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篇一

1．学习本篇顺叙故事波澜起伏、运用插叙表明原委和间接描
写物的写作方法。

2．体会本篇巧妙标题的深刻含意。

3．学习优秀人物的向雷锋学习。

教学重点：目的1

教学难点：目的2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古诗三分钟学习

注音

解释

听写

1、看注释，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2、题目是一个什么词组？作者写的重心在哪一个词上？

3、找出文章中描写梨花的句子。

4、这篇文章真的是写自然界那开满枝头、洁白美丽的梨花吗？

6、实际写了哪些人物？他们可不可以称为梨花呢？

7、要解开这个谜，看来需要弄清楚文章究竟在写什么？

1、文章是围绕什么来写的？

2、请大家以小屋为线索划分归纳文章段落

3、全文写作以什么为序

4、全文是否用了其它的写作顺序

5、哪些段落是插叙

1、学生朗读，复述“我们”是怎样发现小屋的？

4、“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是一个什么句？有什么作用？

四、作业

我们从预习中知道，有一个叫梨花的姑娘出嫁前照顾小屋，
我们假设，如果这个梨花姑娘回娘家特意来照顾小屋，在第
二天早晨与我们相遇了，这篇文章的情节又将怎样发展呢？
请从第27自然段末尾开始用自已的想法续写完，300字以上。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让我们也随着老余的电筒去看一看。
读课文。

（一）第12自然段的学习



1、阅读、词组

2、房子的主人是谁呢？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猜测，
不敢肯定。

（二）瑶族老人给我们讲了谁是房子的主人？

1、分角色朗读

2、梦中的梨花——虚写梨花

主人真的.是梨花吗？

（三）房子真正的主人是谁？

1、阅读

2、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吗？

（四）讨论

这房子的真正主人是谁？

建造、照顾房子的人。解放军——梨花姑娘——小姑娘——
瑶族老人——我们——……

问：现在让我们再倒过来看题目，题目中的梨花究竟有哪些
含义？

1、自然界的梨花

2、哈尼姑娘梨花

3、用美丽梨花象征的雷锋精神



花美、人美、雷锋精神更美

象这种运用象征手法写成的文章你学过吗？请举例。（《小
橘灯》）

问：那么“驿路梨花处处开”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的境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五）学习对小屋的描写

找出——朗读——评议

（六）课后练习一

学生按顺序简要复述

【

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篇二

1.学习本篇顺叙故事波澜起伏、运用插叙表明原委和间接描
写物的写作方法。 

2.体会本篇巧妙标题的深刻含意。 

3.学习优秀人物的向雷锋学习。 

教学重点：目的1 

教学难点：目的2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兴趣学习 

古诗三分钟学习 

二、检查字词预习情况 

注音 

解释 

听写 

三、课文学习 

（一） 解题 

1、 看注释，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2、 题目是一个什么词组？作者写的重心在哪一个词上？ 

3、 找出文章中描写梨花的句子。 

4、 这篇文章真的是写自然界那开满枝头、洁白美丽的梨花
吗？ 

6、 实际写了哪些人物？他们可不可以称为梨花呢？ 

7、 要解开这个谜，看来需要弄清楚文章究竟在写什么？ 

（二）阅读，熟悉课文，配合朗读 

1、文章是围绕什么来写的？ 



2、请大家以小屋为线索划分归纳文章段落 

3、全文写作以什么为序 

4、全文是否用了其它的写作顺序 

5、哪些段落是插叙 

（三）分层学习 

1、学生朗读，复述“我们”是怎样发现小屋的？ 

4、“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是一个什么句？有什么作
用？ 

四、作业 

第二课时 

一、字词复习 

二、课文学习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让我们也随着老余的电筒去看一看。
读课文。 

（一）第12自然段的学习 

1、阅读、词组 

2、房子的主人是谁呢？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猜测，
不敢肯定。 

（二）瑶族老人给我们讲了谁是房子的主人？ 



1、分角色朗读 

2、梦中的梨花——虚写梨花 

主人真的是梨花吗？ 

（三）房子真正的主人是谁？ 

1、阅读 

2、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吗？ 

（四）讨论 

这房子的真正主人是谁？ 

问：现在让我们再倒过来看题目，题目中的梨花究竟有哪些
含义？ 

1、 自然界的梨花 

2、 哈尼姑娘梨花 

3、 用美丽梨花象征的雷锋精神 

花美、人美、雷锋精神更美 

象这种运用象征手法写成的文章你学过吗？请举例。（《小
橘灯》） 

问：那么“驿路梨花处处开”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的境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五）学习对小屋的描写 



找出——朗读——评议 

（六）课后练习一 

学生按顺序简要复述 

三、课后练习四，自由讨论 

四、作业 

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篇三

1、撇开思维方式。把握文章的巧妙与曲折。

2、各种形式的阅读，,感觉文章语言的诗意美。

3、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了解本文的主题.

4、了解“梨花”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了解了解梨花的精神。

教学难点：阅读课文，了解为什么以“梨花”为标题。

【教学活动设计】

一、课堂导入：

（课前播放轻音乐，播放梨花图片）

我们身边有很多美好，例如我们今天走进的课文，不仅有美
丽的文章还有梨花林、美丽善良的哈尼族小女孩，更有高贵
的中国品质。这篇文章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的《驿路梨



花》。

二、正课：

（一）曲折的情节

1。快速阅读课文，并用“我”第一人称来概括整个故事。

结合课前预习快速进行。

2。把握叙事角度,试图总结整个故事。

例如：

（2）教师点拨：叙述顺序的特点和差异。

3、人物和小茅屋的故事是什么？小屋的主人是谁？

（1）学生思考；

（2）小组讨论；

（3）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掌握文章的构思巧妙的写作方法。

（二）赏析品味

1.圈点勾画好词和好句，这些词和好句子最能触动心弦，标
记它们或写出你自己的阅读感受。

教师的提示：它可以从用词、写作和情感表达等多个方面得
到欣赏。

（1）同桌交流



（2）小组讨论

（3）教师引导学生对各组的代表进行点评

教师适当点拨：这篇文章里的语言具有诗的意境，处处如诗
如画

2。升值而读,读,读,读出诗歌的美丽感受。

（1）指名学生读；

（2）教师配音范读；

（3）生配音读。

（三）写作背景

1.简要介绍学生对作者的理解

学生在课前结合课文并联系作者的共同知识。

2.教师补充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写作背景。

展示背景材料，引导学生结合背景理解彭荆风的作品。

彭荆风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初中，成为学徒、校对员、
记者、副编、文学团体“木叶文艺俱乐部”。他经历了很多
苦难，但他坚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
家。“*”中入狱7年。“梨花”是他出狱后的第一部作品。
在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之后，他在他的著作中描述没有怨
言，但有些是人性的善与美。正如他自己所写的：在经历了
普通百姓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当我真诚地面对云南边疆的
纯朴的少数民族，呼唤美好的未来时，我不禁表达了我对过
去的想法！我只想发现和传播生命的美，这就是为什么我写
的梨花。



3.学生联系课文再谈对作者和文章中一系列人物所彰显的传
统美德。

（四）思考理解

1.思考“梨花”的梨花的含义，体会梨花精神。

2.明确“驿路梨花”做题目的妙处。

3.读写结合，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一种花，它有着怎样的象征
含义。

（1）展示

（2）互相点评

小结：你也是雷锋，他也是雷锋，如果我们都是雷锋。那么
我们的祖国将是什么样呢？

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篇四

1， 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的写人方法。 

2， 作者巧妙的构思。 

3， 雷锋精神影响。 

预习要求： 

1， 阅读课文理清文章的思路。 

2， 给下列字注音。 

撵  驿路  陡峭.  竹篾  简陋  悠闲 恍惚  
修葺 



教时安排： 

2 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 

2，板书课题：《驿路梨花》 

解释：驿路 

二，明确本课的学习目标： 

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的写作思路。 

三，学生快速地阅读课文，讨论以下问题： 

2.这些人为路边小茅屋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谁是小茅屋的主人？ 

人物        事
情                   目的  

“我”和老余 给房顶加草、挖排水沟 向哈尼小姑娘学
习  

瑶族老人   专门送粮食来   方便过路人  

哈尼小姑娘   照料小茅屋     向解放军和姐姐学
习  

（解放军）   建造小茅屋     向雷锋学习，方便



过路人  

（梨花）     照料小茅屋    方便过路人  

3，指导学生总结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明确： 

按时间顺序复述： 

疏导：注意课文的注释 1 

解释驿路，驿站 

解释题意 

板书： 

总结并明确： 

明确： 

疏导： 

一开始就知道茅屋的主人的好还是最后知道茅屋主人好？ 

课文顺序复述： 

总结第一课时： 

思路，基本内容，雷锋精神就像盛开的梨花，绽放在祖国的
边疆， 

布置课后作业： 



1， 找出课文中描写梨花的句子，并认真体会它们的作用 

2， 课文围绕“小茅屋的主人是谁”的问题写了几次误会？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总结：明确：按课文的顺序写比较好。这样写使文章波澜起
伏，引人入胜。 

明确：倒叙 

第二课时 

一， 复习导入新课： 

二， 讨论一下一些问题： 

1，文章为了吸引读者设置了悬念，找出文中的悬念？ 

总结，明确： 

两次想知道茅屋的主人，三次设置悬念——吸引读者，引起
读者的阅读兴趣。 

2，文章几次写道梨花？哪一次是实写，哪一次是虚写？ 

这些描写的作用是什么？ 

总结：赞美雷锋精神，衬托人物心灵的美好。 

3，文章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写小茅屋的？茅屋的设施反映了
茅屋主人怎样的品质？ 

由远及近  由外到内 

4，讨论以诗句结尾的好处 



明确：点名中心，赞美雷锋精神。 

集体订正 

疏导： 

1， 查字典，了解什么是悬念？ 

2， 老师举例说明悬念。 

3， 指导学生口头作文，使用设置悬念的方法。 

指导：讨论课后练习二的第3题。 

指导：讨论课后练习二的第一题 

三，总结全文，讨论课后思考题。

驿路梨花教案一等奖篇五

阅读短文《驿路梨花》，回答后面练习题。下面是小编为您
收集整理的阅读答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
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
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

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
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
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
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插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
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



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十多年前，有一队
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
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
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她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抬菌子，好
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
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她
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苗子、找草药的
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原来她还不是梨花。我问：“梨花呢?”

“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

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
屋。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
想起了一句诗：“驿路梨花处处开”。

1.那群哈尼小姑娘中为首的一个有什么特点?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3.揣摩下下列语句，分析加点词语表情达意的作用。

(1)“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
礼……”

(2)“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
的。”她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
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1.她美丽、活泼、纯洁、热情，有助人为乐的精神。



2.十多年前，解放军行军在树林里淋了雨，他们想道并且为
过路人盖了一座小茅屋。解放军走了，为了继续方便过路人，
梨花姑娘常常照料这小茅屋。

插叙的作用是，交代了小茅屋的搭建者、照料者，以及这样
做的原因，歌颂了发扬雷锋精神的人。

3.(1)描写了老人行礼的动作，表现出老人对小姑娘们诚挚的
感谢之情。

(2)“很受感动”表明了她对发扬雷锋精神的解放军同志的敬
仰，也点出了日后照管小茅屋的感情因素。“常常”，说明
她发扬雷锋精神助人为乐成为自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