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教学设计 

课题 我与地坛 

教材 

定位 

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第七单元

第15课 

课时 第2课时 

课标 

要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 

“在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提升文

学欣赏能力，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 

“材料组织方式应充分考虑高中学生的言语经验，有

利于开拓学生的学习视野，激活思维，发展核心素养

。” 

内
容
与
学
情
分
析 

 

 

 

教材 

分析 

《我与地坛》是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第七单

元第十五课，在学习这篇课文之前，已经学习

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学

生已经大致了解了散文的相关知识，初步基本

掌握了鉴赏散文的基本方法，但是《我与地坛

》（节选）是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是因为

篇幅长，而是因为它那沉甸甸的思考、沉甸甸

的感情及沉甸甸的语言，带给人的是心灵的震

荡、思想的启迪，能够给学生以思想的冲击、

情感的洗礼、哲理的升华，它弥漫着沉郁的人

生况味，闪烁着澄明的智慧之光。这对于当代

少年如何正确对待生死问题，如何对待自己的



生身父母，如何提高心理素质，着意培养坚韧

不拔的意志，克服脆弱，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避免过激行动等等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学情 

分析 

本课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高一学生已具

备基本的散文鉴赏能力和一定的抽象思维

能力，但是在思考时还需要感性经验的支

持，由于知识积累、能力经验等不足并且

这篇文章关于生命的哲理性较强，教师需

要适时引导，同时高一学生的群文阅读能

力还有所欠缺，在之前的学习中大部分是

单篇课文的学习，学生的比较阅读赏析能

力还不足。本次教学将节选部分与《秋天

的怀念》、《庙的回忆》、《合欢树》《

我与地坛》未被节选的部分比较阅读教学

，意在培养学生的比较阅读能力，引导学

生更全面地认识理解母亲的形象和《我与

地坛》全文主题——对于生命的沉思。 

 

教学 

目标 

1. 把握文章的线索，理解选文两部分之间的

关系。 

2. 通过群文阅读感受母亲形象，体会母亲对

于苦难的态度及对作者人生观的巨大影响。 

3.感悟作者对于生命的哲理性思考，提升中学

生面对挫折的能力，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价

值观。 



教学 

方法 
提问——探究——研读——鉴赏 

学习 

重点 
感受母亲形象；体会母亲对作者精神世界的

影响。 

学习 

难点 
理解母爱与地坛之间的关系，体会母亲对作

者情感态度的触动。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一、导入 

史铁生在残疾之初曾偏激绝望地说过，要

么好，要么死，这样残疾着他可活个什么劲儿

。可最终命运的奇迹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史铁

生没有好，却也没有死，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史

铁生改变了想法呢？请同学们结合上节课的

学习，小组合作，探究这个问题。 

通过史铁生

对生死态度

的转变原因

切入，引导学

生回顾上节

课地坛给出

的生命启示，

同时又链接

到母亲对史

铁生一生的

影响，进而深

入分析母亲

形象。 

 



二、母亲形象探究 

（一）母亲总体形象探究。 

1.地坛是一个原因，然而要想解读史铁生

的一生，其母亲的形象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那

么现在就请大家阅读文本，来归纳分析史铁生

母亲的形象 。 

（1）学生发言：无私的母亲，聪慧的母

亲，痛苦的母亲，坚忍的母亲，理解而宽容的

母亲。 

2.重点语句细读。 

（1）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

上的一条船。 

明确：这一动作描写体现出母亲的年迈、

、认真、着急、担心、痛苦。 

（2）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

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

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

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明确：这不是第一次，浓浓的爱。 

师点拨：《秋天的怀念》母亲想带“我”

去哪，去北海公园，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家

附近的地坛公园呢？ 

明确：地坛荒凉，母亲担心。 

师点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文本中的

 

 

贯彻课标要

求，深入分析

文本的关键

语句，帮助学

生感受母亲

形象、品味文

章语言、体验

母亲情感，同

时链接补充

其他文本，使

得学生在群

文阅读的视

角下更透彻

地认识母亲

这一形象以

及她面对苦

难的态度。 

 



那句——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都是要加倍

的。 

3.其他文本母亲形象 

（出示《庙的回忆》片段，《合欢树》片

段）课前给大家发下去了导学案，请大家认真

阅读、体会母亲形象。） 

明确：执着且乐观的母亲形象  

美丽且开朗的母亲形象 

明确：母亲承受的痛苦不少于史铁生，但

是仍然接受苦难，好好活。 

三、文章主题探究——我与地坛整体比较阅读 

（一）上节课同学们归纳分析出文章的主

题是两方面：一个是地坛给我带来的生命启示

，另外一个是赞扬母爱。那学习到现在大家仍

然是这个想法吗？ 

学生：似乎是一个主题，但不敢肯定。 

师：大家知道吗？我与地坛一共七节，一

万三千多字，文本节选得是前两节，请大家站

在全文视角上来再次感受一下。 

明确：通过联系《我与地坛》整本书，我

们发现整本书可以笼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

部分写物——地坛，一个部分写以母亲为首的

地坛中形形色色的人，史铁生通过对自己母亲

以及其他人的观察发现了苦难的普遍性，自己

 

《课标（2022 

年 版）》中

新增了“整本

书阅读”学习

任务群，故而

拓展《我与地

坛》整本书阅

读，引导学生

在站在整本

书的视角找

到与本课主

题的契合点，



的双腿残疾，母亲因自己而成受到的巨大精神

压力和年轻早逝的命运；永远在墙上看不到自

己照片的长跑家，长的漂亮却使智障的小姑娘

等等。在发现了苦难的普遍性与不可消除性之

后，他逐渐明白不仅是自己每个人都必然会遭

受痛苦与孤独，于是史铁生开始接受苦难，走

出困境。 

更透彻地认

识到——接

受差异、接受

苦难这一文

章主题。 

 

四、小结 

课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了“我”与地

坛的故事,第二部分写了在地坛这个大背景下

“我”与母亲的故事。地坛使“我”平和豁达

地对待生死,解决了“为什么生”的问题。母

亲使“我”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解决了“怎么

活”的问题。地坛给我带来了生命启示，母亲

也同样给我带来了生命启示。 

 

帮助学生再

一次明确文

章主题，体会

史铁生的人

生哲学。 

五、布置学习任务 

 

请大家回去阅读《史铁生散文集》，更加

全面地感受史铁生的生命哲学，并写一段不少

于六百字的读后感通过微信公众号与老师、同

学交流。 

 

引导学生将

阅读与写作

结合起来，贯

彻文学阅读

与写作的课

标要求，同时

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面对

苦难、挫折的

人生观。 

六、板书设计 

我与地坛    史铁生 

年轻          母亲         年迈 

美丽                       痛苦 

                    乐观 

生命启示 

 

七、教学理念及设计思路 

在设计教学时，构建群文教学情境，以《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的学习任务群1“整本书阅

读”和学习任务群5“文学阅读与写作”中要求：“在感受形

象、品味语言、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提升文学欣赏能力，提高

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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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人生思

考”为要求制定群文教学目标，设计本次教学设计。 

首先以史铁生对待生死态度的转变引导同学回顾上节课

内容，同时引入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母亲形象，深入品读文本

语言并链接《庙的回忆》、《合欢树》文本语句，帮助学生

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全面认识母亲这一形象，感受母亲面对

苦难的态度，进而深入到文本生命哲思的主题。因为查阅大

量论文发现，大多数一线教师对文本的第二部分挖掘较浅，



仅仅停留在赞扬母爱的层面，但作者在文本第二部分书写母

亲这一形象不仅仅是赞扬母爱表达自己的歉疚，母亲更是影

响了史铁生面对苦难的态度，所以应引导学生深度挖掘文章

主题，通过《我与地坛》整本书阅读的方法明确接受苦难、

接受差异这一生命哲思，最后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将阅读

与写作相结合，深度感悟作者对于生命的哲理性思考，提升

学生面对挫折的能力，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