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的童年教案设计(汇总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的童年教案设计篇一

我教完胡适《我的母亲》一文，感想较多。

首先，课文的主题非常贴近学生实际。课文以质朴真切的叙
述语言，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位既普通又伟大的母亲形象，
很好地表现了母亲那无比诚挚的爱子之情和优秀的性格品质，
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怀念和敬爱。每个学生对母爱的感受尽
管不同，但这一血浓于水的人间最爱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则是
无价之宝。

其次，结合学生的已有经验进行教育教学。在上课前，我让
学生如实地介绍自己的母亲的性格：有说温柔善良的；有说
焦躁泼辣的；有说任劳任怨的；也有说没有主见的……学生
众说纷纭，引得大家捧腹大笑。然后，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
课文以感知文意，进而在老师的点拨下归纳文中的母亲性格。
由于有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大家分析胡适母亲的性格时绝大
多数同学显得得心应手。

最后，我在总结语中这样说道：“如果我学得了不拿别人一
针一线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丁点诚实守信的好品德，
如果我能理解人，尊重人——我都得感谢我那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慈母。”看着同学们伸颈、侧目进而微笑的神情，不言
而喻，大家的心田都被深深的母爱所滋润了。



我的童年教案设计篇二

十几年来，我的语文课总能给学生以不同的感觉，我的课对
传统的课来说其实不能说是课，因为课堂上我喜欢瞎扯，说
这说那，东拉四扯，海阔天空，信马无疆，扯到哪儿算哪儿，
评课者是很感冒的，谆谆教导我，不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
里算哪里，放开教学，就是要放得开，为什么要收回来呢？
其实收不回来是也没有关系的，学生其实在我瞎扯时是最认
真的时候，也就是教学效果最佳的时候，他们听着听着，就
流哈拉子，一不留神，就下课了。

让自己那充满智慧的'语言、灵动的语言、个性的语言、幽默
的语言、甚至是勇敢的语言，更甚至那些语惊人倒的语言，
全都犹如钉子般一个一个地钉进学生的心里，一翻学生作文，
写下的全是我慷慨激昂的气势，看到这样的作文，如果我改
的卷子，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给高分呢？所以学生总是对我的
课充满着期待，希望我带他们到处神游，好不快活。自己的
肚皮“吃”得饱饱的，并富有全面的营养，然后，“大腹便
便”地走上课堂。

一番神聊海侃，学生就得要领，就得新知，就解学生心中之
惑，使难点疑点就通通变成亮点，真是事半功倍，挣得满堂
悦色。

我的童年教案设计篇三

人教版《我的母亲》（胡适）是一篇自传体式文章，文章的
前四段是写的作者的童年生活，五至十三段写的母亲对我做
人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处理这一节课的时候，考虑到教授的是第一课时，首先让
学生接触到有关胡适的文学常识，在充分读课文的基础上，
处理课文的生字新词以及梳理课文的结构。然后，重点处理
课文对母亲的描述，写了几件事以及表现了母亲的怎样的品



质。最后，便是当堂检测。

整堂课下来，首先是没有完成课前的打算，课前的预设不充
分。在讲授的内容上，不能做到精讲精练，切实做到使学生
在课堂之上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总之，这一堂课是不成功的课。

我的童年教案设计篇四

今天第一节课学习了胡适的《我的母亲》，虽然课前设计，
自认为已经很详细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感觉到有不
妥之处。

《我的母亲》的导入是这样设计的：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概述
对母亲或母爱的认识，并且带领同学们一起诵读一句关于母
爱的名言。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学习中，感
觉到学生缺少责任感和对父母社会的感恩的心，上课学习积
极性差，而且不少学生产生了厌学心理，所以，就布置学生
让他们回家后好好的看看整日为自己操劳的父母，想激发学
生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感恩的心，但是在实际的
教学中，意识到这样的导入，游离了学生对课文的学习，所
以就改成了引导学生一起读单元提示，领悟到本单元第一课是
《藤野先生》到这第二课的《我的母亲》都是回忆性的文章，
而回忆性的文章应该如何学习，回忆性文章中内容的如何计
和安排，这样的一个总结加上引导，带学生开始学习第二课
《我的母亲》，明确回忆性的文章应该选择以往的难以忘怀
的事情，表现被回忆者的思想感情和品行，观察角度多是当
年的视角，不是单纯的对被回忆者的评价，重点写的`是难以
忘怀的典型事例，让读者自己体会感悟。本课《我的母亲》
语言平实，选取了作者童年少年的视角来写，选取了母亲的
几件令其难忘的事情，表现母亲的品行。这个重新设计的导
入，似乎长了些，但是与课文学习紧密相关。



《我的母亲》的教学设计基本上是按照教参设计的，基本上
解决了教参上出现的所有的难点重点，包括课后的练习题。
但是这样一个泛泛的学习，缺少深入的研究，如何把课文的
学习引向深入呢？有关母亲的事情都找出，并且分析了母亲
的品行，作者的思想感情。但是，如果提示学生思考，作者
为什么在写与母亲有关的事情时，要写上一件表现母亲有刚
气的事情呢？问题就在于这里作者要表现的是，母亲并不是
一个性格懦弱的人，性子绵软的人，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后母
希望家庭的和睦团结团圆，希望全家人都好好的，一切都如
同她丈夫在世时一样，其实母亲所有的忍让和忍耐包括对作
者严格的教育都是源于对丈夫的深沉的爱，这种爱都发展到
崇拜的程度，所以她希望，虽然丈夫不在了但是儿子在她的
教育下成为了像他老子一样的人，希望丈夫的孩子们能如同
以前的一样的生活，她严格教子，她宽厚待她那些非亲生的
孩子。忍让是因为爱，严格也是因为爱，胡适的母亲就是这
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个充满了爱的母亲。这样的一
个深入研究，才可以让学生真正的明了母亲那些做法的真正
背景是什么，才可以真正的了解母亲的品行，她的善良、宽
厚，仁慈和崇高。

这一点在教学设计上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当时备课太草率，
没有真正的走进课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学习是需要耐心而
细致的，备课更是如此。

学生自有学生本身的特点，有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的埋怨
学生，作为教师要因势利导，钻研教材，研究教法，认真的
全心全意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努力让学生走上学习的正途上
来。所谓的教无止境是也。

我的童年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理解文意。概括、提炼文中的母亲形象，从文章所写的具



体事件中概括出母亲的品性、特点。

2．了解胡适及其母亲身上代表的文化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母亲对“我”的做人训练，感受作者对母亲的感情。

2．理解文章中关键语句的含义。

教学时数：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三周星期三）

第一课时

一、预习

1．给下面加点字注音。

文绉绉(zhou1)绰号(chuo4)庶祖母(shu4)

吹笙(sheng3)摹画(mo2)眼翳(yi4)

舔去(tian3)侮辱(wu3)

2．解释下列词语。

责罚：处罚。

管束：加以约束，使不越轨。

气量：指才识和品德的高低；指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度量。



广漠：广大空旷。

宽恕：宽容饶恕。

质问：责问。

文绉绉：形容人谈吐、举止文雅的样子。

面红耳赤：形容因急躁、害羞等脸上发红的样子。

仁慈：仁爱慈善。’

侮辱：使对方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蒙受耻辱。

二、导人

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作者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把
深情的目光投向母亲，用朴实的文字表达了对母亲深切的怀
念。读读这些文字，了解这位学者少年成长的历程，也许对
你会有许多启迪。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现代作家、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曾提倡文学改革，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创作第一部
新诗集尝试集。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默读提示及要求：

1．抓住关键句、段。

2．注意字词，读准字音，辨清字形。



3．读完后，用一句话总结全文。

4．理清文章结构。

明确：

文章开头主要忆述了作者九岁之前的若干生活片断。接下来
作者采用情随事现的记叙方法，详略得当地回忆母亲
对“我”的教诲目的、方法和态度。再接下来写母亲和家人
相处的情况。

四、学习课文内容

1．让学生提出自己在阅读中遇到的难题，或者值得思考的问
题，集中起来加以讨论。

2．教师提出问题，学生讨论交流。

提问：用一句话概括母亲的形象特点。

明确：“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提问：为什么说她又是“严父”?

明确：插入胡适家庭背景资料介绍(教师可让学生从收集来的
有关胡适生平材料来交流介绍)。

提问：课文写了母亲哪几件事?这些事情突出母亲的什么品
性?

明确：课文写了母亲这样几件事情：

a．叫我早起，聆听教诲，“催”去上学。

b．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她重重责罚我。



c．新年之际，债主来要债，她从不骂一声，脸上从不露出一
点怒色。

d．受了两嫂子的气，她只忍耐着，忍到不可再忍时，悲哭一
场，以解心中之苦。

e．听了王叔的牢骚话，表现出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通过写这些事，表现母亲以下品性：她是一位恩师，对我谆
谆教诲，对我要求严格，却从不拿孩子出气，气量大，性情
好，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待人仁慈、温和，从来没有
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五、探究活动

请你就作者母亲的为人、教子方法，谈谈自己的理解与看法。
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要求统一答案，也可以联系自
己的生活实际畅所欲言。

六、小结

这是一首质朴动人的对母亲的赞歌，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和
爱戴，记下了自己的母亲这可亲可敬的美好形象，唱出了一
支深情的颂歌，“爱”的感情贯穿全文。

七、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一。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八.课后记录：

（第三周星期四）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听写词语：管束责罚气量广漠质问宽恕文绉绉

二、朗读下面语句，联系上下文，体会加点词语的含义。

1．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2．在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3．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
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
的慈母。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细细体会品味语句中暗含的语意，以学
生的理解为主，教师作必要的点拨，提示。)

三、体会文章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学生朗读课文，交流心得。

明确：

文章在平淡的语言下，多了一份感情。这份宽广、持久的母
子之爱，通过淡似白描的勾勒，显示出那样感人至深的艺术
效果。

本文之所以能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当然不是凭借什么宏伟
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而是仗凭它的平实。

平实的语言，朴素明净，把母亲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



“催我去上早学”。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女性
的地位极低。更何况胡适之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主妇，她
身为寡妇又兼后母，除了巴望亲生儿子“踏上”他“老子”
的脚步外，还企盼什么?所以“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
兼任严父”。对于非己所生的儿子、媳妇，母亲则“事事留
心，事事格外容忍”，“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
去”，母亲忍辱负重的痛苦形象．只通过这平淡的叙述，便
跃然纸上，并在读者心中碰出同情的音响。没有华丽词藻的
堆砌。对母之爱倒显得深沉而质朴。

其实，平实的风格来源于作者的真情实感。因此任何虚情假
义、矫揉造作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通读全篇，我们能够感到胡适对母亲的深深爱意。胡适作为
书香门第的后代，在幼年时期接受的便是论述传统儒家忠孝
仁爱的伦理教育，以后又从朱子(小学中，学会了“勤谨合
缓”，因而对于母亲的不易，便理解得更深，更切，所以说
出了家乡“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
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当
然，对于自己的母亲，也就爱得更深。“如果我学得了一丝
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
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爱母之情，
敬母之意，透过字里行间，强烈涌现出来。感情之真、之纯，
动人心弦。

四、比较欣赏‘

在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中，写“我的母亲”之作甚多，可以
选择一些优秀的作品让学生进行比较欣赏，写成读书随感一
篇。

推荐篇目：老舍我的母亲。邹韬奋我的母亲。朱德《回忆我
的母亲》。赵丽宏母亲和书。



五、欣赏“诗中的母爱”

如：游子吟(孟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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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歌曲妈妈的吻(付林)、烛光里的妈妈等，通过欣赏歌
曲，来感染教育学生珍惜母爱，学会孝敬母亲。

六、小结

本文是著名学者胡适自传——四十自述中的一个章节。作者
叙述了母亲对自己人生成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向我们再现
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亲”形象。

学习这篇课文，在受到人生教育和启迪的同时。能够从中了
解和感悟自传的语体特点。这篇文章的语体特点主要是质朴
自然，平实中含有真挚的情感，既表现了自传的语体特点，
又体现了作者的人格特征。

七、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三。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四十自述》中的一个章节。作
者叙述了母亲对自己人生成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向我们再
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亲”形象。

学习这篇课文，在受到人生教育和启迪的同时。能够从中了
解和感悟自传的语体特点。这篇文章的语体特点主要是质朴
自然，平实中含有真挚的情感，既表现了自传的语体特点，
又体现了作者的人格特征。

八、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三。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