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 爱如茉莉教
案(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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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3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细节描述感受父母之间平淡却深厚的亲情，从而理
解“真爱就像茉莉”。

文章用清新、朴实的语言记叙了妈妈生病住院，爸爸去医院
照顾这件小事，告诉我们真爱就如茉莉般平淡无奇却芬芳怡
人。其中，作者着力描述和渲染的是爸爸妈妈执手而眠的情
景，展此刻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温馨而又完美的画面。它告诉
我们：真爱无痕，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完美；至爱无声，任
何表白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真爱是什么？它就如生命中流
动的泉水，就是手指尖流过的岁月，就是彼此间心灵的相通，
就如盛开的茉莉花发出的清香。文章事小情真，感人至深。

两课时。

一、激趣导入：

1、都说孩子是父母感情的结晶，相信不少孩子在渐渐长大的
过程中都曾注意过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父母相爱吗？（板书：



爱？）

2、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夫妻，爱在哪里呢？这天，我们来学
习一篇含蓄而优美的文章――《爱如茉莉》。

二、初读感知：

1、出示要求：

（1）读准字音，尤其是生字和有注音的字；

（2）难读的长句子要读好停顿，避免读错词意。

2、检查：

（1）橘黄色嗔怪叮嘱怔住掏不出静谧浸润睡眼蒙胧

蹑手蹑脚打哈欠欣欣然眸子洗漱揉揉胳膊缕缕幽香袅袅

（2）那是一个飘浮着橘黄色光影的美丽黄昏，

要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我进了医院，

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3、指名分节朗读。

4、四大组分主角朗读：“我”、“爸爸”、“妈妈”、叙述。

三、理清文章脉络：

1、提问：本文中谁认为“爱如茉莉”？（指名读第四节、
第18节）

2、分段：第一段（1~5）写妈妈告诉“我”真爱像茉莉。



第二段（6~8）妈妈答应包饺子给出差回来的爸爸吃，因生病
住院要“我”买现成的饺子煮给爸爸吃，爸爸却直奔医院。

第三段（9~18）爸爸在医院为了照顾好妈妈伏在床沿而睡，
妈妈为了让爸爸睡好，手脚麻木了也不愿惊醒爸爸。

四、精读第一段：

1、文章在一开头就定下了含蓄优美的基调，指名分主角朗读。

2、你觉得哪儿写得真好？读读说说。

（2）指名读第三节用“掏”的句子，问：秘密能看得见、摸
得着吗？

（3）比较“从她口中问不出秘密”和“从她口中掏不出秘
密”，

小结：用了“掏”字使抽象的事物仿佛能够看见能够摸到，
因而也就使语句更生动形象了。

（4）“咽”字教法同上。

4、“我”咽下的话是？

这说明？

5、这是因为“我”对茉莉的印象停在4个字上――“平淡无
奇”。

爱能够“平淡无奇”吗？“平淡无奇”中也有爱吗？

我们留待下节课继续学习。

五、指导写生字。



一、复习导入：

1、“我”对茉莉的印象浓缩为一个词，那就是――平淡无奇，
“我”听妈妈提出“爱如茉莉”这一说法时的反应是――
（指名读第五节）

2、出示咽下去的那句话“这也叫爱”，指名读并加标点。

二、细数爱的体现：

1、生活中的日子常常平淡如水。而母亲的生病住院，如同一
颗小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荡出了爱的涟漪。让我们一齐
走进课文的第二部分。作者因为哪些事而感受到了父母之间
的爱呢？请你概括地来说。

2、爱，往往在细节，在一颦一笑中，在一个动作，一个表情
里。接下来我请大家细读课文6―18小节，哪些细节打动了你，
哪些字词让你感受到了爱的温度？请你在底下加点或者打圈。

自读课文，圈画。

3、出示：“映儿，本来我答应这天包饺子给你爸爸吃，此刻
看来不行了。你呆会儿就买点现成的饺子煮给你爸吃。记住，
要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我进了医院，不然他会吃不下去
的。”

4、妈妈虽然在病中仍然首先想到了爸爸，把爸爸看作是生命
中最重要的人。那么在爸爸心里呢？（生找出相关词语读读
说说）

师小结：把对方看作生活中最重要的。

5、师：（课件出示图：我推开病房门所看到的画面）请你用
一个词概括一下画面的资料或自己的感受。



生：静谧完美的画面。生：恬静的画面。生：温馨的画面。

师：文中是怎样来描述这幅图的，谁来读读。

“妈妈睡在病床上，嘴角挂着恬静的微笑；爸爸坐在床前的
椅子上，一只手紧握着妈妈的手，头伏在床沿边睡着了。初
升的阳光从窗外悄悄地探了进来，轻轻柔柔地笼罩着他们。
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完美，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

（1）此时此刻病房怎样？（完美）

（2）作者笔下的阳光怎样？（重点引导学生理
解“探”、“悄悄的”）

（3）指名朗读，读出病房的完美。

6、这一夜，爸爸睡得好吗？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那么，妈妈这一夜睡得好吗？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小结：爸爸妈妈时刻为对方着想。

7、再读第九小节，爸爸妈妈都没有睡好，但是为什么他们会
觉得如此完美呢？（重点引导学生感悟妈妈的“微笑”，这
是高兴的笑、幸福的笑。）

小结：为对方的幸福而幸福。

8、齐读第九小节：“妈妈睡在病床上，……一切都浸润在生
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三、读出“爱如茉莉”

2、“病房里，那簇茉莉显得更加洁白纯净。它送来的缕缕幽



香，袅袅地钻到我们的心中。”（妈妈为什么说爱如茉莉？
自由谈谈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理解送进句子中感情朗读。）

出示小诗：爱是什么？

爱是妈妈病中仍惦念着要为爸爸包的那顿饺子；

爱是……

4、学生根据课文资料仿写并交流。

附：板书设计

17、爱如茉莉

这也叫爱，平淡无奇

洁白纯净

缕缕幽香

第二课时，我从“爱如茉莉”这个题目入手。让学生说说他
们心目中的茉莉是什么样的？然后，让学生浏览全文，找出
本文描述茉莉花的词语“平淡无奇、洁白纯净、缕缕幽香、
袅袅清香、充满诗意”来朗读品味。进而引导学生质
疑――“为什么文末作者感叹说爱如茉莉？”然后告诉学生
父母之间的爱就流淌在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如果不用心去
品，是感受不到的。之后，便指导学生“关注细节，抓人物
的一个动作、一种眼神、一句话语”去体会父母之间的爱，
并在课堂交流中紧紧围绕细节展开品读，再适时地引导学生
联系生活实际中父母之间的一些小事体会到生活中的真爱，
将文本中的情延伸到文本外，让学生对爱有了切身的感悟，
从而懂得“爱如茉莉”的深刻内涵。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3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细节描写感受父母之间平淡却深厚的亲情，从而理
解“真爱就像茉莉”。

教材说明：

文章用清新、朴实的语言记叙了妈妈生病住院，爸爸去医院
照顾这件小事，告诉我们真爱就如茉莉般平淡无奇却芬芳怡
人。其中，作者着力描写和渲染的是爸爸妈妈执手而眠的情
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温馨而又美好的画面。它告诉
我们：真爱无痕，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美好;至爱无声，任何
表白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真爱是什么?它就如生命中流动的
泉水，就是手指尖流过的岁月，就是彼此间心灵的相通，就
如盛开的茉莉花发出的清香。文章事小情真，感人至深。

教学重点：

课文的第三段通过细节描写，在字里行间揭示了什么是真爱，
这是课文的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理解“真爱就像茉莉”是本课教学的难点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1、都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相信不少孩子在渐渐长大的
过程中都曾注意过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父母相爱吗?(板书：
爱?)

2、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夫妻，爱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来学
习一篇含蓄而优美的文章——《爱如茉莉》。

二、初读感知

1、出示要求

(1)读准字音，尤其是生字和有注音的字;

(2)难读的长句子要读好停顿，避免读错词意。

2、检查

(1)记词语。

橘黄色嗔怪叮嘱怔住

掏不出静谧浸润睡眼蒙胧

蹑手蹑脚打哈欠欣欣然眸子

洗漱揉揉胳膊缕缕幽香袅袅



(2)句子。

那是一个飘浮橘黄色光影的美丽黄昏，

要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我进了医院，

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3、指名分节朗读。

4、四大组分角色朗读：“我”、“爸爸”、“妈妈”、叙述。

三、理清文章脉络

1、提问：本文中谁认为“爱如茉莉”?(指名读第四节、第18
节)

2、分段

第一段(1~5)写妈妈告诉“我”真爱像茉莉。

第二段(6~8)妈妈答应包饺子给出差回来的爸爸吃，因生病住
院要“我”买现成的饺子煮给爸爸吃，爸爸却直奔医院。

第三段(9~18)爸爸在医院为了照顾好妈妈伏在床沿而睡，妈
妈为了让爸爸睡好，手脚麻木了也不愿惊醒爸爸。

四、精读第一段

1、文章在一开头就定下了含蓄优美的基调，指名分角色朗读。

2、你觉得哪儿写得真好?读读说说。

3、老师觉得有两个动词用得好极了，特别形象。



(1)示范做“掏”的动作，请学生造句;

(2)指名读第三节用“掏”的句子，问：秘密能看得见、摸得
着吗?

(3)比较“从她口中问不出秘密”和“从她口中掏不出秘密”，

小结：用了“掏”字使抽象的事物仿佛可以看见可以摸到，
因而也就使语句更生动形象了。

(4)“咽”字教法同上。

4、“我”咽下的话是?

这说明?

5、这是因为“我”对茉莉的印象停在4个字上——“平淡无
奇”。

爱可以“平淡无奇”吗?“平淡无奇”中也有爱吗?

我们留待下节课继续学习。

五、指导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我”对茉莉的印象浓缩为一个词，那就是——平淡无奇，
“我”听妈妈提出“爱如茉莉”这一说法时的反应是——(指
名读第五节)

2、出示咽下去的那句话“这也叫爱”，指名读并加标点。



二、细数爱的体现

1、生活中的日子常常平淡如水。而母亲的生病住院，如同一
颗小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荡出了爱的涟漪。让我们一起
走进课文的第二部分。作者因为哪些事而感受到了父母之间
的爱呢?请你概括地来说。

2、爱，往往在细节，在一颦一笑中，在一个动作，一个表情
里。接下来我请大家细读课文6—18小节，哪些细节打动了你，
哪些字词让你感受到了爱的温度?请你在底下加点或者打圈。

自读课文，圈画。

3、出示：“映儿，本来我答应今天包饺子给你爸爸吃，现在
看来不行了。你呆会儿就买点现成的饺子煮给你爸吃。记住，
要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我进了医院，不然他会吃不下去
的。”

4、妈妈虽然在病中仍然首先想到了爸爸，把爸爸看作是生命
中最重要的人。那么在爸爸心里呢?(生找出相关词语读读说
说)

师小结：把对方看作生活中最重要的。

5、师：(课件出示图：我推开病房门所看到的画面)请你用一
个词概括一下画面的内容或自己的感受。

生：静谧美好的画面。生：恬静的画面。生：温馨的画面。

师：文中是怎样来描述这幅图的，谁来读读。

“妈妈睡在病床上，嘴角挂着恬静的微笑;爸爸坐在床前的椅
子上，一只手紧握着妈妈的手，头伏在床沿边睡着了。初升
的阳光从窗外悄悄地探了进来，轻轻柔柔地笼罩着他们。一



切都是那么静谧美好，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
里。”

(1)此时此刻病房怎样?(美好)

(2)作者笔下的阳光怎样?(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探”、“悄悄
的”)

(3)指名朗读，读出病房的美好。

6、这一夜，爸爸睡得好吗?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那么，妈妈这一夜睡得好吗?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小结：爸爸妈妈时刻为对方着想。

7、再读第九小节，爸爸妈妈都没有睡好，可是为什么他们会
觉得如此美好呢?(重点引导学生感悟妈妈的“微笑”，这是
高兴的笑、幸福的笑。)

小结：为对方的幸福而幸福。

8、齐读第九小节：“妈妈睡在病床上，……一切都浸润在生
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三、读出“爱如茉莉”

2、“病房里，那簇茉莉显得更加洁白纯净。它送来的缕缕幽
香，袅袅地钻到我们的心中。”(妈妈为什么说爱如茉莉?自
由谈谈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理解送进句子中感情朗读。)

出示小诗：爱是什么?

爱是妈妈病中仍惦念着要为爸爸包的那顿饺子;



爱是……

4、学生根据课文内容仿写并交流。

板书设计：

17、爱如茉莉

这也叫爱平淡无奇

洁白纯净

缕缕幽香

《爱如茉莉》教学反思

本文是一篇赞美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美文。文中从细节处一次
次表现了父母之间真挚、深厚的爱情。茉莉花是全文的线索，
也是借茉莉纯洁、朴实的特点来托物言志，赞叹这对普通父
母之间的感情就如同这茉莉般感动人心，耐人寻味。

考虑到这是第一课时，文章的篇幅较长，学生之前并没有充
分的预习。所以我在教学设计时依然保留了感知课文、认读
和理解生字词的环节。但五年级的孩子已具备一定的独立识
字和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能力。因此，这个环节的时间不
宜占用太长时间，否则重、难点就不够突出了。

在感受“爱”这个环节中，我侧重于让学生充分地读6-13节，
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感受。“珍视学生独特的阅读感受”是
课标一再提出的要求，我鼓励学生真实地谈谈自己为何而感
动。并且及时抓住课堂上学生有闪光点的回答进行点拨、渲
染和深化。我想，语文的课堂应从“一言堂”变为“众言
堂”。我们不应机械化地拉着学生围绕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教
学设计跑，而应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这样才能最大



限度地培养学生个性化的阅读能力。

对于茉莉花的特点，文中很明确地用三个词来形容：平淡无
奇、洁白纯净、散发清香。由于在6-13节细节中，学生已深
刻体会父母的爱，因此，能轻松地浅谈这三个特点与“爱”
之间的共同点，我相机总结。

达到“解题”这个教学目标后，我引导学生对于“爱”的概
念进行拓展和延伸――我们赞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爱，无论
是茉莉般朴实的爱，还是玫瑰般热情的爱……从而联系自己
的感受，联系自己的生活，谈谈你对“爱”理解。通过这个
环节的升华，发挥语文熏陶、感染的德育作用，而不能仅局
限在课本的范围。

当然，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力不从心的地
方：课件设计不够新颖、板书的位置有些偏、语言方面可能
还需日后的锤炼……作为年轻教师，可能我的反思不够全面，
尚未看到其他的不足之处，若能得到各位老师的点评，我会
本着虚心求学的态度继续摸索，继续努力!

课如茉莉——平淡中沁人心扉。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研读课文中的细节描写感受父母之间平淡却深厚的亲情,
从而理解爱如茉莉。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教学环节达成目标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一、重温茉莉，聚焦“爱如茉莉”重温课文，感知茉莉的美



丽形象，由此引入下一教学环节。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16课

2、文中描写茉莉特点的词有哪些。

3、指导朗读

4、今天这节课我们共同品味的不是茉莉，而是一对普通夫妻
间茉莉般的真爱。

1、读题。

2、读文，找出些茉莉的三段文字，答（平淡无奇、洁白纯净、
缕缕幽香）

二、品味细节，感受“爱如茉莉”

爸爸妈妈的爱镶嵌在课文的细节中，引导学生关注细节，关
注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感受其中流露出
的茉莉般淡淡的`真情，淡淡的爱；同时感受描述的语言。

语言是有温度的，是通过字或词表现出来的。引导学生通过
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去感受茉莉般的温情与爱。

指名读

1、读课文6－18自然段，想想从课文的哪些细节中可以感受到
“爱如茉莉”？并在句子边上写写自己的感受。

2、交流。

感情朗读

（2）抓住“没吃、没听”“直奔”“谎话”“每天”体现了



爸爸心中只想着妈妈，一心挂念妈妈，对妈妈也很了解。

接读-----茉莉。

（3）、抓住“一动我就惊醒”

“边打哈欠边说”

“不肯叫醒我”等体会爸爸妈妈都为彼此着想。

（4）抓住“怕惊动他”“手脚麻木”等体会妈妈为了让爸爸
休息好，不敢动

填空

接读-----茉莉。

3、有感情地朗读那一段交流并说明理由：

（1）爱是一声轻轻的叮嘱。（2）爱是紧握的双手。（3）爱
是妈妈脸上恬静的微笑。……（抓住“悄悄”“探”阳光也
有感情，怕打扰、惊醒这美好的一切。）配乐齐读三、情感
升华，体悟“爱如茉莉”

映子从妈妈住院这件事中，亲眼目睹了这样一种平平淡淡却
那么令人回味的爱。此时，她不禁感叹道——引读“病房
里……”

2、

接读——“病房里……”2、（体会用“钻”字好处）

3、接读——“哦，爱如茉莉，爱如茉莉。”四、回味生活，
领悟爱的真谛给予学生书写内心，表达情感的机会1出示爱的
小诗2、你觉得“爱是什么？”



板书设计：

16、爱

如

茉

莉

简简单单

平淡无奇

真切无私

洁白纯净

感人至深

缕缕幽香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尽数道出了江南的
无限风光。若你是盛夏时去的江南，你就会闻到一股清香，
四处寻找，总是能在一家人的窗台上发现一盆淡雅纯白的茉
莉。

茉莉的香气不比桂花的那么的浓，也不比杜鹃的香气好闻，
更不比荷花的逼人。她的香气是淡淡的，即使不去看江南那
美轮美奂的风景，单单闻茉莉那雅致的气息，也就够心旷神
怡了。



她是江南女子，不比北方女子的豪迈奔放，她的歌声是黄莺
的啼转绵缠，而不是雄鹰般的高昂尖锐，相比之下，茉莉显
得更加柔弱了。茉莉是江南老宅里未出阁的小家碧玉，她柔
弱，好比西施一般，可她却只是静静地站在一处静谧的地方，
淡淡的香气飘入众人的.脑中，留下了满满一片只属于茉莉的
深刻印象。

茉莉被人放在窗台上，受到最好的待遇，可她却并不习惯这
般被人对待，她只愿为别的花增上一抹香气，只愿别人用惊
鸿一瞥的眼神淡望，这一切，只因她习惯了静，习惯了只做
别的花身边的陪衬。

倘若，茉莉能化作人形，定会轻移莲步，在沉静的深山里定
居吧。我想，她化作人形时的瞳孔定是最美的，毕竟，从那
儿飘出的一股淡雅香气倾倒了太多太多的人了。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又在一个清新的晨早撞见了阳台上初绽的一点一点的洁白。
这一小株的茉莉就披着清晨的柔光轻轻地绽开，洒下一处光
华却又毫不张扬。她们微微仰着苍白无血色的脸，貌似安然
的笑着，静得让人可怜。

她们就那样兀自开放，然后等待凋零……

五月，还残留着春的温暖，又带着些许夏季的聒噪。她们就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细细的吐露着芬芳，一阵一阵的香味扑鼻，
却又不浓郁，依旧是毫不张扬的模样。

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穿着白色的裙子，在老房子里踱步，
小心翼翼的端着一满盆的清水，神情紧张地为那些茉莉浇水，
生怕一不小心弄坏了爸爸精心养育的小花儿。

然后，我就在这样的淡香中，慢慢长大，慢慢度过那些豆蔻



的时光。

现在已是深夜，四周是极安静的.，只剩笔尖和白纸轻轻的喘
息……

明早起床，会不会又遇见一朵一朵的洁白？

她们就那样兀自开放，然后静待凋零，最后在我的视线里消
逝不见……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六

傍晚，茉莉坐在门前青石阶上发呆。想整天在大石头厂里，
把大块的石头敲打成一个个巨大而威武的石狮子的爸爸。爸
爸说要攒钱，听说北京的.大医院能把茉莉头上的那朵“茉莉
花”摘掉。

“茉莉，我们今天在野外摘了很多开放的茉莉花香气扑鼻呢，
送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向阳和秋雨站在了她面前。暮色里，
向阳的微笑像天使般不真实，他手里的递来的那支茉莉花，
那么白，在暮色里似有光芒散发。茉莉怯怯的手接过，清香
童秋雨手里那一大把闪亮的茉莉花上袭来，茉莉看看自己手
里弱弱的一枝，仍是微笑，说：“谢谢。”向阳说：“不谢。
”她感觉有些晕眩呢。

八点半，爸爸才从石场回家，茉莉赶紧转身，把手里那只茉
莉花塞进抽屉：“爸。”

“嗯。吃饭吧。”茉莉，于是端出饭菜父女，俩默默吃饭。

爸爸，如往日那般少言寡语，他似乎只有对着石场那些狮子
时才会有一点儿表情。所以她总是长时间的待在市场，和那
些石头在一起。茉莉香他们相依为命，大多时候却总是相对
无言。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七

一、突破难点，茉莉的特点要在第一课时彻底解决。

如果说课题或揭示文章中心的这个短语——“爱如茉莉”是
一个比喻，那么，茉莉洁白纯净、缕缕幽香、平淡无奇的特
点，正是“爱”与“茉莉”这两者的可比之处。茉莉的特点
并非本文的重点，但是要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难点，有
必要提前突破。洁白的色泽、纯净的质感、清幽的香味、无
华的品格，如果借助实物、图片、多媒体自然再好不过。

二、提炼“文眼”，经营课堂感悟的核心。

对语言文字的习得和语感能力的获得，必须“一字未易忽，
语语悟其神”，当然，也不是说“倾筐倾箧”，而是要“画
龙点睛”。全文就是一条龙，在何处点睛?文眼。《爱如茉莉》
的文眼是什么?愚以为是“爱”与“如茉莉”。紧扣“爱”字，
父母之间爱的表现与发现成为学生感悟的中心;紧扣“如茉
莉”，父母之间爱的实质便会步步彰显。

1、如何让学生感悟“爱”?

具体细节在文中相当多，不一一详说，只针对9~16自然段设
计一个指导流程。

这部分写的是女儿去医院看到爸爸妈妈相互体贴相互关爱无
微不至的一件事。顺着作者的思路进行感悟，实践证明无法
深入、真切地体悟。经过思绪和验证，如下流程比较实用：

a、教师设问过渡：爸爸每天都去医院，那么爸爸是如何照料
妈妈的呢?指名学生朗读9~16自然段，其他同学边听边思考，
哪些地方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

b、于无疑处激疑：爸爸每天来医院照料妈妈，竟然让妈妈那



么累，“手脚都麻木了”，怎么搞的?有这样照料病人的吗?
手脚为什么会麻木?学生能够一眼找到相关语句：“你爸爸伏
在订边睡着了，我怕惊动他不敢动。不知不觉，手脚都麻木
了。”接着追问：手脚麻木有什么简便易行的办法?这学生都
知道。既然手脚都麻木了，为什么不动一动呢?学生也知道。
为什么妈妈手脚动一动就会惊醒爸爸?喔，爸爸紧握着妈妈的
手睡着呢(第9自然段中的“紧握”自然就照应上了)。爸爸为
什么紧握着妈妈的手睡觉?自己睡得深不易醒，担心妈妈不事
不叫他而耽误了妈妈养病。妈妈牵系着爸爸，爸爸牵系着妈
妈。多么感人的一幕啊。正暗合了这样一句话：“初升的阳
光从窗外悄悄地探了进来，轻轻柔柔地笼罩着他们。一切都
是那么静谧美好，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里。”再
领学生读一读这一句，潜意识里总会有所触动。

c、两个“一切”概括出了“我”眼中所见的美好。设问：这两
“一切”指什么?学生自然会找到“我”推开病房的门所见到
的一幕。关键词“紧握”因上一环节迎刃而解，否则学生是
很难体味到“紧握”的内在涵义的。妈妈嘴角挂着的“恬静
的微笑”，也正是因为接收并享受着爸爸的爱而自然流露出
的幸福，也会水到渠成。

2、如何让学生感悟“如茉莉”?

这个步骤是在感悟“爱”的基础上实施的。要让学生敞开来
谈谈，妈妈即使病着，心中牵挂的还是谁?爸爸纵使累着，心
中牵挂的还是谁?你从何处见得?这种心底无私爱自大的境界
不凸显出来了吗?你们觉得爸爸和妈妈之间相爱吗?爱得深吗?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一件件小事啊，一个个细节啊，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一句话、一缕微笑……只要留心，我们便会发现
它们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啊，但因为太平常了，常常给忽
略了，正酷似茉莉的质朴无华、幽香袅袅、平淡无奇。
听——“病房里，那簇茉莉显得更加洁白纯净。它送来的缕
缕幽香，袅袅地钻到我们的心中。”十里飘香听过，花气袭
人听过，却没有听过花香还能“钻”到人的心里去。除了花



香钻进了人的心里，同时还有什么也钻了人的心里?为什么用
钻呢?学生思维的空间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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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八

关键词：《爱如茉莉》“细节”“品字”“读文”

“生活有真爱，细节有真情”。《爱如茉莉》一文中父母之
间的爱就流淌在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如果不用心去品，是
感受不到的。我在执教时，紧扣“细节”不放松，引领学生在
“品字”中体会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在“读文”中感受
到文字的温度。

师：同学们，当你细细研读课文的时候，文中的哪些地方让
你深深感动？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六分钟后学生纷
纷举手）

生1读：“他睡眼蒙地抬起头，轻轻放下妈妈的手，然后蹑手
蹑脚走到门边，把我拉了出去。”我被这里深深地感动了。



师：为什么？

生1：从“轻轻、蹑手蹑脚……”这几个词，可以看出爸爸对
妈妈是多么的关爱！他生怕惊醒了妈妈，让妈妈睡不好觉。
这个动作虽然像小偷，可我真的好感动！这位妈妈好幸福！
（同学们响起了掌声）

师：你真会读书，连这细微的动作都能捕捉到，真不简单啊！
还有哪位同学说一说？

生2读：“映儿，本来我答应今天包饺子给你爸爸吃，现在看
来不行了。你待会就买点现成的饺子煮给你爸爸吃。记住，
要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我进了医院，不然他会吃不下去
的。”我从这里知道妈妈处处为爸爸着想，哪怕自己生病了，
还想着爸爸吃饺子，还说等他吃了饺子再告诉他生病的事，
多么伟大的妈妈呀！我觉得真爱就是彼此付出，彼此关心，
默默地为对方付出。（学生都在默默地听着，似乎都若有所
思）

师：你体会得真深刻，这就是妈妈对爸爸的浓浓的爱意，让
人感动……

我的话还没说完，又一位学生站起来了，他说：“是的，我
爸、我妈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爱虽然平淡，但是我觉得好伟
大！”（同学们投以赞许的目光）

师：同学们，课文中还有许多地方让我们深深感动，你还注
意到了哪些细节？

生3读：“清晨，我按爸爸叮嘱，剪了一大把茉莉花带到医院
去。当我推开病房的门，不禁怔住了：妈妈睡在病床上，嘴
角挂着恬静的微笑；爸爸坐在床前的椅子上，一只手紧握着
妈妈的手，头伏在床沿边睡着了。”这一段最让我感动了，
因为爸爸不仅知道妈妈喜欢茉莉花，而且爸爸紧握妈妈的手，



生怕她逃走似的，这时的爱真可以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觉
得这一恬静的画面用“此时无声胜有声”描述最为恰当。他
们相互握着手，妈妈睡得甜，爸爸也睡得安稳。爱是可以温
暖人心的，我真的好羡慕呀！（同学们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师：说得多好呀，爱流进了我们大家的心中，爱是无须用语
言表达的……

我的话再一次被一位女生打断，她说：“老师，多么希望我
的爸妈也能像他们一样呀，可惜他们不懂得珍惜，彼此伤害，
我心里也很难受。”

这位女生的话刚说完，马上有一位男生说：“也许这吵吵闹
闹也是爱，我常常听大人说，打是亲，骂是爱。”（下面同
学哧哧地笑了）

我也笑着说：“是呀，也许我们还不理解他们的爱，让我们
大家平时也多去体会一下他们的爱，相信爸妈一定会珍惜爱
的。”

……

（一）倾心朗读，催化语言的生成。

新课标明确指出：“在大量的语言实践中掌握运用语言的规
律。”语言有温度，字词知冷暖。培养学生对语言敏锐的感
受力，让学生从文本语言中体会“冷暖”的情感是学习语文
的重要途径。《爱如茉莉》这篇课文，语言真挚朴实，情节
生动感人，许多细节，许多感受都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只
有心领神会。因此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倾心朗读，在读中感
知，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次次的倾心朗读，从一个词语、一个句
子、一个段落中品味到人间的真爱。学生在与文本充分地对
话，在交流中不时有精彩、有思考、有启发，更有真情实感，



以此来揣摩作者真挚的'情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就是这个道理。

（二）民主交流，提高对话的效率。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学习语言，不能只停留在“理
解”层面，更重要的目标应指向于“言语表现”，缺乏表现
力度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僵死符号。我在教学中创设了
浓厚的教学情境来渲染课堂气氛，充分挖掘文本的内涵，诱
发学生的真切体验，引领他们进入课文所创设的境界，激活
形象思维，促进平等对话，让他们借助语言来感受形象。正
因为学生有了爱的体验，他们才会有如此精彩的爱的语言交
流。我问：“‘哦！爱如茉莉，爱如茉莉。’有意思吗？为
什么用两个‘爱如茉莉？’”一位学生说：“前一个‘爱如
茉莉’，是说真爱像茉莉花那样清香淡雅，既平凡又伟大；
后一个‘爱如茉莉’是作者羡慕这样的爱，感叹这样的爱，
为他们父母的这种爱祝福。”多么深刻，多么富有诗意的语
言呀。这位同学刚说完，又有一位学生发表自己的见
解：“前一个‘爱如茉莉’表示赞叹，后一个‘爱如茉莉’
是说爸妈的爱就像这茉莉花一样，时时送来缕缕幽香，袅袅
地钻到我们的心中，温暖我们的心。”多么独到的心灵倾听。
难怪这节课中每个学生都成了爱的天使。他们之所以妙语连
珠，一串串爱的语言飘然而至，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发自肺腑
地、真心真诚地、民主地交流。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九

车姣霞

教材简析：

《爱如茉莉》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的一篇优美的叙
事散文，文章虽然用朴实、简洁的语言记叙了妈妈生病住院，



爸爸去医院照顾这一普通小事，却在字里行间都释放着那清
新含蓄如茉莉般的芬芳与光泽，根据教材特点和高年级的阅
读教学目标要求，本课教学，应在引导学生凭借具体的语言
材料，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品味感悟文中的一些细节描写中，
感受父母那平淡中见真情，无声中撼人心的那份如茉莉般的
真爱。上述目标在以下几个教学环节中得以落实。

一、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在第一课时中，我让学生充分地阅读课文，力求使学生做到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注意相机引导学生学会概括课文主要
内容，引导学生谈初读课文的初步感受。当然，此时的感受
是粗浅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本课时的主要任务，那就是
真正的走进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去真正领悟，爸爸
妈妈那如茉莉般的爱。

二、巧妙选择话题

第二课时一开始，我抓住开头映儿与妈妈对真爱和认识这一
矛盾点，引出下文。挖掘出妈妈认为她与爸爸的爱如平淡无
奇的茉莉，而映子由一开始感到可笑到被爱怔住，最后由衷
发出“爱如茉莉”的感叹这一情感的巨大变化。把“为什么
爸爸妈妈的爱如这平淡无奇的茉莉？”作为对话话题，既是
作者的思路，又是对话展开的线索，符合认知规律。

三、围绕话题，寻找细节，感悟真爱

《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
程。从根本上说，言语理解就是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对话
过程。围绕着上述对话的话题，学生默读课文6－17节，圈画、
批注文中能够体现“爱如茉莉”的细节描写，教师不失时机
渗透默读方法的指导，呈现了一个真真实实的生本对话过程。
在学生自主感悟的基础上交流体会。通过“买饺子”这一平
凡小事，引导体会平凡中见真情，平淡中见真爱，学生从中



感受到真爱如茉莉般平淡无奇却情真意切。

观察病房里动人的画面，先让学生初步感受那温馨静谧的场
景，抓住爸爸的神态、动作、语言的描写，体会爸爸那默默
的，涓涓细流般的真爱，如茉莉般散发的缕缕幽香，沁人心
脾。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删去一些去词比较句子表达效果，
渗透写作方法的指导。

抓住“麻木”一词体会妈妈与爸爸的爱是相互无怨无悔的'付
出，是无私的奉献。

通过对“钻”字的感悟，学生与映子的感受进一步产生共鸣，
那无奇的爱，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振撼着我们的灵魂，文末
“爱如茉莉”的感叹既是映子又是学生心灵流淌的心声。该
教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一步一步地沉浸于字里行间。学生的
心灵浸染着墨韵书香而悄然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自然地融
合一体。

四、再现场景，创写诗歌。

语文教学的本体价值就是促使学生言与意的积极感悟、内化、
转换，进而运用个性的言语表达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
在此，老师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转换的平台，以爱如茉莉用诗
一般的语方再现课文内容，作恰如其分的引领，学生从文本
细节中感受到的真爱，心中那涌动着的涓涓细流，化成跳跃
着真情的文字，流泻于笔端。

爱如茉莉教案第一课时篇十

重色轻友，还是重友轻色？这似乎是每个男人都会遇到的问
题。谈恋爱时也许男人们会义无反顾地推却哥们的酒场投奔
女友而去，但结婚之后，这种女人所无法理解的男人间的友
情又重新“杀”了回来。每个男人，大概都或多或少会有几
个大大咧咧、有困难就直说、有要求直接提、视朋友家为自



己家的朋友。而每个结了婚的女人，也大多会或多或少地讨
厌这种总来找丈夫寻求帮助的“麻烦”朋友。一边是甘愿为
朋友两肋插刀的豪迈，另一边是爱妻不愿被人打扰、不愿被
人麻烦的埋怨，夹在中间的男人该如何抉择？在这一点上，
似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国影片《你，我
和杜普利》就将婚后男人这种夹在铁哥们和爱妻之间的两难
境地搬上了银幕。

“电灯泡”大概是恋人们最不喜欢的人，而如若这个“电灯
泡”又恰恰出现在别人的新婚蜜月里，那么这只炽热的“电
灯泡”不受欢迎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杜普利就是这样一
只“电灯泡”。杜普利为参加好朋友卡尔的婚礼特地赶来庆
贺，讲义气的卡尔看到失业又无家可归的杜普利，收留他暂
时借住在家中，由此开始了杜普利的“灯泡”生涯。杜普利
这只“电灯泡”“瓦数”极高，在朋友和妻子亲热时误闯朋
友的'蜜月房间，将房间“照”得通亮。杜普利还是一只生玩、
大大咧咧又极不敏感的“电灯泡”，男人在结婚之前往往会
有一些女人们不喜欢的习气，比如一起通宵喝酒看球赛，玩
一些比较危险的极限运动等等。女人往往在婚后会对丈夫进
行调教，让他们变得温文尔雅，以家为重。茉莉好容易调教
成功的丈夫却又被杜普利拉了回去，杜普利说服卡尔在家中
召集了一帮朋友，边喝酒边看球赛，将一个新婚之家瞬间变
成了一个“球迷俱乐部”。他还扯着卡尔一起玩他们年少时
常做的极限运动，结果，已经是“老胳膊老腿”的卡尔受了
伤。不仅如此，杜普利还是一只惹尽了麻烦的“电灯泡”。
茉莉好心为他介绍女朋友，喜好玩浪漫又马马虎虎的杜普利
却将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变成了一场骇人的火灾，不仅烧伤
了女朋友，还把茉莉和卡尔的新婚之家变成了灰烬。房子被
烧，朋友受伤，丈夫被伤，两人的甜蜜世界被打扰，茉莉忍
无可忍，惟一能做的，就是下逐客令。

要忍受妻子的责怪帮助一个“麻烦”朋友，还是乖乖听妻子
的话对一个霉运当头的朋友置之不理，这个在影片和现实中
始终纠缠着男人的问题对女人来说却并不算是一个问题。女



人通常会认为把家庭、丈夫放在第一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即使自己遇到麻烦，首要的求助对象也往往是父母或亲人，
而非朋友。而要极了面子又极重哥们义气的男人有难时却会
把求助的目光首先放到朋友身上。再者，即使女人迫不得已
要求助于自己的朋友，一旦发现给对方带来麻烦，敏感而谨
慎的她们便会妥善处理掉麻烦，然后识趣地离开。而大多数
男人的神经则似乎稍显迟钝，况且，将哥们义气放在首位的
他们认为有难时麻烦一下朋友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男人
之间的这种义气女人往往难以理解，也籍此构建了一个信朋
友又爱妻子的男人面对双方时诸多的矛盾与冲突，由此成为
了困扰男人们的一个永久的问题。

在好莱坞的影片中，像杜普利这种大大咧咧、总惹麻烦的角
色却也总是那种心地善良又待人热心的“狠”角色。轻喜剧
一向是美国最擅长的类型片之一，其虽嘻笑怒骂，却又不流
于简单的轻俗，常常将一些社会问题或心理问题杂揉其中。
这部影片也不例外，部分父母对要出嫁女儿的独占心态被导
演犀利地反映在其中。茉莉的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利在工作上
对卡尔百般刁难，苦恼的卡尔因工作上的不顺对新婚妻子有
所冷淡。善良又百无聊赖的茉莉又把无家可归的杜普利请回
了家，并和他成了好朋友。而热心的杜普利也最终用他豁达
的生活态度将卡尔从苦闷的心情中解放了出来。影片结尾故
意制造出这样一个喙头，其实只是想为处于夹缝中的男人设
计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将夹在麻烦朋友与爱妻中这种尴
尬的关系作出一个圆满的调和。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其实是
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美好构想，卢素兄弟作为男导演，
当“鱼”与“熊掌”都想兼得时，只能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假
设来完成自己在电影这种“白日梦”中对这种关系的调和。
而在现实中，又有几个妻子真的能和丈夫的这种麻烦朋友成
为好朋友呢？这种关系，确实很难处理。重色轻友还是重友
轻色，也将是一个摆在男人面前永远无法两全其美、妥善解
决的棘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