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字词。

2.整体感知，梳理文章内容。

重点：整体感知课文，把握作者的行文思路，理解记叙的顺
序。

难点：景物描写在写人叙事过程中的作用。

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环节（2分钟）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我国西南边陲是块神奇而美丽的地方。那里的山美水美人更
美。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驿路梨花》，讲述的就是西南少数
民族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故事，读完它，你会被那里的山
水、人物所感染，你一定会深深地爱上它。

（二）出示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字词。



2.整体感知，梳理文章内容。

二、先学环节（15分钟）

过渡语：让我们带着目标，根据自主学习的要求，开始自学。

（一）出示自学指导

自读课文：朗读2遍，疏通字词障碍；默读2遍，对文章的基
本情节有所了解。

（二）自学检测反馈

要求：独立完成自学检测，书写要认真、规范，然后一对一
用红笔批阅并纠错。

1.填写文学常识：

《驿路梨花》作者是，他是代作家，作品有《》、《》、《》
等。

2.给加点字注音：

3.解词：

（1）陡峭：

（2）修葺：葺，

（3）恍惚：

（4）修长：修，

（三）质疑问难



在自学过程中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来，请同学或老
师帮你解答。

三、后学环节（15分钟）

过渡语：在扫除字词障碍之后，我们整体感悟课文。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面的表格。

出现顺序 人物 所做好事 做好事的目的 时间

1

2

3

4

5

（二）依据表格内容，分别概括出这五件事：

1.

2.

3.

4.

5.

（三）理出文章思路：



（）小茅屋--投宿小茅屋--（）--（）小茅屋--（）

文中的这些情节是由什么串连起来的呢？

知识链接：

线索，是贯穿文章始终的脉络。作者是通过线索将表现中心
的材料联珠缀玉般地交织起来，使文章的各个层次贯通弥合，
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作用：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
一起，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四）如果按照小茅屋的建造和照看来叙述，文章中的几件
事该如何安排呢？

知识链接：

记叙的顺序一般可分为顺叙、倒叙、插叙三种。

1.顺叙是写记叙文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是指按照事
件发展的时间先后次序来叙述。

采用这种方法，能使文章的层次同事件发展的过程基本一致，
容易把事件记叙得有头有尾，脉络清晰。

2．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
片断提在前边叙述，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原来的发展顺序
进行叙述。倒叙能造成悬念，增强文章的吸引力，使文章引
人入胜。

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学习小说设置悬念和误会的巧妙构思。



2.体会小说设题的精妙。

3.弘扬传承雷锋精神。

一、直接入题，明确目标

二、精读课文，初识小屋及屋主人

1.请同学们齐读8--11段，从文中提炼信息，说说这是一间怎
样的房屋。

2.从小屋陈设可以看出屋主人的什么特点？

三、略读课文，体味悬念和误会的妙处

3.在寻找小茅屋主人的过程中，作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悬
念和误会，请同学们跳读课文，说说这些悬念、误会及它们
的妙处。

4.到底谁是小茅屋的主人？

四、细读课文，品味“梨花”之美

5.跳读课文，勾画出和“梨花”相关的内容，分析理解“梨
花”在文中的不同含义及作用。

6.你怎样理解文章的标题《驿路梨花》？

五、总结延读，一花引得百花开

今天我们通过学习《驿路梨花》领略到边疆少数民族淳朴的
民风和他们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也提到
“文明、和谐、友善”，我们的自愿服务理念是“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现在，你对“公德”这个概念有什
么想法？联系现实谈谈。



六、板书设计驿路梨花处处开

爱暖人间

雷锋精神代代传

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爱莲说》中作者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来象征不慕名利、洁
身自好的情操；《青松》诗中诗人用傲霜斗雪的松来作为坚
强、高洁的象征，假如我们要赋予梨花、不娇媚、不繁艳、
洁白如雪的梨花一种象征意义，该是什么呢？学习了彭荆风
的小说《驿路梨花》，也许我们会找到一种答案。

（一）想象梨林之“美”

1、文中作者以优美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一副副美丽的景、物、
人，快速自由朗读课文，发现文章的美点，以“这里的——
美，你看（想）——”的句式描述出来。

2、梨林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在你头脑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

自由品读，发言。

小结：听着同学们的发言，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副副美丽
的图画，谢谢你们，美的发现者。梨林美在环境清幽、美在
姑娘漂亮、美在主任热情周到、美在过路人见的相互关爱。

（二）理解茅屋之“爱”

“我”和老余、瑶族老人

2、他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遇着小茅屋？小茅屋条件如
何？他们感受如何？



他们这样做很是辛苦、劳累，但他们高兴吗？

报恩是幸福的，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小结：茅屋虽小，但它充满了爱，享受过它的方便的人，都
尽力为它做点什么。

（三）评读文章之“新”

1、让这么多的人一一受惠，到底谁是小茅屋的主人？在判断
小茅屋的主人上，“我”和老余曾出现过几次误会？是她
（梨花妹妹）？是他（瑶族老人？）都不是。

2、那我们来看都是谁为小茅屋做出过贡献？

解放军建茅屋、梨花和梨花妹妹照料、瑶族老人送米、我们
修葺茅屋。

3、解放军为何建茅屋？梨花和妹妹为何这样做？瑶族老人威
吓？我们又为何这样做？

4、而从文章内容看，又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可见本文是
顺叙中套倒叙。一次误会激起一层浪花，作者就一次次设置
悬念，使文章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本文的第一个写作特点：悬念迭起构思新。

b、驿路梨花标题新

文章标题是“驿路梨花”，稳重几次写到梨花，找出来，读
一读。然后判断举重梨花的含义。

这驿路梨花是边境盛开的洁白的梨花，是哈尼小姑娘梨花，
是雷锋精神的象征。花似人，人似花，标题与主题，梨花的
自然美与心灵美巧妙地联系起来，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c、雷锋精神立意新

雷锋精神大发扬。

文中哪些地方可看出雷锋精神大发扬呢？

可见，雷锋精神不断传递，不断发扬，在时间中穿行，在空
间中辐射，引得“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是“驿路梨花处处
开，雷锋精神大发扬”。这就是本文的第三个特点：雷锋精
神立意新。

小结：学习本文悟三新：悬念迭起构思新，驿路梨花标题新，
雷锋精神立意新。

小结：小姑娘开起驿站本无可厚非，见钱救人就会为人们所
不耻。我们也从每体上尖刀了一些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
故事。鲁迅曾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有了影戏
哦内却不被重视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
的民族，虽然显示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雷锋精神
之花在新时期仍娇艳的开放在中华大地上，一批批青年志愿
者走进了敬老院，活跃在了环保第一线，一批批青年志愿者
响应党中央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号召，把青春献给了西部。

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理出故事情节，明确写作技巧。体会文章标题的深刻含义。
弘扬雷锋精神，做一个助人为乐的人。

把握故事梗概，理清篇章结构。

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春天一到，万物复苏，百花竞放。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当代著名作家彭荆风——《驿路梨



花》。板书课题。

简介作者

彭荆风，江西萍乡人。其创作形式丰富，涵盖小说、纪实文
学、文学评论、电影文学剧本等。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
中的同名小说，写一个纯洁少女的服务献身精神，颇受好评。

学习生字 这篇课文按时间的顺序小茅屋的建造和照料过程应
该是怎样的、？ 概括本篇课文的五件好事，学习插叙的作用。

第一件：“我们”路过住宿，修屋；

第二件：瑶族老人借助照看小茅屋；

第三件：梨花姑娘出嫁后，妹妹接着照料小茅屋；

第四件：十几年前，解放军路过建小茅屋；

第五件：梨花姑娘照料小茅屋。

插叙的作用：造成悬念，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揣摩语句，感悟主题

“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这句话点名了文章的主题：为别人着
想。

“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这句话先写花，后写
人，把花和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虚幻的美景衬托了人物心
灵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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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双关花和人，赞



颂的是世代相传的雷锋精神。

办好事，办实事，从身边小事做起，把爱心传递，世界会更
美好！

驿路梨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1、学习本文在记叙中把同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事情写得具体
清楚的特点，并体会本文构思精巧，以花喻人的象征手法。

2、教育学生要象哈尼姑娘们那样，学习雷锋精神，自觉地为
人民服务，多做好事。

了解作者，积累词语，初步感知文章的内容

理清文章写作的顺序，以花喻人的象征手法。

视频导入，让学生了解作者以及写作背景。

我国西南边睡是块神奇而美丽的地方。那里的山美水美人更
美。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驿路梨花》，讲述的就是西南少数
民族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故事，读完它，你会被那里的山
水、人物所感染，你一定会深深地爱上它。

全班分6个小组讨论以下问题，将讨论结果写在大卡上。

1.感知课文内容，划分部分，概括大意。

第一部分（1-8）：主要写“我们”在梨树林中发现屋。

第二部分（9-12）：主要写小屋帮助“我们”解除饥饿疲劳。

第五部分（37）：热情赞美，结束全篇。

2.本文以什么为线索？



两次误会、三个悬念

第一个悬念：“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

第一次误会：以为前来送米的瑶族老人是小茅屋的主人。

第二个悬念：瑶族老人不是主人，那“主人家是谁”呢？

第二次误会：瑶族老人说，他从一个赶马人哪里打听到是一
个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
路人。

第三个悬念：解放军战士为什么盖房子呢？

1.小结：

小说通过发生在哀牢山深处一所小茅屋的故事，生动地展示
了雷锋精神在祖国边疆军民中生根、开花、发扬光大的动人
情景，再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乐于助人、热情好客的淳朴
民风，歌颂了互帮互助良好社会风貌。

2.拓展延伸，扩大外延

（1）趣味讨论：假如哈尼小姑娘在驿站开起旅店，勤劳致富，
你怎么看？

（2）你能说说古代诗人吟咏梨花的诗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