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 我与
地坛教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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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教学要点：研读文章第二部分，体悟作者对母亲深挚的感情
并感受到伟大而深切的母爱。

一、导入：

天下的母爱都是相同的：无私，伟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我与地坛》第二部分，地坛淡化为背景，是人物活动的场
所，更清晰地浮现母亲形象。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怎样的形
象呢?母亲的什么品质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呢?请同学朗
读第二部分。

五个“知道”，“担心”，不仅仅是“担心”，还有“痛
苦”、“惊恐”。

阅读2、3、8段。“我”上地坛，母亲“送”;“我”在地坛，
母亲“忧”、“找”。“送”、“忧”、“找”，写尽母亲
的悲苦与操劳。(板书：送——理解、忧——坚忍、找——关
爱)

母亲没有退缩、没有消极的对待、更没有放弃，而是“承
担”这“苦难”，坚毅地走下去，母亲希望儿子找到一条通
向自己幸福的道路。理解儿子，关心儿子，意志坚忍，注定



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学生可回答善解人意、疼爱、理解、体
谅、宽容、痛苦、担忧、惊恐、默默承受、坚忍等)

并不是直接表现，而是通过自己心灵的对话，自问自思从我
理解母亲对我的爱展开。反复写表明对母亲的深深的歉意，
自己痛彻心肺的悔恨与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文章更加动人。
也更自然。

4、诵读第五段。

这些苍凉的文字来自心灵深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
出这样凝重苍凉的文字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色
下汩汩滚动的热流。

5、母亲的爱有什么特点?

母爱深沉而不张扬，平凡得让人熟视无睹。有谁能象史铁生
那样用心体味母爱呢?更多的时候，母爱都是从我们身边默默
地流走，熟视无睹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我们没有发
现她，她当然毫无怨言，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体验到
母爱应该是多么大的不幸呀!我们丢失了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

同时，她还希望儿子能够找到一条实现个人价值的路，走向
他自己的幸福。但这其中又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呢?她的内心一
直被这种矛盾反复纠缠而痛苦万分。

“我”所承受的，是我自己的不幸;母亲不但要承受“我”的
痛苦，还要承受不能将这种痛苦现于形色的痛苦。她不但要
随时准备接受儿子自杀的噩耗，还要想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
该怎样走。因此，作者说“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
的母亲。”

6、文中记录了母亲离去后，我摇着轮椅在园中度过的一天，
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



从清晨到白昼，从午后到傍晚，从日没到月升，“我”走遍
了这院子的每一个角落，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但是母亲却已
经离开了“我”，一切都不曾改变，但母亲却永远不会再来找
“我”了。“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落与惆怅，正如当初母亲
寻找“我”时的焦灼与茫然。到此时“我”已经真正懂得母
亲那份真挚、深沉、毫不张扬的爱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7、你是否能总结一下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母亲怎样的一种情
感?

作者回忆母亲，深深感悟到母亲的苦难和伟大。作者痛感自
己的母亲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她日日夜夜生活在愁苦之中，
生活在忧虑之中，她的母爱深沉而不张扬，她的悲苦深沉而
不外露，母亲是坚韧的伟大的。作者最为痛惜的是母亲早逝，
仅仅活了四十九岁，再也看不到儿子的出息。作者对文学成
就的追求，为母亲也是一个动机，母亲却没有看到儿子发表
作品的一天，没有看到儿子作品获奖的一天，未能分享儿子
的快乐。作者对母亲的悼念真是魂牵梦绕，痛切心肺。

小结：

作者读懂了母爱，理解了母亲的痛苦，也理解了母亲的命运，
体会到了强烈的爱与痛交织的情感。作者对母亲理解的过程，
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抒情层次：

首先，课文写母亲“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
子的母亲”，她顺从儿子的任性，宽恕儿子的烦躁，这不是
溺爱而是尊重，她试图从尊重入手接近儿子的心灵，从而了
解儿子帮助儿子。然后，作者写母亲内心的斗争。母亲是矛
盾的，从感情上讲，她不放心儿子去地坛，那是一个脱离了
她视线让她力不能及的地方;但从理智上，她感到儿子需要地
坛，需要一处可以在独处中完成人生再认识的地方。所以，
她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深明大义，她需要反复说服自己



才能看着儿子隐入地坛。母亲做对了选择，使史铁生得以在
地坛治愈了灵魂，然而母亲却为此押上了她最大的：“如果
他真的要在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再就是写儿子对母亲的回报。同朋友一样，史铁生也想让母
亲为儿子骄傲;同朋友不一样，史铁生的母亲死在49岁。这样
情况就倒了过来：曾经叫母亲操碎了心的儿子，现在该为母
亲心碎了。于是史铁生开始反省自己，在可能有过的许多追
悔莫及的事中，他写了一件，听任母亲找不到自己而不开口
叫她，他沉痛地说“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这是永
远无法补赎的错误，谁都不会怀疑史铁生的真诚。

最后，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
底是什么。”可以想象，作者将永远带着对母亲的怀念，背
负着母亲的期望，继续探索他的人生之路。

8、“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
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课文最后的这句话中的“车辙”“脚印”都是可以有象征意
义的，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从对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作者经过在地坛公园的长
时期静思，参悟了人生的意义，那么“车辙”就可以看作他
心灵求索的轨迹，这条轨迹肯定是十分复杂的，有直有曲，
有进有退，有交叉有重叠，密密麻麻，错杂纵横，直到最后，
作者才完成了他思想的第一次涅。然而，这结果可不是史铁
生独立完成的，也许他曾经这么认为过，但后来他明白了，
他精神跋涉的每一步，都有母亲的伴行。他的每一次绕行都
没有把母亲甩下，每一次挣扎都带给过母亲忧虑的哀伤，是
母亲目送他走过这条长路的。

现在，史铁生终于明白了母亲在那个阶段的作用，这是他的
第二次涅。作者回到园子中认识到园中处处都有过“母亲的



脚印”，处处都有母亲的牵挂与关爱。这样的总结，暗示
了“我”的成长时时处处离不开母亲的启发，母亲与地坛已
经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也早与“我”融为一体。

第二部分写母亲。他爱地坛，更爱自己的母亲，尤其体会到
母亲的痛苦与无尽的关爱以后。

开始是不理解母亲的，只是时时刻刻在想着自己不幸的命运，
等到他真正读懂母亲，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
倍的”以后，母亲却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于是就有了对母
亲重新认识，以及对母爱的更加细心的体察。母亲注定是活
得最苦的，因为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忽然截瘫的儿子，尽管
她情愿截瘫的自己，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她只默默地
承受，用无私的母爱包容着儿子的一切，她只好一天天地熬，
慢慢地等，等待儿子走出阴影。但是她终于没等到。儿子成
功之日，多么渴望和母亲一起分享。儿子第一次这样为母亲
想，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又摇着轮椅来到这古园，
他反复地想，为什么母亲不再等两年?他埋怨上帝的不公。他
反复想着同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就像他当初反复思考
生命与死亡一样。这时候，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他心
中“渗透得深彻”，而母亲那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
不张扬的爱，在他的印象中“愈加鲜明而深刻”，从而使他
对母爱有了更深的体会，对生活、对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这堂课的目标定位就是体悟母爱，感悟生命，课型设计为诵
读课。《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是篇有很厚重的沧桑感的散文，
节选的第二部分主要还是体现在对“母亲”的解读上。当时
设想就是想通过诵读去理解去感悟，想要在“读”字上下功
夫的。但选文较长，读完一遍需12分钟，一堂课也只能读三
遍，因此，在课堂设计上作了如下安排：第一遍自由朗读，
初步感知。让学生找出感动你的句子。第二遍为分线取舍朗
读。重点读了文中第二、三、八节，以体现母爱为主线的。



让学生体悟母爱的伟大就体现在“点点滴滴之间，平平凡凡
之中”。第三遍是教师的配乐朗读。目的是引领同学们进入
作者的情感世界，与文本与作者产生共鸣，引起心灵的碰撞。
在前面三遍“读”的基础上，让学生的情感和认识得到提升。
此时“母亲，我想对您说……”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因为有了前面那么多的感情铺垫和渲染，学生们正沉浸其中，
因此，才会那么动情，流着眼泪，发自内心地诉说自己对母
亲的感情。能让学生读出眼泪，是我设计这堂课的最终目标。

在很多时候，感人的文章是要去读的，惟有读才能更好地去
体味，去感悟。整堂课下来，感觉学生的“读”还不够充分。
教学目标中最后一条“启迪人生”已来不及深化。在“母亲，
我想对您说……”这个环节后，结合谢尔盖叶赛宁（俄）的
《给母亲的信》，让我们同学感受到自己的文字也如同诗人
一样有感情，有诗意。但最后这个环节因时间的匆忙而没有
做充分，这是非常遗憾的。

语文课堂要充满朗朗的书声，语文课要成为学生最感动的课，
我奋斗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让语文课充满爱。

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品味文章深沉绵密的语言

2.理解、体味史铁生对“生命”的感悟。

一、导入：

师:请大家看看这个“人”字，你们知道它为什么会稳稳地站
着吗？因为它有一撇一捺，因为它有两条“腿”，正是这两
条腿撑起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健康的人。而著名作家史铁生，
在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属于他的世



界轰然坍塌了，他一度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但他最终勇敢
地站了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人生的支点，使他走
出了人生的低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史铁生，走近
他的代表作——《我与地坛》，用心灵去丈量他从痛苦之中
挣扎而出的脚步。

二、出示目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与地坛》这一课的学习目标：

学生齐读：

1、品味作者深情的语言

2、理解、体味史铁生对“生命”的感悟。

对生命展开思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有时我们需要这份
沉重。希望用心思考，用心感悟。

三、分析课文

1、文章分为两部分，通过预习，我们知道这两部分分别写了
什么内容？

师：我与地坛、我与母亲。（板书我地坛母亲）

2、我与地坛

生：荒芜。

师：荒芜体现在哪里？抓取文中重点文句

生：第三段，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到处的野草荒
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师：荒芜还在哪处体现？哪位同学还有补充？

生：第一段，废弃的古园，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
很少被人记起。

师：现在请同学告诉我北京的好去处多了去了，这样一个荒
芜冷落的地坛史铁生为什么如此痴迷呢？（单单是因为位置
近吗）

生：（一个是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
人，一个是历尽四百多年岁月沧桑而被废弃的园子；一个由
狂妄而自卑，一个由繁华而荒芜。他们有着共同的被“遗
弃”的命运，有着同样一颗受伤的心，所以才会有着对话与
交汇的可能。很快地，他消极颓废的精神状态和地坛融为一
体）

师：正如文中所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
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历尽四百多年沧桑的地坛展现给我们的是否仅仅是荒芜呢？
作者是从哪看出它不衰败的？请一个同学朗读有关描写文字，
要求声情并茂。

具体体现在哪里？

生：第五段，蜂儿、蚂蚁、瓢虫、露水、草木。

师：同学们回答得都很好，下面我在大家回答的基础上，谈
谈对这些写景的理解。它是史铁生内心挣扎的形象表达。它
的心理忽而很稳定，忽而又很不耐烦，忽而想到过去，深深
寂寞，忽而想透什么，内心爆发出万道光芒。总之，痛苦飘
忽不定。但是，地坛最终还是给了史铁生内心的平静。因为
只有内心平静了，他才可能关注那些纤细卑微弱小的生命，
也才能美妙的天籁之音。



幻灯2：这样荒芜并不衰败的地坛，给逃避现实的史铁生怎样
的生命感悟？（板书：生命感悟）

（怎样活的问题。）

师：作者在地坛里思考了十五年，他想以怎样的心态活下去？
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年中……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看看地坛给作者怎样的答案。

生齐读：“六个譬如”

(像石门落日那样活着，即使即将下沉也要将地上的每一个坎
坷照得灿烂，生命的最后光辉依然绚烂夺目；像雨燕那样活
着，勇敢迎击风雨的挑战；像孩子们那样快乐地活着，在冬
雪覆盖看不到一点生机的时刻，用脚印来讲述生命的触角正
在不断延伸；像巷中的古柏一样活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宠辱皆忘，坦荡自如。地坛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
琢，可它那种醇厚沉重、超然博大的历史沧桑感和喧嚣不已、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是谁也不能改变的。)

师：汪国真曾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心晴的时候，
雨也是晴。”他是从凄凉之中，看到美好，看到人生的丰富。
）

正如《我与地坛》第七部分中说：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
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在这一面熄灭着走下去，散尽
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上烈火朝
晖之时。

在这一方看来是落日，在另一方看来却是旭日；在悲观者看
来是落日，在悟出了人生哲理的人的心里和眼里，看到的却
是旭日东升。

师小结：至此，他看透了生死，完成了自己的涅槃，走出人



生困境。（板书）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
的精神家园。地坛和我融为一体，这个自然（板书）中的地
坛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3、我与母亲。

师：（史铁生在走出人生困境的过程中其间浸润了多少艰辛
的血和泪，但是有一个人一直陪伴他左右，承受多少倍难言
煎熬的那就是母亲）

师：作者说他“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
怎样的难题”（幻灯展示），那么作者以前的行为给母亲到
底出了一个什么“难题”？（让学生快速阅读2段）

师：“难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儿子的行为给母亲出
了一个什么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二段中，写“母亲”无言地帮“我”准备，又目
送“我”去地坛时，连用了五个“知道”和一个“不知道”，
体现了母亲疼爱儿子担心儿子，但同时她又理解儿子，可以
想象母亲当时想让我出去但又担心在园子里胡思乱想，想问
又却又怕会触碰到儿子的伤口、想关心却又不知道为儿子做
些什么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可以想象母亲整日处于怎样的诚
惶诚恐的两难煎熬中）

师：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位什么样的母亲？

生（是一位“疼爱”而且能够“理解”儿子的母亲。是一位
注定“活得最苦”的母亲，而且是一位“聪慧和坚忍”的母
亲。）

对，同学们，一个人的痛苦分给两个人来承担，那么，这种
痛苦会减少一半。我要说，孩子的痛苦分担给母亲，母亲的
痛苦就会加倍。爱有多深，母亲的痛苦就有多深。在我精神



跋涉的每一步，都有母爱的伴行，就像文中所说：“多年来，
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
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生：（应该像母亲那样，勇敢坚强地面对人生的不幸，
让“坎坷”灿烂）

（母亲用自己战胜命运的坚实行动，关心儿子而毫不张扬的
爱和对儿子出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来暗示儿子，人一生一世，
要经受得住命运的千锤百炼，要战胜困厄痛苦，摆脱伤残的
羁绊，走出心灵的阴影，这样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其实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有一些事情，当我们
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当我读懂母亲时，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
我了。

你知道吗？双腿瘫痪，我暴怒无常的脾气折磨着母亲时，母
亲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睡不了觉，我一直都不知道，
当她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当他
被人用三轮车送去医院，我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文中用了那么多“我才想到”“我才渐渐听出”“我才有余
暇想”“才有点明白”的语句，饱含了对母亲无尽的歉疚和
抱憾终生的痛悔。世间最悔恨的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这
里不仅写出了母亲这一辈子给了我生存的启示，同时也是一
首献给母亲的赞歌。

史铁生把这么痛的领悟奉献给了我们：“我真想告诫所有长
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犟，羞涩就更不必，
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教师小结：有一种爱，超越生死，刻骨铭心；有一种爱，血
浓于水，动人肺腑，这就是母爱，这就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亲
情。如果说地坛曾经是我的精神家园，那么母亲无疑是我生



活的精神支柱，他重塑了自我。他们就像两条腿一样，共同
撑起了我们大写的人生，让我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与地坛》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我与地坛》这篇课文我用了两个课时。在上第二个课
时“我与母亲”这一部分时，由于我的嗓子有点哑了，于是
就想着自己少讲一点，也给个机会，让学生多讲一点。

“我与母亲”这一部分主要是让学生体悟到作者对母亲的情
感。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讨论母亲在史铁生心目中的
形象，要求从原文中找出依据。对于讨论，学生向来是很喜
欢的。热闹地讨论之后，学生也能踊跃发言。基本上，学生
都能从原文中找出描写母亲的句子。但是，学生对于母亲的
形象，仅仅只是说“对儿子无私的、伟大的爱”。抓住这点
之后，无论找到什么句子，都是说明了母亲这样的形象。

学生能找到关键的句子，这很好。但是，对于文本的解读还



是不够的，不能从某一个具体的句子出发来分析人物形象，
这是我需要去引导的。

我与地坛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教学设想】

1、从课文入手，按母亲的“形象美——群像美——意象美”
的思路，引导学生去认识母亲的人性美、人格美，从而受到
美的激赏并得到别一种阅读方法的感悟。

2、制作与教学相配的课件，增强审美效果。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导入

屏幕显示：湛蓝的底色，以地坛为背景，左上方写着《我与
地坛》——史铁生，右下方史铁生坐着轮椅，微笑着。左边
字幕：母亲的形象美、群像美、意象美。

第一节里，史铁生搏击命运，摆脱阴影，感悟人生，超越死
亡。他认识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
然会降临的节日”。由此超越了“死”，接下来超越“生”
更不容易，有一个人，在他超越“生”的过程中，一直陪伴
和帮助他，这个人是谁？是他的母亲。我们今天就从史铁生
的母亲的形象入手，来进行关于母亲的审美阅读。

二、审美阅读

1、母亲的形象美。

送——理解



请一个同学朗读第3自然段，配乐马斯涅的小担琴曲《沉思》，
分析通过母亲的举动，表现了母亲怎样的品格？屏幕显示：

忧——坚忍

母亲的形象美

找——关爱

课文中2、3、8自然段直接回忆描写了母亲当年的惊恐不安、
忧愁和痛苦，但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在默默地忍受、苦苦
地支撑。

第9段有一句话：“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
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为什么？回答是：母亲并不
企求儿子显赫成名，只是希望儿子在苦难面前，能经受起考
验，像普通人一样，坚强地生活。文中哪句话印证了这一点？
第9段结尾“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
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
刻”。这就是文中母亲的形象美，她的美是坚忍博大、可歌
可泣的。

其它几段多是自我反思的段落，作者在沉思中感悟，在内敛
中喟叹，自诉自省自责自悔。文章的风格可以概括为（屏幕
显示）：

回忆与自省交融赞美与忏悔并存

如泣如诉的风格感悟思辨的基调

2、母亲的群像美。

推而广之，在我们的记忆中，从古到今，有哪些颂扬母亲的
故事和诗文？



讨论之后，屏幕显示：电影背景，字幕

孟母三迁

欧母教读

岳母刺字

母亲的群像美

一、纸船

——寄母亲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他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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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名言：“造就我的，便是我的母亲。”——爱迪生

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惟有母爱才是真的，永恒的，
不灭的。——印度普列姆昌德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意大利
但丁

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雨果）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
唤，就是“妈妈”。（纪伯伦）

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米尔）

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
伴侣。（郑振铎）

母爱是多么强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感情。
（邓肯）

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
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惠特曼）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高尔基）



人生最美的东西之一就是母爱，这是无私的爱，道德与之相
形见拙。（日本）

妈妈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英国）

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
的，不灭的。（印度）

记忆中的母亲啊！最心爱的恋人啊，您是我所有的欢乐，所
有的情谊。（法国）

在孩子的嘴上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英国）

母爱是人类情绪中最美丽的，因为这种情绪没有利禄之心掺
杂其间（法国）

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法国）

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
荒漠。（英国）

孟母为了选择孩子成长的最佳环境，三迁其居，培养了中国
思想文化史上的“亚圣”；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用苇杆在
沙地上画字教他认读，成就了一代文豪，彪炳千古；岳母在
岳飞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教导出一代名将，千
古英雄。

母亲的伟大还在于：母亲千辛万苦养育了孩子，一旦国家和
民族需要时，母亲又毫不犹豫地献出他们的至亲至爱，放映
电影《苦菜花》《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片段，然后屏幕显
示：是母亲养育了孩子，成就了孩子，而当祖国需要时，母
亲又义无反顾地献出他们的孩子，母亲是崇高的、伟大的、
无私的。母亲的人性美、人格美闪烁着永恒的光辉，照彻天
地和宇宙，贯穿远古和未来。



母爱是伟大的，也是无私的，她沉浸于万物之中，充盈于天
地之间。她就像一场春雨，一首清歌，润物无声，绵长悠远。

3。母亲的意象美。

千百年来，我们感谢母亲，歌颂母亲，常选用哪些审美意象？
它们分别表现了什么审美内涵？屏幕图像滚动播出：春晖、
大地、江海、港湾、大树、祖国。

其审美内涵是：

大地——丰厚

祖国——归依

春晖象征母爱的温暖；大地象征母爱的丰厚；江海象征母爱
的包容；港湾象征母爱的安全；大树象征母爱的支撑；祖国
是我们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归依。定格显示字幕：

春晖——温暖

港湾——安全

母亲的意象美

大树——支撑

江海——包容

其中可吟唱《小草之歌》《大海啊，故乡》等歌曲体味，放
配乐诗朗诵——余光中的《乡愁》。

经过这一番审美辨析，我们再回到课文，对残疾人的母亲进
行最后的审美观照，谈谈你知道的残疾人的母亲的故事：



故事一：快80岁的著名影星秦怡，有一个50多岁的残疾儿子，
秦怡不仅料理他的生活，还让他学绘画。一个西方著名的电
影制片人知道了大为感动，收藏了她儿子的画，并说，他收
藏的不仅是一幅残疾人的画，更是一个残疾人的母亲的伟大
人格。

故事二：香港弱智儿瘐文瀚走失，下落不明，其母花费巨资
四处寻找，两年多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故事三：武汉20岁的武警战士方超追击歹徒，被歹徒的子弹
击中大脑，成了植物人。母亲每天在他耳边呼唤他的名字，
讲他儿时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唤醒了他，这是
母爱的奇迹。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年青的警察方
亮面对持抢歹徒奋不顾身，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方亮
的大脑。经过多方抢救，英雄的生命终于得以保全，但他被
医生断定为终身卧床的植物人……在随后的五年里，多个日
日夜夜，是母亲的爱让英雄的生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三、总结

残疾人的母亲，她们比平常的母亲更为痛苦，更为不易，她
们注定是没有回报的，她们是一辈子的苦役，所以她们的爱
更加无私，更加超功利，更为伟大，更为崇高，因而更具有
人格美、人性美，是人间爱的极致、美的极致。

四、作业课后写作研究性论文：《关于母亲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