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梅花魂》优质教学设计
 

 

 

《梅花魂》优质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梅花魂》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一篇精读课文，主

要讲的是作者回忆外祖父在世时的几件与梅花有关的往事，为我们

勾勒出了一位挚恋祖国的海外游子形象，梅花与老人交相辉映，融

于一体，梅花魂已注入老人的生命之中。 

设计理念 

朗读是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

《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视

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教师只有善于引导、设计，给学

生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学生才能真正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

发展。教学中教师牢固树立“课堂是学生的”、“重朗读”、“重

感悟”、“重情感”、“重创新”这一课程新理念，紧抓外祖父三

次流泪由浅入深的引导，调动学生感悟外祖父的思乡之切爱国之情，

启发学生领悟外祖父将爱国的情怀寄托在梅花身上，外祖父对祖国

的眷恋一如梅花，坚贞不移，虽身在异国他乡，不变的是中国心。

使学生受到浓郁的爱国情感熏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生字词。 

(2)了解课文围绕梅花讲了哪几件事。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自学课文，解决生字词，了解课文内容。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2)学会旁批旁注的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读懂课文，理解梅花的品格，理解“魂”的含义。 

(2)体会外祖父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读懂课文，理解梅花的高洁品格，理解“魂”的含义。 

2、了解课文围绕梅花讲了哪几件事，体会外祖父对祖国的深深

眷恋之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流程 

一、复习导入 

同学们，作者故乡的梅花又开了，那朵朵冷艳，缕缕幽芳的梅花，

总让作者想起漂泊他乡，葬身异国的外祖父，回忆起外祖父生前的

几件事来，你们还记得哪几件事吗?这几件事体现了外祖父怎样的情

感? 

2、学生(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回答。 

3、过渡： 

让时光倒流，让我们一起回顾往昔，追忆外祖父往日的情怀。你

瞧，那梨花木大交椅上，外祖父正在教我们—— 

4、生齐答：唐诗宋词。 

二、品读课文，感悟情感 

(一)学习“教我诗词”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1、指名读第二自然段。(板书：教我诗词) 

2、质疑：唐诗宋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外祖父所教诗词有

那些?读一读。 

3、赏诗悟情 

师：让我们再来细读三首诗，从中你明白了什么?(在旁边写下读

明白的内容)(老师重声强调红颜色字)(课件出示诗) 

生：读、说。 

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②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③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4、每当读到这类句子，外祖父总会泪珠纷纷(板书：泪珠纷纷)，

你们知道原因吗? 

5、小结：是呀，诗句里不绝的乡思，无边的愁绪，勾起外祖父

满腔的乡愁，怎能不潸然泪下呢? 

6、过渡：课文中三次写到外祖父的眼泪，另外两次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落泪的呢? 

(二)自主学习“不能回国，痛苦失声”、“随我登船，赠我梅绢”  

1、自读课文“4-11”和“14-15”自然段，并思考过渡语中的问

题。 

2、生读、说。(板书：不能回国，痛苦失声随我登船，赠我梅绢) 

3、师小结：外祖父三次落泪，都表明了他渴望回国返乡的强烈

感情。所谓叶落归根，年纪越大情感越浓，从眼泪中我们感受到，

不能回国，已成为外祖父心中的刻骨铭心的痛。 

4、过渡：于是，外祖父在异国他乡将浓浓的思乡情，爱国心寄

托在梅花上，爱梅花超过了一切，我们从哪件事上可以看出，外祖

父分外爱梅。(学生回答，老师板书：斥我污梅，刮抹梅污)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三)学习“斥我污梅，刮抹梅污” 

1、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2、这一段重点对外公语言和动作进行描写，请同学们找、划出

来，从中你明白了什么?(在旁边写下读明白的内容) 

3、小结：外祖父爱惜墨梅图，并不是墨梅图价值连城，而是在

外祖父眼里这不仅是一枝画梅，更是祖国的象征。每当思念祖国时，

这墨梅能慰藉外祖父的心。 

4、过渡：这幅外祖父最珍贵的画，却在作者离别的前一个早上，

外祖父送给了我，让我们默读课文第 12、13 自然段。 

(四)赞梅花，学梅花精神 

1、默读课文第 12、13 自然段，思考：外祖父为什么送我墨梅图? 

2、齐读“这梅花，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花……总要有梅花的秉

性才好!” 

3、想想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4、小结：“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

秉性才好”，外祖父是这样教育我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漂泊海

外，却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本性，依然那么热爱祖国，他就是一个有

着梅花精神的中国人，他身上有着梅花魂。(板书：思乡爱国)梅花

魂是中华民族的魂，也是每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的魂。(课件展示有

气节的中国人的事例、图片)愿大家都做像梅花一样顶天立地，不低

头折节的中国人。(板书：顶天立地不低头折节) 

(五)深情朗读最后一自然段 

1、师：岁月如歌，多少年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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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了的女孩，读懂了老人的心

了吗?让我们齐读最后一自然段。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师：读懂了，可老人早已不在了。(伤感)请同学们再读这一段。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生：伤感地深情地朗读。 

师：终于读懂了，那是眷恋祖国的心，可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情

怀呀!(激动)请同学们再读这一段。 

生：激动地深情地朗读。 

三、拓展，情感升华 

1、配乐感情朗诵《我的中国心》。 

师：作者深情的回忆，让我们读懂了老人的心，有一首歌最能表

明老人的心声，请听《我的中国心》。 

2、全班齐唱《我的中国心》。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中让你感动的句子。 

五、板书设计 

教我诗词，泪珠纷纷 

斥我污梅，刮抹梅污 

6 梅花魂不能回国，痛苦失声思乡 

顶天立地送我梅图，教我学梅爱国 

不低头折节随我登船，赠我梅绢 

教学反思 

一、课前，我被美丽的'赤子魂而感动。 

梅花，中国的花。她凌霜傲雪，品格高尚，古往今来，人们把她

作为理想的寄托。南宋诗人谢枋得有名句“天地寂廖山雨歇，几生

修得到梅花?”指的就是对一种伟大品格的追求。千古以来，我国有

松、竹、梅、兰“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之称。我早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就被她们高风亮节所折服。于是怀揣敬仰翻开《梅花魂》一课小声

朗读时，我又一次被梅花魂——美丽的赤子魂而感动。再一次带着

哽咽的声音读完全文时，老人含泪教孙女读字字写满乡思、乡愁的

诗句，在孩子面前却哭得像个孩子以及泪眼婆娑地送孙女登船的情

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老人那颗赤诚的中国心深深地烙在我身。 

这样的情感，久久地让我无法平静。于是我决定把这种感动传承

到学生们身上，让他们也一起来解读这位华侨老人的心。 

二、课中，从三次流泪入手，感悟真情。 

《梅花魂》是一篇文质很美，篇幅较长的文章。文中值得推敲、

感人的地方很多。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入情入境，在心中流

下深深的印记，我选择了从外祖父的三次流泪入手，反复诵读，反

复叩问，反复感悟，删繁就简，简简单单，真真切切教语文。老人

含泪教孙女读字字写满乡思、乡愁的诗句，在孩子面前却哭得像个

孩子以及泪眼婆娑地送孙女登船三个片段有很强的感染力、震撼力。

只要充分感悟，外祖父渴望回国返乡的强烈感情足以撼动人心，在

学生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这种情感正是想回国却又回不了

国的外祖父将感情寄托梅花所在，也是外祖父爱梅的原因。这样全

文教学就可以分成两块进行：既一是从外祖父的三次流泪入手感悟

外祖父思乡爱国真情，二是学习外祖父爱梅的原因，赞颂梅花的高

尚品质教育孙女学习梅花精神，解读梅花魂——美丽的赤子魂——

中华魂。这样教学过程，语言层层叩问，情感步步推进，学生心中

的精神丰碑自然高耸。课堂上学生畅所欲言，神思飞扬，这不正是

新课改呼唤的生命课堂吗?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爬山虎的脚》四年级语文教学设计
 

 

 

《爬山虎的脚》四年级语文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理解重点词语，了解爬山虎的脚的特点。 

2、能力目标：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周围事物的习惯和能力。 

3、情感目标：激发学生观察的兴趣，做生活的有心人。 

4、德育目标：通过学习爬山虎这一课让学生还要学会在生活上

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还要培养学生热爱花草树木，保护环境的意

识。 

教学重点： 

通过对词语的理解，了解爬山虎脚的.特点。 

教学难点： 

爬山虎是怎样向上爬的。 

教具准备： 

投影仪、彩色笔、画纸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上节课，我们了解了什么？ 

欣赏投影。问：你知道在这一大片叶子里面藏着什么？ 

二、合作探究，深入研读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一）研读第 3自然段 

1、爬山虎的脚有什么特点呢？默读课文，用“--”画出写脚的

句子。 

2、学生汇报。出示句子。 

3、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吗？直观理解叶柄。 

4、请你选择恰当的颜色笔，边默读这三句话，边画出爬山虎的

脚（一生板画，其余的在座位上画）。 

5、评议图画。 

6、小结。 

（二）研讨第 4自然段 

爬山虎是怎样向上爬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找出能直接回

答这个问题的句子。 

2、学生汇报：爬山虎是这样一脚一脚向上爬的。 

质疑：“这样”究竟是怎样？ 

3、出示句子，用“～～”画出动词。 

5、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爬山虎吗？ 

6、抓住动作词读好这两句。个别读。齐读。 

7、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向上爬。“一脚一脚”能换成别

的词吗？看投影，讨论，小组汇报。 

8、这段中，你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9、齐读。 

（三）研读第 5自然段 

1、看投影，读课文，用“如果……就……”说说你的发现。 

2、男女生分角色读。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三、总结课文 

学习了这篇课文，作者在观察方面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四、拓展作业 

仔细观察一种你喜欢的植物，以《我发现______的秘密》写片断。 

板书设计： 

茎上长叶柄的反面 

脚枝状细丝 

嫩红 

爬山虎的脚 

触着墙--触巴拉贴（牢固） 

爬 

没触着墙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设计
 

 

 

篇一：28 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设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语文下册 

28、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 

王会荣 

教学目标： 

1、培养自主阅读能力，初步培养默读能力。 

2、读懂课文内容，了解我国人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对其他国

家人民的帮助。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新课： 

师：同学们，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世界各地的人们虽然

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世界充

满爱，让人间充满信任。我们第七单元课文的主题思想是“友谊和

理解”。《一面五星红旗》和《卖木雕的少年》反映了外国朋友对

中国人民的尊重和友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一篇反映中外人民友好

关系的文章。 

师:（出示图片）请同学们看一幅图。谁知道这是什么人，他们

在干什么？生：自由发言。 

师:(出示字幕)：中国国际救援队（师：出示相关资料）请同学

介绍。师：下面请听一则有关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通讯报道。 

生:(抽一生读新闻报道)师相机播放图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师：刚才的通讯报道中表扬谁呢？（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

为什么夸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他们做了哪些事呢？今天我们学习

的课文就是根据刚才的通讯报道改写成的。 

板书课题:28*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齐读课题） 

二、初读感知 

师：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同学们要学会自读自学。 

学生按自读要求自己小声读书。 

自读要求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师：谁来说说读完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生：自由发言。 

师：检查自读情况。出示生字词。先抽生读，再齐读。 

三、自主探究，讨论交流。 

1、再读课文，想一想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中国对受灾国家的帮

助？默读课文，指导学生默读方法，同学们试着用浏览式的粗读、

跳读的方法，找一找问题的答案。 

2、同桌找到了相互交流讨论。 

3、集体交流: 

(师引导学生抓住与问题有关的信息:首先，地震发生后中国立即

向地震灾区派出救援队，而且救援队一下飞机就赶往受灾最严重的

地方。（救灾最重要的就是速度要快，越快越好，越早越好）②在

受灾严重，余震还在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救援队仍然不顾危险，迅

速投入工作。（在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救灾，体现了人道

主义和牺牲精神）③救援队在特殊队员搜索犬的帮助下，救出了一

个小男孩。（高超的救援技术使得救援成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四、拓展学习 

1 师：读一读课文最后一段，5月 29 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怎么样回

国？（载誉回国）为什么说他们载誉回国？ 

2、齐读课文第一段：（出示第一段）“中国万岁！”这是阿尔

及利亚群众在送别中国国际救援队时，发自内心的祝愿。 

出示资料:①中国国际救援队 2002 年初成立，2003 年 2 月，首

次参加我国新疆巴蜀等地的地震抢险救援，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②2003 年 5月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岳明生率领救援队参加阿尔及

利亚震灾救援工作。他介绍说，全体队员在高温和尘埃中连续作战，

努力搜救被压埋人员、救护伤员。在参与救援的 38支救援队中，只

有中国救援队和法国救援队搜索到幸存者。 

③联合国官员托马斯说：“中国国际救援队来得真快，其反应速

度是超常的。④阿方政府、新闻媒体和灾区居民对中国国际救援队

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

民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民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好的朋友，我们感谢

你们！” 

五、作业布置 

1、请你也来称赞称赞我们的国际救援队，把你的赞誉之词写下

来。可写一句、也可以写几句，也可以写几个词。 

2、回家练习向家人讲述中国国际救援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救援行

动 

篇二：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反思 

反思一：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反思 

《国际救援队，真棒！》是一篇略读课文，也是一种新的文学体

裁通讯。在汶川遭遇８.０级大地震之后学习这篇课文，无疑使孩子

们更具真实感、更能深刻地体会中国国际救援队工作的辛苦和伟大。

学习文章时首先创设情趣，接着出示课题，读题质疑，一下子就抓

住了核心为什么说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他们棒在哪里？学生们抓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住这个问题边读边划句子边思考，很容易地理解课文内容。在让学

生汇报交流让学生自读语句，从语句中体会通讯这种文体的语言特

点。这节课就会很轻松地完成教学目标。在课文学习的最后，还引

导学生阅读了《手术台就是阵地》一文，感悟了白求恩大夫对中国

人民的真挚友谊，达到了情感教育的升华。 

反思二：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反思 

教学《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再一次让我体会到在教学生

的时候，也是给了我们一种方式去学习。在不断地资料搜索中，对

这支队伍，我感动了。 

教学这一组课文，让孩子们体会关于世界的人民之间，虽然有着

地理的界限，但是，人们的友好的心灵是想通的。上这组课文的第

一课《太阳是大家的》的时候，结合着现实，利比亚的战争，生灵

涂炭，这词是孩子们送出来的，是啊，现代的社会不太平，期待着

孩子们都能活在没有硝烟的蓝天下，孩子们对和平的期待，能够从

他们的眼神中出来。后来，在那一课的反思中，我说是不是过了点，

现在再思考，对生命的重视，对和平的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略

显得重要。于是，在上第 28 课时，我庆幸对孩子们的铺垫。由日本

的海啸引出思考，在 72小时的最佳救援时期，我们的国家派出了这

只队伍。今年是他们成立的第十年，这个十非同寻常。放手让孩子

们去寻找他们棒的地方，细细品读他们的行为，生命与生命之间，

哪怕一点点的生命气息存在，都不能放弃，这就是坚持，这就是对

生命的尊重！所以，一次次的引读：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时，孩

子们可以从心底里感受对他们的敬佩。当一张张幻灯片出来世界各

地的人们对中国这支救援队的评价的时候，孩子们的微笑绽放，此

时，他们的心里自豪的是：他们是中国人，我也是！最后的时候，

我出示了新华社的报道，是对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十年活动列表，全

世界，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生命的战士！ 

对这支队伍，从不认识，到现在的略微熟悉，在经历备课上课后，

我也想说：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 

反思三：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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