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游子吟的教案(优秀7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游子吟的教案篇一

一个早春的晚上，一位年迈的老母亲正在为她那即将远行的
儿子缝补衣服，她借用着那微弱的烛光照耀着她的针头，她
笑眯眯地望着针头，用那细小的缝衣线对着针眼串了进去，
她的双膝上放的是儿子那身当官时穿的官袍，虽然已经破旧
不堪，但母亲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补得十分密集，因为儿子常
年在外做官，衣服破了无人缝补，所以怕衣服穿得时间短、
破得快。儿子深情地望着母亲，一会儿拿针在头皮上蹭蹭，
那灵巧的双手缝补着破旧的衣服，满面红光地微笑着，满面
的皱纹也舒展开来。儿子看着书，不知不觉地流下了两行滚
烫的热泪，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母亲缝补完了衣服，就开始为儿子收拾行装。老妈妈还不时
地回过头来，深情地对儿子说：“儿啊，记得当官的时候别
总惦记家里，要当一名好官，多替老百姓着想，多替老百姓
办实事，要经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好啦，天也不早了，早点
休息吧，明天早晨还要赶路呢。”儿子看见了母亲为他缝补
的衣服和以前一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哪是母亲缝的衣
服啊，明明是母亲一颗慈爱的心啊！母亲的手十分灵巧，针
脚没有一点缝补的迹象，真的难为了她老人家了。

天刚蒙蒙亮，儿子就要出发了。临行时，深情地母亲
说：“娘啊，孩儿一定会谨记您的教诲。待我功成名就之时，
一定会回来报答您老人家的！”母亲拉着儿子手，心疼地说：
“儿啊，你在那边无依无靠的，能坚持的了么？要多……”



儿子仰天长叹：“哎！到底谁能说得清，我们做儿女的，那
小草一样的细微的孝心，能报答得了母亲那阳光般的温暖恩
情呢？”母亲望着儿子那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只怨儿子回来的时间太短了，要是再长一点儿，那该有多好
啊！但是，在母亲的眼里，没有流露出一丝的忧伤，因为儿
子已经努力地当上了地方官。

儿子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耳旁时时萦绕着母亲对他的谆
谆教导——做好人，当好官。

游子吟的教案篇二

第一段：游子吟是唐代诗人杨慎所作的一首诗，描绘了游子
离家的辛酸与思念。每当我阅读这首诗，都能深刻地感受到
离家的游子的郁闷和心痛。这首诗不仅让我回忆起自己离家
的时刻，也让我对离家游子的心境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第二段：这首诗以描绘孤单的画面开始，游子离开家乡后，
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感到孤独无助。诗中
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描述，表明了游
子在陌生的地方，意识到自己和家乡的距离远大于想象之中。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离开家乡时的同样心情，无论身在何处，
自己都是一个“孤帆”，被远远地抛弃在陌生的城市。

第三段：诗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的句子，表达了游子对家乡温暖的思念。这些句子深深
触动了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离开家乡的游子的思念之情。
我记得离家的那一刻，我也扭过头，望着曾经熟悉的街道和
亲人，不禁流下了悔意的泪水。回到老家，却发现已经面目
全非，曾经的亲友不在，那感觉真是令人伤感。

第四段：游子吟中的情感并不只有离愁。诗中也描绘了战乱
年代游子归家的难题。诗中的“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忽梦
少年行。见客户回临剑阁苑，忘言渡头泪沾行”的描述，使



我联想到许多离家出征的士兵，他们经历战争荼毒，痛苦无
比，对家乡的思念使他们既欢喜又忧伤。当士兵终于回家时，
也许家人朋友已经离世，只能孤独地诉说着自己的辛酸与思
念。

第五段：游子吟这首诗让我意识到离家并不只是单纯的身体
层面，更是一种情感的呈现。即使身处千里之外，游子的心
始终牵挂着家乡，无论风雨还是晴天，只要弹琴一弄，那心
中困扰和离愁都能在音符中表达出来。这首诗是游子心境的
真实写照，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离家游子的辛酸和思念，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和家人。

总结：游子吟这首诗深刻地描绘了离家游子的心理状况，无
论是孤独的感受，还是对家乡的思念，都让我感到心酸。它
让我思考离家的游子的遭遇，也让我意识到离开家乡的重要
性和家人的珍贵。正因为如此，当我阅读游子吟时，我能够
更加深入地理解离家游子的心境，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他们
的辛酸与思念。

游子吟的教案篇三

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为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

临行她忙着缝得严严实实，是担心孩子此去难得回归。

谁能说像小草的那点孝心，可报答春晖般的慈母恩惠？

寸草：比喻非常微小。

三春晖：三春，指春天的孟春、仲春、季春；晖，阳光；形
容母爱如春天和煦的阳光。



游子吟的教案篇四

作为一名年轻的游子，我有幸来到长陵，亲身感受到了这座
古老文明之城的独特之处。长陵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化遗产，更有让人陶醉的美丽景致。我深深被这里的人
文景观和人民热情所吸引，在游览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许多
启示和体会，也对生活产生了新的思考。

第二段：历史文化的震撼

游子长陵的首要感受莫过于历史文化所带来的震撼。在参观
长陵的博物馆时，一幅幅珍贵的文物和历史图片向我讲述着
千年的故事。这座城市曾经是古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地，每一
处古建筑都透露着深邃而庄重的气息。长陵展现出的独特历
史文化令我想到自己所生活的当下，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怀揣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传承和保护它们，并对
过去的智慧致以敬意。

第三段：自然风景的美妙

除了历史文化的震撼外，长陵还以其美妙的自然风景令人倾
倒。在长陵的山水间漫步时，我被这里山青水秀的景色所折
服。雄伟的山川与碧波荡漾的湖泊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如
同仙境一般的美景。这里的自然环境给人以宁静与美好的感
受，也让我深深地意识到珍爱环境的重要性。作为人类的一
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让这样的美景
延续下去，让后代能够继续享受到自然带来的美妙。

第四段：人民热情的感受

长陵的人民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当地居民的交
谈和接触中，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友善和真诚。无论是向陌生
人提供帮助，还是在交谈中流露出的关心与热情，都让我觉
得这座城市充满着人文关怀。这种人民热情让我想到了社会



的温暖力量，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带给别人快乐和温暖。我决
心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向他们取之不尽的友善与真诚的力量，
以回馈这个社会。

第五段：心灵的觉醒与思考

游子长陵之行使我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地旅游，更是触动了我
的心灵。长陵的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和人民热情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深入的游玩让我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和价
值。我明白了学习历史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明白了生
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明白了友善关怀的力量。游子长陵之
行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探索者，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等待我
去发现和实践，我要积极主动地追求知识、关爱他人，并为
这个世界带来正面向上的影响。

总结：长陵之行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它提供了我对
历史文化、自然美景和人民热情的深入体会。这次旅行让我
更加明确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许。我要铭记长
陵所教给我的一切，努力成为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感、有友
善关怀的人。

游子吟的教案篇五

一个冬天的晚上，寒风呼啸，小山村已是一片寂静。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因为明天一早，我就要赴京赶考
了，就要离开哺育我二十多年的老母亲。

这时，我看见一个瘦小的影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年过
花甲的老母亲。咦，母亲怎么还没睡呢？原来，她正在缝补
我那破旧的衣服。

一阵寒风吹来，母亲直打着寒战。这时手已经冻得发紫了，
但她只是哈了一口气，使劲地搓着手，接着又一针一线地缝



了起来。

寒风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将蜡烛吹灭，母亲无奈地望着那不争
气的蜡烛，用那冻僵的手一次又一次地把蜡烛点燃。微弱的
灯光照着母亲，我发现母亲又多了几根白发。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八岁那年发生的事情：

老师让我们每人买一本《三字经》，可是我家境贫寒，有时
候，连饭也吃不饱，哪还有钱买一本书啊！我决定不告诉母
亲。可是，不知道什么风把这消息吹到了母亲的耳边。那天
我一回家，母亲就把一本崭新的书递给了我，说：“儿啊，
你明天就把这本书带到学校里去看。”后来，我才知道，母
亲用家里的最后一点积蓄，给我买了这本《三字经》。

“喔喔喔——”公鸡打鸣了，太阳露出了鱼肚白，母亲轻轻
推了我一下，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看见我津津有味
地吃了起来，母亲会心地笑了。

我吃完了，母亲把我送到了村口。看见我远去的身影，她的
眼睛湿润了。

我望着路旁的小草，不仅吟诵道：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哦，无言的母爱！



游子吟的教案篇六

游子长陵，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史之作，表
达了游子们在外漂泊、思念家乡的心情。在阅读这首诗后，
我深感游子长陵的魅力和内涵，也对离乡背井的游子产生了
更深刻的体会。

第二段：家国情怀

游子长陵首先让我感受到的就是浓郁的家国情怀。诗人字字
蕴含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久别重逢的期盼。他从古
代人物的角度切入，将自己与古人相提并论，表达了自己作
为游子的身份，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心中的乡愁永远铭刻在
心。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让我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游子们的辛酸和忠诚。

第三段：困境与坚守

游子长陵还描绘了游子们在异乡漂泊的艰辛和困境。他们与
异乡人民的生活差异，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以及对未来
的担忧，都使得游子们在心灵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
游子们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坚守着自己对家乡的眷恋，不
忘初心，将坚定的信念化作前进的动力。这种坚守精神深深
地打动了我，让我明白了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真正的归
属。

第四段：远离故乡的思考

读完游子长陵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如此多的
人愿意远离自己的故乡？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比古
代诗人艰苦得多。或许是因为游子们渴望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也可能是出于经济、学习等各种考虑。无论原因如何，我相
信，既然选择了离乡背井，就应该带着敬畏之心面对新的环
境，尊重异乡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努力实现与这个地方



的共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五段：回归与成长

游子长陵最后一句“长相思，摧心肝”，语言简练却表达了
深沉的情感。这既是对故乡的回归，也是游子们经历了离别
与成长。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和对人生的思考，游子们逐渐拓
展了视野，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在回归的过程中，他
们收获了知识、经历了挫折，也增长了见识和智慧。游子长
陵让我明白，离乡背井并不仅仅是一种牺牲和困苦，同时也
是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总结：

游子长陵是一首真实而深刻的诗歌作品，它描绘了游子们在
外漂泊的心情和经历。这首诗引发了我对离乡背井和远离故
乡的思考，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游子们的辛酸和成长。在
异乡求学或工作的道路上，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回乡的机会，
将这种心得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不忘初心，坚守眷恋，努力
成长，才能拥有一个更宽广的天地，也才能真正找到归属的
感觉。

游子吟的教案篇七

今天，我读了唐代孟郊写的《游子吟》这首诗后我思绪万千。

俗话说母爱是伟大的，难道父爱就一文不值么？所以我把
《游子吟》这首诗作了一下改写。

《游子吟》

现代 范智杰

慈父手中棍，



游子学习好。

临行再嘱咐，

意恐考不好。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这就是我做的现版 《游子吟》。哈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