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模板5篇)
志在必达，团队同行。如何解决团队中出现的冲突和问题？
接下来，是一些优秀团队总结的范文，供参考。

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认识一个偏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使学生懂得勤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不足，教育他们从小要
苦练基本功。

教学重难点：识字、写字；朗读课文。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生字卡、小黑板。

主要板书安排：14.梅兰芳学艺

“不是料子”勤学苦练京剧大师

作业设计：

课内：抄写字词、组词、填空、选择拼音。

课外：朗读课文。

教学时间：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齐读。

2.解题。

(1)指名拼读“兰”，正音。

告诉学生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是闻名世界的
艺术家。

(2)学习词语“学艺”。

指名读“艺”，说说“学艺”是什么意思。

(3)指名把题目意思连起来说一遍。

二．初读课文

1.自由练读课文。

要求画出生字词，难读的字注上记号，多读几遍，长句子画
出来，多练读。

2.检查字音掌握情况。

(1)出示小黑板，指名读生字词。

(2)抽读生字卡片。

3.试读课文。

（1）说说本课有几个自然段。



（2）指名分段试读课文。

指导儿化和长句子。

4．范读课文。

读后填空：

这篇课文讲的是梅兰芳小时侯拜师（），苦练（），终于成
为世界闻名的（）的故事。

三．作业

1．练读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抽读词语卡片。

2．画去不正确的读音。

lanshengjingzezu

兰nan神shen紧jin者zhe注zhu

二．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



（2）说说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3）“不是唱戏的料子”是什么意思？

（4）师傅为什么说梅兰芳不是唱戏的料子？

2．细读第三段。

（1）指名读第三段。

（2）这一段主要说了什么？

（3）理解“世界闻名”和“大师”的意思。

（4）学过第一和第三段，你有什么想法？

3．细读第二段。

（1）自由轻声读第二段。

（2）初步理解句意。

这一段一共有几句话？每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3）进一步理解句意。

a.在什么情况下，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这说明了什
么？

b.梅兰芳是怎么做的？

先看图，再读课文。

用曲线画出梅兰芳怎么做的句子。



“紧盯”、“注视”是什么意思？这里可以换成看吗？

“常常”是什么意思？说明了什么？

指导读第二句话。

c.用“－”线画出梅兰芳刻苦练功的结果的句子。

梅兰芳的眼睛渐渐明亮起来，好像会说话，这说明了什么？

4．再读第三段。

（1）齐读课文。

（2）说说课文中的哪个词语概括了第三段的意思。

（3）第三段中哪个词语说明了梅兰芳成为京剧大师是付出了
艰苦努力的？（终于）

（4）指导朗读。

三．指导背诵

1．齐读课文。

2．指名说说每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3．看板书引导背诵。

四．课堂练习

1．扩词。

神（）（）（）决（）（）（）



底（）（）（）艺（）（）（）

2．口头填空。

梅兰芳常常（）空中飞翔的鸽子，或者（）水底游动发鱼儿。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读课文。

2．指名三人逐段背诵课文。

二．教学生字字形，指导书写。

三．课堂练习

1．抄写生字。

2．抄写词语。

苦练或者水底明亮

决心终于空中眼神

3．组词。

三（）决（）者（）住（）

兰（）块（）都（）注（）

4．数笔画填空。

或：共有（）画，第二画是（）。



底：共有（）画，第五画是（）。

练：共有（）画，第六画是（）。

神：共有（）画，第四画是（）。

[梅兰芳学艺教案教学设计]

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一、创设情景，建构话题。

1、小朋友，喜欢京戏吗？今天就来听一段。（介绍内容）

2、好听吗？知道是唱的吗？

3、板书：梅兰芳。提醒注意笔顺。（田字格）

我把梅兰芳的照片带来了，他是男的，唱的是女声，这在京
戏里叫“旦角”。

4、简介梅兰芳的生平。

著名的京剧艺术家，是我们江苏人，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
旦角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了一个具有他独特风格的艺术流
派，我们称作是“梅派”。

他小时侯去拜师学京剧的时候，老师却说他不行。（学生质
疑）

（梅兰芳哪里不行？他后来是怎么做的？）打上两个问
号。？？

我们去书上找找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1、大家读过课文了吗？我不信，书上这么干净，有记号才是
你思考的痕迹呀。

2、读一遍课文，把不懂的句子，不理解的词语画出来。

师巡视：板书

学艺注视紧盯

料子闻名神儿

（老师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要我来告诉你们吗？）

3、再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的正确、流利、，边读边想。

4、检查：

出示词语：

师傅料子紧盯飞翔

或者注视灵活京剧

拜师学艺勤学苦练

（1）生领读。你会读哪一排就读哪一排。

（2）去拼音读，开火车读，齐读。

5、放入课文中，你还能读正确吗？学生练读课文。

6、指名读课文。思考刚才提出的问题。师评议。



7、再读读课文，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三、细读感悟。

1、刚才同学问，梅兰芳去学艺，师傅说他不行，是哪不行呢？

2、生：我读懂了，师傅是说他不是唱戏的料子。

3、指名读。你读懂了，请你把理解表现在脸上，表现在声音
上。

自由读，指名读，师评价，指名读。

4、谁会背了，加上动作。指名上台前。齐读。

四、细读第二段。

1过渡：居然梅兰芳不是唱戏的料子，他是不是就这样放弃了？

生：没有。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刚才老师说他后来成为京剧大师。

书上说他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

2、自由读。思考：梅兰芳是怎么做的？

3、指名读，交流。

4、上台读，通过表情、动作把“紧盯、注视、会说话”的意
思读出来。

5、演示“紧盯、注视”的意思。（手拿样东西）

6、懂了读的一定会更精彩，齐读这一段。



谁能背下来，加上动作自由练读。

7、谁愿意和我进行比赛，别小瞧我了，我可厉害了，你们还
是再练练吧。

我得先考考你。过关了才能和我比。

一生：用眼睛表示对我有意见。这就是眼睛会说话。

一生：用眼睛表示你在思考问题。

通过了，请读吧。

真厉害，我得找个学生来替我比赛了。

读完，生评谁演得好。

8、梅兰芳经过长时间的苦练，终于，他的眼睛会说话了。

出示：内容。

9、指名读。

他的眼睛会说话了，老师带来了一段他在唱京剧的录象，我
们一起来欣赏吧。

放录象。

停后，问：梅兰芳在对着你说什么呢？

10、轻轻地告诉同桌。

11、指名说。

12、齐读这一段。



五、小结：

黑板上这两个问号都解决了吧。好，老师就把他们擦去了。

六、写字指导。

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认识三个偏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使学生懂得勤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不足，教育他们从小要
苦练基本功。

=教学重点：

识字、写字；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将字写得漂亮。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光盘等。

=主要板书计划

14.梅兰芳学艺

“不是料子”勤学苦练京剧大师



=作业设计、安排

课内

抄写字词、组词、填空、选择拼音。

课外

朗读课文。

第一教时

任务：

读通课文。

策略：

借助录音指导朗读课文。

流程：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齐读。

2.解题。

(1)指名拼读“兰”，正音。

告诉学生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是闻名世界的
艺术家。

(2)学习词语“学艺”。



指名读“艺”，说说“学艺”是什么意思。

(3)指名把题目意思连起来说一遍。

二、初读课文

1.自由练读课文。

要求画出生字词，难读的字注上记号，多读几遍，长句子画
出来，多练读。

2.检查字音掌握情况。

(1)出示小黑板，指名读生字词。

(2)抽读生字卡片。

3.试读课文。

（1）说说本课有几个自然段。

（2）指名分段试读课文。

指导儿化和长句子。

1．范读课文。

读后填空：

这篇课文讲的是梅兰芳小时侯拜师（），苦练（），终于成
为世界闻名的（）的故事。

三、作业

1．练读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任务：

阅读感悟。

策略：

借助光盘阅读感悟。

流程：

一．复习检查

1．抽读词语卡片。

2．画去不正确的读音。

lanshengjingzezu

兰nan神shen紧jin者zhe注zhu

二．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

（2）说说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3）“不是唱戏的料子”是什么意思？

（4）师傅为什么说梅兰芳不是唱戏的料子？



2．细读第三段。

（1）指名读第三段。

（2）这一段主要说了什么？

（3）理解“世界闻名”和“大师”的意思。

（4）学过第一和第三段，你有什么想法？

3．细读第二段。

（1）自由轻声读第二段。

（2）初步理解句意。

这一段一共有几句话？每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3）进一步理解句意。

a.在什么情况下，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这说明了什
么？

b.梅兰芳是怎么做的？

先看图，再读课文。

用曲线画出梅兰芳怎么做的句子。

“紧盯”、“注视”是什么意思？这里可以换成看吗？

“常常”是什么意思？说明了什么？

指导读第二句话。



c.用“－”线画出梅兰芳刻苦练功的结果的句子。

梅兰芳的眼睛渐渐明亮起来，好像会说话，这说明了什么？

4．再读第三段。

（1）齐读课文。

（2）说说课文中的哪个词语概括了第三段的意思。

（3）第三段中哪个词语说明了梅兰芳成为京剧大师是付出了
艰苦努力的？（终于）

（4）指导朗读。

三．指导背诵

1．齐读课文。

2．指名说说每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3．看板书引导背诵。

四．课堂练习

1．扩词。

神（）（）（）决（）（）（）

底（）（）（）艺（）（）（）

2．口头填空。

梅兰芳常常（）空中飞翔的鸽子，或者（）水底游动发鱼儿。



第三课时

任务：

学习写字。

策略：

借助媒体演示指导写字。

流程：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读课文。

2．指名三人逐段背诵课文。

二．教学生字字形，指导书写。

三．课堂练习

1．抄写生字。

2．抄写词语。

苦练或者水底明亮

决心终于空中眼神

3．组词。

三（）决（）者（）住（）

兰（）块（）都（）注（）



4．数笔画填空。

或：共有（）画，第二画是（）。

底：共有（）画，第五画是（）。

练：共有（）画，第六画是（）。

神：共有（）画，第四画是（）。

[13梅兰芳学艺(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教学目标：

1、精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使学生懂得勤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不足，教育他们从小树
立远大理想，要苦练基本功。

教学过程：

一、图片导入

1、出示梅兰芳剧照，提问：你知道他是谁吗？（板书：梅兰
芳）梅兰芳是男的还是女的？出示生活照。

2、（出示关键词：梅兰芳）梅兰芳是位先生，可在京剧舞台
上演的都是美丽动人的女子，真是让人佩服！

3、（出示关键词：京剧大师）



读词。介绍：京剧是戏曲的一种，刚才课前小朋友听的就是
京剧。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京剧大师？小结：是的，
就如绘画本领特比大的人物叫——摄影技术十分高超的人物
叫——能魔术变得出神入化的人物叫——一般，我们把在京
剧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称为京剧大师。

4、（出示词语：世界闻名）

读词。世界闻名是什么意思？你能换个词语吗？

是啊，梅兰芳不仅在中国演出，而且曾经被许多国家邀请，
到过美国、苏联等国家演出呢。

5、你能用上这三个词语连起来说一句话吗？（梅兰芳是一位
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

6、师补充介绍：梅兰芳是我们江苏泰州人，他在舞台上表演
了很多优美的角色，特别是他男扮女装的表演人们最喜欢。
他的唱腔非常特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人们称之
为“梅派”。

7、想不想看一下这位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的表演呢？（看视
频资料）

二、学习课文第一小节。

2、交流。理解：什么叫没有神儿？（是说他的眼睛不够灵活）

3、师补充介绍：梅兰芳小时候眼睛有些近视，眼皮总是下垂，
遇到风还一直流泪。

不是唱戏的.料子，意思是说梅兰芳——不具备好的条件，不
可能学好唱戏。

6、梅兰芳的师傅是一个唱戏的行家，他告诉梅兰芳要当好京



剧演员，不光嗓子好、身体棒、眼睛还要有神，因为舞台上
的演员常常要通过眼神来告诉观众他是高兴了、生气了、还
是难过。梅兰芳的眼睛没有神儿，不具备唱戏的条件，所以
师傅认为他不是唱戏的料。我们一起来把师傅的话读读吧。
齐读第一段。

三、学习第二自然段。

1、过渡：面对困难，梅兰芳是退缩，放弃了吗？

2、出示：“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指名读。（评价：
老师听出来了，你把梅兰芳学好京戏的决心读出来了。真棒！
还有哪位小朋友也想来读的？是呀！梅兰芳并没有因为师傅
的批评而丧失信心，他下定决心要克服自身的缺点，好好学
唱戏，让我们一起来读好这句话。）

3、光有决心是不行的，还要有方法和行动！那么梅兰芳是怎
么做的呢？

4、出示：他常常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或者注视水底游动的
鱼儿。

一起读。在这个句子中，有两个意思相近的词，你发现了吗？

（出示：紧盯注视）这两个词语都是说————（仔细认真
地看）

让我们也来练一练眼神，分别请小朋友学鸽子飞，小鱼游，
其他小朋友头不能动，也不能眨眼，不能让鸽子和鱼儿从眼
睛里溜走。

现在你知道梅兰芳为什么要选鸽子来或鱼儿来练吧？（灵活
眼珠）



让我们再来练一次。

这次短暂的练习眼神，你感觉怎样？

梅兰芳像我们一样就练一会儿吗？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给常
常换个词语。

小朋友只坚持了一会就感到眼睛特别酸、累，想冒眼泪。他
天天这样练习是多么辛苦呀！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句话。

5、梅兰芳为什么这样坚持不懈，刻苦练习呢？

6、是的，就是这样的决心深深的扎在他的心底，并付出自己
的行动，所以，他常常————（引读）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为了坚定的信念，，别人用一份的力量，他用上百
倍的力量，努力努力再努力。

7、出示：日子一长，他的双眼渐渐灵活起来。人们都说，梅
兰芳的眼睛会说话了。

指名读，引读。

眼睛是情感交流的另一种方式，下面老师请两位同学上台，
不能开口，只能靠眼睛说话。用眼睛告诉大家，这时你很高
兴。再用眼睛告诉大家，你这时恼火。

刚才两位同学靠明亮的眼睛来说话，梅兰芳的眼睛比我们更
厉害，他能把所有的心情表演出来，让他的眼睛来跟观众交
流。

指导读：真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日子一长，他的双眼渐渐灵活起来。人们都说，梅兰芳的眼
睛会说话了。

8、小朋友，梅兰芳这双会说话的眼睛来的容易吗？



四、学习第三自然段

1、出示：经过勤学苦练，梅兰芳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
师。

2、点击：终于。这个词语让你感受到什么？（梅兰芳成为世
界闻名的京剧大师是多么不容易，是付出了多少的辛劳才有
的成就。板书：京剧大师）

3、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这位京剧大师的风采。出示图片

3、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两句话：（出示：师傅说……人们都
说……）

从没有神儿到会说话，是什么让梅兰芳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板书：勤学苦练）

4、再读：经过勤学苦练，梅兰芳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
师。

五、全文总结

1、梅兰芳的理想是要唱京剧，那么，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交
流。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2、是的，也许你在某些方面有先天的不足，不要气馁，（出
示：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奋起直追人一己百）勤奋能弥补你的
不足，只要你付出更多的努力，相信你也会成功。让我们一
起读读这些词语。请你记住这样一句话：天才出于勤奋。

六、作业。

古今中外著名人物勤学苦练成才的例子有很多，请你利用课
外时间再去了解一些。



梅兰芳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懂得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教育学生从小苦练基本
功。

3、会用“终于”说一句话。

教学重点：

1、正确美观地书写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懂得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读课题

2、通过上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梅兰芳是一位——（引读）
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

3、理解“京剧大师”、“世界闻名”

4、师：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可你们知



道吗，他在小时候拜师学艺时，却遇到了困难。请同学们自
由地读一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二、精读课文

（一）第一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第一自然段。

2、交流：小时候，梅兰芳去学艺，遇到了什么困难？（师傅
说他的眼睛没有神儿，不是唱戏的料子。）

3、理解“料子”一词。

4、那师傅为什么说他不是唱戏的料子，不是唱戏的人才呢？

（出示）

因为_____，所以师傅说他不是唱戏的料子。

师傅说他不是唱戏的料子，是因为_____。(指名说)

5、指名读第一自然段，齐读。

（二）第二自然段

1、眼睛没有神儿，就不是唱戏的料子。那想唱好戏，就得需
要怎样的眼睛？

生欣赏，交流，师总结。

生交流

5、那梅兰芳有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就不学了呢？(生：
没有)对，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



师：谁来读出他的决心？指名读，齐读。

6、那梅兰芳又是怎么练习眼神，来克服这个困难的呢？同学
们读一读第二小节就知道了。

7、生读第二自然段

8、交流：梅兰芳是怎么练习眼神的？指名回答。

“他常常紧盯着空中飞翔的鸽子，或者注视水底游动的鱼
儿”

9、理解“紧盯”、“注视”，指导读好词语，读好句子。

12、师：现在就让我们当一回小梅兰芳，来体验一下练习眼
神的方法，相信体验完之后，你们一定会理解得更深入。

13、生体验

14、师问感受，生交流，交流后再指导读好句子。

15、就这样，梅兰芳是一有时间就练呀，日子一长，他的双
眼——（引读）渐渐灵活起来，人们都说——（引读）梅兰
芳的眼睛会说话了。（板书：会说话了）

17、同学们，学到这，你想对梅兰芳先生说什么呢，老师给
你开个头——“梅兰芳先生，我想对您说——”请你们自己
先轻声说一说，准备准备，等会我们一起再来交流。

学生交流

18、生齐读第二自然段

（三）第三自然段



1、梅兰芳开始学唱京剧时，眼睛没有神，这是先天的不足，
但他通过后天的努力，经过——（引读）勤学苦练，梅兰芳
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这就叫“勤能补拙”。（板
书：勤能补拙）也许我们一开始有些地方不如别人，但只要
下定决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一定能练出过硬的本
领，取得成功。

齐读最后一段话。

2、用“终于”造句。

三、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紧、灵”，齐读

2、生交流字的结构和书写的注意点，师相机教新部首。

3、师范写，生书空。

4、生写习字册

5、用投影评析。

四、总结

这节课，我们读了梅兰芳苦练眼神，终于成为京剧大师的故
事。其实，这样故事还有很多，如一年级学习的《怀素写
字》、以及《他得的红圈圈最多》。今天，老师再向同学们
推荐一个这样的故事：凿壁偷光。

五：板书设计

14、梅兰芳学艺

勤能补拙



没有神儿——————————会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