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 春到梅花
山第二课时教案(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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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篇一

生：（有感情地齐读）：一到休息日，通往梅花山的大道上，
便涌动着看花的人流，梅花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师：小朋友仔细想想，这里的海洋指的是真的海洋吗？

生：不是，是指来看梅花的人很多。

师：欢乐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

生：我知道，梅花山上现在很热闹。

师：小朋友真聪明！想象一下，梅花山上为什么会这样热闹？

（一学生站起来）：老师，让我说，看花的人们一边看梅花
一边在说话。

师:好，请小朋友想象一下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生甲：(用手作梅花状，鼻子凑上前)这里的梅花真香啊！

生乙：这里的梅花不但花多，而且颜色也多，就像天上的彩
云一样。



师:你能用课文中的话说，真了不起。

生（丙）：我要把这漂亮的梅花拍下来，带回家好好看看。

生（丁）：我来用鼻子闻一下，把它的香味留在心中。

又一学生站起来说：这里的梅花又香又漂亮，我真想一直留
在这里。

师：小朋友们说得真好！春天一到，来梅花山看梅花的人很
多，人们一边看一边在赞美梅花的美和清香，所以梅花山成
了――（学生齐说）欢乐的海洋。

评析：这一教学片段从“欢乐的海洋”入手，让学生利用挂
图充分理解春天的梅花山是欢乐的海洋，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畅谈看到的、从图上观察到的、想到的，这样做，进一
步揭示了“梅花山成了欢乐的海洋”的内涵，加深了学生对
这句的理解，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认识4个新偏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早春时节梅花山梅花盛开时的美景和
游人观赏梅花的盛况。

4、通过朗读感悟，帮助学生感受梅花盛开、人流涌动的情景，
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5、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借助大量图片，紧扣课文词句，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画面，
让学生置身于梅花山中，入情入境，把观察、想象、朗读结
合起来，感悟意境美，培养其语感。

教学难点：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结合图片，自己深入课文，边读边思，
并把自己的理解和同桌或小组同学交流，从而使理解更深入。
让学生在“欢乐的海洋”的理解上相互补充。

教学准备：

课件，相关图片

课时安排：

1、在南京有一座山，每当春天来临，山上便开满梅花，小朋
友们，你们知道这座山的名字吗？（板书：梅花山）

2、春姑娘唤醒了春笋，春笋一节一节向上长；吹醒了小池塘，
池塘里的水波一闪一闪的。她又来到了梅花山，又将给梅花
山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春姑娘一起到南京的
梅花山去看看吧！（补齐板书：春到梅花山）

1、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一课的生字，首先我们先来复习
一下吧！

2、课件出示生字，词语。指名朗读，齐读，男女生比赛读。

1、精读第一自然段。

（1)第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3句）

出示“早春，寒气还没有退尽，满山的梅花就开放了。”



思考：梅花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当时的天气怎么样？
（早春，天气还有些冷）

（2）早春，天气还有些冷的时候，梅花就开放了，是一朵梅
花开了？是一株吗？是一片吗？到底是什么？（板书：满山
的梅花）

出示“盛开的梅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蓝天下的片片
彩云。”

这一句中出现了两个“挨”不光说明梅花开得多而密，还给
人一种竞相开放的动态感。而“片片彩云“是打比方，大片
大片的梅花开在山上，向高处望去，艳丽的红花映着蓝天，
确实像片片彩云。

（4）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你们能把这种美用朗读表达出
来吗？

（5）远看的梅花可真美，下面我们走近点，走到梅花树下去
仔细观赏观赏。（出示梅花图片）

（6）近看的梅花又是什么样？你们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请在书上找到答案。

出示：“那一朵一朵的梅花，晶莹透亮，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晶莹透亮”你能读准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说梅花
开得十分艳丽，再加上早晨露珠未干，在阳光的照射下，便
给人一种透明，光洁之感。现在，我们也走在这梅花林中，
深呼吸，你闻到了什么？心情怎样？会说些什么呢？（发挥
想象，指名回答）

（7）让我们再一起读读课文，欣赏梅花的美吧！

2、精读第二自然段



（1）既然梅花这么美，那人们喜欢梅花山吗？从哪儿可以看
出来？读一读。

出示：“人们喜爱报春的梅花。一到休息日，通往梅花山的
大道上，便涌动着看花的人流，梅花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3)填一填：出示：人们喜爱报春的梅花。一到休息日，通
往梅花山的大道上，便涌动着看花的人流，有的在（），有
的在（），还有的在(），梅花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4）是啊，梅花山上看花的人可真多呀，看花的人个个笑逐
颜开，欢呼声，赞叹声连连不断，照相的、摄影的到处都是，
人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美，陶醉在这梅花丛中，此时的梅
花山真的成了欢乐的海洋。（板书：欢乐的海洋）此时我们
再来读读这一自然段，你们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3、梅花欣赏完了，你们觉得人们舍得离开梅花山吗？人们很
留恋梅花山，就像我们上学期学的《看菊花》中一样，在
《看菊花》中是怎样描写的？（“人们边看边走，边走边看，
舍不得离去”）

4、人们为什么这么喜爱梅花？到底喜爱梅花什么呢？（喜爱
梅花的姿态，喜爱梅花的清香，喜爱梅花不畏寒冷的精
神……）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向困难低头，勇敢
地客服困难。让我们再读一读课文，读出人们对梅花的喜爱，
对梅花的赞美吧！

1、其实从古至今，有很多文人都写诗词来赞美梅花，我们来
交流你积累的赞美梅花的诗词。

2、出示古诗：《梅》（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1、把梅花山的美丽景色回家说给你的爸爸妈妈听。

2、搜集更多的有关梅花的诗句。

4、春到梅花山

满山的梅花

欢乐的海洋

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篇三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和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6个生字只识不写，认
识4个偏旁。

3、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4、感受早春梅花山梅花盛开的兴旺景象，激发学生热爱生机
勃勃的大自然。

（本课共3课时）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提问导入。



1、（板书课题：春到梅花山）“谁能说说这个题目是什么意
思？”

“看到这个题目，小朋友们一定要问：梅花山在哪里？春天
来到了梅花山怎么样？对吗？”

2、简介梅花山。

梅花山，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门外钟山的南部，在东郊风
景区内。所以取名梅花山，是因为山上有许多红梅。梅花山
的北边靠近明孝陵，东边靠近中山陵，是南京市有名的旅游
景点之一，也是人们观赏梅花的好去处。每年到了红梅花开
的时候，许多人都来这里游览。

3、“春天来到了梅花山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课文是怎么写
的吧。”

二、初读指导。

1、引导看插图，用自己的话说说从图上看到了什么？

梅花山的梅花开得真多真美，看梅花的人真多）

2、教师范读课文，要求学生：

3、标出自然段的序号。

4、画出生字词。

5、学生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6、了解自读情况。

出示生字词和带有生字词的语句：



a寒气还没有退尽

b盛开的梅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蓝天下的片片彩云。

c散发休息欢乐晶莹透亮涌动

7、学生拼读生字词。

8、学生互相交流已经懂了的词语的意思。

“我们怎样才能记住这些生字呢？”

a出示生字：寒还退尽挨片发休息欢

b学生自主记忆，交流记忆生字的方法。

c指名发言。

d根据发言，教师小结。

9、自由读课文，看看课文一共有几句话？

10、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的第二句。

齐读。

三、作业。

1、写写、记记生字词。

2、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认读生字词，正音。

2、指名领读两个长句子。

二、精读训练。

1、精读第一自然段。

2、自由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想：你读懂了什么？互相交流。

3、检查自读效果。

“梅花山的梅花这么多，这么美，这么香，小朋友们一定很
喜欢。”

“请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句子朗读。”

（1）各自练读。

（2）指名朗读，齐读。

4、精读第二自然段。

（1）自由读，看看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提
出来。

（2）根据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5、练习朗读第二自然段。

6、回忆全文内容。

7、练习朗读全文，指名朗读。



三、作业。

1、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用“像”练习打比方，口头说一句话。

3、填空。

（1）人们喜爱（）。

（2）梅花散发出（）。

（3）春风姐姐轻轻吹了（）。

（4）春笋掀翻了（）。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填空。

（1）人们喜爱（）。

（2）梅花散发出（）。

（3）春风姐姐轻轻吹了（）。

（4）春笋掀翻了（）。

2、用“像”练习打比方，口头说一句话。

3、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写字指导。



1、要求学生写出偏旁。

2、出示生字，要求自主学习，说说怎样才能把下面这些字写
好。

片发休尽欢还挨息寒

3、组织交流后小结。

4、学生描红。

5、学生练习写字。要求写得工整。

三、作业。

1、继续练习写字。

2、用下列偏旁组词。

宀（）（）（）扌（）（）（）

氵（）（）（）辶（）（）（）

3、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得朗读课文。

板书：

4春到梅花山

人们梅花

涌动盛开挨着片片彩云

人流一朵一朵晶莹透亮



欢乐的海洋散发清香

（多）（美）

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篇四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指导学生读好长句子，
注意句子与句子、段与段的停顿。背诵课文。

2、抓住文中重点词句和利用在脑中放电影的方法理解课文内
容，帮助学生感受到梅花盛开、人流涌动的情景，受到美的
熏陶，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随文利用部件组合法、联想、换偏旁等识字法学会本课6
个汉字。认识四个偏旁，注意“又”做偏旁后的书写变化。

4、指导学生书写时，注意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关键笔画，教给
学生书写方法，如：点如水滴、如瓜子，捺先写一点点横再
平写最后出脚，撇捺在一起要写展开像双翅。同时还要引导
学生仔细观察每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站位，把字写匀称。

感受梅花开放时的动人景象，让学生置身于春光中学习课文，
把观察、理解、想象、朗读结合起来，感悟意境美、语言美，
培养学生的语感。

让学生借助图片，紧扣课文中的词语，体会感受梅花的美。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篇非常美的课文，谁来读读课题？
（指读）你读的真美，谁也来美美地读一读？（指名读）好！
让我们一起来美美地读一读。（学生齐读）

多媒体课件出梅花山图。师读简介梅花山。春天到了，梅花



开了，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成了花的海洋。红的似火，白
的胜雪，粉的若霞，风姿楚楚，争香斗艳。你喜欢吗？今天
我们一起到梅花山去旅游吧！

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课文中的词语你会读了吗？

2、指名读，小组读，齐读。

（通过让学生复习巩固这些词语，加深学生对词语的印象，
为更好地理解词语做铺垫）。

过渡：词语难不倒同学们，下面看谁能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指名）。

3、指名读课文，其它同学边听边思考：“你觉得梅花山的梅
花怎样？用一两句话说说”。（学生根据老师提醒，用自己
的话说出一些句子，教师要及时给予评价，激发学生学习语
文的兴趣。）

小结：同学们真不简单，读课文不仅正确流利，而且还读出
梅花山的梅花多美，以及看梅花的人多。那我们就随着春姑
娘的脚步，边看梅花，边读shubaoc.com课文吧！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请同学们读第一段，看这段有几句话？每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指名说有几句话。

1、指读第一句，你读懂了什么？从哪个词读懂的？

（由于是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因此学生
只能要能够抓住早春、满山来回答即可）



（1）早春是什么时候？指名说

这个时候天气怎样？

多媒体出示梅花图，师小结：是的，春天刚到，还有点冷，
满山的梅花就开放了，梅花开得真早啊！

（2）这句话你还读懂什么？指名说

（指导学生抓住满山，理解梅花的多）

（3）你从哪个词知道梅花多？指名回答，满山什么意思？

（“满山”指山脚、山腰、山顶到处者是开满了梅花，学生
说不到位，指导学生看书上的图来理解）

板书满山的梅花。

老师小结：同学们真会读书，抓住句子中的早春、满山理解
梅花开得早，开得多。谁来读读这句话？指名读。

（如果学生早春读到位：你读得真好，我一听就知道梅花在
早春开放。如果“满山”读到位：听了你的朗读，让我感受
到梅花山的梅花真多呀！）

2、你喜欢盛开的梅花吗？请找出文中的句子读一读，说说你
喜欢的理由。

（1）小组交流

（让学生自由读，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开放的梅花，
老师随机指导、评价）

（2）指读第二句话：盛开的梅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
蓝天下的片片彩云。



（3）“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是什么样子的呀？指名说。

（多媒体课件出示一簇一簇的梅花，学生看图，师讲解，你
挤着我，我挤着你，没有空隙这就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让学生理解梅花多。）

小结：你看！这么多的梅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竞相开放。
你站在梅花山的山脚下，远远看山上那满山的梅花就像——
（蓝天下的片片彩云）。

（4）指导学生看书上的彩图。请学生远远地看老师的书，那
梅花彩云在哪儿？（让学生在书上指）哦，这么多的梅花连
成一片，成了一片梅花彩云，还有吗？这儿有一片，这儿还
有一片，这儿、这儿，都是！真多呀！在蓝天下真惹人喜爱！
（通过看图，让学生在体会梅花多的基础上，再来感受梅花
的美。）

（5）那谁来读好这句话呢？（指名读，2名。）

梅花真多，真美呀！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

3、刚才，我们站在远处看梅花，现在让我们走近看梅花，看
看近处的梅花吧！

晶莹透亮什么意思？指名说。

（学生说不到位，多媒体出示带有冰雪、露珠的梅花图片，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光，让学生理解晶莹透亮，非常美）。

（2）同学们，你们闻到梅花的清香了吗？指名读这句话。
（让学生通过朗读，图片来理解淡淡的清香）。

（3）这个时候你最想干什么？（渗透思想教育，让学生充分
说）



（4）淡淡的香味让人闻了很舒服，心旷神怡。老师听出来了，
同学们很喜欢这里的梅花，能读出你对梅花的喜爱吗？（指
名读，2名）

（5）那你能不能把2、3句话连起来读一读呢？（男生读、女
生读）让我们再把这一段连起来读一读。（齐读）

（6）小结：这么美丽的梅花，这么美丽的梅花山，怎能不让
人喜爱呀！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自然段。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齐读

2、读了这段你想说些什么呢？从哪儿知道人多？指名说，人
流什么样？涌动什么意思？

3、多媒体课件出示：

（指名说，让学生充分说，学生会说照相、闻花香、画下
来……）假如你到梅花山你想干什么呢？（指名说）

（通过提问，让学生展开想象，让学生融入文本，体会人们
的喜悦心情。）

4、哦！歌声、笑声融合在一起，这时梅花山成了——（欢乐
的海洋）

板书：欢乐的海洋

人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陶醉在这梅花丛中，梅花山成
了……（让学生多读几遍）

5、你能读出梅花山欢乐的情景吗？（指读、齐读）



（三）总结

今天，我们来到梅花山，欣赏了梅花的盛开的动人景象，你
肯定有许多话要说，把你最想说的话说给大家听吧！（指名
说）

历代文人墨客都很喜欢梅花，以梅花为题写诗作画，来赞美
梅花。

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一些诗画，请同学们欣赏。多媒体课件出
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很喜欢梅花，他写过一首有名的词
《卜算子。咏梅》，请同学们欣赏。多媒体出示，师读给学
生听。

苏教版三年级春到梅花山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5个字只识不写，认识5
个偏旁。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早春时节梅花山梅花盛开时的美景和
游人观赏梅花的盛况，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
句。

教学重难点：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了解早春时节梅花山
梅花盛开时的美景和游人观赏梅花的盛况，能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教学准备：词卡  多媒体课件   黑板



教学课时：3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所学的生字、词语，能在课文中理解词句的含义。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力求读出韵味，读出意境，感受春
天梅花山的美好。

3、学会本课剩余生字的书写“发、休、息、欢”

教学重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紧扣文中的词句，帮助学生后梅花盛开、人流涌动的情景，
受到美的熏陶，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 复习导入。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  《春到梅花山》（学生齐读课
题）

那这些词语大家还记得吗？（多媒体出示词语:寒气、透明、
涌动、休息、欢乐、盛开、散发、晶莹透亮）学生小组读。

小朋友们的记性可真好呀！那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知道了
些什么？（指名学生交流）

二、精读课文。

1、请小朋友自己读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学生自由读。数数
看，这一段一共有几句话？（3句）



（1）指名读第一句话。你知道了什么？

（2）指名读第二句话。你知道了什么？

师：这句话中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你知道是什么意
思吗？（点击变红）

谁愿意来学学看？

小结：盛开的梅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挤得多么紧，多么
密呀！引读：远远望去，就像——变红（蓝天上的片片彩云）
什么像什么？什么样的梅花像彩云？（一大片一大片的  粉
红色的  ）多美呀！谁来把这种美用朗读表达出来呢？评价：
（  你读的真好，老师已经闻到了梅花的香味的，真香啊！）

（3）指名读第三句话。你知道了什么？

师：这个词语你能把它读准吗？（点击放大）你知道它是什
么意思吗？你还见过哪些东西是晶莹透亮的？小结：（透明
的，闪闪发亮的）

梅花就像（冰花 露珠 小水滴）一样晶莹透亮，现在，我们
也走在这梅花林中，深呼吸，你闻到了什么？心情怎样？会
说些什么？（发挥想象，指名交流）

小朋友们一定很喜欢它们吧，你能把它读出来吗？指名读（3
人），齐读。

过渡：（小结性的话）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梅花的美，齐读
第一段。

2、盛开的梅花是那样的吸引人，所以人们喜爱（变红）（生
读：报春的梅花）。出示这一段，自由读。你从哪里感受到
人们的喜爱的？（学生交流读下一句）读了这句话，你知道



些什么？（看梅花的人多，人们欢乐）如生说不出，引
导“人流”，你懂不懂？这么多人都去看梅花，是因为什么？
（喜欢  花美）再让我们来感受梅花的美（齐读第一自然段）
请小朋友注意，这句话（第一句）再读读，想想人们除了喜
欢梅花的美，还喜欢梅花什么呀？（不怕寒冷）我们再一起
来称赞这不怕寒冷的梅花。（齐读第一段）

谁也带着快乐的心情读读这句话？指名读（3人）女生读。

3、小结。

学了课文，你喜欢梅花吗？喜欢它什么？（指名交流）最后
让我们带着对梅花的赞美，对梅花的佩服，一起把这篇课文
读一读。齐读全文。（机动）

三、学习生字。

小朋友们，今天，还有几个生字宝宝要来跟大家交朋友呢！

1、出示生字：发、休、息、欢，齐读复习生字。

2、重点指导写“息”，这个字是上下结构，上面的“自”占
横中线上面部分，最后一笔落在横中线上，下面的“心”要
写的扁，稳稳托住“自”，仔细看老师这个卧钩是怎么写的。
注意三个点。它的第二点要写在竖中线上。

3、学生书写生字，教师巡视指导。

教学反思：

今天上了《春到梅花山》。总体感觉说得太多，读得太少。
特别是朗读理解 “那一朵一朵的梅花，晶莹透亮，散发出淡
淡的清香。”中的“晶莹透亮”这个词语时，我请学生说说
生活中哪些东西也是晶莹透亮的，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说



得不太好，浪费了很多时间。课后反思的时候，我认真研究
了这个词语，如果光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光亮透明，比较抽
象，学生是不容易理解清楚，如果下次有机会再上这节课的
话，我准备进行实物展示结合感情朗读进行理解。我这样设
想：先请学生欣赏几支白色的梅花，学生看到，花虽小，但
完全开放了，非常惹人喜爱。但是这时的花并不是晶莹透亮
的。我拿出一瓶喷雾，朝着梅花喷几下，花上沾上很多小水
珠，放到阳光下一看，花就变成透明的了。然后我根据学生
的回答加以总结，“对啊，梅花山上的梅花沾上了清晨的露
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这样的晶莹透亮啊！”引导学生
感情朗读加深体会。接下来，我还可以让学生把梅花全班传
看了一遍，让他们再近距离观察一下的，这样学生会闻到淡
淡的清香味。我正好利用学生这一反应过渡到下一个短
句――“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并加以说明，梅花的香味清
新淡雅，只有细细地闻才闻得到。之后，学生在朗读这句话
的时候，不用我多做指导，很自然地就把“晶莹透亮”读得
缓慢，“淡淡的”读得轻声，表情配合朗读，从而深入理解
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