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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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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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 18课 

课题：《慈母情深》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 正确认读、理解“失魂落魄、鼻子一酸”的意思。  

2. 默读课文，抓住“失魂落魄、鼻子一酸”梳理令人感动的细节

描写，并提炼成关键词，明晰作者情感变化的过程。  

3. 聚焦特殊的语言现象，推敲、比较中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体

会细节描写展现人物内心的作用并能动情朗读。  

4. 关注细节描写在文中的安排，体会细节描写推动故事情节的作

用。  

5. 在学习语言、体会语言的过程中，学习写作手法，感受慈母情

深。   

二、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通过外貌、语言、动作描写体会母亲的伟大，激

发热爱母亲的思想感情。 

三、课前教学准备 

搜集和母亲有关的诗歌及梁晓声的作品、学习单、课件。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课前三分钟口语训练 

主题：说说体现父母爱你的一件事。诗中描写的是谁？（母亲），

接下来请同学都说说在你的生活中，体现父母爱你的一件事。 

 

（二）导入新课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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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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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梁晓声，也想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在朗读者的第九期，

他来到了朗读者这个节目，朗读了这一篇他自己写的慈母情深，今天

就让我们跟着朗读者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吧。 

 

（三）探究新知 

（1）检查预习，设置悬念： 

出示词语：龟裂、失魂落魄、鼻子一酸 

设置悬念：作者为什么会鼻子一酸？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抓住感动的面   

·自学→当堂练习 

令你、令作者感到鼻子一酸的句子是                        。 

·汇报展学 

2．提炼感动的点   

·当堂练习 

随机出示句子，找出关键词：这句话的关键词是                 。 

·小组交流学习 

·汇报展学   

（1）小组合作过程中，教师择优让小组书写并板贴部分提炼成果。

（2）小组派代表分类，说明分类的理由，概括标题。 

 3．连成感动的线  

（1）借助板贴：“失魂落魄、恶劣的环境、艰辛的母亲、鼻子一酸”

把这个故事简单地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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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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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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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生合作，抓住这些重点的句子，串读这个感人的故事。   

（3）精读品析 

品读心情，了解人物外貌、动作、语言的描写。 

·自学 

出示人物动作外貌描写的句子，对比不同的描写方法：慢镜头与快

镜头。 

·展示提升，教师精讲点评 

揭示细节描写的一大作用：通过一些关键词、表达方法，表达自己

的内心世界。   

（4）多元拓展，点题课题。   

（1）补充资料一：当时家庭情况。  

（2）资料补充二：一本《青年近卫军》需要的钱在当时的价值。  

（3）可我向母亲要钱时，母亲却是干脆地一——“塞”。  塞出了----

慈母情深。 

（5）梳理情节梯，感悟心路历程。   

1． 抛出新话题。 

2． 引导发现：   

（1）根据细节描写出现的顺序与位置重新整理板贴。形成情节梯。 

（2）发现：作者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体现了一个顺序。  

3．帮我们的朗读者再现当时的一段心路历程。 

4．根据学习成果揭示细节描写的另一个大作用：推动故事情节。  

5．升华结题，出示朗读者视频，再次有感情朗读课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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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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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板书设计             

 18*  慈母情深 

 

（情节梯） 

 

                                    

这是一位                     的母亲 

                             

     

（七）教学反思 

     （一）亮点： 

 

 

     （二）改进环节：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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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 18 课 

               

                

       
 

 

 

 

 

 

 

 

 

 

 

教师：   罗    娟          

 学校： 芒市风平镇小学     

   时间： 2018 年 11 月 16 日   

 

 

 

 

《草原》教学设计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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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草原》是人教版五四学制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散文，主要讲述了作者老舍先生第一次进入内蒙古

大草原时所看到的美丽景色，以及受到内蒙同胞热情款待的情景。课

文语言清新优美，线索清晰分明，赞美了草原的美丽风光，表达了蒙

汉两族人民的深厚情谊，体现了祖国是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本课以简约的文字描写了美丽的草原风光及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的民族风情。课文运用了写景、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在静

与动的变化、对比中，凸显了草原的风光之美、人情之美。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学会本课生词，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一自然段。 

3.理解课文内容，领会课文中对事物静态和动态的描写。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欣赏图片、诵读，想象等方法走入文本的情境，体会文章表达

的情感。 

2.通过替换、比较等方法体会语言的简约之美。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汉蒙情深、民族团结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热爱草原、热爱草原

人民的感情。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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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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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的情境，体会文章表达的情感。 

教学难点: 

1.具体体会课文中的静态、动态描写。 

2.体会民族团结之情。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创设情境。 

师:同学们，你们去过草原吗? (播放草 原风光课件)在我国内蒙古、

新疆等地有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湛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一碧千

里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正悠闲地吃草、散步；小丘线条柔和、颜色

碧绿。远处的小河像-条明晃晃的长带迂回曲折。--作家老舍访问内

蒙时，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草原的美景，油然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目睹了蒙族人民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又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情

意。作者把这些内容都活灵活现地写下来了。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

随着老舍先生的描述走进草原去看个究竟吧。 

2.板书课题，全班齐读。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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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欣赏草原风光，把学生带入草原情境，带给学

生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入其境，爱琪美”，在感到喜悦、快乐

的同时，强烈的求知欲油然而生。通过介绍老舍先生的资料，体会老

舍先生不仅是文学家，还是语言大师，为后续教学体会语言文字之美

作铺垫。 

二、交流预习，检查字词 

1.通过昨天的预习，你们都有哪些收获？ 

2.出示词语，学生认读。 

勾勒  境界  洒脱  鞭子  疾驰  彩虹  马蹄  豆腐  拘束  

羞涩  摔跤  襟飘  带舞 

指名读，男女生读，全班齐读。 

3.指导书写生字。(如：涩) 

个别展示，集体评议。 

4.理解重点词语。 

渲染：画国画时用水墨或淡色涂抹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 

勾勒：用线条描画出轮廓。 

回味：在回忆中细细体会。 

疾驰：飞快地奔跑。 

襟飘带舞：衣襟和裙带随风舞动。 

迂回：弯弯曲曲，来来回回地环绕。 

天涯：形容极远的地方。涯，水边。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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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和预习方法。准确掌握本课

生字词，指导学生读准字音，注意字词的书写，并理解了重点词语的

意思。 

    三、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默读课文，用简洁的语言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学生汇报。 

课件呈现：课文记叙了作者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草原看到

的美丽景色以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 

2.指名朗读，理清脉络。 

(1)思考:这篇访问记按什么顺序记叙了访问的过程? (这篇访

问记按地点转换的顺序写了访问的过程:初入草原→接近公社→

蒙古包外→蒙古包内→告别草原。) 

(2)按访问的过程，课文可以分为几段?为什么? 

(可以有三种分法: (1)按自然段可分为 5段； (2)按初见草原

景色一访问陈巴尔虎旗公社，可分为 2 段； (3)按初入草原一

途中见闻一蒙古包外、内，可分为 3段。学生按其中哪一种方法

来分段，都可以。) 

   （3）按第一种分法，分段并概括各段段意。 

第 1段：看到了草原的美丽景色。 

第 2段：初入草原，快到公社时看到的景色。 

第 3段：蒙古包外的握手欢迎。 

第 4段：蒙古包内的盛情款待。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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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斜阳下的话别。 

[设计意图]在这一环节，教师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默读课文，

从整体上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二是在了解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段

并概括段意，理清了文本的层次。总之，在这一环节，培养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也为下面的教学做好了准备。 

四、研读课文，加深感悟 

（一）研读第一部分，体会草原美。  

1.师：老舍先生到过草原吗？你从哪里知道？ 

    比较句子: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 

师：老舍先生说:“一字末宜忽，语语悟其神”，一个逗号，一个

停顿，写出了老舍先生第一次到草原的事实。 

2.出示自学提示: 

默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想: 

①老舍先生笔下的草原景色美在哪里?请用不同颜色的笔分别画

出描写天空、天底下、小丘、羊群的句子。 

②读一读：这些句子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想象一下那是一幅怎

样的画面? 

3.学生在小组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师巡视。 

4.学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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