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荷叶母亲教案(优秀8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对教材和学生进行深入了解，以保
证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优秀
的初三教案范文，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荷叶母亲教案篇一

从容说课：

七年级上册是根据生活内容编排单元的。第一单元是以亲情
为主题，《荷叶母亲》是冰心一篇很典型的以母爱为主题的
文章；所以在教学时定位在感受母爱的位置上。

荷叶，莲花的叶子。文题之所以用“荷叶母亲”，是因为文
中作者借雨中荷叶为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的感触，
抒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之情。文章借雨中看红莲——初雨时
的亭亭，大雨中的左右倚斜，荷叶母亲保护下的不动摇；这
生动的场景让作者联想到母亲对自己的呵护与关爱，从而达
到讴歌母爱这一主题，自然而贴切！……作者通过对荷花的
细腻观察，得出人生感悟；文章语言清新自然，隽永淡雅，
显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正是我们学生学习写作的最
好蓝本。 教学目的：

1、积累词汇，指导学生把握课文的感情基调，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2、培养学生鉴赏文本并能用规范的语言表述的能力。

3、把握文章大意，品味文中的精美语言，体味思想感情理解
诗句。 重点难点：

1、重点：体味诗歌思想感情，并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2、难点：培养学生鉴赏文本并能用规范的语言表述的能力。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母亲是鲜花旁的叶子；母亲，是大海上的帆船；母亲,是灵魂
的真谛。母爱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一缕阳光，让你的
心灵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受到温暖如春；它是一泓清泉，
让你的情感即便蒙上岁月的风尘仍然清澈纯净。“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的这首
《游子吟》可以说是古人对母爱赞美的千古绝唱了。

怎样写母爱才有新意？是写冷暖问候，还是写病痛关爱？我
们今天将要学习的《荷叶母亲》这篇优美的散文诗为我们做
出了回答。下面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二、检查预习。

三个小组的代表分别展示预习成果。

三、合作探究。

1、品味语言。

提示：注意使用规范的语言。规范的语言就是语文的术语。
比如说，这个结尾是全篇文章的高潮，“高潮”两个字就是
术语。比如说老师常常讲的“开门见山”、“篇末点
题”、“过渡”、“照应”、“描写”、“抒情”，都是语
文的“术语”。 示范：在《荷叶母亲》这篇课文里面，二三
两段从全文的脉络来讲，从全文的构思来讲，是“插叙”，
这个“插叙”就是术语。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父亲的
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
院子里。”因为莲花，所以作者展开了联想，“八年之前”、
“九年之前”就是“联想”，“联想”



1 二字也是“术语”。 （1）、和同组的同学交流心得，每
组确定发言人。 （2）、各组代表发言全班交流。 （3）、
小结：这一篇课文，整体的构思是以物喻人。手法是借物抒
情。在写作的过程上，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景色。这个“喻”
字也可以写成“融情入景”。还有一个是你们没有说到的，
就是一个很新的术语。“一线串珠”，是线索。这篇文章有
什么线索呢？很明显的，红莲就是线索，它贯穿全文。如果
再深入一点，作者的心情也是一条线索，贯穿在文章的主要
部分。然后，从结构上看就好看了，开门见山，卒章显
旨。“卒章显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文章最后把主题给
点出来。

2、3两段是巧妙的穿插，那么生动的照应，同学们都已经分
析到了。用语文的术语读文章，是一种习惯。见到任何文章，
都要这样去想，这样去看。

2、美读悟情

从课文前面的段落选句子，组合起来，放在这一段话的前面，
形成一篇很短很短的美文，然后自己读一读。

3、妙点揣摩

说一说最后一段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小结：最直观的就是“比喻之美”。然后从句式来看，也是
很精美的。“抒情之美”，那是不用说的了。“点题之美”，
正是它的作用。然后借用我们刚才有位同学的发言，“升华
之美”，最后四个字，我给大家讲细一下，“虚实之美”，
什么是“虚”呢？有些事物，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它
是虚的，比如说气味，比如说母爱，我们能够感受到，但看
不到，我们摸不到，这就是虚的。作者用荷叶为红莲遮风挡
雨这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物来比喻伟大的母爱，把母爱这个
事物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虚实之美”。



四、拓展延伸

感悟母爱，请以具体的形象作喻，来完成下列句子。

母亲，如果我是＿＿＿＿，您就是＿＿＿＿，＿＿

＿

＿。

母亲，如果我是＿＿＿＿，您就是＿＿＿＿，＿＿＿

＿。

荷叶母亲教案篇二

伴着优美的歌声，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走进温馨课堂。

m代表many母亲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

o代表old母亲为我操劳的日渐衰老了;

t代表tear母亲为我留了很多眼泪;

h代表heart母亲有一颗永远温暖我的心;

e代表eyes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都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

r代表right是说母亲教我做正确的事，做好样的人。

这样一个为我们付出很多却不求回报的人就是母亲如果你爱
你的母亲，就请跟我大声读两遍：mother母亲，我爱你!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篇关于母亲的散文诗，冰心的——



《荷叶母亲》。

二、介绍作者

原名谢婉莹，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
散文集《寄小读者》，诗集《繁星》、《春水》。冰心的创
作内容大致包括：母爱、童真、自然三个方面。以宣扬“爱
的哲学”著称，而母爱，就是“爱的哲学”的根本出发点。

三、教学目标

1、在朗读中体会至爱亲情。

2、把握借物抒情的写作方法。

3、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

重点难点：

学习借物抒情或托物言情的写作方法。

体验至爱亲情，提高性学生的审美能力。

四、解读课文

(一)读“荷”(在朗读中感知课文内容)

1、请同学们聆听名家朗读，掌握朗读技巧，感受文章情感，
提高朗读水平。

荷叶母亲教案篇三

1、知识与能力：指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培养鉴赏诗歌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品味诗歌的精美的语言。

3、情感与价值：体会母子情。

体会诗歌感情，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诗歌以物喻人的手法及联系生活实际体味母子情深。

朗读法、讨论交流法

一课时

前面我们学习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我们被
浓浓的母子情所感染和感动。是的，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
最仁慈、最宽容、最伟大的爱。正是因为有了母爱我们每一
个人才感到幸福无比。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著名作家冰心去
寻找一份幸福、一份感动。

（1） 作者（2）字词：并蒂、花瑞、菡萏、欹斜、慈怜、荫
蔽

明确：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下来，遮盖住红莲，为其遮风
挡雨。（画图）

（学生回答——凋零、枯萎）

师：对，如果红莲没有了荷叶的保护，就会像文中的那株白
莲。

请个同学说说：文中白莲的结局怎样？

师：（画图）作者通过对比的手法，白莲和红莲都经历了一
场风雨袭击，因为白莲没有荷叶保护所以凋零散飘，而红莲
在荷叶的细心保护之下，健康、安全、快乐地生活着。作者
就是被这样一幅画面所感染和感动。作者（指着黑板上的图）



触——景——生——情，以——花——喻——人，想到了自
已就是一株什么？（红莲）而荷叶就是自己的什么？（母亲）

荷花是我，荷叶是母亲，母爱伟大无穷。“心中的雨”暗指
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只有母亲是保护我们度过人生路上坎
坷与磨难的人。母亲就是我们生命中永远为我们遮风挡雨的
人。

母爱是一缕温暖的春风，带给我们无比的惬意；

妈妈，我想大声对你说：妈妈——我——爱——你！

1、书面：课时作业

2、课后：回家帮妈妈做事，平常打个电话去问候妈妈。

荷叶母亲教案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本诗，体会作者的情感变化;

2、通过品读分析，领悟作者对母爱的赞颂;

3、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领悟母爱的伟大。

有感情地朗读本诗，体会作者对母爱的赞颂，领悟母爱的伟
大。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有一个人，她永远占据在你心最柔软的地方，你愿用自己的
一生去爱她;有一种爱，它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



任何的回报……这一个人，叫“母亲”，这一种爱，叫“母
爱”!听教师朗诵，进入新课学习。

1、自由朗读课文，自主梳理生字词。

2、教师配乐范读课文。

3、学生有感情地自由朗读课文。

4、学生齐声合乐朗读课文。

1、关注作者的情感变化

烦闷——不适意、徘徊——不宁的心绪散尽了——感动

2、具体分析作者情感变化的原因。

3、分析荷叶与母亲的关系，领悟作者对母爱的赞颂。

a、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
流转无力的水珠。(哪怕是弱不禁风，在保护自己的儿女时，
也会表现出她的勇敢!生命中有许多不幸，可是母爱能把这些
轻轻抹去!)

b、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1、快速浏览课文，在文中圈
画出相关的语句。

2、品读文本，体悟情感变化的原因。

3、结合重点语句的品析和背景资料的引入，感悟作者对母爱
的赞颂。

4、深情地朗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
都摆在院子里。

8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
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9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院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
说：“我们院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里添
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适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
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小船般散漂在
水里。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
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
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
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
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回头忽
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了来，正覆盖在
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
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
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选自《冰心文集》)



〔评析〕

这是一篇借景写人，托荷赞母的散文。文章从自家院子里的
莲花写起，重点写雨中的莲花，在雨中作者发现荷叶掩盖起
莲花，触动了自己，于是产生了联想，想起了母亲，想起了
母亲爱护儿女的情景，于是借此景抒发自己对母亲保护儿女
成长的感情。这样写荷花是为了写“我”，写荷叶是为了写
母亲，达到“我”是雨打风摆的荷花，而母亲则是替荷花抵
挡风雨的荷叶的境界。是啊，连荷叶都会自觉地保护荷花，
何况母亲爱护自己的子女。于是在结尾处写道：“母亲啊!你
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
遮拦天空下的荫蔽?”简单几笔点明了主旨，深化了中
心。“心中的雨”暗指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坎坷磨难，只
有母亲是保护自己度过人生路上坎坷与磨难的人。

荷叶，莲花的叶子。文题之所以用“荷叶母亲”，是因为文
中作者借雨中荷叶为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的感触，
抒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之情。文章语言清新自然，隽永淡雅，
显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前教课，我都是采用解题、了解作者、梳理情节、划分段
落、归纳中心等传统教学模式，讲得多，分析细，结果往往
是老师累、学生烦、效果很差。

在讲授《荷叶母亲》这节课时，我决心把课堂交给学生，按照
“朗读——探究——发现”这样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去感
受这篇课文的文质之美，探究诗文的构思美，使学生对诗歌
的赏析上升到一定的审美层次。

新课程强调学生要“读”，朗读、诵读、默读、精读……总
之要多读。在课堂上，我加强了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运用多
种朗读方式，让学生借助朗读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
使诗文中所抒发的情感叩击学生的心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既感受到语言文字表达情意的表现力，又提高审美情趣。



在探究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体验、
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从而清
楚地认识借物抒情的写法。在课堂上学生动脑还动手，运用
同类写法发表个性化的见解，抒发对母亲的爱。

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角色转变
成了组织者、引导者、启发者，要求尽最大可能尊重学生学
习的个性。这堂课之后，我自己觉的轻松，学生也学的愉快。
我深切地感悟到，做为教育者，要跟上时代步伐，转变教学
观念，使教与学成为一种生命的活力。

荷叶母亲教案篇五

1、整体感知课文;

2、赏析课文;

3、用比喻 的修辞写一段话表达自己对父母的赞美之情;

4、感受伟大的母爱。

一、导入课文

2、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幅自然之景(多媒体展示)荷叶图

问：看到此图你会联想到什么?(学生自由说)你们知道著名爱
心作家冰心先生看到此景联想到了什么吗? 预设(不知道，如
果知道，加以表 扬并就让该生说说对冰心的相关知识：哦，
你说对了，那老师猜想你也一定对冰心奶奶有了解了。能说
说吗)

3、 师生交流了解作家冰心(问：关于冰心你有了解吗?)

(课件出示)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
官家庭， 很长时间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
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
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
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
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
看的港湾很多，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
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
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歌颂自
然、歌 颂母爱，歌 颂一切美好的东西，是冰心作品的思想
内核，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冰心的这种致纯致美的爱
更加发扬光大，让它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田，让世界变得更
美好。

二、 初读课文 把文读通读流利 整体感知

4、范读课文，学生思考：(课件出示)

1、荷叶何以让作者联想到母亲?这种写法叫什么?

(荷叶保护红莲)(触景生情、寄情于物、借物喻人)

2、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的情感?找出关句子

情感：赞颂母亲、歌咏母爱

三、 品读课文 体悟作者情感变化

1、品析第一次

作者是什么样的情形下看到红莲的?(指名读句)体味“繁杂、
烦闷”也不知是心烦感觉到天都很讨厌呢还是真的连天公也
不作美，乌云密布，阴沉沉的，闹人心烦，令作者如此郁闷。
但也并不是真的天意要弄人呀!你看，昨天还是菡萏的红莲，



今晨却都已开满了呢!大自然是那么地善解人意，通晓人情
哪!此乃真是物着人情呀。作者看到这些情景心情有些好转
吗?在这里， 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心底的 一声呼唤请听：

母亲啊 !

请顿时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

2、品析第二次看莲(小组读句)

重点体味“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
想”作者想 下阶去吗?想下去干什么呢?作者无法可想，她又
无法想像什么呢?(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想像意境，明白作者
有心相帮助，却没办法可想，由 此更不敢去想红莲的不幸遭
遇、悲凉结局)想到这些人生的坎坎坷坷、风风雨，我们似乎
又听到了作者心底的一种声音，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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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莲呢?你能这首诗中加一句进去吗?是呀，莲此时此刻肯定
也正有这样的心愿呢，荷叶妈妈又怎能听不到呢?请看：(让
学生们齐读写作者第三次看莲的句子)



四、 小结课堂

同学们，《荷叶 母亲》所描绘的雨打红莲，荷叶护莲的情景，
温馨感人 ，既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又让 人顺理成章的联想
到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及关爱，从而使荷叶母亲的形象美好又
伟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
随地都融入了母亲浓浓的爱，清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出门前
的一句句关爱的叮咛;临睡前掩紧的被角。用心爱着孩子是母
亲生命的习惯。母亲就是孩子躲避风雨的港湾，当风雨袭来
时，她们都会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在母爱的伞下，一切
暴风雨都是脆弱的水珠。母亲一切的辛劳与无私付出，都是
为了让子女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一张永远为我们遮蔽 的“荷叶”。
我也相信当未来我们张开有力的翅膀翱翔于人生辽阔的蓝天
的 时候，一定能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

荷叶母亲教案篇六

冰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诗歌的思想感情。

2、体会借助一种具体的形象来抒发对母亲的

热爱的写法。

3、感受作者在诗歌中所抒发的真挚情感，体

会人间至爱亲情。

宋体冰心，现代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名
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主要作品有《繁星》《春水》《往事》
《超人》《寄小读者》等。



解释下列词语：

听读感知

这篇课文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哪一自然段最能体现这种情感？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1、课文哪些自然段是描写红莲的`？分别描写怎样的红莲？

2、请找出文中描写红莲时作者心情变化的词句。

荷叶母亲教案篇七

冰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诗歌的思想感情。

2、体会借助一种具体的形象来抒发对母亲的

热爱的写法。

3、感受作者在诗歌中所抒发的真挚情感，体

会人间至爱亲情。

宋体冰心，现代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名
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主要作品有《繁星》《春水》《往事》
《超人》《寄小读者》等。



解释下列词语：

听读感知

这篇课文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哪一自然段最能体现这种情感？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1、课文哪些自然段是描写红莲的'？分别描写怎样的红莲？

2、请找出文中描写红莲时作者心情变化的词句。

荷叶母亲教案篇八

1.知识与能力：指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培养鉴赏诗歌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品味诗歌的精美的语言。

3.情感与价值：体会母子情。

：体会诗歌感情，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诗歌以物喻人的手法及联系生活实际体味母子情深。

2课时

前面我们学习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我们被
浓浓的母子情所感染和感动。是的，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
最仁慈、最宽容、最伟大的爱。



正是因为有了母爱我们每一个人才感到幸福无比。今天就让
我们跟随着著名作家冰心去寻找一份幸福、一份感动。

1.教师范读课文

2.检查预习情况（出示小黑板）

（1）作者

（2）字词：并蒂、花瑞、菡萏、欹斜、慈怜、荫蔽

1.现在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思考：作者因什么而感
动？（作者被红莲还是白莲所感动？）

明确：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下来，遮盖住红莲，为其遮风
挡雨。（画图）

2.那同学们能否找到文中描写这个画面的段落呢？（引导学
生寻找6、7自然段）

3.有感情地齐读6、7段。（重点字：慢慢地、倾侧、覆盖、
勇敢慈怜）

4.同学们，结合刚才这两段文字，你认为给这幅画起一个什
么名字？（荷叶护莲图）

（学生回答——凋零、枯萎）

师：对，如果红莲没有了荷叶的保护，就会像文中的那株白
莲。

请个同学说说：文中白莲的结局怎样？

师：（画图）作者通过对比的手法，白莲和红莲都经历了一
场风雨袭击，因为白莲没有荷叶保护所以凋零散飘，而红莲



在荷叶的细心保护之下，健康、安全、快乐地生活着。作者
就是被这样一幅画面所感染和感动。作者（指着黑板上的图）
触——景——生——情，以——花——喻——人，想到了自
已就是一株什么？（红莲）而荷叶就是自己的什么？（母亲）

6.齐读最后一段。（出示小黑板）

荷花是我，荷叶是母亲，母爱伟大无穷。“心中的雨”暗指
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只有母亲是保护我们度过人生路上坎
坷与磨难的人。母亲就是我们生命中永远为我们遮风挡雨的
人。

7.师：同学们，母爱是一曲动人的歌，带着我们云游四方；

母爱是一缕温暖的春风，带给我们无比的惬意；

妈妈，我想大声对你说：妈妈——我——爱——你！

8.再次有感情的齐读课文。

1.书面：课时作业

2.课后：回家帮妈妈做事，平常打个电话去问候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