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下册《梅花魂》教学设计 

统编版五年级下册《梅花魂》教学设计（通用 7 篇） 

在教学工作者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学设计，

借助教学设计可以更大幅度地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

得良好的发展。那么写教学设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是小编整

理的统编版五年级下册《梅花魂》教学设计（通用 7 篇），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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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结合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并揣摩这

种感情情怎样表达出来的。 

2、了解梅花的高尚品格，体会华侨老人眷恋祖国的感情。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把握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揣摩作者的表达方法。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入境 

播放歌曲《故乡的云》，这首歌与本课有什么关联呢？ 

二、研讨点拨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谁知道作者离开外祖父时候，是多大的

孩子？ 

师：打开书，快速浏览课文，你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生自

由说） 

师：看来，关于外公都是作者幼年时期的记忆了。一个孩子，虽

然记住了看到的经历过的事情，可是又有多少是她能懂的呢！在作者

幼小的心中，外祖父的言行使她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你能从文中

找到她的疑问吗？她都不懂什么呢？（生自由说） 

师：小小的单纯的不谙世事的孩子怎么能读懂饱经沧桑的老人的



心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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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记忆中这一幕幕往事，成年的她读懂了老人的心了吗？ 

师：从哪看出来的？ 

师：终于懂了的时候，老人早已不在了……可是读懂是怎样让人心

痛的感情啊！请同学们齐读这一自然段。 

师：下面请同学们仔细读文，看看你从文中哪能体会到老人有一

颗眷恋祖国的心呢？并画出相关的句子。 

师：谁来说一说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出示句子] 

每当读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草明年绿，

王孙归不归”“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之类的句子，常

会有一颗两颗冰凉的泪珠落在我的腮边、手背。 

师：指名读。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读了这些思念家乡的

诗外公想到了什么？ 

师：那么我们在读这句话时应该怎么读？（生自由说） 

师：那就让我们试着读出外公的伤感。（指名读） 

师：读了思乡诗，触动了思乡情，外祖父落泪了。你还从哪句话

体会到外祖父眷恋祖国的深情了呢？ 

[出示句子] 

想不到外祖父竟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师：指名读。思考从这句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师：你能体会到外祖父当时的心情怎样？（悲伤、难过）为什么

会这样？（生自由说）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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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将这种思乡之情寄托在一种事物上，你

们知道是什么吗？（生：梅花）那他对梅花有着怎样的感情呢？（生：

喜爱） 

师：你从文中哪看出外祖父特别喜爱梅花呢？用“～～”画出有

关的句子。 

[出示句子] 



便用保险刀片轻轻刮去污迹，又用细绸子慢慢抹净。 

师：我们在读这句话时应该怎样读？ 

师：那就让我们来试着读出外公的这种小心。（指名读） 

师：我感觉这位外公的动作不够轻，谁能再轻些。（指名读） 

师：从外公的动作我们能体会到他对这幅画的喜爱之情。你还能

从其他地方感受到吗？ 

[出示句子] 

孩子要管教好，这清白的梅花，是玷污得的吗？ 

师：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师：从哪看出来的？ 

师：那就让我们把外祖父的气愤表达出来吧！谁来试一试。（指

名读） 

师：外祖父如此喜欢这幅墨梅图，它究竟是一幅怎样的画呢？你

们想看看这幅墨梅图吗？ 

[出示墨梅图] 

师：看了这幅墨梅图你有什么疑问吗？ 

师：是啊！我只不过在上面留了个脏手印慈祥的外公竟大发脾气？

是这幅画价值连城吗？（不是）那是什么？（在外公的眼里，梅花是

祖国最有名的花，梅花是祖国的象征，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

他爱墨梅图，爱梅花，实质上是爱祖国。） 

师：关于为什么爱梅花，外祖父还有一段话，谁知道是哪段？谁

来读一读。（指名读） 

师：同学们都知道这段话是对不懂事的孩子说的，明知道孩子听

不懂，却这样认认真真地说，他仅仅是对孩子说吗？请你默读这一段，

看看能读懂什么？ 

[出示句子] 

它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 

师：你们想看看雪中的梅花吗？（想） 

[出示雪中梅花图] 

师：看到了吧。大雪压在枝头，有的梅花上都结了冰，然而梅花



却凌寒独自开。看到此景，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赞美梅花呢？ 

师：让我们带着新的感觉再来读这句话。（指名读） 

[出示句子] 

她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生：我还有个问题：写梅花这里为什么用“她”呢？ 

师：表面上看“她”指的是梅花，联系上下文，想一想其实“她”

指的是什么？ 

师：谁愿意再读一遍第 13 段，请你仔细体会。（指名读） 

师：谁来说一说“她”指什么？（中华民族有气节的人物） 

师：梅花冬天开，而“有气节的人物”他们就像梅花一样：不管

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

折节。（齐读） 

师：你们能说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气节的人物还有哪些？ 

师：同学们知道得可真不少，你们说觉得个个都是中华民族的气

节人物，在外祖父眼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什么精神？（梅

花精神） 

师：外祖父怎么说的谁能把这句话读出来。（指名读） 

师：“秉性”指的是什么？（本性）梅花的秉性指的是什么？齐

读“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

不肯低头折节。 

师：这不仅是梅花的精神。在外祖父眼中他还是什么精神？ 

师：在这段中作者运用了什么写作方法？（借物喻人） 

师：由此可见，外祖父不仅仅是在赞美梅花，也在赞美具有梅花

精神的有气节的中国人，让我们饱含深情地在读这段，再次感受外祖

父喜爱梅花之情吧！（齐读） 

师：学到这里，同学们应该知道在莺儿回国前，外祖父为什么把

他最珍爱、最宝贵的画送给莺儿了吧？谁能说一说。 

三、交流感悟 

小组合作完成 

师：外祖父把他最珍爱的墨梅图送给了莺儿，是希望莺儿也能像



梅花一样，继承和发扬梅花精神。那为什么在船快开时，又送绣有血

色的梅花手绢呢？ 

师：[出示梅花图片]请同学们欣赏 

师：梅花都有什么颜色？ 

师：那外祖父为什么送给我锈有血色的手绢呢？ 

师：在什么时候送的？（临行前）外祖父的心情怎样？（特别难

受）从哪看出来的？（泪眼朦胧）外祖父为什么又哭了呢？（他想回

国，却回不去，爱祖国，眷恋祖国……） 

师：在这种情况下送给我血色手绢为什么呢？ 

师：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老人对故土怀有纯真的感情。这是海外赤

子的一份赤子之情啊！ 

师小结： 

外祖父这位与梅花相依相存的老人，他的爱梅情结其实就是一颗

深藏着的爱国心啊！他自己不能回归祖国，他要让自己的心回归祖国。

这颗心就是啊的魂啊，他要让自己的魂回归祖国！这也是一个海外赤

子的一片赤子情。让我们通过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来感受外祖父

的这颗心，这份情吧！多媒体播放《我的中国心》 

四、拓展延伸 

师：外祖父终究没有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就让他那颗眷恋

祖国的心长留星洲吧！让我们把心回到梅花上来。 

[出示课件]墨梅图 

师：这是一幅略显单调的梅花图，希望你能妙笔生花，写上一两

句与梅花有关的诗句。（生自由写，然后汇报） 

师：老师也给这幅梅花图写了一句话：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同时把这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同学们能牢记这句话。 

师总结：同学们，现在正是初冬季节，转瞬冬天就会来临，你或

许会惧怕，或许会埋怨冬天的寒冷而裹足不前。不过，我相信今天我

们学习了《梅花魂》这篇课文，一定会在严冬里给你添一份信念，添

一缕阳光。在你春风得意时，“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在你不

如意时，牢记“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并深深祝愿你



能把它带入你的家庭，融入你的生活，感染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

一生都会活得非常精彩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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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品读重点词句理解课题“梅花魂”不仅指梅花精神，也象

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象征外祖父一颗眷恋祖国的心。 

2、创设良好氛围，体会外祖父深沉的眷恋祖国之惰，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 

3、采用对比、联系上下文、结合近反义词方法、举例子的方法，

理解“秉性、朦胧、气节”等词语。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领悟作者的表达方式，是教学的

重点，也是难点。 

突破方法 

自读自悟、整体感知；启发点拨、提出问题；讨论交流、升华感

情。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趣，解题释“魂” 

1、课前交流梅花材料，。 

2、板演“魂”字，指导写法。 

3、解释“魂”义，质疑引趣。 

我们知道课题中的“魂”字就是精神的意思。那课文中的梅花具

有怎样的精神呢？ 

二、自读课文，多元感知“魂” 

1、生自由读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指名读感受最深的句段，相机疏通词句。 

（朦胧—蒙 秉性 眷恋 衰—哀 稀罕 玷污 郑重） 

三、品读重点段，感悟“爱国魂” 

（一）感受梅花的形象品格，体会“梅花魂” 

1、同学们，课文中哪一段向我们具体讲述了梅花的精神？（出示



13 小节内容） 

2、指名读，齐读。什么是“秉性”？ 

3、在自由轻声读一读这段外祖父的话，文中那些句子介绍了梅花

的秉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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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魂、有骨

气的！） 

4、指名读，学生评议。 

5、课件演示“梅花傲雪”。看，这就是梅花，它在百花凋谢时凌

寒独放，它在寒霜雪雨中昂首盛开。难怪外祖父要这样赞美它，读—

— 难怪外祖父要如此喜爱它，读—— 也难怪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去吟诵

它，读——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毛泽东）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陈毅）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6、面对这圣洁的梅花，你认为它的秉性是什么？出示词语学生齐

读（傲然不屈、临危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顶天立地、一身正

气、永不言败、奋勇直前、坚守信念、无私奉献 ），这就是梅花的秉

性，这就是梅花的魂啊！这就是外祖父喜爱梅花的原因。 

（二）感知梅花的象征意义，体会“民族魂” 

1、（1）外祖父仅仅在歌颂梅花吗？在读读这一段，你又有什么

新的发现？出示句子——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出了许多有气节的

人物，他们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

立地，不肯低头折节。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举例理解“有气节”，

生接着往下说。 

（2）再来读读这些词语读着这些词语，你仿佛看到了那些历史人

物？理解“有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头可断，气节不可丢。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2、这些铁骨铮铮，坚强不屈的人物，就像这梅花一样，有品格、

有灵魂、有骨气！所以外祖父说——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出了许

多有气节的人物，他们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从



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 

3、、祖父眼里这已不是平常的梅花，分明是英雄的化身。漫漫几

千年的中华史，有气节的人物怎能说得清，道得完呢？让我们饱含深

情再读这段吧。 

4、这些有气节的人物代表的仅仅是自己吗？对，他们代表的是我

们中华民族，代表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引说）因此，外祖父赞美

梅花，就是——赞美祖国，外祖父喜爱梅花，就是——热爱祖国！  

（三）揭示“保存”的真正含义，体会“爱国魂” 

（1）在离别的前一天晚上，外祖父送我他最宝贵的画，让我好好

保存。他让我保存的到底是什么？（爱国心，不但自己爱国，还希望

下一代爱国，教唐诗宋词的真正用意，送我们回国的目的；梅花秉性，

他想让我铭记这样一句话“出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

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外祖父告诉自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

人，也外孙女牢记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2）让我们再一次用心去读读这意味深长的话语，触摸老人那颗

赤子心。 

（3）正所谓“一言一语总关情”文中还有哪些句子能让你感受到

外祖父的爱国情呢？请同学们找一找，划一划。 

四、回读全文，深化“爱国魂” 

1、一哭，吟诗思乡情更切 

读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草明年绿，王孙

归不归”“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之类的句子，常有一

颗两颗冰凉的泪珠落在我的腮边、手背。 

（1）课件出示诗词，指名读。 

（2）谁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句诗所表达的情感？诗句字字写的

都是乡思，乡愁，怎能不勾起外祖父那思念祖国的一片深情呢！他由

诗句想到自己，想到了久别的祖国，因而潸然泪下，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3）让我们试着读出这份思乡情。 

2、二哭，不能回国泪满襟 



想不到外祖父竟像小孩一样，“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1）引读句子，交流感受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当外祖父知道自己不能

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时，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呜”地哭了起

来…… 

（2）想象写话，走进内心 

看着这个省略号，在痛哭之后他可能茶不思饭不想 ；可能彻夜不

眠，垂泪到天明 ；还可能—— 还可能—— 望着那心爱的梅花图 眺望

祖国的方向，他会想起什么—— 把你想到的写下来， 播放歌曲《思乡

曲》。 

（3）诵读古诗，升华情感 

如画的风景，淳朴的人们，白发苍苍的妻子，那梅花的风姿……看

不到了，所有的这一切，他再也看不到了，那动听的笑声，那熟悉的

乡音……听不到了，再也听不到了，耳边回荡的只有那催人泪下的诗篇，

再读前文古诗词 

3、三哭，离别送绢寄心愿 

“想不到泪眼蒙眬的外祖父也随着上了船，递给我一块手绢——

一色雪白的细亚麻布上绣着血色的梅花。” 

（1）在离别的瞬间，外祖父的心情怎样？（伤心，痛苦）你从什

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外公这么伤心、痛苦呢？ 

（2）看着亲人离去，想到自己不能回国，外公心如刀绞，此时此

刻，他递给我一块绣着血色梅花的手绢，其实他想真正递给我的是什

么？（外祖父眷恋祖国的心，浓浓的思乡情，一份希望） 

（3）瑟瑟的寒风中老人含泪送别，充满希望的他会对我说些什么？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出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

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 

五、品味话语，升华“爱国魂” 

1、指读重点句：“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

花的秉性才好。” 

2、引读重点句。 



漂泊异乡的外祖父遇到外国人欺凌时，他会对自己说—— 

回到祖国的作者历经种种磨难时，她会对自己说—— 

在我们学习落后时，在我们比赛失利时，在我们生活不如意时，

我们要高声对自己说—— 

3、总结：梅花有“魂”，魂系每一个中国人；做人更要有“魂”，

魂能直起你的腰杆。让我们记住这盛开的梅花，这感人的爱国情，记

住这句做人的准则——“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

梅花的秉性才好。” 

五年级下册《梅花魂》教学设计 3 

课 题：梅 花 魂 （第 2 课时 讲读课） 

执 教：程 鹂 

学 校：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小学 

设计理念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强调读者与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本设

计力图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利用文本提供的教学空间，最大限

度地开发教材资源。开发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情感，对课文内

容进行补充、拓展，与作者、文本进行深入对话，通过有感情朗读训

练使学生深入感悟文章的内涵。同时，以生动活泼的课堂组织形式，

借助网络资源，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深刻体会梅花的象征意义及华侨老人对祖国的

深沉的眷恋之情。 

2、通过有感情的朗读重点句段，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了解作者

的表达方式。 

3、品词读句，积累拓展文本，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4、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在读中感悟文章的思想内涵。 

5、教学难点：理解梅花的象征意思，体会外祖父在爱梅花、送梅

花图中，所寄托的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媒体 



硬件媒体：计算机、投影仪 软件媒体：文字、梅花图、音乐 

教学步骤 

（一）激情引趣 导入新课 

师：（导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古往今来，

多少文人墨客赞赏过梅花？欣赏过严冬里的那一枝独秀的花之傲骨？

诗人王安石、陆游、画家王冕，甚至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曾写下

词句盛赞过她。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梅花魂》，让我们走进作者的

心灵深处，感悟梅花的的深刻喻意。（板书课题） 

师：（谈话回顾）通过上节课的初读课文，你认为本文就是单纯

的在写梅花，赞美梅花吗？那么文章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呢？ 

生：回答。 

师：板书（外祖父 、喜爱梅花、思念家乡） 

设计意图：揭示课题，回顾文章主要内容，从而让学生整体把握

课文；以美的导语，刺激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生兴趣，把学生自然地

带入学习内容中，使学生乐学。 

（二）自主探究 整体感知 

师：过渡语，引导学生找出外祖父的言行使幼时的她产生哪些不

懂的问题。 

生：快速浏览课文，说说作者当时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生：汇报 

师：小结，问：作者后来读懂了老人的心了吗？从文章哪儿可以

看出她懂了？ 

生：回答，引出最后一段。 

设计意图：提出问题初步理解最后一段；从学生主体出发，在文

本内容的基础上，自觉提出问题，为下一步的深入探究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三）体验情境 升华情感 

师：有感情读最后一段，体会作者的心情，感受老人曾经的胸怀。 

生：自由读课文，找出表现老人喜爱梅花，思念家乡，眷恋祖国

的词句，用笔划上，思考后做批注，然后，相互谈感受。 



生：向全班谈感受。 

师：重点指导（1）第三段的描写（出示课件中的墨梅图及重点句）

指导感情朗读，进行细致刻画人物的写法指导。师重点指导（2）第十

三段外公说的关于梅花的品格的那段话。（课件出示重点语段和雪中

梅花图片）教师指名读文。 

师：从这段里，你读懂了什么？ 

生：汇报。 

师：你觉得像梅花一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都有谁？ 

生：汇报古今民族英雄。 

生：继续汇报从哪些地方看出外公眷恋祖国的。 

师：引出“血色梅花”讲解其深刻含义（播放《我的中国心》乐

曲）。 

生：体会、感受。 

师：（过渡语）漫漫几千年的中华史有气节的人物屡见不鲜，怎

么又能说得清、道得完呢？让我们再饱含深情地读一读这段吧！ 

师：指导有感情朗读。 

设计意图：深入文本，理解内容；第三段内容学习；理解第十三

段关于梅花品格一段话；让学生由乐学到会学，掌握读书方法，养成

良好读书习惯；适时进行写作方法的渗透，提高学生用语文的能力；

创设情境，以读为突破口，理解文章重点语句；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

储备，意在补充信息、拓宽视野，对课文内容进一步加深理解；意在

紧扣一个“魂”字，层层推进，启迪学生感悟“魂”的深刻含义。理

解外祖父的爱国心。创设情境升华情感。 

（四）适时训练 拓展延伸 

师：（过渡语）载着无尽的思念的船远去了，我们仿佛听到了老

人心中要回国的呼声，作者成年后含泪写下这篇文章里面寄托了多少

对外公的思念与赞誉！每当作者看到那墨梅图手绢，作者仿佛看到了

什么？想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你能替她说出来吗？ 

师：课件出示（每当 仿佛看到 想到 ） 

生：写作训练。 



设计意图：利用文本资源，适当拓展延伸，让学生在学习阅读的

过程中，情动而辞发，提升表达能力，达到读写结合的目的，真正体

现新课程理念。 

（五）归纳总结 入情悟理 

师：（结束语）岁月无情，外公走了，老人终究没有回到他魂牵

梦绕的故乡，“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请让我们永远

铭记梅花魂，愿同学们都成长为一位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的中国

人！ 

设计意图：依据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强化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形成，让文本信息内化为情感体验。 

五年级下册《梅花魂》教学设计 4 

一、设计理念： 

《梅花魂》是一篇精读课文。这篇课文以梅花为线索，通过五件

小事表现了一位华侨老人对祖国的挚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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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语句含蓄，感情深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

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

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新课程强调读者与文本

之间对话的过程。本设计力图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努力为学生

创造自主学习的课堂空间，利用文本提供的教学空间，最大限度地开

发教材资源。开发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情感，引领学生自主探

究，对课文内容进行补充、拓展，与作者、文本进行深入对话，通过

有感情朗读训练使学生深入感悟文章的内涵。本文教学尊重学生独特

的情感体验，读中感悟文中至真至纯的爱国深情，奏响情感教学的最

强音。 

二、学情分析： 

学生缺乏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祖国的这种情感体验，有不少学

生对梅花的特点也并不了解，而五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阅读基础

和查找资料的能力，因而在课前应重视预习，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抓住重点语句，启发学生想象理解，在有感情地朗读中体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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