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第 1 篇荷叶母亲获奖教学设计一等奖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课文; 

  2、赏析课文; 

  3、用比喻 的修辞写一段话表达自己对父母的赞美之情; 

  4、感受伟大的母爱。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1、同学们，在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一组描写自然、歌颂自然的优美诗文。在这组课

文中，作者以其慧眼发现自然之美，以其饱满的热情、细腻的笔触描绘赞美自然之美。在他

们的笔下，(课件出示){我们看到了春的慈爱、温暖、明净、祥和;看到了济南冬天的慈爱、

温暖、明净、祥和;看到了夏的紧张、热烈;还看到了秋天的农家小院、满载而归的小渔船、

丰收的欢畅。}是呀，其实，大自然不仅给予我们美的享受，只要我们也能像那些作家一们

用心去感受、体 悟大自然的生命与灵性，我们会发现它还带给人一份亲切、澄澈、单纯、

深邃;给予我们人生思考与启示。比如：(课件出示){当你看到滴水穿石，你会想到 我们要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 ;当你看到大地能承载万物，你会想到 我们要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当你

看到 ;你会想到 。} 

  2、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幅自然之景(多媒体展示)荷叶图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问：看到此图你会联想到什么?(学生自由说)你们知道著名爱心作家冰心先生看到此景

联想到了什么吗? 预设(不知道，如果知道，加以表 扬并就让该生说说对冰心的相关知识：

哦，你说对了，那老师猜想你也一定对冰心奶奶有了解了。能说说吗) 

  3、 师生交流了解作家冰心(问：关于冰心你有了解吗?) 

  (课件出示) 

  1900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 很长时间生

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

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

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

岸好看的港湾很多，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

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歌颂

自然、歌 颂母爱，歌 颂一切美好的东西，是冰心作品的思想内核，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冰心的这种致纯致美的爱更加发扬光大，让它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二、 初读课文 把文读通读流利 整体感知 

  3、指一名同学读课文，其他认真听，听后评价读得怎样?你们觉得该以一种怎样的语

调来朗读这篇诗情画意的散文诗呢? 

  4、范读课文，学生思考：(课件出示) 

  1、荷叶何以让作者联想到母亲?这种写法叫什么? 

  (荷叶保护红莲)(触景生情、寄情于物、借物喻人) 

  2、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的情感?找出关句子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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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

空下的荫蔽? 

  情感：赞颂母亲、歌咏母爱 

  三、 品读课文 体悟作者情感变化 

  导语：冰心奶奶是只看到荷叶就想起母亲的吗?请同学们再细读课文，走近文本，走进

作者。思考：(课件出示) 

  1、品析第一次 

  作者是什么样的情形下看到红莲的?(指名读句)体味“繁杂、烦闷”也不知是心烦感觉

到天都很讨厌呢还是真的连天公也不作美，乌云密布，阴沉沉的，闹人心烦，令作者如此郁

闷。但也并不是真的`天意要弄人呀!你看，昨天还是菡萏的红莲，今晨却都已开满了呢!大自

然是那么地善解人意，通晓人情哪!此乃真是物着人情呀。作者看到这些情景心情有些好转

吗?在这里， 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心底的 一声呼唤请听： 

  母亲啊 ! 

  请顿时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 

  2、品析第二次看莲(小组读句) 

  重点体味“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作者想 下阶去吗?想下去

干什么呢?作者无法可想，她又无法想像什么呢?(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想像意境，明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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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有心相帮助，却没办法可想，由 此更不敢去想红莲的不幸遭遇、悲凉结局)想到这些人生的

坎坎坷坷、风风雨，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作者心底的一种声音，请听：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而莲呢?你能这首诗中加一句进去吗?是呀，莲此时此刻肯定也正有这样的心愿呢，荷叶

妈妈又怎能听不到呢?请看：(让学生们齐读写作者第三次看莲的句子) 

  3、品析第三次看莲：面对人生的风雨，母亲是什么样的?而那些所谓的暴风雨在母亲

的这把大伞下又能怎样呢?作者被什么感动了? 

  四、 小结课堂 

  同学们，《荷叶 母亲》所描绘的雨打红莲，荷叶护莲的情景，温馨感人 ，既充满了浓

浓的爱意，又让 人顺理成章的联想到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及关爱，从而使荷叶母亲的形象美

好又伟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融入了母亲浓浓的爱，

清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出门前的一句句关爱的叮咛;临睡前掩紧的被角。用心爱着孩子是母

亲生命的习惯。母亲就是孩子躲避风雨的港湾，当风雨袭来时，她们都会将孩子紧紧地搂在

怀里。在母爱的伞下，一切暴风雨都是脆弱的水珠。母亲一切的辛劳与无私付出，都是为了

让子女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这就是母爱的伟大。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一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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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为我们遮蔽 的“荷叶”。我也相信当未来我们张开有力的翅膀翱翔于人生辽阔的蓝天的 时

候，一定能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 

第 2 篇荷叶母亲获奖教学设计一等奖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同学们，有这样一条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你们

能说说这条短信的故事吗? 

  师生共叙：5.12 汶川大地震中，在 都江堰一处坍陷的民宅上，一位已经死亡了的母亲

保持着双膝跪地、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自己身体的姿势。她的身下有个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孩

子安然无恙。已经死亡了的母亲的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

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位伟大的妈妈，和所有的妈妈一样，不但用血汗培养孩

子、而且用生命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位伟大的妈妈伟大无私的母爱，让所有在场的战士和

医生等救援人员泪流满面。大家说说，是什 么力量让母亲当时会有如此坚韧的毅力呢?这故

事说明母爱是伟大无比的，是的，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冰心的散

文诗《荷叶 母亲》 ，再次感受作者所歌颂的伟大无私的母爱。 

  二、作者简介。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繁星》、

《春水》、《往事》、《寄小读者》 等。 

  三、听朗读录音，整体感知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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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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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叶 母亲莲花送莲(眼前)写 景 

  赏莲(回忆) 

  荷叶雨打红莲 荷叶护莲 (眼前)①雷雨到来之前的红莲 

  ②雷雨越下越大时的红莲 

  ③被荷叶覆盖时的红莲 

  母亲由景入情，深情赞美母亲 抒 情 

  (写作特色：生动形象，情景交融) 

  1、文中写了莲花、荷叶、母亲，说说文章最主要 要赞美的是哪一个呢?(明确：母亲) 

  2、作者花大量的笔 墨写莲花和荷叶，对赞美母亲有什么作用呢? 

  (明确：为抒发对母亲的赞美之情设置生动的情景) 

  小结：写母亲是抒情，写莲花和荷叶是写景，两者结合，使情因景美而更真，景因情真

而更美。使文章达到生动形象，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四、问题探究 

  1、为什么要写与祖父赏莲? 

  (提问学生，教师点拨) 

  写“三蒂莲”初开，与大家 庭中添了“三个姊妹”映衬着写，暗示花即是人， 花瑞即

人祥，为下文以花比喻子女做好充分的铺垫。 

  2、 为什么 4—6段中作者 情绪的变化总是和花的处境的变化呼应着?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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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学生，教师点拨) 

  作者情绪：烦闷——不适意——不宁的心绪 散尽 

  “烦闷”是因为半夜的雨让白莲凋谢了，白瓣儿像小船一样飘散在水面上，开得正艳的

红莲会不会遭遇白莲的命运呢? 

  “不适意”的原因是雷雨越下越大红莲被打得左右倾斜。“我”无法可想。 

  “不宁的心绪散尽‘是因为母亲唤我回屋的同时，红莲旁边的大荷叶正倾侧下来覆盖在

红莲上面。母亲保护女儿的同时荷叶正保护这红莲(暗示母亲像荷叶)。 

  作者情绪的`变化与红莲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花本无情人有情，荷叶因有保护红莲这一伟大的举动，形象更美更高大了。那么像荷叶

一样的母亲呢? 

  这样文章由景自然生出对母亲的赞美之情。 

  3、文章本是写母亲，但又写了荷叶。试说说写了荷叶和不写荷叶对表现母亲形象的影

响。 

  (明确：写了荷叶，把母亲的形象置于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中，让母亲的美好形象更加

生动形象。) 

  4、文章结尾一段运用了什么修辞?全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运用比喻，把子女比作红莲，把母亲比作荷叶。抒发了对伟大无私的母爱的赞美之情。

点明主旨，深化情感。 

  五、用比喻的修辞仿写几句话，也表达我们自己对父爱、母爱或师爱的赞美之情 。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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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烛光里的妈妈》，进行情景感染) 

  六、展示学生作品 

  (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教师点评) 

  七、结课：同学们，《荷叶 母亲》所描绘的雨打红莲，荷叶护莲的情景，温馨感人，

既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又让人顺理成章的联想到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及关爱，从而使荷叶母亲

的形象 美好又伟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融入了母

亲浓浓的爱，清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出门前的一句句关爱的叮咛;临睡前掩紧的被角。用心

爱 着孩子是母亲生命的习惯。母亲就是孩子躲避风雨的港湾，当风雨袭来时，她们都会将

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在母爱的伞下，一切暴风雨都是脆弱的水珠。母亲一切的辛劳与无私

付出，都是为了让子女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这就是母爱的伟大。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

总会有一张永远为我们遮蔽的“荷叶”。我也相信当未来我们张开有力的翅膀翱翔于人生辽

阔的蓝天的时候，一定能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 

  最后让我们再次深情地朗诵文章结尾处作者深情赞美母爱的句子——(师生共同朗诵)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

荫蔽?” 

  下课。 

第 4 篇荷叶母亲获奖教学设计一等奖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是把教学原理转化

为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的计划。优秀的教学设计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荷叶母亲教学设计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多种方式品味本文朴实、清丽的语言。 

  3.学习诗歌托物抒情的写法。 

  4.体验人间真情，受到美的熏陶，在生活中学会感恩。 

  教学重点 

  1.体味诗歌思想感情，把握诗歌托物抒情的写法。 

  2.体验人间亲情并能表达出来。 

  教学难点 

  深层品位诗歌语言，体会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思想感情。 

  教学构想 

  以“情”牵引，以“读”强化，以“问”贯穿，以“悟”延伸。 

  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疏通字词，了解作者，并就自己疑难和感兴趣的问题，准备发言材料。

课前播放阎维文的《母亲》，渲染气氛。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一、故事导入，聆听母爱 

  1976 年 7 月 28 日深夜，唐山，在一间温馨的小屋里，年青的母亲正在缝补衣服，九

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熟睡。忽然，一阵地动山摇，一声巨响过后，房屋垮塌了，母子俩被埋入

废墟中。所幸的是，房顶的预制板是斜压下来，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房屋垮塌严重，只能

等待救援。三天过去了，由于严重脱水，母亲的奶水没了。孩子的哭声渐渐微弱。年青的母

亲心碎了，这时候，她摸索着将身边的缝衣针，毅然的刺进自己的手指。然后将刺破的手指

放进孩子嗷嗷待哺的小嘴。第八天清晨，救援人员终于掀开了压在他们头顶的预制板，那是

一幅怎样的景象啊，孩子脸色红润，宁静而安详，在早已死去的母亲怀里，睡得正香。在他

的嘴里，还含着母亲已经僵硬的、发白的手指…… 

  母爱是伟大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对母爱做过热情的讴歌。有首歌词写得好，“有妈的孩

子像块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冰心的散文诗《荷叶母亲》，一同感受作者所要歌颂

的伟大无私的母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母爱 

  1、走近作者，了解冰心。 

  师：冰心，大家熟悉吗? 

  生(介绍冰心)：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现代著名女作家。诗歌

代表作《繁星》、《春水》等。小学时学过冰心的作品《忆读书》《山中杂记》《再寄小读

者》。 

  师补充：看来，同学们都是有心人，课外已经对作者做了全面了解。冰心的创作内容大

致包括三个方面：母爱、童真、自然美。以宣扬“爱的哲学”著称。(学生批注)读冰心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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