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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 《纸船》出自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四篇课文《诗两

首》，这是一首冰心写的诗。这个单元的课文，主要表现人

间亲情。学习的重点是在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注意

语言的积累和写法的借鉴，训练朗读和圈点勾画重点词句。 

冰心的《纸船》表达了诗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爱，可以由

让学生在朗读、感悟、探究的过程中，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培养与家人的亲情，同时通过对诗歌特点的认识，让学生学

习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感情。基于《诗两首》中

第一首诗歌的学习，学生对母爱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 根据

以上要求和特点，我把本课的教学目标确立为： ２、 教学目

标： （１）通过反复诵读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从而理解诗

的内容、主题和主要表现手法； （２）领悟母爱，体验人间

亲情，感受美的熏陶。 ３、 教学重点： 理解诗的主题，品味

诗中的情感。 ４、 教学难点： 领会诗歌是借助具体形象来抒

发感情的手法，并在情境中运用这种方式进行简单地表达训

练。 二、 说教法 初一学生大多爱表现自己，发言积极，教师

应抓住这一点，充分保持学生的积极性，还可以利用他们的

好奇心理和接受新事物敏感的特点，唤起他们的求知欲，诱

导他们学习。利用这一点可更好的调整课堂的气氛。初一学

生的想象力很丰富，创设情境让学生走进文本，产生与文本

对话的欲望,通过“情境渲染，走近诗境；朗读练习，感知诗

情；体会意象，体验诗情；拓展延伸，深化体验”，让学生



初步了解阅读、品析诗歌的方法，进一步感受亲情。 三、 说

学法 1、读中悟，悟中读，逐步加深对诗歌思想感情的认识

。 2、学生合作、探究诗的语言及写法上的特点。 3、在了解

本诗借物抒情的写作特征后，真情流露，鼓励学生尝试创作

短小的诗歌。 四、 说教学过程 （一） 情境渲染，走近诗境 

先来考考学生：一次全球性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一词当选为

世界上最美的英文单词。你知道是哪一词吗？（mother） 师

：当你每天沐浴着母爱的光辉，当你每天领受着母爱的恩泽

，有没有想过为母亲做点什么呢？ 等学生回答好，放轻柔音

乐，教师抒情地描述： 是啊，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

爱。在上世纪20年代，一位著名作家，她漂洋过海，在茫茫

的太平洋上，她思念自己的母亲。一天，她竟然因思念母亲

而小病于舟中。当晚，她梦见了自己至爱的母亲，来到了她

的床头，手里端着药杯，伸手摸她的额头。第二天，她的病

竟奇迹般的好了。 这位作家就是被称为“感动了整个中国的

”、“最具爱心、夜一般温柔的”作家冰心！也就是在这段

孤独的旅程中，冰心写下了一篇含义隽永感人至深的优美短

诗《纸船》！（幻灯片显示课题） （初一学生具有强 （二） 

朗读练习，感知诗情 １、我国是个诗歌的国度，我们今天学

习诗歌一个基本的方法，那就是朗读。组织学生自由朗读，

体会诗中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２、个别学生朗读，再由

学生点评。在朗读中谈体会，同时注重对朗读时停顿、节奏

、重音、情感等方法上的指导。 如：“一只一只”：说明叠

纸船的数量之多，从而表现对母亲的思念之深。 “不灰心、

每天的叠着”：表明思念和爱的执着。 “含泪、悲哀”：表

现思念深切之至。 利用这些关键词语引导学生做到正确朗读



，有感情地朗读。 ３、请一朗读能力好的学生做示范朗读。

（配乐钢琴曲《眼泪》） 你认为哪句最能体现诗人要表现的

情感？ 把握诗歌总体基调：对母亲的思念和爱。 ４、齐读。 

（一节成功的语文课，琅琅的书声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著

名教育家叶圣陶称诵读为“美读”，他说：“美读就是把作

者的感情在读的时侯传达出来。” 先让学生自由朗读，给学

生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是让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体味

母爱。之后学生点评教师点拨，使朗读与原有的形成比较，

更好的把握朗读的要点，读出感情。这首诗很短，通过不同

方式的朗读，学生可以感知诗歌要抒发的对母亲的感情。） 

（三） 体会意象，体验诗情 1、课文用一个什么意象来表达

感情？再读全诗，围绕中心意象各用一个词语或短语来概括

诗歌每个小节的主要情节。（叠纸船 放纸船 梦纸船 ） ２、

同学们，朗读中，我们感悟到了诗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爱

，那么诗人是如何通过纸船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四人小

组讨论下面问题） （１）作者叠纸船的时候为什么含着泪？

为什么除了爱还有悲哀？ （２）诗人为什么要借纸船这一意

象呢？ （引导学生结合当时的写作背景进一步了解诗人的情

感，因为诗人漂泊在太平洋上，无法与母亲互通音信，而船

又是负载东西、运送物品的，所以诗人借助纸船，仿佛可以

载着自己对母亲的爱、眷恋和思念，回到母亲身边一般，这

样就把抽象的感情具体化，体现了诗歌语言的创造性。借纸

船来抒情写出了诗人漂泊无依的孤独。借纸船抒情适合于大

海上这一特定的环境特点。纸船又富有童稚气，适合于表达

女子的心态。以此让学生了解这种写法叫做借物抒情。） （

四） 拓展延伸，深化体验 结合课本注释一了解冰心代表作。 



冰心创作风格被文坛称为“爱的哲学”，它的三个支柱母亲

、童心和自然，这可以在《繁星》、《春水》的导读中得到

印证。 请读《繁星春水》中的两首小诗： 用幻灯片出示： 春

水 一○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极乐的应许

。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繁星 一五九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

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

怀里。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智育的成效在不小的程度上取

决于是否善于通过一些无形的线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本诗短

小，在理解其内容和主题之后，为了深化学生的情感体验，

我拓展了冰心的《繁星》、《春水》有关知识，促使学生对

爱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五）布置作业，感受亲情 同学们

，诗是清晨嫩叶上晶莹的露珠，是忍不住要喷涌的情感之泉

，是放飞想象的青春翅膀，我们既然已经领会了本诗的特点

是借物抒情，我们能不能也借某一意象写几句献给我们最爱

的人呢？冰心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相信大家会

妙笔生花的。 （初一学生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布置这样的

作业，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走近现实生活，让他们进一步

感受亲情和爱。）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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