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节选）》教学设计 

 我的“车辙”与母亲留下的“脚印” 

 

 

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第3课 

 

 

 

第1课时 

 
 

 

“精度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品的语

言表达，把握作品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经历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

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 

 

 
 

《我与地坛（节选）》是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的第3

课。本单元的课文都是写景抒情的名篇，《我与地坛》是史铁

生在地坛观察自然景物，引发的人生思考。学习本篇文章，要

结合单元要求，培养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分析情景交融、情理

结合的手法，关注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和人生思考。 

 

 

 

 
 

本课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高一的学生对散文的理

解和把握能力相对欠缺。需要从基础做起，在教学中逐步

形成阅读散文的能力。本节课通过合作探究和引导学生思

考来学习文章。对当代青年来说，对他们如何对待生死的

问题，对待自己的生身父母，提高心理素质，培养坚韧不

拔的意志，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1.通过分析地坛景象，理解作者的“残而不颓”。 

2.通过探究作者对生死的辩证思考，理解生命要彰显出生

机与活力。 

3.通过引导学生总结母亲坚韧顽强的形象，感受伟大深沉

的母爱。 

 
 

讨论——品读——探究——升华 

 

 
 

感受地坛景物之美，体悟作者“残而不颓”的思想情感， 

体会母爱的深沉厚重。 

 
 

将母爱的深沉厚重与作者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在这基础上

理解文章末段“车辙”与“脚印”的含义。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一、课前导入 

 

同学们好，大家有去过今天北京的地坛公园吗？不知去过的同学有何感受。

当年史铁生先生在地坛公园读书的时候，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

这么大。”当时，史铁生先生忽然想到这么大的园子，他的母亲为了找他，走过

了多少焦灼的路啊！让我们一起看本篇课文《我与地坛》的最后一自然段，史铁

生先生写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

母亲的脚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公园，一起来探索这段

话究竟有何含义。 

 

二、合作探究 

 

将同学们分成四小组，结合预习的内容，总结第一部分

中史铁生四次走进地坛的环境和情况。还原史铁生走进地坛

时的原貌，派代表发言。 

 

1.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 

地坛：老柏树愈见苍幽，野草荒藤茂盛，太阳越大越红。 

我：容易看到时间和身影。 

2.我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 

地坛：院墙斜切下一溜荫凉。荒芜但并不衰败。 

我：我躺着或坐着，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 

同学们总结的这两次去地坛的描写很准确。这两段运用了

动静结合的手法。“淡褪、坍圮”的墙壁，略显沧桑。“红大

太阳、苍幽柏树、荒藤野草”正是暗示生命力的具体意象。这

一系列景物显示出历尽沧桑而屹立不倒的顽强生命力。而“蜂

停在半空，蚂蚁猛然疾行，瓢虫忽悠升空，露水滚动聚集”的

动态描绘，聚焦一角，运用细节描写，展示了一个鲜活灵动的

生命世界，作者意识到不管怎样微弱的生命主体都有它自身的

价值。失魂落魄的作者看到这样的地坛必然会得到某种慰藉。

就像作者描绘的，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暗示了作者的残而不

颓。 

 

3.地坛每棵树下我都去过，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

。 

地坛：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想着关于死的事，也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 

4.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 

地坛：老树下、荒草边、颓墙旁。 

我：默坐，想着怎样活的问题。 

 

 

 

 

 

让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探究的方法

自主学习，概括我

四次走进地坛的

环境和情况，快速

熟悉文本。 

 

教师在此基础上

与同学合作探究，

通过抓住关键词

解读文本内容，通

过分析动静结合、

细节描写等写景

方法，配合绘画与

多媒体图片展示，

为学生直观地展

示出“荒而不衰、

残而不颓”。 

 

 

 

 

 

 



这两段是作者对生命的辩证思考。第六段作者所说“眼

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表现出对死的淡然，“安心，轻

松，庆幸”的心理，表现出对拥有生命的肯定。第七段作者

通过描写落日的灿烂、雨燕的高歌、冬天的脚印、清纯的草

木等等，展现出百年来地坛的存在究竟为世间带来了哪些东

西。表现出拥有生命就要彰显出生机与活力。 

 

 

 

 

 

 

 

三、思考感悟 

 

而在作者这历经苦难的十五年间，始终有一个人默默在他

身后。那就是文章第二部分着重描写的他的母亲。让我们一起

来看，母亲去地坛找我的不同情景。 

 

1.她只要见我还在这园子里，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

次她的背影。 

2.我也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

。 

3.她没有找到我，步履茫然又急迫。 

    作者通过对当时母亲行为的回忆，诉说出母亲的思绪。

作者写道“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

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

。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她爱得小心翼

翼，从没有说过“你为我想想。”这样的话。她走遍整个园

子惶急地寻找儿子，看到儿子后，却悄悄走开。她用顽强坚

韧的意志承受着儿子的不幸带给她的痛苦与打击，她身患重

病，却用默默地付出和爱重新唤起儿子对生命的信心。 

 

4.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母亲已经不在了，不能

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本部分教师直接

展示出母亲去找

我时的不同情景，

为学生带来直观

的感受。再通过引

导学生阅读文本

内容，总结出母亲

“苦难而坚强”的

一生。 

四、解读总结 

 

就是这样，作者对照地坛荒芜而不衰败的景象，感悟到

“我残疾但不能颓废”，让生命张扬出活力；而对照母亲苦

难坚强的一生，作者明白了要勇敢坚强地面对人生的不幸。

母亲与地坛是融为一体的。地坛使我豁达地对待生死，解决

了为什么生的问题；母亲使我看到了生命的意义，解决了怎

样活的问题。因此，作者在结尾处将文章两部分结构融成一

体：“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

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学生在探讨完我

的成长历程与母

亲的形象后，教师

对两部分进行总

结融合，解释末段

结尾句的含义。 

 

 



车辙和脚印，是这十五年，我在地坛，从“颓废”到

“想明白”的心路历程，也是这十几年间母亲在背后对我无

微不至的付出和关爱。我走过的路留下过我的痛苦，而上面

覆盖的母亲的脚印却是母亲对我的深爱和对我痛苦的慰藉。

这句话形象地表现了母亲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在我的每

一寸进步中都凝聚着母亲的心血，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走

不出母亲的心。母亲的关爱像一颗会发芽的种子，不知不觉

它就埋进了土地，然后悄然生长。直到有一天，成熟了的心

灵才突然发现，母亲的爱原来已经长成了一棵苍翠的松柏，

一直为我遮风挡雨。 

 

 

在此基础上，教师

进行情感态度的

解读，完成学生的

情感引导和升华。 

五、课后学习任务 

 

这是史铁生散文《合欢树》里的一段话，请同学们认真

阅读鉴赏，并对《史铁生散文集》进行整本书阅读。结合本

节课所学习的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写一篇体现母爱的散

文。而后在班级微信公众号上与老师同学分享、交流、点

评。 

 

“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

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

“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

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

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

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不知同学们学习了《我与地坛》后，看这段话会有什么

样的感受。正是母亲的默默付出让我们懂得，母爱不仅仅是

爱和给予，也是一种责任。她为孩子照亮了后半生，让缺憾

的人生得以光亮。 

 

 

 

结合语文学习任

务群的要求，引导

学生进行课外阅

读和整本书阅读，

通过不同的文章

感受作者对母亲

的复杂情感和深

沉厚重的母爱。 

 

结尾点睛，分享教

师自己的学习感

悟以做小结，引导

学生树立积极、乐

观的人生观。 

六、板书设计 

 

 

 

 

 

 

 



 

 

八、设计思路及教学理念 

      

一、设计思路 

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为设计理论依据，以学生

学情为教学基础，以语文教材中单元导语的要求制定教学目标，以语文教材课文

编排为教学设计依据，立足学情，构建教学情境，联系整体单元要求，设计本次

教学。结合品读语段、审美鉴赏、升华情感、表达交流串联教学过程。 

 

二、教学理念 

（一）基于语文课标的理念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学习任务群5“文学阅

读与写作”中要求：“精度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

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品的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

阅读写作经历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基于课标中

对语文教学的要求，在教学设计中以学习任务群的形式设计整体教学，在教

学目标以及教学过程中实现课标中的相关教学要求。 

（二）基于语文教材的内容要求 

    《我与地坛（节选）》是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的第3课。在学习本篇文

章时，结合单元要求：关注自然景物描写和人生思考，体会作者表现自然景物的

角度，培养对自然的热爱之情。结合文章学习提示：关注富有哲理的话语，以及

注意诚挚感情，体会其中的母爱。因此，在教学目标中提到要通过分析景象，理

解作者的“残而不颓”，探究对生死的辩证思考，理解生命的生机与活力，感受

伟大深沉的母爱。 

（三）基于语文教学的课程思政 

《我与地坛（节选）》的教学围绕立德树人的理念展开。在分析文本中让学

生体会作者对地坛景物的细致观察和对生死的辩证思考。以此提高学生的审美鉴

赏与创造能力，培养学生正确对待挫折、珍爱生命的思想情感。在此基础上融合

进对母亲的描写，展现母亲的默默付出，让学生体悟到母爱的伟大。最后结合整

本书阅读，进行总结升华，引导学生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