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通
用8篇)

一分钟，可以让我们做一次简单的拉伸运动，缓解压力。如
何在一分钟内处理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
题。以下是一些名人在一分钟内分享的人生智慧和感悟。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一、课文理解：

课文写了旧社会农村的.一个穷苦的孩子以挖野菜为乐，表达
了对荠菜的特殊

感情，含蓄地反映了旧社会贫苦农民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
也从侧面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小学语文第九册课程辅
导——16、我盼春天的荠菜。

课文开头就点明了课题“我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情”。接着写
“我”小时候馋是因为肚子饿，具体记叙了“我”因饥饿掰
了财主家的玉米棒子，遭到财主家的人凶狠地追赶的事，既
反映了旧社会财主欺压穷苦人家孩子的罪恶，也是“我”对
荠菜有着特殊感情的原因。课文最后写出春天带给“我”的
希望。文中“而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
是一种享受”，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学习重点：

1、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当段落由多个自然段
组成时，经常

用到自然段段意归并法。阅读时，先认真阅读文章，理清每
一个自然段分别写了什么内容，概括出每个自然段的段落大



意。接着联系课文的主要内容，分清哪几个自然段是主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然后取主去次，归纳出完整的段落大意。

《我盼春天的荠菜》第二段（第2、3自然段）段意的概括
（详见课本第六单元单元学习提示）。“自然段段意归并
法”的难点在于对各自然段的段意根据主次关系进行取舍。
在概括时应反复阅读体味才能确定，有时几个自然段写了一
件完整的事，可按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去概括。如课文
第3大段（第4---8自然段），在对各自然段段意串连起来时，
对语句进行加工，使之完整通顺。这段段落大意可这样概括：
“我”掰财主家的玉米棒子，被财主家人凶狠追赶而跳进河
里，后来不敢回家，独自游荡在广阔的田野上。

2、课文第9自然段“最使人感到饥饿的冬天过去了……蓝天
上白色的云朵”，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案《小学语文第九册课
程辅导——16、我盼春天的荠菜》。读这段话，要这样去理
解：1、劳苦的人家辛勤劳动了一年，秋天收起来的粮食大多
被财主剥削去了，家里一点粮食，不够一家人生活，冬天只
得挨饿。2、穷人盼望春天的到来。因为春天一到，田野里长
满了各种野菜，可以挖野菜来充饥。3、“把它下在玉米面的
糊糊里……多好吃了”。这样的食物只有穷人孩子才感到好
吃，因为它比挨饿好受多了，所以对荠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4、为什么“挖野菜时会有那种坦然的心情”，而且感到是一
种享受呢？这更是对荠菜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反映。因为如今
去挖荠菜时，可无忧无虑，不必担心财主家的人拿粗木棍凶
狠地追赶，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看天空的小鸟、树上的杏花、
天上的白云。

三、难点分析：

【难句理解】“我并不是怕妈妈打我，而是怕看见她那双哀
愁的眼睛。”在

那个社会里，要是妈妈知道这件事，怎么会不哀愁呢？因为



担忧自己的孩子遭到财主毒打，担忧财主会借此向父母敲诈、
逼债。我怎么忍心看着妈妈再苦上加愁呢？孩子怕失去相依
为命的父母，所以说“我并不是怕妈妈打我，而是怕看见她
那双哀愁的眼睛”。

四、参考资料：

荠菜，一种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状分裂，裂片有
缺口，花白色，嫩叶可以吃。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1、了解旧社会农村贫苦人家孩子的苦，财主的恶，感受课文
的思想感情。

2、理解课文重点词句，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

由于课文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旧社会，距现代生活较远，学生
体会该文的思想情感有一定难度，我运用探究性学习，创设
情境，抓住重点词句品味分析，披文入情，读中悟情。

一、初步感知课文，提出问题，自行探究。

1、审题激疑：小女孩为什么要盼春天的荠菜？

2、运用自学方法，熟悉课文，了解内容。

3、提炼主线，围绕“我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条主
线初读课文，探讨课后题：“我”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
情”，从那些词句中看出来？采用变式教学，学习9—10自然
段。



人人参与，默读课文，圈圈点点，说说读读议议。总结出两
点理由：

a、荠菜味美。b、挖荠菜时坦然的心情是一种享受。

4、再次设疑，根据a和b提出有关问题。小组交流评价，全班
交流评价，充分研究讨论后，在罗列的问题中取舍归纳出最
值得研究的三个小论题：

（1）、荠菜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真的很好吃吗？那到底是
一种什么菜？旧社会里的人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如有图片
说明更佳。

（2）、为什么说挖荠菜是一种享受？财主是怎样的一种人？

5、指导学生做好课外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完成简单的研
究报告。

（1）、研究方式：或单独，或与同学合作。

（2）、搜集途径：群众调查，报刊，书籍（《上下五千年》
《知识百科全书》）、上网。

（3）、研究成果：合作或独立写出简单的研究报告。以备在
课堂上交流。

二、运用研究成果，师生共创情境，体验思想情感。

1、探讨问题

1：荠菜真的好吃吗？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菜？

（1）交流研究成果。



（2）既然荠菜味涩难咽，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别提有多好
吃”呢？

（3）研读课文2—3自然段。

交流：因为作者非常饿。请找出文中有关句子体会体会她饿
到什么程度？

点拨：a、从吃的样子看狼吞虎咽：“一……就……”“一把
把”“塞”“更别说”

b、从吃的食物看都是未成熟的野菜野
果：“青”“嫩”“才”

c、小女孩为什么会这么饿？（贫穷）

d、请运用研究成果，说说那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请
学生将搜集的图片放在实物投影仪上讲解，交流成果。）

师补充图片讲解：翻开人类的史册，我们才知道不管在昨天
还是今天，饥饿仍然威胁着人类。这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难民
营里，一个孩子已经衰弱得无法移动去寻找食物了。他快要
死去的身体已经成为大群苍蝇的美食。你能想象他此刻最需
要什么吗？同样，在炮火纷飞的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有许
许多多的儿童像文中小女孩一样饱受饥饿的折磨。谁能饱含
感情地读读这两小节呢？指导课文朗读。

正因为如此，所以小女孩看到春天的荠菜才会如此高兴。你
能有感情朗读第九自然段里的这些句子吗？出示：“最使人
感到饥饿的冬天过去了……别提有多好吃了。”

2、探究问题2：为什么说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可以称
得上一种享受？



（1）交流研究成果。

（2）研读4—8自然段，默读课文，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我因为饿掰了财主家的玉米棒子，被追赶跳入河里，游荡
在田野上。）这件事除了“我”还出现了那哪些人物？（财
主家的人、妈妈）请结合文中有关句子，淡淡你对这些人物
有的评价？组内讨论，全班交流反馈。

师点拨：a、“那家伙立刻拿着粗木棍紧紧追来。”“冰凉的河
水呛得我喘不过气来，脑后却传来一阵冷酷的笑声。”

引导学生在读中求悟。抓住“立刻”“紧紧”“冷酷”，说
明财主家的人十分凶残冷酷。那财主又是怎样的人？结合搜
集的材料谈谈，加深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认识。

b、“我怕妈妈知道，并不是怕妈妈打，而是怕看见妈妈那双哀
愁的眼睛。”

理解“哀愁”。妈妈为什么而哀愁？身为一个母亲，却眼睁
睁地看着孩子受饿、挨打，却无能为力。

c、于是，我一个人游荡在田野上，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啊？
（配上哀愁舒缓的音乐）师感情范读第八自然段。

d、想想，文中写了哪些景物？（羊儿回圈，鸟儿归巢）为什
么要选择这样的景物？抒发了作者此时什么心情？配乐学生
有感情朗读。

e、如果你就是文中的小女孩，你会对村口呼唤你的妈妈说些
什么？此时你最盼望什么？（向往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f、所以“我”才会格外珍惜挖荠菜时的坦然心情。（出示）
谁能有感情朗读第九自然段中的这些句子：“而挖荠菜时的
那种坦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蓝天上白色的



云朵。”

3、总结全文：

（1）请选择最让你感动的段落，有感情地朗读。

（2）虽然我们生活在幸福的今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痛苦的过去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同样我们也应该
看到，今天的世界还有战争和饥饿，还有许多孩子生活在水
深火热中。世界美好的明天要靠大家去创造。

三、学习概括段落大意的新方法：自然段段意归并法。

1、自学单元提示，说说运用归并法的步骤：写大意，分主次，
取主舍次或归并。

2、小组讨论概括出第一和第二段段意。

3、全班交流评价。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1、初识课文，了解大致内容。

2、采用变序法学习课文1、2、3、9、10自然段。

3、初步学会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意的方法。

4、学习部分生字新词，并巩固运用。

学习课文的9、10两个自然段，并有感情地朗读。

掌握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的一般步骤。

1、课前谈话



这是一种略带苦味的菜！既然是这样一种菜，应该是不太受
大众喜欢的。但有人却对荠菜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这节课
我们就来学习十三课《我盼春天的.荠菜》，来了解一下其中
真正的原因。

2、揭示课题

（1）多媒体打出课题。

（2）我们看题目，我盼春天的荠菜。先看这个盼是什么意思。
（盼望、渴望）。那题目的意思就是我盼望春天的荠菜。那
么，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看屏幕）——我为什么要盼望
春天的荠菜？第二个问题，我对荠菜有着怎样的一种感情？
请大家从课文中找出正确的答案。（特殊）读一读。

大家看一看，老师给大家上课，与你们老师平时给你们上课
有什么不同？

那你们的心情怎样？这就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既然这是一
种特殊的感情，那课文的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先请几
个学生谈一谈）

（3）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幅图。（多媒体打出图），想想
看，课文那一节是描写这幅图的。（第九自然段）

3、指导阅读9、10自然段。

（1）、听录音，思考从那些词句中可以看出我对荠菜有一种
特殊的感情？用————划出。

（2）提问，指名回答。

（3）归纳：别提有多好吃了。最喜欢荠菜；心情坦然。是一
种享受。



（4）玉米面糊糊里，放上荠菜，味道真那么好吃吗？（为了
填饱肚子）

（5）坦然是怎样一种心情？请一位同学念一念这句话。（教
学坦然一词）

从文章那些地方可以看出我心情的坦然？（一是从人物的动
作、心情：向田野奔去，不必担心，可以不时的看一看；二
是从景物的描写中，侧面衬托出我当时的心情：荠菜用绿色
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吱吱喳喳的小鸟，绽开的杏花、白
色的云朵。）

（6）此时此刻，我们应带着怎样的心情来读这一段呢？

（7）因此，作者要发出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受：荠菜，我亲爱
的荠菜！

4、过渡：荠菜它只是一种野草，味道并不好吃，但作者却说
别提有多好吃。这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我饿！）

5、教学第2、3自然段。

（1）、投影出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饿啊！

（2）指名读这一句话。（无奈的心情）

（3）正因为我饿，所以造成了什么后果？下面请一个同学读
一下第二自然段。其他同学思考：这一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我小时侯很谗）

（4）从财主的胖儿子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从他的胖看出什
么，他吃什么？我又吃什么？）

（5）从哪儿可以看出我很饿？（青………………）



（6）这些青的东西我都吃的津津有味，这说明我的确是——
饥不择食。

（7）带着同情的心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

（8）那么下面我们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2、3两个自然段的意
思呢？

投影出示：1、因为我小时侯饿，所以我谗。

2、我小时侯谗，是因为我饿。

（9）这就是归纳段落大意的一种方法：自然段段意归并法。
它的一般步骤：

1、先写出每个段落大意的意思。

2、再看看它们的意思是不是主要的，我们舍去次要的，抓住
主要的。

3、最后进行归并。

4、用这种方法来归纳段落大意是比较有效的。在进一步学习
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运用。

6、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对课文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
先将1、2、3、9、10这五个自然段的词语进行集中学习。

7、教学词语

蔷薇枝 映山红 青枣 青豌豆 财主 丫头 马齿苋 野葱 盐花
吱吱喳喳 绽开

1、齐读一边



2、男女同学竞读

3、说话练习：分析词语，用3词造句、用上4词造句

8、总结本节课

盼 特殊的感情 最喜欢荠菜

饿 谗 饥不择食

饱 胖 恶语嘲讽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1、学会本课的15个生字，29个新词。

2、初步学会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意。

3、懂得旧社会财主的罪恶，穷苦人家生活的艰苦。

4、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9、10自然段。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激趣引题，激发动机：

1、出示实物荠菜，教师和同学一起谈谈自己对荠菜的认识。
（从生长季节、生长地点、形状、味道等方面展开）

2、揭题后解题，质疑：

（1）揭题：我盼春天的荠菜（板书）



（2）读题，你觉得课文重点会写什么？课题重点词是什么？

（3）质疑：据题你会认为课文会写哪些内容？你有什么疑问？
那么我们来看看作者到底为什么盼春天的荠菜吧。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尽情地读，可轻声读，放声朗读，也可独自读，小组合作
读要求：

（1）读准生字，理解新词，读通课文，

（2）读出你的感受，读出你的感情，并提出疑难问题。

2、交流读书结果：

（1）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读，提出不懂的词语适当解决。

（2）谈谈自己读了课文后的初步感受，提出疑难问题

3、这个故事发生什么年代，从哪里看出来？

师简介旧社会穷人生活有关情况（如同学谈话中涉及此问题
即穿插进去）

4、课文的哪些段落具体描述了作者盼春天的荠菜的？
（9、10自然段）

课文其它部分写了哪些内容？

给课文分段，并交流。

{分四段：一（1）二（2－3）三（4－8）四（9－10）}

5、再读9、10自然段，简单回答作者为什么盼春天的荠菜？



（板书：好吃坦然的心情是享受）

师引：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这与她的经历有关。
让我们深入地学习课文吧！

三、导学－－探究，学习新课

1、研读第二段：

（1）分节指读，归纳节意

（2）联系全文主要意思，你认为“馋”与“饿”哪一点更主
要？为什么？

（3）指导感情朗读全段。

2、研读第三段

（1）自由轻声读，一边读一边想象文章描写的画面。

（2）指名再读，其他同学闭目再次想象文章描写的画面。

（师在此告诉大家这种读书方法叫“初读想象画面”）

要求对照文中句子，分析品读，体会感情，先在小组内交流

（4）全班集体交流（分两方面－财主家人残酷和“我”心里
害怕，可怜）

a、第一方面：研究财主家人残酷

重点研读，并进行朗读训练：

a、那家伙立刻拿着一根粗木棍，紧紧追来。



b、冰凉的河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脑后却传来一阵阵冷酷的
笑声。

想象说话：财主家人当时的语言、神情

c、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去找，可又不敢回家。（为什么会没有
勇气？）

b、第二方面：研究“我”心里害怕，可怜

重点研读，并进行朗读训练：

a、追赶我的人越来越近了，我害怕到了极点，便不顾一切，
纵身跳进那条河里。（“一切”在这里包括哪些，“不顾一
切”说明什么？）

想象说话：当时的气候环境和“我”此时的心理

b、河水没过了我矮小的身子。我挣扎着，扑腾着，身子失去
了平衡。

c、我怕妈妈知道。我并不是怕妈妈打我，而是怕看见她那双
哀愁的眼睛。

（假如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心里会怎样想？会哀什么，愁什
么？）

d、我听见妈妈在村口呼唤我的名字，可是我不敢答应……

师述：是啊，羊儿咩咩地叫着回圈了，乌鸦也呱呱地叫着回
巢了，而“我”独自一人在空旷漆黑的田野上，有家不敢回，
有家不能回，“我”的命运真是连羊儿、乌鸦也不如
啊！“我”心里有许许多多的害怕，这样的生活真是受罪！
（板书：心里害怕是受罪）



（5）说话训练，激发感情：

（6）配音朗读全段

四、作业练习

简要复述第三段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1、简要复述第三段

二、导读－－探究，学习第四段

1、接上引读

2、从哪里感受到“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急切心情？朗读

3、理解“我”盼春天的荠菜的两点原因：

（1）用关联词把描写原因的两个句子联接起来

（2）荠菜真的那么好吃吗？这句话怎么理解？

（3）读下一个长句子，想象画面，

思考：此时，我的心里没有（），也没有（），非常（）。

（4）这样没有担心，也没有顾虑的心情，就是“坦然的心
情”。具体找找有关的词句。

b、请大家把这种美好的境界用文字描写下来。



c、交流。

4、师引：同学们，比起冬天偷玉米棒时那种紧张害怕的心情
来，现在这种放松坦然的心情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
自由，太好了！

让我们也来一起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吧，感情朗读全段。

5、配音朗读，试背全段

三、回归整体，升华主题

1、作者说自己对荠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你们说这是一份怎
样的感情？

四、学习“自然段段意归并法”归纳段意：

1、学习“单元提示”，小结“自然段段意归并法”的方法：

一、归纳节意；二、舍次留主；三、进行归并

2、共同归纳第二段段意：

（1）归纳节意：第一节：“我”小时候很馋。第二
节：“我”馋是因为饿。

（2）联系全文主要意思，你认为“馋”与“饿”哪一点更主
要？为什么？

（3）所以这一段的段意归纳为：“我”小时候馋是因为饿。

（4）再次小结“自然段段意归并法”的方法

3、尝试归纳第三段段意：出示课后第三题



读题后选择下面你认为最合适的答案，并说明理由

（1）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害怕得跳进了一条河。我在河水中挣扎，爬上对岸但不
敢回家，傍晚，我独自一人游荡在静得可怕的田野上。

（2）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跳进了一条河，爬上对岸但不敢回家，傍晚，我独自一
人游荡在静得可怕的野上。

（3）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害怕得跳进了一条河，爬上对岸后也因害怕，一直不敢
回家。

4、自主归纳第四段段意：让学生自主归纳、交流

五、总结全文，再次质疑

齐读全文

六、布置作业：补充课外阅读

板书设计：

我盼春天的荠菜

（特殊感情）

饿好吃

（偷玉米棒）（挖荠菜）

心里害怕—心情坦然

是受罪是享受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我盼春天的荠菜》是浙江省义务教材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六
单元的打头课文，作者是我国知名作家张洁。文中描写旧社
会农村的穷苦孩子以野菜充饥，以挖野菜为乐的故事，抒发
了作者对幸福自由生活的向往，也从另一个侧面揭露财主的
罪恶。

一、知识与能力：

1、学会6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圈”；理解10个新词语的意
思，能用“简直”、“可是”、“渐渐”等词语写句子。

2、能根据提示较深入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含义。

3、能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

二、过程与方法

1、借助语言文字和课文情景，通过反复研读，品味分析，了解
“我”为什么会盼春天的荠菜，披文入情，读中悟情。

2、培养学生自读感悟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感受旧社会穷苦孩子的生活是多么痛苦。

2、感受妈妈疼爱孩子的感情。

3、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学会运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感受旧社会穷苦
孩子的生活是多么痛苦。



由于课文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旧社会，距现代生活较远，学生
体会该文的思想情感有一定难度，因此必须创设一个有利于
学生感悟的学习情景。

布置学生课前查一查关于荠菜的资料，向老人们询问旧社会
时穷人的生活状况。

第一教时

一、导入揭题

导入

投影出示荠菜图片，同学们，相信大家一定吃过不少的菜。
（青菜、白菜、花菜……）但对于荠菜，大家知道多少？
（从生长季节、地点、形状、味道等方面展开说说。）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我盼春天的荠菜》，齐读课题。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尽情地读，可轻声读，放声朗读，也可独自读，小组合作
读。

要求：（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字音，记记新词的字形，想
想词义。

（2）读出你的感受，读出你的感情，并提出疑难问题。

2、交流读书结果：

（1）投影出示词语，指名认读。

（2）做作业本第一题。做完后交流。



3、四人小组分工读课文。要求：读者尽情，听者尽心。

谈谈自己读了课文后的初步感受，提出疑难问题

4、这个故事发生什么年代，从哪里看出来？

5、迅速浏览课文，想想课文哪些自然段具体描述了作者盼春
天的荠菜的？（9、10自然段）

课文其它部分写了哪些内容？

给课文分段，并交流。

分四段：一（1）二（2—3）三（4—8）四（9—10）

6、再次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的15个生字，29个新词。

2、初步学会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意。

3、懂得旧社会财主的罪恶，穷苦人家生活的艰苦。

4、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9、10自然段。

教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引题，激发动机：

1、出示实物荠菜，教师和同学一起谈谈自己对荠菜的认识。
（从生长季节、生长地点、形状、味道等方面展开）

2、揭题后解题，质疑：

（1）揭题：我盼春天的荠菜（板书）

（2）读题，你觉得课文重点会写什么？课题重点词是什么？

（3）质疑：据题你会认为课文会写哪些内容？你有什么疑问？
那么我们来看看作者到底为什么盼春天的荠菜吧。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尽情地读，可轻声读，放声朗读，也可独自读，小组合作
读要求：

（1）读准生字，理解新词，读通课文，

（2）读出你的感受，读出你的感情，并提出疑难问题。

2、交流读书结果：

（1）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读，提出不懂的词语适当解决。

（2）谈谈自己读了课文后的初步感受，提出疑难问题

3、这个故事发生什么年代，从哪里看出来？

师简介旧社会穷人生活有关情况（如同学谈话中涉及此问题
即穿插进去）



4、课文的哪些段落具体描述了作者盼春天的荠菜的？
（9、10自然段）

课文其它部分写了哪些内容？

给课文分段，并交流。

{分四段：一（1）二（2－3）三（4－8）四（9－10）}

5、再读9、10自然段，简单回答作者为什么盼春天的荠菜？

（板书：好吃坦然的心情是享受）

师引：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这与她的经历有关。
让我们深入地学习课文吧！

三、导学－－探究，学习新课

1、研读第二段：

（1）分节指读，归纳节意

（2）联系全文主要意思，你认为“馋”与“饿”哪一点更主
要？为什么？

（3）指导感情朗读全段。

2、研读第三段

（1）自由轻声读，一边读一边想象文章描写的画面。

（2）指名再读，其他同学闭目再次想象文章描写的画面。

（师在此告诉大家这种读书方法叫“初读想象画面”）



要求对照文中句子，分析品读，体会感情，先在小组内交流

（4）全班集体交流（分两方面－财主家人残酷和“我”心里
害怕，可怜）

a、第一方面：研究财主家人残酷

重点研读，并进行朗读训练：

a、那家伙立刻拿着一根粗木棍，紧紧追来。

b、冰凉的河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脑后却传来一阵阵冷酷的
笑声。

想象说话：财主家人当时的语言、神情

c、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去找，可又不敢回家。（为什么会没有
勇气？）

b、第二方面：研究“我”心里害怕，可怜

重点研读，并进行朗读训练：

a、追赶我的人越来越近了，我害怕到了极点，便不顾一切，
纵身跳进那条河里。（“一切”在这里包括哪些，“不顾一
切”说明什么？）

想象说话：当时的气候环境和“我”此时的心理

b、河水没过了我矮小的身子。我挣扎着，扑腾着，身子失去
了平衡。

c、我怕妈妈知道。我并不是怕妈妈打我，而是怕看见她那双
哀愁的眼睛。



（假如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心里会怎样想？会哀什么，愁什
么？）

d、我听见妈妈在村口呼唤我的名字，可是我不敢答应……

师述：是啊，羊儿咩咩地叫着回圈了，乌鸦也呱呱地叫着回
巢了，而“我”独自一人在空旷漆黑的田野上，有家不敢回，
有家不能回，“我”的命运真是连羊儿、乌鸦也不如
啊！“我”心里有许许多多的害怕，这样的生活真是受罪！
（板书：心里害怕是受罪）

（5）说话训练，激发感情：

（6）配音朗读全段

四、作业练习

简要复述第三段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1、简要复述第三段

二、导读－－探究，学习第四段

1、接上引读

2、从哪里感受到“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急切心情？朗读

3、理解“我”盼春天的荠菜的两点原因：

（1）用关联词把描写原因的两个句子联接起来



（2）荠菜真的那么好吃吗？这句话怎么理解？

（3）读下一个长句子，想象画面，

思考：此时，我的心里没有，也没有（），非常（）。

（4）这样没有担心，也没有顾虑的心情，就是“坦然的心
情”。具体找找有关的词句。

b、请大家把这种美好的境界用文字描写下来。

c、交流。

4、师引：同学们，比起冬天偷玉米棒时那种紧张害怕的心情
来，现在这种放松坦然的心情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
自由，太好了！

让我们也来一起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吧，感情朗读全段。

5、配音朗读，试背全段

三、回归整体，升华主题

1、作者说自己对荠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你们说这是一份怎
样的感情？

四、学习“自然段段意归并法”归纳段意：

1、学习“单元提示”，小结“自然段段意归并法”的方法：

一、归纳节意；二、舍次留主；三、进行归并

2、共同归纳第二段段意：

（1）归纳节意：第一节：“我”小时候很馋。第二



节：“我”馋是因为饿。

（2）联系全文主要意思，你认为“馋”与“饿”哪一点更主
要？为什么？

（3）所以这一段的段意归纳为：“我”小时候馋是因为饿。

（4）再次小结“自然段段意归并法”的方法

3、尝试归纳第三段段意：出示课后第三题

读题后选择下面你认为最合适的答案，并说明理由

（1）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害怕得跳进了一条河。我在河水中挣扎，爬上对岸但不
敢回家，傍晚，我独自一人游荡在静得可怕的田野上。

（2）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跳进了一条河，爬上对岸但不敢回家，傍晚，我独自一
人游荡在静得可怕的野上。

（3）我在掰财主家的玉米棒时，被他家的人发现和追赶，逃
跑时害怕得跳进了一条河，爬上对岸后也因害怕，一直不敢
回家。

4、自主归纳第四段段意：让学生自主归纳、交流

五、总结全文，再次质疑

齐读全文

六、布置作业：补充课外阅读

板书设计：



我盼春天的荠菜

（特殊感情）

饿——————————好吃

（偷玉米棒）（挖荠菜）

心里害怕————————心情坦然

是受罪是享受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我盼春天的荠菜》是浙江省义务教材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六
单元的打头课文，作者是我国知名作家张洁。文中描写旧社
会农村的穷苦孩子以野菜充饥，以挖野菜为乐的故事，抒发
了作者对幸福自由生活的向往，也从另一个侧面揭露财主的
罪恶。

1、 学会6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圈；理解10个新词语的意思，
能用简直、可是、渐渐等词语写句子。

2、 能根据提示较深入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含义。

3、 能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

1、 借助语言文字和课文情景，通过反复研读，品味分析，
了解我为什么会盼春天的荠菜，披文入情，读中悟情。

2、 培养学生自读感悟能力。

1、 感受旧社会穷苦孩子的生活是多么痛苦。



2、 感受妈妈疼爱孩子的感情。

3、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学会运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感受旧社会穷苦
孩子的生活是多么痛苦。

由于课文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旧社会，距现代生活较远，学生
体会该文的思想情感有一定难度，因此必须创设一个有利于
学生感悟的学习情景。

布置学生课前查一查关于荠菜的资料，向老人们询问旧社会
时穷人的生活状况。

1、导入

投影出示荠菜图片，同学们，相信大家一定吃过不少的菜。
（青菜、白菜、花菜）但对于荠菜，大家知道多少？（从生
长季节、地点、形状、味道等方面展开说说）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我盼春天的荠菜》，齐读课题。

1、尽情地读，可轻声读，放声朗读，也可独自读，小组合作
读。

要求：

（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字音，记记新词的字形，想想词义。

（2）读出你的感受，读出你的感情，并提出疑难问题。

2、交流读书结果：

（1） 投影出示词语，指名认读。



（2） 做作业 本第一题。做完后交流。

3、四人小组分工读课文。要求：读者尽情，听者尽心。

谈谈自己读了课文后的初步感受，提出疑难问题

4、这个故事发生什么年代，从哪里看出来？

5、迅速浏览课文，想想课文哪些自然段具体描述了作者盼春
天的荠菜的？（9、10自然段）

课文其它部分写了哪些内容？

给课文分段，并交流。

分四段：一（1）二（2－3）三（4－8）四（9－10）

6、再次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1、你想读出哪个词语？（盼）盼是怎样的一种感情？（盼望、
渴望、期待）

2、分别用这三个词语再次读读课题。

我盼望春天的荠菜我渴望春天的荠菜我期待春天的荠菜

3、可见作者对荠菜有着十分浓厚的感情，课文哪个自然段告
诉了我们这一点

4、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5、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具体写了我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情？
（910）

1、自由读课文910自然段，把描写作者喜爱荠菜的句子划下



来，圈圈点点，读读议议。

2、四人小组交流，读读你划的句子，说说你的体会，听听别
人的朗读和理解。

3、集体交流

探究主题1：我最喜欢荠菜，把它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再放
上点盐花，别提有多好吃了。

一、 好吃，咱们来读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二、真的很好吃吗？

1、交流研究成果。

2、既然荠菜味涩难咽，为什么作者认为别提有多好吃呢？
（因为她饿）

3、研读课文23自然段。

（1） 谁来读读？ 自由读，指名读。

a、刚抽出来的嫩蔷薇枝，把皮一剥，我就能吃下去。

b、才开放的映山红，我会一把把塞进嘴里。

c、更别说青玉米棒子、青枣、青豌豆了。

（2）你想要说什么？

a、青玉米棒子？青枣？青豌豆？什么味儿？能吃吗？

b、蔷薇枝？吃下去？



c、映山红？一把把塞进嘴里？

d、从吃的样子看狼吞虎咽：一就 一把把 塞 更别说

e、从吃的食物看都是未成熟的野菜野果：青 嫩 才

（3）真让人辛酸哪！咱们一起来读读吧！出示：

我真没想到，她饿得竟然去吃青玉米棒子！你还能说吗？

a、我真没想到，她饿得竟然去吃青枣青豌豆！

b、我真没想到，她饿得竟然去吃刚开放的映山红一把把塞进
嘴里！

c、我真没想到，她饿得竟然去吃剥了皮的嫩蔷滚枝吃下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她竟然饿到了如此的程度！齐读a、b、c。

小女孩为什么会这么饿？（贫穷）

（4）说说那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如有实物、图片或
相关的文字资料则效果更好。）

教师激情演讲，渲染情景： 翻开人类的史册，我们才知道不
管在昨天还是今天， 饥饿仍然威胁着人类。在埃塞俄比亚的
难民营里，一个孩子已经衰弱得无法移动去寻找食物了。他
快要死去的身体已经成为大群苍蝇的美食。你能想象他此刻
最需要什么吗？同样，在炮火纷飞的阿富汗、巴勒斯坦、伊
拉克，还有许许多多的儿童像文中小女孩一样饱受饥饿的折
磨。谁能饱含感情地读读这两小节呢？指导课文朗读。

出示：最使人感到饥饿的冬天过去了别提有多好吃了。 学生
怀着愉悦、轻松的心情读。



探究主题2：而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
一种享受。

一、怎么会是一种坦然的心情？（我也不必担心有谁会拿着
木棍凶狠地追赶我）

1、那家伙立刻拿着粗木棍紧紧追来。

粗木棍他要干嘛？（是为了追到了打起来解恨）多可怕啊！

2、我没命地逃，风在我耳边呼呼直响便不顾一切

风呼呼直响说明了什么？

不顾一切，不顾什么？多危险呐！

3、冰凉的河水呛得我喘不过气来，脑后却传来一阵冷酷的笑
声。

谁在笑？

我在河里挣扎，他却在岸上笑，他真

引导学生在读中求悟。抓住立刻 粗 紧紧 冷酷，说明财主家
的人十分凶残冷酷。那财主又是怎样的人？结合搜集的材料
谈谈，加深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认识。

看，羊儿哗哗地叫着，乌鸦也呱呱地叫着回巢了，按理说
（我也应该回家了），而且我也已经听到妈妈在呼唤我，但
是我却不敢回家，因为我怕（妈妈知道）。我不是怕（妈妈
打我）。而是怕（看见她那双哀愁的眼睛）。

5、我怕妈妈知道。我并不是怕妈妈打我，而是怕看见她那双
哀愁的眼睛。



妈妈哀什么？愁什么？感受妈妈此时的心情。

身为一个母亲，却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饿、挨打，却无能为
力。

6、如果你就是文中的小女孩，你会对村口呼唤你的妈妈说些
什么？此时你最盼望什么？（向往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7、所以我才会格外珍惜挖荠菜时的坦然心情。怀着愉悦、轻
松的心情，有感情朗读句子：而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
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蓝天上白色的云朵。

4、总结全文：

（1）请选择最让你感动的段落，有感情地朗读。

（2）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只有知道过去，才会让我们更加珍
惜今天拥有的幸福生活。

我盼春天的荠菜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浅析教材：

《我盼春天的荠菜》共10个自然段，第1自然段，只有一句话，
点明课题，“我”盼春天的荠菜是“我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
的感情”。第2、3自然段中写“我”小时候嘴馋，要吃野花
野草，是因为肚子饿。第4————8自然中，写了因饥饿掰
了财主家的玉米棒子，遭到他家的人拿粗木棒凶狠地追赶而
跳进河里，上岸后怕得不敢回家。9、10自然段写“我”喜爱
荠菜，不仅因为它好吃，更为重要的是挖荠菜时心情坦然无
虑，不必担心有谁凶狠地追赶，是一种享受。

课文写旧社会农村的一个穷苦孩子以野菜充饥，以挖野菜为



乐，抒发了对荠菜的特殊感情，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也从
一个侧面揭露了财主的罪恶。

本课分三课时教学，第一课时：初读课文，了解大致内容，
学习第1、9、10自然段，第二课时：学习第2————8自然
段，第三课时：练习分段，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
意。

根据大纲要求和本单元的训练重点，结合教材特点，按知识、
能力、情感三方面，把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定为如下三点：

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致内容。

学习字词。

采用变序法学习课文1、9、10自然段，初步感受旧社会穷孩
子的苦，生活在新社会的甜。

本节课的重点是：我对荠菜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难点是：
课文写的是发生在旧社会，距当今儿童生活距离远，这对学
生理解、体会本课思想感情有一定难度。

对教材附件的理解：此文中有幅插图，教学中，结合指导学
生观察插图，描述插图，可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文中的重点词
句，感受文章的诗情画意。

本课的教法和学法。

在教学中，突出两点：一是突出主体思想，以学生质疑，探
索为主，根据课文内容和特点，鼓励学生提出设计富有价值
的问题，启发学生积极主动的求知和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发展智力。二是突出以读为主。这篇课文感情充沛，
特别是最后两自然段，一定要引导学生通过读去理解课文，
在理解的基础上再通过朗读体会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故



此，可选择讲读法、引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比较法等教
学方法，启发诱导，使教的过程变为教师导的过程，变为学
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过程，以期达到优化教学过程的目
标。此外，适当采用电教手段，加大教学密度，增强直观性
和形象性，以提高教学效率。

“教是为了不教”，“达到用不着教”的唯一办法就
是：“授之以渔”，即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九义”小语
教学大纲提出：“要教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鼓励他们采用
适合于自己的方法，主动地进行学习。”可见，做好学法指
导，对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适应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尤为
重要。本课的教学，着力从三方面进行学法指导：一是继续
教给学生预习课文的方法，能独立应用标号法、笔记法；二
是继续交给阅读课文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抓关键词学懂句子，三是让学生学会“读、思、划、议、
写”的读书方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培养学生的语感，
本课时的教法设计和学法选择遵循语思统一原则和以读为主
原则。

设计意图。

本课时的设计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实、求活、求新、求效、，
力求紧扣目标，围绕重点，我是这样设计教学过程的：

第一步：揭题读题，明确目标。

出示课题，让学生自由地读这个课题，指名读，说说为什么
这样地读。目的是课一开始使学生全情投入。《学会生存》
一书中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
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
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我设计的这一程序，读
好课题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第二步：范读课文，整体感知。



紧接着，我就声情并茂地范读课文，让学生思考，这样一环
紧扣一环，使学生进一步感知全文的情感基调，把握好课文
内容，也帮助学生理清课文脉络。

这一程序旨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培养
学生的概括能力。

第三步：学习字词。

学习字词时，放手让学生自己学，可采用各种方法。学字词
为下文学课文作了铺垫。

第四步：指导学习第一自然段。

明代学者陈献章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
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鼓励学生质疑，善于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这是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的手段之一，
是实现素质教育核心的重要环节。通过质疑，达到这样的目
的：1、弄清这几个问题，也就理清了课文的主要内容。2、
从学生质疑入手，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求，激发
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有利于促进主体性发展。

第五步；变序学习第9、10自然段。

学生产生了疑问，教师抓住契机，指导学生马上学习第9、10
自然段。让学生自由地读，找把能看出这种特殊的感情的句
子划出来，讨论。

我国语文教学有“熟读、精思、博览”的优良传统，叶圣陶
先生也认为语文教学最基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他认
为“语文教学要引导学生认真读书，使之见于书，入于耳，
出于口，明于心，真正达到口诵心惟，使知、能和谐发
展。”本课的第九、十自然段写得非常美，虽然文字浅显，



但细细品读，回味无穷，在这一段教学时，我设计了指名读，
范读，齐读，选择读等多种形式的读，。人们都说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因为学生选择自己最喜爱的来读，读得认真，读
得生动。

这段教学中学生对文中的理解有一个难点，就“把它下在玉
米面的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别提有多好吃了。”现在的
学生装生活条件好了，会有这种体验吗？我调动学生已有的
生活体验，寻找与文中生活相似性体验。“饿时会饿
得……”教师的语言有效地强化了与学生原有体验间的联系，
感悟不一定借助实景实物，更多的是一种感觉的迁移，是一
种情感的体验与共鸣。联系生活，借助想象，学生可以体验
到未曾经历过的事。

第六步：总结课文，留下悬念。

本课的教学，遵循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训练主线的原则，
突出读的训练，努力使语言文字训练和熏陶有机地结合，自
然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