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优秀8
篇)

标语是一种有力的传播工具，能够在瞬间传递品牌形象和宣
传内容。标语的设计要注意文字和图形的结合方式。"勤俭持
家，共享家庭幸福！"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一

一、教学设计思路：

1、通过诵读感染学生，让学生体会本诗传达的感情。并设法
让学生初步诵读。

2、体悟语言，选几个语言点，与学生一同体会，理性地把握
语言妙处。

二、教学设计理论指导：

1、语文教育中必须强调诵读的重要性，语文课堂必须还我琅
琅书声。

过去多少年，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把诵读丢弃了、忘却了；
再加上应试压力，使单纯的分析在语文课堂上大行其道。似
乎分析是语文教育的唯一手段。语文教育是需要诵读的，文
字的美是需要诵读来体会来感悟的，语言能力有时也是需要
靠大量朗读背诵来实现的。诵读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传家
宝。自从西化思潮兴起以来，我们语文课堂上差不多丢弃了
这个宝贝。

2、诵读并不是抛弃“讨究”。语言的“讨究”与真情投入地
诵读，在语文教育中要两面不。



叶圣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说，现在（指四十年代）的语文教
育舍弃了诵读，过于向了“讨究”，应该重视诵读，两面不
才好。

三、教学设计特色

1、配乐诵读；

2、通过教师真情投入的诵读感染学生。

四、教学后记

见上面教学设计理论指导，不再重复。

教学目标：

1、诵读体会感情；

2，讨究体会语言；

教学重点：

诵读，体悟感人至深的情感

诵读，理会用词、细节等语言妙处，说透了，就是研习“语
言”

教学方法：

诵读、斟酌

教学过程：

一、作者及背景



引导学生根据3个现成材料弄清作者最基本的情况，弄清本诗
背景：

1、自读提示中的材料

2、179页注释1的材料

3、181页注释2的材料

二、教师诵读

1、诗贵在读，通过读才能体会诗的感情、诗的艺术，让读支
撑起文字，支撑起情感，支撑起形象。让平面的诗立体化。

2、教师要有真情投入，只有真情投入，首先感动教师自己，
然后才可能感动学生

三、诗的思路

1、（1－－3节）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其与我的关系

2、（4－－8节）回忆大堰河辛劳悲苦的`一生，集中刻划勤
劳、善良的品德

3、（9－－11节）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遇

4、（12－－13节）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

四、边诵边悟，体悟语言艺术

1、艾青这首诗，似天然，用语天成，自然无痕迹。

但仔细研读，会觉出许多妙处。

下面几处只是示例。例如：



1、几个修饰语：

“坟墓”－－被雪压着的、草盖的

“瓦菲”－－关闭了的门前的、枯死的

“园地”－－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

“石椅”－－门前的、长了青苔的

注意以上四个词所造成的压抑、凄凉的景象，以上四个词前
面的修饰定语。让学生体悟，并尽量诵读。

2、连续几个“在…之后”的作用，辛劳，

体现了对艾青的无时无刻的关爱。

3、“你为什么要哭”这个细节。

4、矛盾对立而形成的形象：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家”与“客”就是
矛盾对比。

5、“她含着笑”，一方面表现了她的乐观，一方面又让人辛
酸。

6、“用手掏着猪吃”，“用手”是否可以省去？不能，因为
强调“用手”。

7、“不能对人说的梦”，为什么不能对人说？

8、“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发自内心的愧疚。

9、“同着”中，付出多与获得少的强烈对比。



10、“紫色的灵魂”的理解。

五、诵读要领

1、切身体察，化身诗人自己。

2、口中读，心中不能“空”，用心灵去触摸文字，用声音点
燃文字。随“心”所欲，心到声到，声到则心到。

3、当抑则抑，当扬则扬，当平则平，当急则急，当缓则缓。
形成节奏与张力。

六、作业，选择其中一节自己背诵。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二

一、学习目标

1、认识大堰河这个人物形象

2、诵读诗歌，体会作者的感情

3、情感目标：加深对母爱的认识

二、学习重点、难点

1、重点：对大堰河形象的认识

2、难点：

(1)作品写作时代、背景离现实时代较远，学生热情较难调动

(2)文章篇幅较长，四十分钟学习较紧张

三、教学时数：一课时



四、教学流程：

(一)导入：

此诗是艾青在狱中写的，在一个飞雪的早晨写的，人在困境
中，在饥寒中，总会想亲人，想家人，而此时艾青想的却是
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大堰河。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让学生自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

自读问题：试在脑海中为大堰河“画像”。

(三)合作探究

1、自读课文后，让学生四人一组，进行合作学习：根据课文
内容，发挥想象，给大堰河填写一份“档案”，可根据教师
提供的表格，也可自己设计。表格留出空行，目的让学生自
由发挥。

五分钟后，教师提问，检查学生讨论情况。并让学生说明理
由，并让学生朗读诗文，体会感情。

预想可能出现不一致的回答：

属相：牛——忍辱负重、默默奉献、脚踏实地

猪——任人宰割、不知反抗

兔、羊——温顺善良

血型：o——奉献型，万能献血者

身高、体重——体重可能因大堰河生活状况而偏轻。



健康状况——估计学生会写出“营养不良、椎间盘突出”等，
能自圆其说即可。

人生信条——鲁迅先生的名言“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
奶”，来深化大堰河的`形象。

2、教师：“既然是档案，照片必不可少。老师这儿有几副图
片，你们帮我看看哪副图片更符合大堰河的形象。”

依次投影四副母子图，最后将四副图定格在屏幕上，让学生
讨论争鸣。

此环节设计目的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兴趣，对大堰河的认识
由抽象的概念上升为具体的外在形象。让学生在争鸣中进一
步明晰大堰河形象。

(四)诵读课文

让学生再读课文。

同时投影要求：

1、哪些语段让你联想到自己的母亲?

2、找出让你感动的语段，反复诵读，体会感情

学生任意挑选一段朗读，教师相机评价。必要时反复读，直
至教师范读一段。

学生朗读后，教师可适时提问：

“你读的这段是否让你想到自己的妈妈?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妈妈吗?”

“妈妈疼爱你吗?能给大家讲讲吗?”



之后让学生读课文最后一段。将最后一段中的“大堰河”换成
“妈妈”，再反复读。

此环节设计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大堰河形象后，通过诵读课
文，体会感情。

(五)结束语：

“只有平凡的儿女，没有平凡的母亲。我们的母亲都是可亲、
可敬、可爱的……母爱，人类情感走廊中的上品，伟大永远
是它的同义语。母亲的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声轻轻的呼唤，
还有那眼角的皱纹、满手的老茧，微驼的背影，哪一个做子
女的不应刻骨铭心?”

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心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吧!”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教案设计
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认读课文下注释，了解排比、反复、对比的
修辞方法在诗的运用和作用，学习用诗歌的形式描写并抒发
感情。

2、过程与方法：首先通过反复朗读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
变化与节奏和旋律的关系。然后引导学生对本诗的修辞手法
及重点段落进行赏析，培养学生的诗歌欣赏水平。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贯穿全诗的思绪和激情，理解诗人
对大堰河的赞美怀念之情，实质是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
赞颂。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习排比、反复、对比等修辞手法在诗中的运用和作用。
了解并学习诗歌所采用的抒情方法。

2、使学生感知作者包含在诗歌中的真情实感，体会作者用情
作诗的方法和重要性。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收集诗人艾青的生平及该诗的创作背景资料。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认真并带感情的朗读诗歌多遍，准确
认读课文下的注释及课后列出词语。

课时分配：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课文

艾青，原名蒋海澄，19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他是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欢呼集》、《宝石的红
星》、《黑鳗》、《海岬上》等。

1933年，艾青因参加进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在阴冷的牢房
中，诗人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睹物思人，写下了这首著名
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
的抒情诗。诗人以幼年生活为背景，集中地描述了自己的保
姆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真挚怀念
的情怀和热情的赞美，表达了诗人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艾青的保姆没有名字，因她娘家在浙江省金华县大叶荷村，
所以大家都叫她大叶荷，浙江方言“大叶荷”和“大堰河”
完全一样。作者在诗里写道：“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



名字就是生她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

二、朗读诗歌，初步感受文意

1、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2、诗歌朗读。朗读时要注意按意义单位划分节奏，并有感情
的朗读。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初步探悉作者感情。

3、畅谈对这首诗的初步印象。

诗中描述的主人公是诗人的乳母，她是一位平凡、低微到连
自己的姓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她勤劳、纯朴、善良，但生
活一直很贫困、艰难。诗人通过对自己乳母的回忆，抒发了
诗人对乳母真挚的怀念和深切赞美的感情，进而表达了对广
大劳动妇女乃至劳动人民的挚爱，表达了对“不公道世界”
的诅咒、控诉之情。

三、划分层次、归纳层意。

1、第一部分（1―3）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其与“我”的
关系，表现诗人对乳母的深切怀念与痛悼。

第1节：大堰河是卑微得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穷苦劳动妇女。
没有姓名、没有人生自由，悲苦低微、靠出卖乳汁和汗水谋
生。

第2节：点明大堰河和“我”的养育与被养育的关系。

回环往复强调“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倾注了对大堰河特有的深情。

第3节：看到雪，想起了保姆大堰河。一组冷落凄清的画面，
表达了思念哀悼之情，引出对大堰河悲苦一生的回忆。



2、第二部分(4─8)：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集中
刻画大堰河勤劳、善良的品德，抒发眷恋与感激。

第4节：抒写大堰河的勤劳与善良。用八个排比句即八个细节，
铺叙大堰河极度贫穷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写出关心、照料、
温暖、爱抚乳儿，充分体现了她的勤劳和善良。

第5节：“我”离开大堰河。用问句，间接表现她对乳儿离开
的依依不舍和对乳儿内心的疼爱。

第6节：极写地主家庭富裕豪华生活，对比反衬大堰河家庭的
贫穷。“看着、摸着、坐着、吃着”表明“我”对这富丽豪
华的一切的新奇，又“忸怩不安”，反衬大堰河家庭虽贫穷
而充满欢乐。进一步抒发对大堰河一家深挚的爱、深沉的留
恋。

第7节：大堰河到“我”家来帮佣。六个排比：不论冬夏，不
分寒暑，年复一年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含着笑，不停地劳动
表现了大堰河勤劳、纯朴、宽厚、善良。首尾反复，大堰河
用她的一切，先是乳汁，后是双手，为“我”和我的一家所
作的牺牲，表现她的伟大。

第8节：进一步描写大堰河对乳儿真挚的爱。

典型细节：

1、年节切冬米的糖；

2、贴乳儿的画；

3、逢人夸乳儿；

4、梦里盼乳儿幸福。真切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感情，反映
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3、第三部分(9─11)：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
遇，诅咒和控诉了黑暗的社会。

第9节：大堰河死时一家人的悲痛。丈夫为她流泪，儿子为她
哭得很悲伤，表现她勤劳无私。死时呼乳儿名字，表现她广
阔的胸襟。乳儿不在她旁侧，表现作者的哀悼与歉疚。

第10节：大堰河的殡葬。五个排比，是对大堰河一生的概括
和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公正的控诉。

第11节：大堰河死后她一家的悲惨遭遇。写她死后一家的遭
遇，揭示旧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诅咒和控诉了不合理的社
会制度。最后一句反复强调“大堰河所不知道的”，深化全
诗悲剧气氛，激发读者对大堰河命运的深深同情。

4、第四部分(12─13)：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

第12节：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用八个排比句直抒胸臆，
抒发诗人深情的怀念和由衷的赞美之情。结尾三个诗句，
使“大堰河”含义更广泛，她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化身，
是人类的保姆，扩大意境，深化主题，表现诗人热爱劳动人
民的思想感情。

第13节：呈给大堰河的赞美诗。用呼告手法，直接抒发对大
堰河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爱戴之情。

这一部分，是全诗感情发展的高潮，由回忆、叙述转为直接
讴歌、赞美后，戛然而止。给人留下充分思索的余地。

四、本课小结

这节课主要对作者艾青作了大致了解，初步体会了诗歌的韵
律节奏，初涉了诗歌所表达的感情。通过反复朗读，对诗歌
的层次及层意有了基本了解，理清了诗歌的结构。



个人批注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细读诗歌，分析探讨作者所采用的写作手法，研读重点段
落，提升诗歌鉴赏水平。

2、学习典型的细节描写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刻画赞美劳
动妇女的崇高品质，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提高审美
能力。

教学流程设计

一、分析探讨写作手法

师生双边活动

1、诗歌不同于一般的记叙文和说明文，其形式不仅具有特殊
性，更会采用多种写作手法来表现内容，抒发情感。

通过反复吟咏表现对大堰河的深情，许多节用了首尾诗句的
反复手法，使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婉转，增强了诗歌的抒情
效果。

第4节段中“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由狱中
看到雪，联想到大堰河的被雪压着的坟墓，勾起对乳母的怀
念，进而追忆她辛劳苦难，默默奉献的一生。第12节段“大
堰河，今天，你的儿子是在狱里”中的“今天”与第4节中
的“今天”相呼应，从回忆转入现实，使时间线索更加清晰。

二、研读重点段落，深入理解诗歌内容

师生双边活动



朗读第6、7节，思考讨论。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明明自己是这个家庭
的成员，却说成是“新客”，表明了对大堰河的深厚的感情，
以及对自己亲生父母的陌生。

表现了大堰河的勤劳与善良，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表明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深深的爱，为能够和乳儿在一起
而“笑”。这是真正的母爱!是超越了一切功利关系的爱。

三、本课小结

本节课通过对重点段落的研读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分析了作者的创作手法及该诗的艺术特色。

四、板书设计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1―3)：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与“我”的关系――怀念
与痛悼。

(4―8)：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眷恋与感激。

(9―1l)：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情与控
诉

(12―13)：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讴歌与赞美

排比：内容凝炼，形式整齐，节奏鲜明，气氛酣畅。

反复：加强感情和音节的旋律，一唱三叹，回环婉转，增强



诗歌的抒情效果。

作业：

1、给下列词注音释义，并用它们造句。

典押忸怩冰屑悉索凌侮叱骂漂泊

2、诗人倾吐对大堰河的爱，这种爱是同对黑暗社会(“这不
公道的世界”)的恨联系在一起的。请找出表现诗人憎恨黑暗
社会的诗段，说说有什么作用。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四

1、知识与能力：认读课文下注释，了解排比、反复、对比的
修辞方法在诗的运用和作用，学习用诗歌的形式描写并抒发
感情。

2、过程与方法：首先通过反复朗读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
变化与节奏和旋律的关系。然后引导学生对本诗的修辞手法
及重点段落进行赏析，培养学生的诗歌欣赏水平。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贯穿全诗的思绪和激情，理解诗人
对大堰河的赞美怀念之情，实质是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
赞颂。

1、学习排比、反复、对比等修辞手法在诗中的运用和作用。
了解并学习诗歌所采用的抒情方法。

2、使学生感知作者包含在诗歌中的真情实感，体会作者用情
作诗的方法和重要性。

教师准备：收集诗人艾青的生平及该诗的创作背景资料。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认真并带感情的朗读诗歌多遍，准确
认读课文下的注释及课后列出词语。

课时分配：2课时

一、创设情景、导入课文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
他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欢呼集》、《宝石的
红星》、《黑鳗》、《海岬上》等。

1933年，艾青因参加进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在阴冷的牢房
中，诗人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睹物思人，写下了这首著名
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
的抒情诗。诗人以幼年生活为背景，集中地描述了自己的保
姆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真挚怀念
的情怀和热情的赞美，表达了诗人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艾青的保姆没有名字，因她娘家在浙江省金华县大叶荷村，
所以大家都叫她大叶荷，浙江方言"大叶荷"和"大堰河"完全
一样。作者在诗里写道："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
是生她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

二、朗读诗歌，初步感受文意

1、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2、诗歌朗读。朗读时要注意按意义单位划分节奏，并有感情
的朗读。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初步探悉作者感情。

3、畅谈对这首诗的初步印象。

诗中描述的主人公是诗人的乳母，她是一位平凡、低微到连
自己的姓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她勤劳、纯朴、善良，但生
活一直很贫困、艰难。诗人通过对自己乳母的回忆，抒发了



诗人对乳母真挚的怀念和深切赞美的感情，进而表达了对广
大劳动妇女乃至劳动人民的挚爱，表达了对“不公道世界”
的诅咒、控诉之情。

三、划分层次、归纳层意。

1、第一部分（1—3）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其与"我"的关
系，表现诗人对乳母的深切怀念与痛悼。

第2节：点明大堰河和"我"的养育与被养育的关系。

回环往复强调"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倾注了对大堰河特有的深情。

第3节：看到雪，想起了保姆大堰河。一组冷落凄清的画面，
表达了思念哀悼之情，引出对大堰河悲苦一生的回忆。

2、第二部分（4─8）：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集
中刻画大堰河勤劳、善良的品德，抒发眷恋与感激。

第4节：抒写大堰河的勤劳与善良。用八个排比句即八个细节，
铺叙大堰河极度贫穷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写出关心、照料、
温暖、爱抚乳儿，充分体现了她的勤劳和善良。

第5节："我"离开大堰河。用问句，间接表现她对乳儿离开的
依依不舍和对乳儿内心的疼爱。

第6节：极写地主家庭富裕豪华生活，对比反衬大堰河家庭的
贫穷。"看着、摸着、坐着、吃着"表明"我"对这富丽豪华的
一切的新奇，又"忸怩不安"，反衬大堰河家庭虽贫穷而充满
欢乐。进一步抒发对大堰河一家深挚的爱、深沉的留恋。

第7节：大堰河到"我"家来帮佣。六个排比：不论冬夏，不分
寒暑，年复一年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含着笑，不停地劳动表



现了大堰河勤劳、纯朴、宽厚、善良。首尾反复，大堰河用
她的一切，先是乳汁，后是双手，为"我"和我的一家所作的
牺牲，表现她的伟大。

第8节：进一步描写大堰河对乳儿真挚的爱。典型细节：1、
年节切冬米的糖；2、贴乳儿的画；3、逢人夸乳儿；4、梦里
盼乳儿幸福。真切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感情，反映她丰富
的内心世界。

3、第三部分（9─11）：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
遭遇，诅咒和控诉了黑暗的社会。

第9节：大堰河死时一家人的悲痛。丈夫为她流泪，儿子为她
哭得很悲伤，表现她勤劳无私。死时呼乳儿名字，表现她广
阔的胸襟。乳儿不在她旁侧，表现作者的哀悼与歉疚。

第10节：大堰河的殡葬。五个排比，是对大堰河一生的概括
和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公正的控诉。

第11节：大堰河死后她一家的悲惨遭遇。写她死后一家的遭
遇，揭示旧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诅咒和控诉了不合理的社
会制度。最后一句反复强调"大堰河所不知道的"，深化全诗
悲剧气氛，激发读者对大堰河命运的深深同情。

4、第四部分（12─13）：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

第12节：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用八个排比句直抒胸臆，
抒发诗人深情的怀念和由衷的赞美之情。结尾三个诗句，使"
大堰河"含义更广泛，她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化身，是人类
的保姆，扩大意境，深化主题，表现诗人热爱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

第13节：呈给大堰河的赞美诗。用呼告手法，直接抒发对大
堰河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爱戴之情。



这一部分，是全诗感情发展的高潮，由回忆、叙述转为直接
讴歌、赞美后，戛然而止。给人留下充分思索的余地。

四、本课小结

这节课主要对作者艾青作了大致了解，初步体会了诗歌的韵
律节奏，初涉了诗歌所表达的感情。通过反复朗读，对诗歌
的层次及层意有了基本了解，理清了诗歌的结构。

个人批注

第二课时

1、细读诗歌，分析探讨作者所采用的写作手法，研读重点段
落，提升诗歌鉴赏水平

2、学习典型的细节描写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刻画赞美劳
动妇女的崇高品质，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提高审美
能力。

一、分析探讨写作手法

师生双边活动

1、诗歌不同于一般的记叙文和说明文，其形式不仅具有特殊
性，更会采用多种写作手法来表现内容，抒发情感。

通过反复吟咏表现对大堰河的深情，许多节用了首尾诗句的
反复手法，使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婉转，增强了诗歌的抒情
效果。

第4节段中“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由狱中
看到雪，联想到大堰河的被雪压着的坟墓，勾起对乳母的怀
念，进而追忆她辛劳苦难，默默奉献的一生。第12节段“大
堰河，今天，你的儿子是在狱里”中的“今天”与第4节中



的“今天”相呼应，从回忆转入现实，使时间线索更加清晰。

二、研读重点段落。深入理解诗歌内容

师生双边活动

朗读第6、7节，思考讨论。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明明自己是这个家庭
的成员，却说成是“新客”，表明了对大堰河的深厚的感情，
以及对自己亲生父母的陌生。

表现了大堰河的勤劳与善良，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表明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深深的爱，为能够和乳儿在一起
而“笑”。这是真正的母爱！是超越了一切功利关系的爱。

三、本课小结

本节课通过对重点段落的研读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分析了作者的创作手法及该诗的艺术特色。

四、板书设计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1—3）：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与“我”的关系——怀
念与痛悼。

（4—8）：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眷恋与感激。

（9—1l）：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情与
控诉



（12—13）：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讴歌与赞
美

排比：内容凝炼，形式整齐，节奏鲜明，气氛酣畅。

反复：加强感情和音节的旋律，一唱三叹，回环婉转，增强

诗歌的抒情效果。

作业：

1、给下列词注音释义，并用它们造句。

典押忸怩冰屑悉索凌侮叱骂漂泊

2、诗人倾吐对大堰河的爱，这种爱是同对黑暗社会（“这不
公道的世界’’）的恨联系在一起的。请找出表现诗人憎恨
黑暗社会的诗段，说说有什么作用。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五

1.背诵《水调歌头·游泳》。

明确：借景抒情。先写景，后抒情，情由景生。这种抒情方
法，可以称为间接抒情法。《大堰河——我的保姆》同样是
抒情诗，但是抒情的方法与《词二首》大不一样。它们的不
同处：

(1)《词二首》主要运用间接抒情的方式，《大堰河——我的
保姆》除了运用间接抒情外，也运用直接抒情的方式。如诗
歌的最后两段，诗人直抒胸臆，直接表达炽热的感情。

(2)《词二首》主要是借景抒情，《大堰河——我的保姆》则
主要通过记事写人来抒情，边叙事写人，边抒发感情。



(3)《词二首》通过想象、联想以及借助神话传说等抒情，增
强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排比、
对比、反复等手法抒发感情，强调了对大堰河深深热爱和对
旧世界愤恨的感情。

在学习《大堰河——我的保姆》时，要牢记这些特点。

3.播放本诗朗读录音带，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动机和兴趣。

指导预习：

根据课文《预习提示》和注释自学，初步了解课文内容。要
求学生把难懂的字、词、句写到黑板上，引导学生查阅工具
书，尽可能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研习新课

1.作者介绍

艾青，原名蒋海澄，19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艾青
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胡说他的命是“克父母的”，因
此他被送到贫苦的大堰河家去抚养，5岁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
但依然受冷遇，不准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
婶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冷漠和被岐视的空气里长
大”的。

艾青写这首诗，既是对保姆大堰河的感激，也是对黑暗世界
的诅咒。同时表现出作者背叛地主阶级，向劳动人民靠拢的
真诚愿望。

2.学生试读。

除要求准确、清楚之外，还要注意表达出本诗的节奏和旋律。

读后要进行正音。



3.理出本诗的抒情结构。

这首诗比较长，诗人凭借自己的激情任意挥洒，奔腾起伏，
不拘一格。为了准确把握本诗的思想感情，必须理出它的抒
情脉络和结构。

回答：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1─3节)，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以及她与我的关
系，表现了诗人对乳母的深切怀念和痛悼。

第二部分(4─8节)，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集中
刻画了大堰河勤劳、善良的品德，抒发了诗人对她深切的眷
恋与尊敬。

第三部分(9─11节)，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一家人的悲惨遭
遇，诅咒和控诉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第四部分(12─13节)，是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
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深情的怀念和由衷的赞美之情。

这4部分中有一条贯串始终的感情线索，那就是诗人对大堰河
的挚爱以及对旧社会的痛恨。有了这条感情线索才使本诗成
为一个艺术整体。

4.深入研究、体会本诗的构思特点。

诗人在构思本诗时，把自己起伏的思绪，奔腾的激情作为最
主要的依据，时而记人写事，时而直抒胸臆;时而回忆历史，
进而直面现实;时而写保姆，时而写诗人自己;时而详写，时
而略写，任意挥洒，无拘无束。请学生举例说明。在充分讨
论的基础上，可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部分，诗人告诉我们，由于看到雪才想起保姆大堰河悲



苦的一生，这是写本诗的导火线。在具体安排上，却一开始
交代大堰河与我的关系，她没有姓，没有名，缺少独立的人
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突出诗人强烈的感情，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第二部分，在激情的推动下，回忆大堰河对我的抚爱。为了
充分地表现这种爱，诗人不惜笔墨进行铺排，又写她在自己
家里的陌生、忸怩之感衬托大堰河的可亲可爱。

第三部分，用叙述方法，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一家人的悲
惨遭遇。这是诗人最感痛苦的事。他用舒缓的笔调，边叙述，
边叹息，更显得沉痛。

第四部分，用呼告的手法，直抒胸臆，把诗中的感情推向高
潮。诗人的感情到了极致，往往要抛弃具体的叙述或描写，
借助直抒胸臆的方式，宣泄自己心中火山喷发似的激情，
第12、13节便是明证。第13节，感情最强烈，语句却最少。
诗人的选择是正确的，语言噜苏，就难以充分表现自己心中
的强烈的激情。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六

1.准确认读课文下注词语，并掌握它们的意义。

2.了解排比、反复、对比的修辞方法在诗的运用和作用。

3.学习用诗歌的形式描写并抒发感情。

4.学习、把握诗的节奏和旋律，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
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提高审美能力。

先通过反复朗读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变化与节奏和旋律
的关系。接着对本诗的修辞手法及重点段落进行详尽地分析，
最后引导学生品析另一首诗歌，培养学生的诗歌欣赏水平。



通过贯穿全诗的思绪和激情，理解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怀念
之情，实质是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赞颂。

1.学习排比、反复、对比等修辞手法在诗中的运用和作用。

2.了解并学习诗歌所采用的抒情方法。难点使学生感知作者
包含在诗歌中的真情实感，体会作者用情作诗的方法和重要
性。

应在反复朗读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会和推
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然后针对某一具体
段落仔细推敲，体会作者抒情方式与写作手段。

1.准备艾青的另一名篇《给乌兰诺娃》，并设计一些练习题。

2.了解一些关于诗人艾青的生平资料及该诗的创作背景。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反复，突出主旨、深化诗意的对比，
酣畅淋漓、倾泻感情的排比，艾青式的抒情把我们带进一个
美丽的世界：勤劳淳朴的崇高品德，宽厚善良慈爱精神，美
丽丰富的内心世界……一切尽在不言中。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当代著名诗人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去领受
大堰河般的母爱吧。

二、介绍作者

1.问：有谁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作者艾青的资料?

抽学生简述作者的生平。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皈田蒋村。



他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192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专修绘画。
1932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从事爱国运动被
捕，在狱中开始诗歌创作。1935年10月出狱，次年出版第一
部诗集《大堰河》，受到文坛重视。）

2.教师补充：大家回答得不错，艾青的主要作品有《欢呼
集》、《宝石的红星》、《黑鳗》、《海岬上》等。他的诗
运用散文化的语言，抒发思想感情，刻画艺术形象，语言朴
素清新，韵律和谐，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的命是“克父克母的”，
因此被送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抚养。5岁时被领回家中开始读
书，但依然受到冷遇，不准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只准
叫叔叔婶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冷漠和被歧视空气
里长大”的。因此他对他的养母大堰河（大叶荷）的爱是发
自内心的，大堰河对他的爱是让他刻骨铭心的。1933年，艾
青因参加进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在阴冷的牢房中，诗人看
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睹物思人，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歌——
《大堰河——我的保姆》。

三、字词练习

掌握下列生字词：

典押忸怩冰屑悉索凌侮叱骂漂泊

四、朗读诗歌，初步感受文意

1、播放朗读录音，学生听读体会诗歌韵律节奏，初步探悉作
者感情。

2.抽取同学就所读讲讲自己对这首诗的初步印象，并进行归
纳。



（学生畅谈对这首诗的印象。诗中描述的主人公是诗人的奶
娘，她是一位平凡、低微到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
她勤劳、纯朴、善良，但生活一直很贫困、艰难。

师补充：诗人通过对自己奶娘的回忆，抒发了诗人对奶娘真
挚的怀念和深切赞美的感情，进而表达了对广大劳动妇女乃
至劳动人民的挚爱，表达了对“不公道世界”的诅咒、控诉
之情。

五、划分层次。归纳层意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归纳诗歌层次，并概括每个层次所抒
发的思想感情。

2.这首诗分为几个部分?（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交代了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其与“我”的关系。
表现了诗人对奶娘的深切怀念与痛悼。）

（点拨：诗歌第4段，诗人看到雪，想起了保姆大堰河，运用
想像和联想，描绘了一组冷落凄清的画面：荒凉的坟墓，冷
落的故居，典押了的园地，长了青苔的石椅。通过一连串的
排比，在对悲惨气氛的浓重渲染中，深切地抒发了诗人对保
姆大堰河的思念和哀悼之情，并由此引出对大堰河悲惨一生
的回忆。）

4.师：第二部分又讲述了些什么呢?

（第二部分是从第5段到第8段，集中刻画了大堰河勤劳、善
良的品德，抒发了诗人对她的深切眷恋与尊敬。）

（第10段写大堰河的殡葬。用生前“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
凌侮”、“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与死后“四块钱的棺材
和几束稻草”、“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相对比，深刻



而生动地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

6.诗歌的第四分部讲了什么?

将上述内容梗概板书。——第四部分是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
歌和赞美诗，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深情地怀念和由衷地赞美
之情。

六、本课小结

这节课主要对作者艾青作了大致了解，初步体会了诗歌的韵
律节奏，初涉了诗歌所表达的感情。通过反复朗读，对诗歌
的层次及层意有了基本了解，理清了诗歌的结构。

板书设计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第一层(1～4段)：交代大堰河的悲苦身世及其与“我”的关
系——怀念与痛悼

第二层(5～8段)：回忆大堰河辛劳而又悲苦的一生——眷恋
与感激

第三层(9～1l段)：写大堰河死后的凄凉和家人的悲惨遭
遇——同情与控诉

第四层(12～13)：诗人呈给大堰河的挽歌和赞美诗——讴歌
与赞美

第二课时

一、分析探讨写作手法



（本诗通过反复吟咏表现对大堰河的深情，许多节用了首尾
诗句的反复手法，使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婉转，增强了诗歌
的抒情效果。）

2.请学生找出并朗读诗歌中采用多种修辞手法的句段，并分
析其作用。指导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三。

（第4段中“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由狱中
看到雪，联想到大堰河的被雪压着的坟墓，勾起对奶娘的怀
念，进而追忆她辛劳苦难，默默奉献的一生。第12段“大堰
河，今天，你的儿子是在狱里”中的“今天”与第4段中
的“今天”相呼应，从回忆转入现实，使时间线索更加清晰。
）

二、研读重点段落，深入理解

1.前边我们对整首诗进行了阅读分析，现在我们选取几个重
点章节来研读，有谁愿意给大家朗读一下第7、8段?——学生
深情朗读。

（表现了大堰河的勤劳与善良，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表明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深深的爱，为能够和乳儿在一起
而“笑”。这是真正的母爱!是超越了一切功利关系的爱。）

三、赏析《给乌兰诺娃》

1.师：通过对教材所选诗歌的学习，我们对艾青的诗歌有了
初步印象，为了加深对其风格和思想的了解，提高我们的阅
读能力，我选取了他的另一首诗让大家欣赏。

投影诗歌《给乌兰诺娃》，抽学生朗读要求，体会诗歌所要
表达的意思，感受诗歌的意境美。



2.学生完成随堂练习，听取教师评讲。

给乌兰诺娃

——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

像云一样软，像风一样轻，比月亮更明亮，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不是天上的仙女，却是人间的女神，比
梦更美比幻想更动人——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阅读诗歌《给乌兰诺娃》，并完成下列问题。

(1)找出诗中最能体现芭蕾舞姿的比喻句。——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2)说说破折号在这里的作用和好处。——表解释说明。赞美
演员舞姿之美妙高雅、飘逸轻盈，给人以梦幻的艺术境界。

(3)诗的语言是形象的，试分析头两句把演员翩翩的舞姿用自
然界的云、风比喻的艺术效果。——用博喻手法，以云之柔、
风之轻、梦之幻写舞姿的曼妙动人，给我们以极其丰富的想
象，从而把读者带进一个飘渺虚幻的艺术境界。

(4)诗中“不是……却是”是什么关系?诗人这么写的用意是
什么?——表选择关系，说明美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四、个性练习设计

试着用简短的一段话或几行诗来赞美你身边劳动者的形象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七

1.学习诗歌的诵读方法，体会排比反复修辞的好处和诗歌抒
发的情感。



2.通过反复诵读和揣摩诗歌语言，锻炼朗读能力，培养鉴赏
能力，体会诗人的情感。

3.激发创作热情，尝试着自己动手写一写自己心中的情愫。

体会作者对大堰河的感情和文中排比、反复等修辞运用的好
处，激发创作热情。

诵读法、小组合作探究法、关键词句赏析法。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与学生共同回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引导学生回忆作者
对国家深沉的爱，引出作者对于其保姆——大堰河的思念之
情，顺势导入本课《大堰河——我的保姆》。

(二)初读课文，学习批注阅读

1.通读全诗，标出小节，试着划分出节奏读出自己的感受。

明确：全诗共13小节，学生初步感知艾青对大堰河的情感。

2.教师范读一小节，划分节奏。(展示自己的朗读能力)

明确：以第6节为例，诗人在这一节突出的描写了地主家庭的
富足以及我的不适感，与我之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诵读时，比如“红漆雕花”“金色的花纹”“‘天伦叙
乐’的匾”“丝的和贝壳的”“油漆过”“安了火钵”“碾
了三番”等修饰语都应适当强调，以符合作者突出地主家庭
富足这一意图。

作者自比为“新客”，比如在读“摸”“呆呆”“看
着”“不认得”“不熟识”等词语时应用心诵出“忸怩不
安”之态，以突出作者的不适感。



3.学生带着这个任务继续读诗：这首诗很长向我们讲述了怎
样的故事?

明确：首先，分别介绍我和大堰河;其次，雪天作者在囹圄中，
触景生情，回忆起自己的保姆大堰河;最后，作者集中的抒发
了对于大堰河的爱。

(三)抓住重点，理解道理

1.第4节为我们描绘了怎样的画面?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运用
哪些修辞手法?

明确：首先，一幅充满温情的劳作画面，大堰河在一天的劳
作之后抱起我、抚摸我，充满温情。其次，这样文字让每一
位读到的人都会感觉到温暖，比如“厚大的手掌”“怀
里”“抚摸”“灶火”“煮熟”等，与第3节的“雪”“坟
墓”“枯死”等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作者在困境
中(入狱)触景怀人，引起作者对于温暖美好的回忆。最后，
运用“在……之后”的排比和“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
怀里，抚摸我;”这样的反复，通过排比的列举突出了“大堰
河”的劳作辛苦，通过反复，突出的体现了大堰河对我的爱
并不会因为繁重的生活而有所减少，给幼小的作者带来了丰
富的爱的感受。

要求：小组内的成员都要积极发言并且认真倾听其他人的发
言，可以联系自身的生活实际去理解作者的心理变化。

明确：“新客”将作者回到富足的自己家中的不适凸显了出
来，面对家里华丽的装饰和物质生活上巨大改变，我产生了
强烈的陌生感，这样的陌生感足以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心理
崩溃。

3.通过刚刚分析过的两节，你认为排比和反复的修辞在“新
诗”当中有怎样的作用?



明确：内容上，起到了强调突出的作用;形式上，与古体格律
诗比较起来，没有严密的韵脚和整齐的句式，但是通过排比
和反复的运用让全诗节奏鲜明旋律回环，体现出新诗的韵律
美。

(四)拓展延伸，小结作业

1.作者的两个家是“贫与富”“亲与疏”“简陋与华丽”的
对立，如果你是作者你更喜欢哪个“家”呢，说说你的理由。

2.运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手法，试着自己写一首自由诗，内
容不限，真情实感即可。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设计一课时篇八

1.分析诗歌中心意象大堰河。

1.在朗诵中分析中心意象大堰河人物形象，体味情感。

诵读法，探究法

1课时

一.导入：

1933年的1月14日，那是一个大学纷飞的夜晚，诗人面对铁窗，
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想起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写下
了这一首包含深情的诗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诗歌，
来走进大堰河。

二.疑问长廊

教师整理学生提出的问题：



从同学们的预习提问中，我整理出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2.意象分析存疑：大堰河作为中心意象，文中她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3.情感探究存疑：诗人想通过对大地母亲大堰河的描写，传
达什么情感？

三.初读诗歌，走近大堰河

学生预习的基础上，让学生对下面问题进行填空，以文本为
依据，读一读，说一说，充分了解学生初读诗歌后对大堰河
的初步认识，问题如下：

大堰河是一个（）的人。

这里可能出现以下种种答案：身份卑微、悲苦凄凉、深爱乳
儿、纯朴善良、穷困勤俭、乐观坚韧等等词语。

四.分组探究，走进大堰河

从上面个同学们给出的描述大堰河的人物形象的词语中，每
个小组选择一个词语进行品析，先找出原诗歌中哪里可以看
出大堰河的这种形象，然后进行分析和朗诵，给学生10分钟
的时间讨论，每个小组找一个人展示：

第一小组：我们小组分析的词语是悲苦凄凉。诗歌的第3节，
第7节，第10节，第11节中都能反映出来。第10节中，数
词“四十几年”和“数不尽”强调多，生前出多，历难多，
忍受的苦难多（教师总结）；而数词“四块”“几束”“一
手把”强调活着时得到少，死后带走的少（教师总结）。这
一多一少之间的对比，反映出大堰河凄苦悲凉的一生。

第二小组：我们小组分析的词语是大堰河深爱乳儿。诗歌的



第4小节可以看出来，请老师允许我上黑板，写出这节诗歌的
结构：

你……怀里，抚摸我；

在你……之后

……

在你……之后

你……怀里，抚摸我。

从这里可以看出，本节诗歌起于“你……怀里，抚摸我”、
止于“你……怀里，抚摸我”，从结构上来说，大堰河只要
是有空，总是抱着我，抚摸我。中间是一系列的劳动，说明
无论再重的体力活，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大堰河都不会忘
记抱诗人，抚摸诗人，体现出了大堰河对诗人的深深的爱。

第四小组（抢先举手）：老师我们分析的词语是勤劳乐观。
从第七节诗歌中可以看出，分析方法跟第二小组相同，从结
构上看，本节诗歌起于“大堰河…劳动了”、止于“大堰
河…开始劳动了”，从结构上重复，给人感觉，大堰河就是
一架劳动的机器，加上中间是一系列繁重的体力活，更能看
出大堰河的一生是勤劳艰辛的一生，但是诗节的前面有“她
含着笑”在不停地重复，可以看出她勤劳辛苦但是依旧很乐
观。

第三小组：我们组研习的词语是纯朴善良。从诗歌的第4小节
第8小节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在补充一下第四小组的问题，
出了他们说过的外，大堰河之所以在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下
还能“含着笑”，说明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劳动
妇女身上那种的坚韧和善良的性格（老师引导），她深爱着
自己的乳儿，还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乳儿身上，做着那没办



法完成的梦。

第五小组：我们研习的是穷困节俭。从诗歌的第6节中可以看
出来。第六节里写了诗人父母家里很多的极讲究的家具，可
是大堰河家里的是乌黑的酱碗和乌黑的桌子，从这个对比中
可以看出大堰河家里很穷困。

老师引导：本节诗歌中有一种相对的矛盾的词语，大家找一
找都有哪些呢？同学们找出的有“家”与“客”“妹妹”
与“不熟识”“天伦叙乐”与“…”，通过这些矛盾的对比，
可以看出作者对着个新家的不接受，映衬出对大堰河的依恋。

第六小组：老师，我们组讨论的是身份卑微。诗歌中第1节
第2节能集中地反映出来，大堰河只是一个保姆，她来名字都
没有，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卑微的身份。

五.总结和提升

从同学们研习的这些材料中，可以总结出大堰河如下性格形
象：

身份卑微

悲苦凄凉

穷困节俭

深爱乳儿

乐观坚韧

纯朴善良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叛逆儿子献给
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又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



歌。诗人说“大堰河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用自
己的乳汁养育了“我”。这样质朴的叙述，赋予大堰河丰富
的象征意义，大堰河是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是
一个平凡、沉默、隐忍的大地母亲和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
这样，诗人笔下的大堰河，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
与坚忍，是“大地”“母亲”“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
组合。土地意象凝聚着诗人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
劳动者最深沉的爱，以及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他至
高无上的诗神就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人民以及
他们生命的存在。

大堰河用所有的乳汁喂养着民族的梦想，把母爱种植在苦难
的岁月里，她的宽厚、仁爱流成了一条源源不断的真正的大
堰河。在苦难面前，她含着笑。虽然想吃上乳儿的婚酒的梦，
在她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抵达，背负着“悲苦种族之最悲
苦”“岁月积压下来的耻辱和愤恨”，没能”坐在辉煌的结
彩的堂上”，而孤眠在“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
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上。

诗人用雪、瓦菲、园地、青苔等等营造了一个低沉、晦暗、
沉重、破落、充满沧桑感的画面，诗人对大堰河的思念、同
情沉淀在字里行间；诗中一幅幅画面快速组接、变换，给我
们展示了一个勤劳、善良、纯朴的劳动妇女形象，无声，就
是沉默。大堰河就如同一匹老马，默默地忍受苦难，她身上
有着中国人民的美德——坚忍、善良。这在诗人心中耸起了
一座精神丰碑。

六.拓展：

艾青在那样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想起了身份卑微一生劳
苦的大堰河，为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赞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