了
诗人由现实到回忆，再到现实的抒情结构，体会诗人起伏跌
宕的感情旋律。

三十年代末的上海，一位著名诗人见到了艾青，曾激动的说，
德国有莱茵河，法国有塞那河，埃及有尼罗河，那么，我可
以骄傲的说，中国有大堰河。是的，如果把诗人半个世纪的
创作看成是一条巨大的河流的话，那么，大堰河就是他永不
枯竭的源头。

第二课时

一．齐读。

二．研读。

学习第一部分。

1、指名朗诵

2、看前两节诗，一共十行倒有三行重复，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请学生发表看法。（反复，突出诗人永难忘怀大堰河的养育
之恩，浓浓托出深深怀念之情。）

3、这三段中，大堰河是个什么样的人？请学生谈谈。（连名
字姓氏也没有，以她村庄的名字作名字，大堰河又是一个童
养媳，后来又是地主儿子的保姆，在养活地主儿子的前提下
养活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的典型。）

4、诗中，称呼时而用“她”，时而用“你”，这怎么理解？
你换一下试试。（用“她”是客观的交待，用“你”是表达



亲切的深情。）

总结：第一部分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与我的关系，表现
诗人对乳母的怀念之情。

学习第二部分。

1、第三节有几个镜头？这些镜头给你什么印象？运用了什么
修辞手法?学生试答。

诗人看到雪，想起了保姆大堰河。通过想象和联想，描绘了
一组冷落凄清的画面：荒凉的坟墓、冷落的故居、典押了的
园地、长了青苔的石椅，通过一连串的排比，在对悲惨凄凉
气氛的浓重渲染中，深切地抒发了诗人对保姆大堰河的思念
和哀悼之情，并由此自然地引出第二部分对大堰河悲惨一生
的回忆。

答：大堰河纯洁无私的内心世界如同雪一样的洁白无暇，而
白雪覆盖大地的庄严肃穆的景象正好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悼念。
正因为这许多原因，艾青想起了这个给过他无限温暖的大堰
河，想起了她悲苦的身世（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
字），想起了她低下的社会地位（她是童养媳，以养育我而
养育她的家），想起了她死后草盖的坟墓，枯死的瓦菲，长
了青苔的石椅，这一切在我们的心中构成了怎样的一种意境
呢？（凄凉、衰败、荒寂）这样的景象，寄托了诗人深深的
哀悼和怀念之情。因此，我们在读这几节时，该用怎样的语
气去朗读呢？（低沉、舒缓）好，大家一起把第三节读一下。
注意把握诗人的感情。

2．诗人以诗来概括大堰河一生的遭遇。大堰河一生干过两种
活，在诗人小时，他是乳母，

诗人五岁后她便做了佣工。那一节突出她的“乳母生涯”，
那一节突出她的“佣工生涯”？（4节，7节）



3．艾青因为生他时母亲难产，后来又因为一个算命先生说他
克父母，而被送到大堰河家整整抚养了5年。如果说第一层是
作者站在现实的牢房里，那么，从第四节开始，作者就转入
了对大堰河深情的回忆了。

那么，诗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是什么呢？让我
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节。（朗读）

问：诗人回忆了在大堰河家里生活的几个分镜头？主画面又
是什么呢？

八个镜头，主画面是“抱在怀里，抚摩我”。

诗人运用这样的手法，是为了突出她怎样的品质？

勤劳、慈爱。

这些排比句有什么作用？（这些排比句一方面了具体地铺叙
了大堰河的极度贫穷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表明大堰
河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照料养乳儿，时时给他以温暖,处处给他
以爱抚,充分表现出大堰河的勤劳及对乳儿无私的爱。我们感
到，这里尽管贫穷尽管粗陋，但这里有母爱的拥抱和抚摸。）
这一节读的时候要读的慢，读的重，读的深沉。

4、第七节，在具体描写大堰河的佣工生活时，为什么每一句
都用“她含着笑”开头？大堰河为什么笑？这表现了她什么
品格？（用了六个排比句，描写大堰河不论冬夏不分寒暑，
年复一年地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劳动：洗衣、做菜、喂猪、熬
汤、收麦、晒豆……但又始终含着笑，这突出了她勤劳、淳
朴、宽厚、善良、本份，也渗透着诗人对她悲苦命运的同情。
她以自己的双手换取自己和一家最低的生活需求，她为此感
到满足--她对生活的要求就那么低！）

首尾的反复，表现了大堰河用她的一切，先是乳汁，后是双



手，为“我”和我的一家所作的牺牲，表现了一个社会底层
劳动妇女的伟大。

5．作者一方面表现大堰河的勤劳、淳朴、宽厚，另一方面也
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爱，诗中写大堰河对乳儿的爱采取了
多种方法，第四节通过大堰河的乳母生涯浓墨重彩、反复铺
陈正面抒发大堰河的爱的的话，那么笫五段是用什么方法？
第六段呢？（第五节是淡笔点染，侧面烘托。用设问句“大
堰河，你为什么要哭？”间接地表现出她对乳儿离开的依依
不舍和对乳儿内心的疼爱。第六节跟第四节形成一种强烈的
对比：第四节说在大堰河家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蒙受的是深
挚的爱。第六节说虽然物质条件很优裕，但精神上极其痛苦。
在大叶荷家中，在将近五年的寄养中，他承受了乳母超越生
母的爱，感受了亲人般的温暖，离开了乳母，便离开了母爱，
这在幼小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痛苦的事。尽管新家中挂
着“天伦叙乐”的匾，实际上孩子失去了天伦叙乐。通过对
比，反衬出大堰河家中虽然贫穷却充满欢乐充满爱）

6、第八节，又一次正面写大堰河对乳儿挚真的爱，在年节里，
大堰河为了她的乳儿“忙着切那冬米的糖”把他乳儿画的关
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对她邻居夸奖她的乳儿。这些描写，
已经尽至了，但作者又深挖一层，把大堰河心底里的深情展
示了出来：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

大堰河对她乳儿的爱原来如此深切真挚，就连梦中也念念不
忘！她乳儿幸福就是她最大的满足！这个梦，把大堰河对乳



儿的爱推向了高潮，倾注了她那慈母的深情。但是这个梦是
不能说的，因为这个梦对大堰河来说是非份的，是一种执着
的明知不可能实现却始终不能忘怀的期待。

三．小结

本文通过描述大堰河悲惨的一生，抒发了对其真挚的怀念和
热情的赞美（牢房阴冷，晓雪飞舞）；同时，在叙述悲惨一
生的同时，诅咒和控诉了黑暗的旧世界。

第三课时

一．齐读9－13节。

二．研读。

学习第三部分。

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命运所给予她的，却有贫困和苦难。
她活着，对于世界是无私地赠予，不停的劳作，毫无保留的
贡献她的一切--从血汗、乳汁、到赤诚的心，而直到她死，
世界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朗读）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人世生活的凌辱，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问：大堰河死后得到的是什么？（微薄的葬礼）

她生前付出的何其多，而死后得到的又何其少啊，想到这里，
诗人的心一阵阵发痛，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她悲苦命运的深切
同情。

问：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数量词，有什么意义？

数量词组“四十几年”、“数不尽”跟“四块钱”、“几尺
长方”、技术“几束”、“一手把”的尖锐对比，突出了诗
人对“不公道的世界”的揭发和控诉：大堰河只活了“四十
几年‘，可是她却受了“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给她送葬
的，只是“四块钱”的棺材，“几束”稻草，“一手把”的
纸钱的灰--这就是她辛苦一生所得的最后报偿！诗人强烈的
愤慨包含在这数量词组的对比之中。

她死后，丈夫也死去，儿子除了做土匪当炮灰，便只能做伙
计当奴隶。真实的笔触，包含着控诉的心声。诗人自己，终
于彻底背叛了他出生的那个阶级，而与养育他的那个阶级结
成了真正的兄弟。所以大堰河不仅滋养了诗人的身体，更重
要的是滋养了诗人的精神。

问：是什么造成了她的悲剧？诗人对这个社会怀着怎样的感
情？齐读11节，读出诗人的憎恨之情。

7、第四部分是诗的结束，作者从对往事的回忆又回到眼前的
现实，与开头相呼应。诗人用六个“呈给你”和两个“呈
给”的排比、反复，饱蘸激情，盛赞大堰河的灵魂乃至亲抚
过自己的手、唇、脸颊、乳汁，情感奔放通畅，是抒情高潮。
最后一节回应开头，重现诗的主旋律。整首诗结构严谨，一
气呵成。



（如何理解“紫色的灵魂”？一种看法，紫色是高贵、神圣
的象征，“紫气东来”、“紫禁城”。大堰河身份虽卑贱，
但她慈爱、善良、勤劳，集中了人之美德，她的灵魂最高贵、
最伟大。另一种看法，紫色是伤痕的颜色，是凝血的颜色，
是因窒息而死的人的颜色，代表了不幸、苦楚、伤痛和死亡，
大堰河苦难一生，结局悲惨，因而称之为“紫色的灵魂”。）

这一节，诗人的感情并没有停留在大堰河一个人身上，艾青
正是通过对大堰河勤劳、善良、宽厚、淳朴的形象的塑造，
写出了整个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不是吗？正是这些像大
堰河一样的人类社会的保姆，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人类
世界，创造了供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享乐的物质财富，用宽
厚、善良的心给人以温暖；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挤
干了乳汁，流尽了血汗，养活了别人，自己却一无所有，过
着悲惨的生活。所以，诗人把诗“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
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们的儿子”，就使诗的主题思想有了更
深广的社会意义。

艾青的诗作在形式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奔放的诗体。
在这首诗里，诗并没有因散而失去诗味，而是诗意更浓，抒
发的更自由，表达的更充分。用排比、反复来体现格律，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大量的排比，层层递进，不仅展现了多种
画面，增强了抒情气势，也增强了诗的内在旋律。

三．分析诗歌表现手法。

1、是抒情诗，但在叙事中抒发强烈的感情：如
第4、7、8、11小节的叙述，抒发了同情、怀念、赞美、爱戴
的感情。

2、修辞手法：

大量反复：表现特有的感情，使诗句一唱三叹，增强表达效
果。



（为了加强情感和音节的旋律，诗中还大量运用了反复的修
辞方法。如第1段的首尾两句，反复吟咏“大堰河，是我的保
姆”，表现对大堰河特有的深情。第3段首尾句反复：“大堰
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进一步渲染了抑郁低沉
的思念之情。第4、6、7、8、9、10、11段中，也都采用了的
开头和结尾的诗句反复的手法，使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婉转，
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

多次排比：既使内容凝炼，形式整齐，也有助于表达强烈的
感情。

(排比的手法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特征。全诗除了一、
二、五、十一、十三节之外，全使用了这种手法，诗中所形
成的巨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浓烈的抒情气氛，都与这种大
排比的手法与句式相关。)

总之，反复、排比更有助于表达强烈浓厚的感情。

四．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

五．背诵第8节

曾涛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六

课型问题生成/解决课课时2授课日期9月9日

教

材

分



析《大堰河--我的保姆》是高中语文第三课，也是第一单元
最后一课。作者艾青，1932年7月因为参加进步的美术活动而
被捕，在狱中所写的一首成名作。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
命先生说他的命是“克父克母的”，因此被送到一位贫苦农
民家里抚养。5岁时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但依然受到冷遇，
不准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婶婶。正如他自
己所说，他是在“冷漠和被歧视空气里长大”的。因此他对
他的养母大堰河（大叶荷）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大堰河对他
的爱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在这首诗里，艾青抒发了对大堰河
母亲般的思念感激赞美之情，也是呈现给中国劳苦大众的一
首赞美诗。

学

生

分

析高一年级的学生正是诗一般的年龄，所以对于诗歌是十分
欢迎的。但是又由于他们是刚刚组成的一个新班级，彼此间
特别是和老师之间没有充分了解，因而在互动方面有一定的
困难。课堂上大多被动等待，即使被点到名字也是拖拖拉拉，
所以课堂时间往往较为紧张。这方面还有待一段时间的磨合。
教师需要耐心，学生需要激励引导。他们刚刚上高中，对自
己的学习还是充满着较高的期望的。有了这个基础，相信可
以使教学互动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

设

计

理

念本节课仍然必须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先学后导、全面发



展”的教学理念，采取新课程有效教学课堂所倡导的学生自
主学习探究、师生共学的教学模式，采用“问题呈现-组织对
话-情景刺激-有效指导-全面评价”等五要素的教学方式。教
师首先要明确自己只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逐步使有效课堂教学模式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实际行动中去。

教

学

要

求教的要求：

1、指导学生诵读诗歌的方法，充分体味诗人的真切深挚的感
情。

2、结合艾青的童年遭遇，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对大堰
河母亲般的思念感激赞美之情。

3、继续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习惯，保持欣赏
诗歌的兴趣和热情。

学的要求：

1、学会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在小组中积极发言，大胆表达
自己观点。

2、学会联系社会、历史和生活实际，多角度创造性欣赏诗歌。

3、了解并掌握知人论世以及其他鉴赏诗歌的方法，积极尝试
运用。

教学



目标1、结合相关背景资料，充分认识大堰河这一人物形象的
社会历史意义。

2、继续指导学生诵读诗歌，提高诵读能力，

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对比自己与艾青的童年生活，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重难点重点：对大堰河形象的认识。

难点：作品写作时代、背景离现实时代较远，学生热情较难
调动。

关键

问题学会诵读诗歌，通过诵读讨论，充分认识大堰河这一人
物形象的深刻内蕴。

教

学

方

法1、以（教师）导、（学生）学、（众人）议、（知识迁）
移的教学方式，让更多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实现课堂教学的
更高效率。

2、采用自主学习法，让学生课前充分预习，课上充分讨论，
互相解答问题，生成问题并相互探究解决，提高分析欣赏诗
歌的能力。

3、小组合作学习法，让小组成员间互相指导、评价，完成学
习任务。



教

学

准

备教师准备：

1、熟读教材，搜集相关的文史资料并理出头绪，找到教学突
破口。

2、认真研读《教学用书》，归类并标出次序以备用。

3、准备好问题生成单和问题训练单。

学生准备：

1、做好预习，尽可能多掌握与课文相关的知识资料。

2、小组内做好分工，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互动。

教学过程设计

程序

（要素）时间创设情境教师行为期望的学生行为

导

入

新

课



5

分

的兴趣，引出“母爱”这一话题。心中产生对母亲的思念与
感恩之心，积极参与课堂上有关讨论。

自读

课文

整体

感知

10分钟

创设视听想象情境，激发学生联系生活，大胆想象。1、让学
生自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配较为凄凉的背景音乐烘托气
氛。

2、让学生尝试在脑海中为大堰河“画像”，目的：整体把握
大堰河的形象。

3、自读课文后，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大堰河的形象。1、在
诵读中整体感知课文，把握诗歌的思想情感。

2、结合诗歌在脑海中为大堰河“画像”，认识她的平凡与伟
大。

3、与自己的母亲或者其他熟悉人的母亲作对比，丰富大堰河
形象的内蕴。

合



作

探

究18分钟

创设讨论和想象情境

1、让学生合作学习，生成问题并相互解决。

2、组织课堂讨论并作指导。

3、让学生为大堰河写一份“档案”资料。1、合作探讨，生
成问题并相互解决。

2、根据课文内容，发挥想象，为大堰河写一份“档案”资料。

课内

拓展

10

分钟

创设讨论和想象情境1、反复诵读，体会感情：学生读课文最
后一段。将最后一段中的“大堰河”换成“妈妈”，再反复
读。

2、请欣赏《懂你》，学生任意挑选一段朗读，教师相机点评。

3、对比自己与艾青的童年生活，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课文解读及训练订正45分钟创设理论解读情境1、分层次解读
课文，帮助学生解决阅读中的疑难。



2、检查并讲解《同步训练》。1、大胆提出问题，认真听讲
并作好记录。

2、提前完成作业并作订正。

课外

拓展课内（外）练笔：：“只有平凡的儿女，没有平凡的母
亲。我们的母亲都是可亲、可敬、可爱的……母爱，人类情
感走廊中的上品，伟大永远是它的同义语。母亲的一个关切
的眼神，一声轻轻的呼唤，还有那眼角的皱纹、满手的老茧，
微驼的背影，哪一个做子女的不应刻骨铭心？用我们的笔、
用我们的心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吧！”

要求：以“母爱”为话题写一段文字，50~150字即可。

（设计目的：让学生由课文的学习转入对自己母亲的赞美，
完成情感目标。）

板书

设计三、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

1、诵读；2、为大堰河“画像”；3、为大堰河写一份“档
案”资料；4、完成训练。

教学

反思

专家

评价

附件一：《大堰河--我的保姆》问题导读单



一、背景资料：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中国诗坛上一颗明亮的星。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1932年，艾青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
盟”。7月因为参加进步的美术活动而被捕，国民党政府
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颠覆政府”罪判处艾青有期
徒刑六年。被捕之后，狱中生活使他由绘画转向了新诗写作。
正如诗人所说：“我过的是囚徒的生活，我和绘画几乎断了
关系，我自然而然地接近诗。”他开始大量写诗，托人带出
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这样诞生的。1933年1月的
一天早晨，牢房阴冷，铁窗临风，窗外晓雪飞舞，望着漫天
飞舞的雪花，这位只有二十三岁的诗人，不禁想起了用乳汁
把他养大的保姆，思念感激之情冲击着诗人的心。这是诗人
第一次用“艾青”这个名字呈现给中国劳苦大众的一首赞美
诗。它在《春光》杂志一卷三期上发表之后，立即轰动了全
国，并受到了茅盾、胡风等文学前辈的`好评。

“创作的典型是什么？它同时是一个人和许多人，一幅面貌
和许多面貌，这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对一个人的描绘，其
中包括许多人，即表现统一理念的一系列的人。”

（别林斯基评《现代人》）

艾青正是通过对大堰河勤劳、善良、宽厚、淳朴的形象的塑
造，写出了整个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不是吗？正是这些
像大堰河一样的人类社会的保姆，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创造了
人类世界，创造了供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享乐的物质财富，
用宽厚、善良的心给人以温暖；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
挤干了乳汁，流尽了血汗，养活了别人，自己却一无所有，
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诗人把诗“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
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们的儿子”，就使诗的主题思想有了
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艾青的诗作在形式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奔放的诗体。



也有人把它称为“散文化”而加以指责。但是，应该说，这
并不是缺陷。艾青也曾尝试过各种形式，尝试的结果证明，
对于他来说，这种带有“散文化”的倾向的自由诗体比较得
心应手，他用这种形式写出了成功的诗作。他的诗脱去了格
律的外壳，不押严密的韵脚，但是并没有抛弃诗的内核。在
这首诗里，诗并没有因散而失去诗味，而是诗意更浓，抒发
的更自由，表达的更充分。用排比、反复来体现格律，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大量的排比，层层递进，不仅展现了多种画
面，增强了抒情气势，也增强了诗的内在旋律。

二、著名诗人鲁黎对艾青艺术风格的评价：

想到艾青的诗

就想到散文美

他的诗不胫而走

不是依靠那整齐的韵脚

他的诗轻柔似云一般的飞翔，

是以它内在的美作为翅膀

他的诗是绿野碧溪上的姑娘

不是灯红酒绿里的贵妇

不需要金手镯或是珠玉项链

需要的是清风和晨露……

三、如何理解“紫色的灵魂”？

一种看法，紫色是高贵、神圣的象征，“紫气东来”、“紫



禁城”。大堰河身份虽卑贱，但她慈爱、善良、勤劳，集中
了人之美德，她的灵魂最高贵、最伟大。

另一种看法，紫色是伤痕的颜色，是凝血的颜色，是因窒息
而死的人的颜色，代表了不幸、苦楚、伤痛和死亡，大堰河
苦难一生，结局悲惨，因而称之为“紫色的灵魂”。

四、属相：牛--忍辱负重、默默奉献、脚踏实地；猪--任人
宰割、不知反抗；

兔、羊--温顺善良......

血型：o--奉献型，万能献血者；其他型--学生可从大堰河性格
方面考虑。

身高、体重--大堰河身高怎样？（想象！）体重则可能因生
活状况而偏轻。

附件二：《问题训练单》(略)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七

教学目标：

1、通过贯穿全诗的思绪和激情，理解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与
怀念之情，实质是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赞颂。

2、引导学生通过典型细节分析认识大堰河的形象：勤劳、纯
朴、善良。

3、了解排比、反复的修辞方法以及对比的写法在诗中的运用
和作用。

【教学过程与教学策略】



一、启发谈话，激发兴趣

这首诗是艾青在狱中写的，在一个飞雪的早晨写的，你觉得
人在困境中，在饥寒中，总会想到谁？（想亲人，想家人。）
而此时艾青想到的是谁？（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
-大堰河。）

大堰河连名字都没有说明了什么？（贫穷，社会地位低下）
诗人为什么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却想念大堰河？（艾青诞生时
母亲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胡说他的命是“克父母的”，因此
就被送到贫苦的大堰河家去抚养，5岁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
但依然受冷遇，大堰河却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艾青，将伟大
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艾青。艾青写这首诗，既是对保姆
大堰河的感激，也是对黑暗世界的诅咒。同时表现出作者背
叛地主阶级，向劳动人民靠拢的真诚愿望。）让我们一起走
近大堰河，看看这个平凡而卑微的劳动妇女为什么能让作者
终生敬仰。

（巧设悬念，利用阅读期待，激发学生急于阅读课文的欲望。
）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完成自读思考题。

（1）听配乐朗读录音，整体感知课文，体会诗中强烈的节奏
和流畅跌宕的旋律。

（2）要求学生找出难懂的字、词、句，引导学生查阅工具书，
尽可能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3）本诗区别一般抒情诗的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通过记
事写人来抒情）



（4）本诗从哪些地方表现出大堰河对诗人有慈母般的爱？
（主要表现在第4、5、8节里。如在第4节，用八个排比句集
中写大堰河对乳儿的爱。这八句实在是八个出色的细节，把
她的爱心写得非常具体、充分。“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
在怀里，抚摸我”两句首尾反复，起了点化、强调感情的作
用。

（5）本诗哪些地方运用了排比、反复和对比的手法？举出例
子后，请谈谈它们所起的作用。（如第4节中的八个排比句，
第7节中六个排比句，都使内容凝练，形式整齐，节奏明快，
气势酣畅，有力地传达了诗人对大堰河真挚的爱。第1节的首
尾两句，反复吟咏“大堰河，是我的保姆”，表现了诗人对
她特有的深情。第3节，首尾句反复写道：“大堰河，今天我
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有力地渲染了抑郁低沉的思念之情。
第4、6、7、8、9、11节，都采用开头和结尾诗句反复的手法，
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第4、6节中运用了对比，把两个家
庭的生活状况进行对比描写，虽然没有发什么议论，但诗人
的感情倾向不言自明；此外，如美丽的梦境和凄惨的死亡，
生前的辛勤操劳和死后的凄苦悲凉，这些都加强了诗歌的抒
情气氛以及对主题的'表达。）

2、课堂讨论，交流自学所得。

3、教师小结。

（以上教学环节，引导学生从诵读中感知课文内容，既让学
生了解诗歌的内容和蕴涵，又提高了学生整体把握诗歌意蕴
的能力。）

三、合作探究，体悟情感

1、合作交流，感悟形象

（1）大堰河给你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她的这些优秀品质表



现在哪些方面？（大堰河勤劳纯朴、宽厚善良、只求奉献）
（在第4节，描写她在家整天做家务，带孩子，忙得不可开交，
在第7节，用6个排比句集中写她在乳儿家劳动，年复一年，
始终“含着笑”，显得那样勤劳纯朴，宽厚善良。为了乳儿，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洗衣、做菜、喂猪、熬汤、收麦晒
豆……什么都肯干，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

这首诗感情真挚，全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2）在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四人一组，进行
合作学习：根据诗中的细节描绘，发挥想象，给大堰河填写
一份“档案”，可根据教师提供的表格，也可以自己设计。
表格留出空行，目的是让学生自由发挥。

属相

血型

体型

健康状况

人生信条

（3）教师巡视，适当点拨，拓展学生思维。

（4）课堂讨论，交流小组探究成果，并要求说明理由，相机
引导学生朗读课文，体会感情。

（如属相：牛--忍辱负重、默默奉献、脚踏实地。猪--任人
宰割、不知反抗。兔、羊--温顺善良……血型：o型--奉献型，
万能献血者。体型--体重可能因大堰河的生活状况而偏轻。
健康状况-营养不良，肩椎劳损等。人生信条-“我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学生的答案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不必
僵化一致。

（以上教学环节的设计，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去课
文筛选有用的信息，并发挥想象，对大堰河加深认识，使这
一形象在学生心目中明晰起来，避免了就课文讲课文的的单
调枯燥乏味。）

2、品味鉴赏，体验感情

（1）教师范读，学生自由朗读。深入体会：这首诗表达了诗
人哪些丰富的情感？

（对大堰河真挚的怀念和热切的赞美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
诅咒之情。）

（2）哪些语段让你联想到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学生只要
言之有理即可）

（4）在交流学生的亲身体验之后，再让学生读课文最后一段，
并要求将“大堰河”换成“妈妈”，再反复朗读。

（以上教学环节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诵读课文，与作品和作
者进行情感交流，并引导学生将作者对大堰河的感情升华为
学生对自己母亲的感情，用“情”打动学生，用“情”将学
生带入诗的天地之中，既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涵，又
能引导学生体验高尚的情感生活。）

四、迁移运用，拓展延伸

1、自主阅读《母亲》、《我的母亲》或其他歌颂母爱的作品，
比较与课文的相通性和相异性，随时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2、母爱写真



教师引导：“只有平凡的儿女，没有平凡的母亲。我们的母
亲都是可亲、可敬、可爱的……母爱，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情
感世界中的上品，伟大永远是她的代名词。母亲一个关切的
眼神，一声轻轻的呼唤，还是那眼角的皱纹、满手的老茧、
微驼的背影，哪一个做儿女的不应该刻骨铭心？让我们更好
地珍视母爱，更好地回报母亲的爱吧，用我们的笔、用我们
的心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吧！”

请从你的生活中摄取一个最打动你心灵的真情片段来赞美你
的母亲。

3、选出优秀作品，在全班交流共赏。

（通过比较阅读，使学生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感受母爱，体验
母爱的伟大；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激发学生用真情赞美
母爱、回报母亲的激情，体验高尚的情感生活。）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一必修一篇八

1、诵读诗歌，体会作者的感情。

2、认识大堰河这个人物形象。

3、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教学重点】

认识大堰河这个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

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以《游子吟》导入。

2.作者介绍

艾青(1910--)，，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因家人听信算
命先生所谓“克”父母的诳言，刚出生就被寄养到贫苦农妇
大堰河家。少爱美术，曾赴法国专攻美术。1932年回国，加入
“左联”，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入狱。在狱中艾青
转而从事诗歌创作。1933年1月一个雨雪纷飞的早晨，他在狱
中睹雪思人，因雪神飞，回忆起幼年生活，创作了《大堰河-
-我的保姆》，并一举以感人肺腑的感情和清新自然的诗风震
动诗坛。

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

主要作品：《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火把》、
《光的赞歌》、《古罗马竞技场》等。

3、写作背景

大堰河其实是“大叶荷”的误写。她原出生于离艾青老家五
里远的大叶荷村，很小就被卖到艾青的家乡--畈田蒋村当童
养媳。她没有名字，人们只好用她的出生地称呼她，“卑微
到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她一生命运非常悲惨：与前夫生了
三个孩子;前夫死后，从邻近的下张村招赘，又生了两个孩子。
那时农民生活非常艰难，苛捐杂税，还有地主盘剥。大叶荷
孩子多，生活更是艰难，她受尽煎熬，仅四十多岁就离开了
人世。艾青出生时因母亲难产，算命先生说他会“克死父
母”，因此他一出生就受家人歧视，被寄养到大堰河家。艾
青就是吮吸着大堰河的乳汁，在她精心爱抚下成长的。直到
五岁才被领回家，仍然受家庭歧视，规定他不能叫父母为爸
爸妈妈，而要叫叔叔婶婶。因此在艾青的情感世界里，对大



堰河的爱远远超过了对父母的爱!因此他“长大一点后，总想
早点离开家庭”，18岁就离开了家。1933年1月，他23岁，在
狱中他满怀深情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诗人
在1953年和1973年两次回乡，都一往情深地去祭扫大堰河的
墓。艾青后来曾回忆说：“我是在一种被冷漠的环境中生活
的”，“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大
堰河爱我，我也爱她。”“《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
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

二、整体感知

诵读全诗，理清层次，概括感情。

这首诗一共13节，可分为四部分。

1、第1、2、3节为第一部分，写“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
身不同，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我是地主的儿子”，却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诗从一
开始就显示了它鲜明的叙事性质。而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
河，是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节，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以第一人称的
口吻，追述大堰河勤劳善良、为生活奔忙而受尽苦难的一生。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表现了沉痛悼念之
情。

该部分总结为：怀念与痛悼。

2、第4节至8节，为第二部分

第四届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
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你用你厚大的
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
个“在你……之后”的句式，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



劳操持家务的情景。在这些话语中，我们能感到大堰河勤苦
操劳、仁爱善良的行为在“我”心中投下了母爱的光辉。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虽然是简
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
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
进行对比。“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并与第4节
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
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为了生
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
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
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
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淳朴情感。她像对亲生儿子一
样，疼爱自己的乳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该部分总结为：眷恋与感激。

3、第9、10、11节，为第三部分。

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她带着遗憾，
“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该部分总结为：同情与控诉。

4、第12～13节为第四部分。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
用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
诗”。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
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直接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



敬爱之情。

该部分总结为：讴歌与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