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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当代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母亲》，

文章细腻地描绘了母爱的深沉与无私，蕴含丰

富的思政教育点。本文旨在结合新课标要求，探

讨如何在《慈母情深》的教学中融入学科思政，

通过具体的教学片段展示如何有效引导学生理

解母爱的伟大，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社会责任

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内容分析

（一）学情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虽然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

和情感体验，但由于现在的学生生活条件优裕，

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难以深刻体会作品中

人物的情感，需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

资料引导、点拨。

（二）教材分析

课文讲述了“我”的母亲在家境极端贫困的

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给“我”买《青年近卫军》的

事，体现了母亲对子女无私的爱，也表达了“我”

对母亲的爱和感激。

（三）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想象描写的场景、细节，体会

“慈母情深”。

2.联系生活实际，分享自己“鼻子一酸”的

经历。

3.体会母爱的伟大，懂得感恩亲情，理解艰

苦奋斗的精神。

二、情境教学片段

（一）母爱与感恩教育

师：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象，哪些场景和细

节让你感受到了“慈母情深”？

1.母亲的工作环境

生：“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压抑。

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周潮湿颓败。”母亲工

作的小工厂，厂房还没有半个篮球场大，且空间

低矮，环境极端拥挤，我感受到了母亲的艰辛。

生：“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七八十反复出现，写出了母亲工作环境的

嘈杂，母亲竟是在这样在环境中工作，我感受到

了母亲的艰辛。

生：“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

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和缝纫机

挨得很近。周围几只灯泡烤着我的脸。”原来母

亲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原来母亲挣钱这

么难。

师：我仅来了一小会儿，就感到很压抑，像

身在蒸笼，难以忍受，可是母亲呢？她昨天就在

这里，前天就在这里，去年就在这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下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默默地付出

着。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场景，感受母亲工作

环境的恶劣。

2.母亲的外貌和动作

生：“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反复出现，将母亲的细节进行了深刻的刻画，让

我从中感受到母亲长时间伏案工作麻木的状

态，这是一个慢镜头分解，虽然只是短短的一

瞬，却是画面感十足，刻骨铭心。

生：“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

票，用龟裂的手指数着……”“皱皱的毛票”看到

了母亲攒钱时间之久，来之不易，龟裂的手”看

到了母亲辛苦操劳，“塞”感受到母亲的毫不犹

豫，母亲对孩子的理解和期望，母亲对孩子的支

持母亲的爱藏在细节里。

生：“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

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

陷入了忙碌……”4个立刻，连贯的动作，快镜

头，仿佛看到了一位瘦弱的母亲，她为了养家糊

口，一刻也不敢停歇。

师：现在的我又是什么感受？

师：带着我的震撼，我的痛苦，我的心疼，我

的感激，再来读一读这个场景吧。

3.“我”的心理变化

师：是什么让我鼻子一酸呢？是看到背弯了

的母亲工作的场景，是听到了母亲和工友的对

话，还是母亲把皱皱的毛票塞给我？

生：“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

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写出了“我”

拿到钱后的愧疚和自责，“我”意识到母亲挣钱

很不容易，自己不应该乱花钱。

生：“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

么瘦小！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

是个大人了。”写出了“我”的成长和懂事，“我”

明白了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为家庭分担一些

负担。

师：母亲对我无私的爱让我在那一刻

成长了。

师：“在生活中，你一定也有过‘鼻子一酸’

的经历吧。请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通过师生对话，使学生将课文中的母爱与

自己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激发他们的感恩之心，

学会感恩父母，珍惜亲情。

（二）社会责任与担当

师：补充资料，梁晓声的专访内容?母亲是

我的第一启蒙人，思考：母亲为什么如此坚定地

支持“我”读书？

本文创作于 20世纪 60年代初，正值中国

困难时期。当时物资紧缺，大多数老百姓的家境

都很困难，连吃饱肚子都是一件难事，多数工人

每个月的工资不过二三十元，维持生活已经不

易。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获取“精神食粮”的方式

唯有读书、看报，而用一元五角钱买本书在当时

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1.重视教育价值：尽管生活艰难，母亲却能

认识到读书对孩子未来的重要性，她深知知识

可以改变命运，即使家庭经济拮据，也愿意为孩

子的教育投资，这种对教育价值的深刻理解和

重视，体现了她对孩子未来发展的责任感。

2.鼓励精神追求：当时的社会环境艰苦，母

亲支持“我”读书，更是鼓励“我”去追求精神层

面的成长和丰富。她明白，一本好书可以滋养孩

子的心灵，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

在困境中也能拥有广阔的精神世界。

3.培养良好品格：母亲希望“我”能从书中

汲取正能量，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积极向

上的态度。

结合时代背景和相关资料启发学生认识到

自己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努力学习，为家

庭、为社会做出贡献，引导学生思考在面对困难

和挑战时，应该如何勇敢地承担起责任。

（三）艰苦奋斗精神

母亲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但她依然

坚持不懈地工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激

励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怕困难，勇于拼搏，培

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三、教学总结

（一）教学策略

1.以文本为基础，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认真研读教材，深入挖掘文本中的思政元

素。在《慈母情深》中，通过分析母亲的工作环

境、外貌动作以及“我”的心理变化等，引导学生

体会感恩教育、责任担当和艰苦奋斗精神等思

政点。

2.创设情境，引发情感共鸣

课堂上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学生直观地

感受，引发情感共鸣。在教学片段中，教师通过

引导学生回忆生活中的母爱事例，创设了真实

的情境，使学生更容易产生感恩之情。

3.问题引导，启发思考

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文本

中的思政点。例如，在分析母亲的工作环境时，

教师提问学生的感受，引发学生对责任担当的

思考；在分析“我”的心理变化时，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成长中的责任，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4 .拓展延伸，将思政教育与生活实际

相结合

教学结束后，进行拓展延伸，将思政教育与

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通过实际行动表

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

识和实践能力。

（二）教学反思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概括场景 -品味细节

-感悟写法 -思政融入”的教学策略。首先，引

导学生概括文章的主要场景和情节；然后，通过

品味细节，如母亲的外貌、语言、动作等，体会母

爱的深情；接着，引导学生分析作者的写法，如

反复出现的句式，慢动作分解等，感受文学语言

的魅力；最后，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培养学生

的感恩之心、社会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精神。

在未来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探索和实践更

多有效的教学方法，努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和思政素养。

以“情”为境，使母爱具象化
———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慈母情深》一课教学案例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郭彦

教材分析：

对对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形

式，《对韵歌》就是根据古代传统启蒙读物《声律

启蒙》和《笠翁对韵》编写而成的韵文。这首儿歌

虽然简单，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课文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以“对对子”为表现

形式，不仅能让学生在读文识字中感受到汉语

言的音律节奏美，还能激发他们对中国故事的

兴趣，进而去探索和学习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和历史故事。

学情分析：

一年级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的敏感期，本

篇课文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蕴含着丰富的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教学时通过讲述与对韵歌相关

的中国故事、人文精神等，深入理解《对韵歌》的

文化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

教学目标：

1. 通过字理识字、游戏识字等多种识字方

法，认识“对、云、雨”等 7个生字，读准字音，培

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提高识字能力。

2.通过观察范写和书空，正确书写“虫、云、

山”，强化撇折等基本笔画。

3.通过合作、游戏等多种形式反复诵读，达

到正确、流利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4.初步感受韵文的韵律美，培养“对对子”

的兴趣，激发学生对汉字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进而去探索和学习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历

史故事。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多种识字方法，识记本课 7个生字。

学会书写撇折这个基本笔画和“云”字。

2.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提高识字能

力，共享汉字故事，感受汉字文化。

3.初步感受韵文的韵律美，培养“对对

子”的兴趣，激发学生对汉字和传统文化的

热爱，进而去探索和学习更多的中国传统文

化和历史故事。

教学环节：

活动一，故事引入，初步感知

古代有一个叫陈文杰的人，他非常聪明，因

为对子对得好而当上了钦差。课件出示单字对

小游戏。

【设计意图：教师讲故事，以对对子的故事

导入，激发学习兴趣，以“对子”为着眼点，创设

“单字对”课前小游戏，初步感知“对子”有字数

相等的特点。】

活动二，揭示课题，识记“对”字

学生自主识记“对”字并交流方法。通过图

片展示“对”的不同含义，引导学生给“对”扩词。

【设计意图：随文识字，学生从不同字义

理解“对”字，让学生更加立体地、深入地了

解汉字。】

活动三，初读儿歌，感受韵律

1.出示自读要求，学生自主读课文。

2.检测自读，强调后鼻音字，读准“风”“虫”

的字音。

3.多种方法读儿歌，加强字音准确性，提示

把“对”字读轻一些，感受节奏。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读文识字中感受到汉

语言的音律节奏美，还能激发他们对中国故事

的兴趣。】

活动四，多元识字，共享汉字故事

1.利用字源，认识“云”字。

展示“云”的古文字及云朵图片，感受

文字从甲骨文演变成楷体的过程，赞叹古

人的智慧凝结在小小的汉字中。图片展示

生活中不同的云，学生给“云”找朋友，感受

大自然的瑰丽景象。

学写“云”，学习新笔画“撇折”，编小儿歌强

调书写重点：上横短、要居中，长横起笔在中线。

撇折起笔中心点，最后一点要平稳。

师总结：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更承载着丰富的中

国故事和中国人的精神。汉字的书写就应该如

同中国人一般，脚踏实地、沉稳大气。

【设计意图：学生说故事，通过观察象形文

字，讲出文字特点，渗透汉字文化。激发学生对

汉字文化的热爱、感受汉字背后的文化自信。

书写汉字时，编写小儿歌容易激发学生的书写

兴趣，关注书写重点。】

2.课堂游戏，识记“雨”字。

游戏规则：同学们听到关键词时，做出相应

的动作，“小雨点”食指轻敲桌面，“中雨”两根手

指敲击桌面，“大雨”手掌拍桌面。

游戏情境：满天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这时

小雨点来啦，小雨渐渐变成了中雨，中雨越下越

大变成了大雨，大雨下了好一会儿，渐渐变成小

雨，雨停了，彩虹终于出来了。

【设计意图：课堂编故事，创设游戏情境给

课堂增加趣味，让学生感受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3.出示一组动态图片，对比感受风的强弱，

认识“风”字并扩词。

4.再读对子“云对雨，雪对风”，观察发现规

律，都是关于自然景观。

5.展示图片，认识“花”字。

出示四幅图及诗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墙角数

枝梅，凌寒独自开。四季风景各不相同，这是来

自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应该保护好大自然。此

外，同学们应该知道太原市市花为菊花，我们学

校的校花是向阳花。

【设计意图：联系生活想故事，汉字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古诗作为汉字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与生活紧

密相连，“花”字架起知识与古诗文及生活的桥

梁，激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认识汉字的愿望。】

6.象形特点，集中识字。

出示“鸟、虫”的象形字、图片、楷体字，让学

生一一连线对应，并说说判断依据。视频引入，

拓展“虫”的古文字演变过程，利用字源认识

“虫”字。

【设计意图：追溯象形字背后的故事，了解

象形字构字特点，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字义，还

能让他们感受到汉字的创造和发展，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对美的追求。】

7.再读对子“花对树，鸟对虫”，观察发现规

律，都是关于大自然中的生命———动植物。

【设计意图：兴趣是低年级学生学习的金钥

匙。通过字源识字、引图识字等方式识字，共享

汉字故事，感受汉字文化。调动学生的识字积极

性，提高识字效率，在识字中感受中国文化，培

养文化自信。】

活动五，游戏再现，熟读成诵

同桌拍手游戏，个人背诵，集体背诵，不同

形式地读让课堂动起来，从而熟读成诵。

总结，推荐读物，回顾课堂

1.推荐阅读《笠翁对韵》。

2.小结识字方法。

教学反思：

1.本节课采用学生喜爱的教学形式，充分利

用多样灵活的识字载体，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让学生体会到汉字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

化的载体，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内涵，它们记录了中国人的智慧、情感

和价值观。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提

高了识字效率，扎实有效地完成识字任务。

2.通过学习《对韵歌》，孩子们不仅能培养

对语言韵律的感知能力，还能在无形中接触和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仗美学，感受到汉字

与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精神紧密相连，它们共同

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

3.不足之处：本节课让学生自主交流太少，

教学环节大多都是以老师引导来完成，没有做

到真正放手，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学环节设计上

可以再大胆一些，由扶到放。

共享汉字故事 感受汉字文化
———《对韵歌》教学设计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杨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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