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篇一

1.认识魂、幽等12个生字，会写魂，缕等14个生字，能正确
读写幽芳、漂泊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感受外祖父的思乡之情.

3.领悟梅花不畏风欺雪压的品格.

课前准备

1.查找有关梅花的资料.了解梅花的特点.

2.自学生字词.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入揭题

1.(教师板书梅花二字.)你见过梅花吗?你知道梅花的品格吗?

学生相互交流课前查找的有关资料.

2.(教师板书魂字.)说说魂字的意思.



3.揭题释题.

a．读课题，你的心中有疑问吗?

b．学生针对课题进行质疑.

教师过渡语：是啊，梅花只不过是一种植物，它何来之魂?让
我们带着疑问走进课文，解答心中的困惑.

初读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画出生字新词.

2.小组伙伴之间互相读课文，交流自读生字新词的效果.

3.全班交流，指名分段读.

4.用较快的速度再次阅读全文，想一想课文主要写了几件事?

(五件事：

a．外祖父常常教我读唐诗宋词，还常流眼泪.

b．外祖父对墨梅图分外珍惜，我不小心弄脏，他竞大发脾气.

c．外祖父因不能回国而难过得哭了.

d．外祖父将最宝贵的墨梅图送给了我.

e．分别那天，外祖父又把绣着梅花的手绢送给我.)

合作交流

1.讨论交流：比较课文中首尾两段，你发现了什么?(第一自



然段作者由梅花想到了外祖父，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又由梅
花图想到了外祖父那颗眷恋祖国的心.在写法上这是首尾呼应.
)

2.过渡：是啊，看到梅花，看到那朵朵冷艳、缕缕幽芳的梅
花，会让作者忆起已葬身异国的外祖父，外祖父留下的一方
梅花图与手绢，让作者永远感受到外祖父那颗眷恋祖国的心.
让我们和作者一起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外祖父，去感受一下
吧!

3.分小组学习课文，画出令自己深受感动的句子，在旁边做
简单的批注.

4.全班交流.

第二课时

听写词语

(词语盘点中读读写写里的词语.)

读三哭.感悟真情

1.读课文，画出有关描写外祖父哭了的语句，读一读，共有
几处?(共有三处：教我读诗词时；得知不能回国时；送我们
上船时.)

2.学生听录音跟读第2自然段，交流体会外祖父第一次哭时的
情感.

a．了解外祖父教我吟诵的三句诗的出处，读懂它们的意思.

b．体会外祖父教我读唐诗宋词的用意所在.(这三句诗都表达
了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外祖父教我的目的在于借诗句表



达他对家乡的思念.)

c．说说外祖父哭了的原因.(因为这些诗句触动了他思乡的情
感，教我读着诗句，他心里涌动的是对家乡、对家乡亲人的
怀念，泪水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3.探究外祖父的第二次落泪，体会他无法回到家乡的伤感.

a．教师朗读这部分内容，学生闭上眼睛想象：你看见了什么?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b．你能理解这位老人此刻的心情吗?

久居异乡的外祖父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家乡，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他无法回到故里，于是他将这种思乡之情寄托在某种事
物之上，请大家再认真读读课文，想一想：

(1)从哪些词句中可以看出外祖父对梅花的珍爱?找到有关的
句子读一读，读出体会和感受.

唯独书房里那一幅墨梅画，他分外爱惜，家人碰也碰不得.

出示一个句子进行比较：书房里那一幅墨梅画，他很爱惜.

说说这两个句子的异同，哪个句子更好?为什么?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他训斥我妈：孩子要管教好，这清
白的梅花，是玷污得的吗?

训罢，便用保险刀片轻轻刮去污迹，又用细绸子慢慢抹净.

从外祖父的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从外祖父的动作中你看出了
什么?你能读好这句话吗?



(2)品读外祖父送画时的话，体会老人对梅花别样的情感.

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
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

这句话中哪个词用得最多?

再读一读这句话，说说有怎样的感受?

此刻，在你的心目中，梅花具有怎样品格呢?用外祖父的话来
回答.(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

他们是指谁?为什么把他们比喻成梅花?

你知道中华民族有哪些有气节的人物?学生交流之后指导朗读.

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样理解外祖父的这句话?

在外祖父的眼里，梅花代表着什么?(外祖父把梅花看做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魂.他珍爱梅花，
赞美梅花，实则是在表现他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美读升华：你能似外祖父般把他的这番话读出来吗?

4.在何情况下，外祖父第三次掉泪?读一读，深人体会外祖父
的思想感情.

a．哪个词使我们感受到了老人的哭?(泪眼朦胧.)

品语句，升华情感



1.从外祖父的一言一行中，我们不仅深深体会到了他对梅花
的爱，对具有梅花秉性的中华儿女的爱，更体会到了他的爱
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爱，是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请你有感情
地朗读外祖父说的话和外祖父为作者送行的有关语句.

2.面对这样一位身居异乡的老人，我们的心中能不对他产生
敬意吗?让我们饱含敬意朗读课文中首尾两段.

归整体，理清层次

1.读到这里，你发现课文首尾两个自然段有什么联系吗?这样
写有什么作用呢?

2.尝试分段，说说每部分的意思.

重积累，延伸拓展

1.把文中使自己感动的语句或段落抄写下来.

3.学生吟诵熟知的有关诗篇。

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摘录让自己感动的句子。

理解课文，体会感情，并揣摩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过程与方法：

结合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的感情。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会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热爱、眷恋之情。

教学重难点：

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揣摩作者的表达方式。

教学方法：

朗读法、情境教学法、引导指导结合法

学法：

读文悟情、读句悟理；抓重点词句以点带面的学习法。

课前准备：

1、查找有关梅花的资料、特点以及赞美梅花的诗句

2、了解课文中所涉及到的诗句。

3、了解中华民族出现的有气节的人物。

教学过程：

课前记忆训练：选一组同学每人说一句有关思乡的诗句，其
他同学记忆、积累。

一、深情导入进入情境：

同学们的诗词交流使得我们教室充满了浓浓的思乡情意。是
啊这些诗句带着当时作者的感情并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吟咏，
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其实，现代人由于交通便利已经较少体
验思乡情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旅居海外，却心系祖国，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寄托着对祖国的思恋。今天，我们试着走
近漂泊他乡的外祖父。学习《梅花魂》。

二、预习课文，自悟情感

请同学们自己阅读课文，看能否解决如下问题：课文描写了
关于外祖父的几件事？

交流：请5位同学分别读出来。要求：其他同学边听边画，分
为两大组，一组画外祖父喜爱梅花的句子，另一组画让你感
动的句子。

（学生分段读课文，边听边画）

画完后，静下心来继续体会一下这些句子，看看哪组同学心
思更细腻一些。

三、合作探究总结交流

1小组的几个同学把你们的体会综合一下，并能使你的表述更
清楚，更完善。

2、全班交流。

预计能交流出的东西：

外祖父读诗时无声的落泪、不能回国时呜呜的哭泣、送别时
泪眼蒙眬：这些都表明了外祖父渴望回国返乡的强烈的感情。

“唯独书房里那一幅墨梅图，他分外爱惜，家人碰也碰不得。
”

“训罢，便用保险刀片轻轻刮去污迹，又用细绸子慢慢抹净。
”



“离别的前一天早上，外祖父早早地起了床，把我叫到书房
里，郑重地递给我一卷白杭绸包着的东西。”从这些词当中
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了外祖父对梅花的喜爱和珍惜。

四）质疑解答突破难点

请同学们针对这一段提出你认为有价值的问题。（学生自由
质疑）总结如下：

1、外祖父喜爱梅花，实际上是喜爱梅花的什么？

2、为什么外祖父由梅花想到了有气节的中国人？往深一层想
是在赞美谁？

3、题目中的“魂”是什么意思？

4、明知道我当时听不懂这些，为什么还要说？

交流中引导学生结合实际谈“有气节的中国人”。历史长河
中有气节的中国人有代表性的举例（如：苏武、文天祥、赵
一曼、杨靖宇、朱自清等）

（小结）中华民族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而外祖父就
将对祖国深深的爱寄托在梅花身上，所以他漂泊海外中国人
的气节没有变，对祖国的爱没变，就像梅花一样。

五）练笔走进作者心灵

（过渡）：对于一个小小的、单纯的、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
怎能读懂外祖父饱经风霜的心呢？所以，当时“我”有太多
的疑问，而岁月带走了这个漂泊异国的老人，也使当年的小
女孩长大了，成熟了，逐渐明白了老人的心，“我”想起了
外祖父爱梅花，想起了外祖父教我读诗，想起了外祖父的泪
眼，面对盛开的梅花，“我”又有多少话想对外祖父说呀：



外祖父，那时我太小，不懂你为什么，可是，一年又一年梅
花开放，我回味着，感受着，才渐渐懂得了。

把你的目光放在全文，用心去体会。

（小结）：这就是文化的血脉，亘古如斯，一脉相连。

六）感情朗读拓展延伸

让我们充满感情朗读你喜爱的、受感动的句子

又有多少和外祖父一样叶落不能归根、最终魂不归故里的游
子呀，他们都尝尽了思乡之苦。刻骨铭心的思乡之痛就寄托
在某个景或某个物上。萧乾在《枣核》中曾记录了美籍华人
在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情况下，倍感失落。拖作者从家乡带一
颗枣核，并托在手里像托一个珍珠玛瑙似的。他说：“改了
国籍，不等于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
依恋故土的。

七）总结交流知识提升

请你总结一下这节课的收获。我们从文章中体会到外祖父那
股强烈的对祖国的热爱、眷恋，那么，逆向思维一下，为了
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作者通过了什么方法呢？（情，寄托
于物寄托于事，得益于细节描写）

教后反思：课前预习解决学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节省了时
间，体会重点词句时给学生分配不同的任务去体会又节省了
时间，这样课容量就能大些，在突破难点上就能相应给学生
充足的时间去提问、讨论交流了，并且穿插练习时有了指导
和提示，效果就能保证了。拓展阅读也能激发学生阅读的兴
趣，升华情感。



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篇三

1、有感情地朗读13自然段，知道梅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2、通过品读分析第13自然段，理解外祖父所说的话的内涵，
体会梅花坚韧高洁的品格，感受外祖父对祖国无限眷恋的深
情。

3、引导学生体会梅花的高洁品格，学习这种品格。

理解外祖父所说的话的内涵，感悟外祖父由爱梅，赞梅到借
物喻人的爱国情怀。

体会华侨老人眷恋祖国的情感。

多媒体课件

先学后教，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让阅读既变成学生个体
对文本的感受和美的体验，更变成一种"创造性鉴赏"。

1、引言：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1——12自然段，谁能说一
说外祖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指名说）

2、交待任务：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近外祖父，进一步感
受这位华侨老人喜爱梅花，热爱祖国的情怀。

[设计意图：从学生已有知识入手直奔重点，以点带面，自然
将学生带入课文情境。]

1、默读13自然段

（出示自学提示）

默读13自然段，想一想：



（1）外祖父为什么喜爱梅花

（2）这段话讲了几层意思，把你的理解在旁边做批注。

2、小组交流

3、集体交流

教学估计：学生理解的内容

（一）梅花是最有名的花

出示课件："这梅花……有骨气的呢！"

（1）交流：根据课前搜集的资料及课文中的句子交流自己对
梅花的了解和认识。（指名说）

（教师随机出示梅花图片，体会"不怕风欺雪压"）

（2）学生自读，要求：读出对梅花的赞美之情。

（3）同桌互读——指名读——齐读

要求：带着对梅花的喜爱，敬仰之情来读。

（4）默读理解："她"的含义。（揭示借物喻人的内涵）

（5）小结：外祖父之所以爱梅花，爱的是梅花的精神——有
品格，有灵魂，有骨气（板书：品格，灵魂，骨气）

（二）中华民族有气节的人都具有梅花的品格

出示课件："几千年来……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

（1）品读理解：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的中国人应是怎样



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气节的人（指名说）

（2）介绍有气节的人物：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出了许许
多多有气节的人物，你都知道哪些（指名说）

（3）小结：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气节的人，就像
梅花一样：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他们的精神就是——
梅花魂！

（4）深入理解课题：此时，你对课题"梅花魂"有了哪些更深
的了解（引导学生理解不仅是指梅花的精神，更象征我们中
华民族的精神）

板书：民族魂（再次满怀深情齐读课题）

（三）外祖父的期望

齐读，要求：读出你对梅花精神的理解。

4、师生齐读13自然段

要求：带着对梅花精神的爱，对有气节的人物的敬仰，有语
气地朗读。

5、师引读：

1）他时刻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
都要像梅花一样（生接）：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不管
历尽多少磨难，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
低头折节。

（2）（联系第15自然段）船快开了，泪眼蒙眬的外祖父又递
给莺儿一块绣着血色梅花的手绢，她是在告诉莺儿，作为一
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都要像梅花一样（生接）



（3）外祖父分明也在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生接：作为一个
中国人……）

6、小结：

同学们，此时此刻你一定对这位华侨老人如此热爱梅花有了
更深的理解，这是一位无限眷恋祖国的爱国华侨，他由爱梅，
赞梅所表现出来的是拳拳赤子之心，楚楚爱国之情，他代表
了一个个漂流海外的华侨老人的心声和爱国情怀。

请大家带着这份尊敬和敬佩之情，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1、说话练习

假如你是外祖父，此时站在海边眺望着祖国的方向，心里在
想些什么呢

要求：认真思考之后说一说

（出示课件）

看着船儿越漂越远，我_____________。（指名说）

2、写话练习

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想像，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课件出示：我仿佛看到孤独的外祖父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告诉外祖父和所有的海外华
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小组内进行交流

4、展示，教师随机进行评价。



1、写一篇读后感

2、选择性作业：

（1）背诵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段落。

（2）继续搜集赞美梅花的诗句背一背，搜集梅花图片在自主
园地展览。

品格

梅花魂灵魂民族魂

骨气

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篇四

教学过程

小朋友，你们见过梅花吗？介绍一下梅花是怎样的？

人们喜爱梅花，写了不少诗，有谁能背给大家听听？墨梅红
梅

人们为什么喜欢梅花？今天老师带大家去南京的梅花山去看
一看。

出示图：这就是梅花山。

师一边指示学生看图，一边背诵课文。

你喜欢梅花吗，想不想也去读一读？

学生自由练读课文。



读后说说梅花山的梅花与我们这儿的梅花有什么不一样？

是怎样的多，怎样的漂亮?

出示第一句：

谁能读这一句。鼓励学生踊跃试读。

读了这句话，你觉得梅花怎样？

那你能把梅花的勇敢开放通过朗读读出来吗？

鼓励学生踊跃诵读。

试读第二句。你觉得梅花怎样？理解“挨着”。

鼓励学生踊跃诵读。

出示第三句，鼓励学生踊跃试读。

你对梅花又有怎样感觉？

理解“晶莹透亮”。

鼓励学生踊跃诵读。

这么美的花想把它背出来吗？

好我们准备一下，老师可要和你们比一比呢？

学生练习背诵，自己背同桌互背。

师背，指名，集体。

学习生字。寒还退挨



说说记忆的方法，给词找找朋友。

学习描红，书写生字。

[春到梅花山(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梅花魂教学设计普学网篇五

学习内容：

课文《梅花魂》，古诗词《卜算子·咏梅》、《梅花绝句》
（之三）、《白梅》，拓展阅读《苏武的故事》。

学习目标：

1、理解“梅花魂”的含义，体会外祖父酷爱梅花，眷念祖国
的情感。

2、了解梅花的品格，做一个有梅花品性的人。

3、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爱国心、思乡情，领悟这种感情的表
达方法。

学习重点：

1．体会梅花的品格及梅花魂的深刻含义。

2．理解华侨老人爱梅花，并在爱梅花中寄托爱祖国的感情。

学习难点

理解梅花的品格及梅花魂的深刻含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出示梅花的幻灯片1

2、谈话引入：同学们，你们看见过梅花吗？你喜欢它吗？你
喜欢它的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关于梅花的故事。

3、板书课题。理解“魂”的意思，那么“梅花魂”指的是什
么？设疑激趣。

二、品花，体会梅花不畏严寒，坚强不屈的品格。

1、学生展示自己课外搜集的有关梅花的古诗词。

2、出示幻灯片2朗读古诗词《卜算子·咏梅》、《梅花绝句》
（之三）、《墨梅》。

师：课文中也有几处写梅花的句子，请大家找找看。出示幻
灯片3

3、默读读课文，边读边画出描写梅花的句子，读一读。

4、梅花有什么特点？结合自己学习的古诗词和课文说一说。

出示幻灯片4，重点朗读写梅花特点的一段话

“这梅花，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花。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
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
神、愈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呢！”

学生自由朗读，然后指名读

师：这段话哪些地方应该重读？

指名读



师：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总结梅花的特点（坚强不屈，不畏严寒）齐读这段话

三、悟魂，感悟中华民族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的民族气
节。

师：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出了许多有气节的人物，他们
不管历尽多少磨难、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
不肯低头折节。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出示幻灯5。

1、自由读《苏武的故事》，苏武的哪些地方令你感动？边读
边画出相关的句子。

2、学生读书。

3、学生展示

学生回答

4、了解历史上有气节的人物，出示幻灯片6至11

5、学习“魂”的含义。

出示幻灯片12，小组讨论“魂”指的是什么？

学生回答

出示幻灯片13，齐读。

四、悟情，体会外祖父浓浓的思乡之情。

师：梅花魂就是民族魂，（板书：民族魂），外祖父爱梅花
就是爱我们的祖国，（板书：爱国心）但是又因为年龄太大，
不能回国，所以常常因思念祖国而落泪。



出示幻灯片14，学习外祖父的三次落泪。

1、学习第一次落泪

学生朗读，出示幻灯片15

出示幻灯片16至19，边出示边朗读思乡的古诗词。

2、学习第二次落泪

学生朗读相应的段落，出示幻灯片20

3、学习第三次落泪

学生朗读，出示幻灯片21

师：外祖父是多么想念祖国呀！(板书：思乡情)

4、出示幻灯片22，播放歌曲《我的中国心》

五、抒情，抒发对外祖父的敬佩赞扬之情。

1、你觉得外祖父说这句话时可能是对谁说的？

2、给外祖父写几句你最想说的话，慰藉这位深深地眷念着祖
国的华侨老人。

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是啊！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都要有
梅花的秉性才好！

六、布置作业

1、背诵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段落。



2、继续搜集赞美梅花的诗句背一背，办一张有关梅花的手抄
报。

板书设计；

梅花魂。

（民族魂）。

爱国心思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