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 小学七年级语文驿路
梨花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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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插叙及其作用。

（2）了解悬念的设置和作用。

2.能力目标

（1）提高整体感知课文的能力。

（2）提高速读和复述能力。

3.情感目标

认真体会雷锋精神世代相传的生命活力，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教学建议

环境描写具体生动，景物穿插简洁恰当

透过“我”和老余的观察，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小小茅屋。茅
屋是简陋的：草顶、竹蔑泥墙，门从外扣着，木门板上用黑



炭写着“请进”两个字。“请进”是主人无声的热情欢迎，
表达出对投宿人的真诚的关心，尽管屋内的火塘只有冷灰，
但是从那铺着厚厚稻草的大竹床、倚在墙边的大竹筒，竹筒
里装满了清凉可口的水，就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热诚和周到。
墙上几行粗大的字：“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
盐巴，有辣子。”路人所急需的吃的、喝的、用的，一应俱
全。这具体而层次井然的环境描写，生动地表现出小茅屋主
人的诚挚地为他人着想的精神。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都是简笔勾勒，但是手法灵活，富于变化，
由于调遣妥贴，所以景尽其用，恰到好处。

起笔描写哀牢山，“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
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这正是西南边陲景物的特征，寥寥
几笔，为情节的展开创设了环境，并且为盛开的梨花铺设了
苍翠的底色。其后写到梨花，读者不难想象，有浓郁的青葱
来衬托，她将是何等的亮丽，多么的眩人眼目！

文中三次写到梨花，开头写老余惊喜的叫声“看，梨花！”，
引出第一次对梨花的描写：“白色的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
丽的一片梨树林啊！”描写纯洁的颜色和盛开的姿态，并且
点明梨树茂密成林。这是实写，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对
人物高尚品质的衬托。中间有虚写：“这天夜里，我睡得十
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
个身穿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突出梨花香
飘四溢的特点，并且把梨花同哈尼小姑娘连在一起，衬托哈
尼小姑娘的美丽形象和美好心灵。结尾再实写：“我望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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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应题目，点明中心，突出
梨花的象征意义。对梨花的描写，使全文充满诗情画意。

教学建议

课文比较长，让学生进行速读练习。提出明确要求，指导速



读方法，提高速读能力。

重点讨论插叙，找出插叙部分，体会插叙的作用。

做复述训练。请几个同学分别按照课文的叙述顺序和事情发
生发展的顺序进行复述，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加深对记叙顺
序的理解。

结构严谨，情节生动

作品是顺叙，以“我”和老余的见闻为主线组织材料。二人
傍晚投宿至第二天清晨修屋，中间写到瑶族老人的到来，梨
花的妹妹出现。虽然只有一晚一晨，但所叙小茅屋的建造及
照管过程却达十几年。把十几年间的故事压缩在极短时间的
见闻中，内容丰厚，表述简洁，结构精巧而紧凑。

情节波澜起伏，引人人胜，妙处在于善设悬念。记夕阳西下，
“我”和老余为不知在哪里投宿而着急，却在淡淡的月光中
发现了无人居住但柴米齐备的小茅屋。二人不免产生疑惑：
主人是谁？这是悬念之一。情节在探寻小屋主人的过程中推
进。“我”和老余有了温暖的火、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脚
水，赶走了疲劳和饥饿，由衷地感激提供方便的主人。恰在
此时，一位瑶族老人出现了，他必是主人无疑，然而老人却
否认了。这是悬念之二。老人说出主人是哈x族姑娘梨花，问
题有了答案。次日清晨，美丽纯洁的哈尼小姑娘在梨树林中
出现，瑶族老人上前以大礼向心中的主人致谢，不料这又是
一个误会，她既不是屋主，也并非梨花，作品在此三设悬念。
及至小姑娘深情叙说了解放军建造小屋的过程和用心，作者
谱就了歌颂发扬雷锋精神的人们的华彩乐章。陆游的诗
句“驿路梨花处处开”，与小说的情节，与文中的人物，与
美丽的景物，都恰切地融为一体，以此收束，使作品的意境
更加优美动人。

思路



小说标题似乎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它既指自然界的梨花，
又指具有助人为乐精神的梨花姐妹，还象征世代相传的雷锋
精神。作者以“我和老余”一晚一早的所见所闻为线索，通
过对小茅屋诗情画意的描述，刻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扬
雷锋精神的一组人物群像，展现了他们热情好客、助人为乐
的精神风貌。在记叙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巧妙地穿插了有
关小茅屋的建造和照料过程，曲折生动地叙述了小茅屋的故
事，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物群像。

主题

小说通过记叙哀牢山树林中一个小茅屋的建造、照料的故事，
生动地表现了雷锋精神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根、开花，不断传
递的动人情景，歌颂了人民群众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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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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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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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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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后练习四，自由讨论

四、作业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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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人物的写作方法。

2.体会本篇巧妙标题的深刻含意。

3.学习优秀人物向雷锋学习。

教学设想：

本篇不是从解放军盖起小屋、梨花姑娘照料小屋写起顺叙出
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直接描写解放军和梨花姑娘，而是集中
在一个夜晚和早晨，按“我们”宿在小屋的得解除饥饿疲劳
和见闻顺序，组织材料，结构篇章，间接描写解放军和梨花
姑娘，叙中融情，叙后抒情，抒情结尾；其中两段具有插叙
作用的人物语言，表明小屋的建造者和照料者，并在叙写所
见所闻当中，先设置出一个悬念，穿插两个误会，步步深化



悬念，最后彻底解开悬念；从而体现出了作者构思谋篇的匠
心，构成了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回环递进的结构形式，有
力地表达了赞美青年一代学习雷锋、心灵纯美的主题。引导
学生体会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力量，达到教学目的。

本篇以“驿路梨花”为题，一语双关，譬喻恰切，形象鲜明，
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引导学生在分析作品基础上体会标题
含意，培养鉴赏能力。

本篇安排两个课时进行教学。

第一课时

教学重点：

把握故事梗概，理清篇章结构，分析梨花树林中发现小屋。

教学过程：

1.由新单元教学的开始，引出《驿路梨花》（板书课题）。

2.要求学生阅读预习提示，初步了解本篇；参看注释阅读课
文，理解词、句意、全文大意。

3.引导学生读准字音。

驿：篾：陋：撵：麂：葺：

4.指定学生朗读课文。

要求读音准确，缓急得当。

5.引导学生把握故事梗概，理清篇章结构。

（1）本篇的核心事物是什么？直接描写并贯穿全篇的是什么



人？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本篇的核心事物是小屋，直接描写并贯穿全篇的人物是“我
们”。

（2）依据“我们”的行止和见闻，本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各主要写出了什么？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这是什么人的房
子呢”，主要写“我们”在梨树林中发现小屋；第二部分，从
“老余打着电筒走过去”到“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
主要写小屋帮助“我们”解除了饥饿疲劳；第三部分，
从“正说着”到“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主要写瑶
族老人述说小屋主人名叫梨花；第四部分，从“第二天早
上”到“常来照管这小茅屋”，主要写梨花之妹讲出小屋的
来历；第五部分，从“我望着这群”到篇末，热情赞美，结
束全篇。

6.引导学生分析第一部分（板书：梨树林中发现小屋）。

（1）本篇开篇怎样写出了什么？写这些起着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本篇开篇从“我们”的视觉，用一个感叹句写起，描写山峦。
“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消失在迷茫的暮色
中”，“挨”、“延伸”、“消失”三个动词，由近及远，
描写出山峦层叠，一望无际。“迷茫的暮色”，又表明“我
们”行进山中已经到了傍晚时候。这样描写山峦，表明时间，
衬托出“我们”的焦急心情，为小屋的出现作好铺垫（板书：



山峦层叠日暮作好铺垫）。

（2）“我们”在发现梨树林中小屋前的情况怎样？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么陡峭的山，这么茂密的树林，走上一天，路上也难得
遇见几个人”，“我们”在发现梨树林中小屋前，行走在人
迹很少的深山密林当中，天色已晚，担心“只有在这深山中
露宿”（板书：山陡人稀天晚担心露宿）。

（3）“我们”看到梨花时的心情怎样？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老余“突然指着前面叫了起来：“看，梨花！”表现出意外
看到梨花的惊喜心情。“这里有梨树，前边就会有人家”，
梨花使“我们”产生了希望。“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
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落在我们
身上”，进一步描写出梨树林中的如画境界，表现了“我
们”满怀希望在林中寻找人家的心情（板书：意外看到梨花
产生希望。）

（4）“我们”首先看到了小屋的什么情况？产生了什么疑问？
这起着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我们”首先看到小屋“没有灯也没有人声”，不禁产生
了“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的疑问，设置出了一个悬念（板
书：小屋无灯无人设出悬念）。

布置作业：

进一步体会第一部分的表现作用；预习后文，准备下节课进



行分析。

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

小屋的帮助解决饥饿疲劳，悬念的步步深化，两个误会的穿
插和最后彻底解开悬念，抒情结尾的作用。

教学过程：

1.由分析过的第一部分，引导学生分析第二部分（板书：小
屋助解饥饿疲劳）。

（1）“我们”接着看到了小屋的什么情况？写这些具有什么
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我们”看到：“门是从外面扣着的”，屋内“火塘里的灰
是冷的”，小屋“好多天没人住过了”；门板上写着“请
进”，屋内大竹筒里装满了水，并且用几行“粗大的字”告
诉来人“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盐巴，有辣
子”，表现出小屋主人专诚热情地帮助行路的人，准备得非
常周到（板书：屋主专诚热情准备周到）。

（2）小说写出“我们”在小屋中的什么情况？写这些具有什
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小说写出“我们”在小屋中烧火做饭，“温暖的火，喷香的
米饭和滚热的洗脚水，把我们身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
表现出并不在屋的屋主帮助素不相识的“我们”解除了旅途
当中的疲劳和饥饿，帮助了深山行路的人（板书：助解旅途



饥疲帮助路人）。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我问老余：‘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老余说：‘可
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两人猜测起了屋主是干什么
的，既表现出对这家主人的感激之深，又在行文上照应前文
设出的悬念；“可能”，语气并不肯定，实又深化了前设的
悬念（板书：猜测屋主职业深化悬念）。

2.引导学生分析第二部分（板书：老人述说屋主名叫梨花）。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我”和老余在老人进屋后的反应：“‘主人’回来了。我
和老余同时抓住老人的手，抢着说感谢的话”，一心以为老
人就是主人，“同时抓住”、“抢着说”，表现出急切要向
主人道谢的感激心情。老人说“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人
呢”，表明了把他当作主人是个误会。写出这个误会，既构
成了曲折生动的情节，又在行文上再次照应前设的悬
念。“我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再次深化了悬念（板书：
误认小屋主人再深悬念）。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段语言具有插叙故事的作用，表现出小屋帮助了很多行路
的人，意义重大；终于打听出小屋主人名叫梨花，既表现了
老人非常感激小屋主人的心情，又有行文上再次照应前设的
悬念，似乎已经解开了这个悬念（板书：说出屋主的名字似
解悬念）

（3）小说写出“我”在这天夜里什么样的梦境？具有什么样
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写出“我”在梨树林中看到梨花姑娘的梦境。“香气四溢的
梨花林里”，环境是多么美好；“一个身穿花衫的哈尼小姑
娘在梨花丛中歌唱”，美好的环境烘托出梨花姑娘，自然界
的梨花衬托着梨花姑娘，表现出梨花姑娘的无限美丽。情深
才会成梦，这看到梨花姑娘的梦境描写，表现了“我”对她
的衷心赞美（板书：梦见梨花姑娘衷心赞美）。

3.引导学生分析第四部分（板书：梨花之妹说明小屋来历）。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是结合着“我”和瑶族老人的误认，写出梨花之妹的出现的。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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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老人述说小屋主人名
叫梨花的“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梨花”；老人更“立
即走到她们面前”，弯腰行礼致谢，感谢她们盖了这间小屋；
“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
紧摇手说：“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哈尼
小姑娘的出现，再次发生了一个误会（板书：哈尼姑娘出现
再生误会）。写出这个误会的发生和解开，又在行文再次照
应前设的悬念。小姑娘讲出盖房人是解放军，但解放军为什
么在这里盖房子？为什么传说梨花姑娘是小屋主人？为头的
小姑娘是否就是梨花？这就在讲出了盖房的是什么人的同时，
又生出了新的悬念（板书：讲出盖房之人又生悬念）。

（2）小说怎样彻底解开了悬念？这样安排具有什么样的表现
意义？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是由小姑娘说明原委的语言，彻底解开悬念的。这段具有插
叙作用的人物语言表明：原来是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林中



过夜淋了雨，“为了方便过路人”，次晨砍树割草盖起了小
屋；梨花看到很受感动，就经常照料小屋，梨花出嫁以后，
她的妹妹继续照料小屋。这就彻底解开了悬念，盖造小屋的
解放军，照料小屋的梨花和哈尼小姑娘，都是小屋的主人
（板书：姑娘说明原委解开悬念）。

这样几经曲折，最后解开悬念，并由梨花之问引出解放
军“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之答，既表现出解放军在
学习雷锋，又表现出哈尼小姑娘在解放军的影响下也在学习
雷锋；更在文中写出“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
梨花之妹在讲述小屋的来历时，又先说明那是“十多年前”
发生的事；这就表明了学习雷锋的人甚多，而且经久不衰。

4.引导学生分析第五部分（板书：热情赞美结束全篇）。

小说怎样结束全篇？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是从姑娘和梨花并提、引用诗句结束全篇的。“这群充满朝
气的哈尼小姑娘”和“洁白的梨花”并提，互相辉映，以梨
花衬托小姑娘，赞美学习雷锋、照料小屋、帮助路人的小姑
娘，宛如洁白的梨花，心灵纯真美好（板书：梨花衬托姑娘
心灵纯美）。引用陆游“驿路梨花处处开”的诗句结尾，既
照应题目，更表明“处处”都是这样美如梨花、助人为乐的
小姑娘，学习雷锋之花开遍了神州大地，大大开拓了作品的
境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板书：引句开拓境界深化主题）。

5.引导学生分析本篇叙述故事、结构篇章的特点和表现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体会到本篇叙述故事、结构篇章具有什
么样的特点和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本篇不是按事件发生顺序从解放军盖起、梨花照料小屋写起，
顺叙出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而是集中在现在的一个夜晚和早
晨，在顺叙“我们”宿在小屋的得解饥疲和所见所闻当中，
运用两段插叙文字表明过去的盖起和照料小屋。通篇扣住小
屋主人是什么人这个故事核心，先设悬念，穿插两个误会，
三次深化悬念，最后才彻底解开悬念。从而构成了波澜起伏
的故事情节，回环递进的结构形式，突出了赞美青年一代学
习雷锋、心灵纯美的主题（板书：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形
式回环递进突出主题）。

6.引导学生分析本篇间接描写人物的效果。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本篇对解放军和梨花姑娘，运用了间接描写人物的方法。运
用这种写人方法，把作品的现在时间集中在一个夜晚和早晨，
插叙过去的事件，大大节省了篇幅，构成了曲折生动、波澜
起伏的故事情节，有利于表达作品的主题。

7.引导学生体会本篇标题的特点和作用？

联系作品来体会，本篇标题具有什么特点和作用？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本篇标题为“驿路梨花”；一语双关，既写小屋外边的自然
界的梨花，更写小屋主人梨花姑娘；譬喻恰切，以洁白美丽
的梨花喻写出梨花姑娘的鲜明形象、纯美心灵；具有深刻的
象征意义，以自然界梨花的美化环境象征出梨花姑娘的帮助
路人。

8.指定学生朗读课文。

要求缓急轻重得当，读出感情色彩。



布置作业：

进一步体会本篇叙述故事、结构篇章的特点和作用。

板书：

驿路梨花

梨树林中发现小屋

山峦层叠日暮作好铺垫

山陡人稀天晚担心露宿

意外看到梨花产生希望

小屋无灯无人设出悬念

小屋助解饥饿疲劳

屋主专诚热情准备周到

助解旅途饥疲帮助路人

猜测屋主职业深化悬念

老人述说屋主名叫梨花

误认小屋主人再深悬念

说出屋主名字似解悬念

梦见梨花姑娘衷心赞美

梨花之妹说明小屋来历



哈尼姑娘出现再生误会

讲出盖房之人又生悬念

姑娘说明原委解开悬念

热情赞美结束全篇

梨花衬托姑娘心灵纯美

引句开拓境界深化主题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结构形式回环递进

突出主题

[《驿路梨花》教案(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习略读,快速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理解“梨花”的象征
意思和作用。

2、理清文章思路，体会构思巧妙，设置悬念、误会使故事情
节一波三折的写法。

3、体会文章描写的朴实民风，在阅读文章的基础上，能对内
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

4、培养学生修身正己的公德意识。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法、点拨法。

课前准备：

布置学生查找作者彭荆风的资料，雷锋精神的资料，南宋诗
人陆游《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

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首先欣赏一首诗，说一说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感情。

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

南宋陆游

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

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

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

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

二、出示学习目标

三、汇报自学，展示自我

1、关于梨花的诗句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苏东坡、)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苏东坡)

红袖织凌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李商隐)

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杜牧)

2、雷锋精神

雷锋（1940-1962），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楷模；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他短暂的
一生中却助人无数。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一部
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雷锋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

3、读准下面重点词语的字音：

4、理解下面词语的意思：

修葺：修理（建筑物）。葺，修理、修建。

折损：因过分尊重使人承受不起，客套话。

驿路：这里指过往行人所走的道路。

迷茫：广阔而看不清楚。

恍惚：不真切，不清楚。

香气四溢：指香气浓郁，向四面飘散。



四、速读故事，初步感受梨花美景

1、思考这个故事写到了哪些人物？

点拨：“我”和老余，瑶族老人，一群哈尼小姑娘，解放军
战士，梨花。

2、这篇文章的核心事物是什么？直接描写并贯穿全篇的是什
么人？

点拨：本篇的核心事物是小屋，直接描写并贯穿全篇的人物是
“我们”。

3、依据“我们”的见闻，本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主要内容
分别是什么？

点拨：

第一部分（1－8）写我和老余正在焦急地赶路之时发现了小
茅屋。

第二部分（9－12）主要写小屋帮助“我们”解除了饥饿疲劳，
引发我们对小茅屋主人的猜想。

第三部分（13－27）主要写瑶族老人述说小屋主人名叫梨花。

第四部分（28－36）主要写梨花之妹讲出小屋的来历。

第五部分（37）赞美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学习雷锋、助人为乐
的精神就像洁白的梨花，开遍神州大地。

五、略读课文，深入探究梨花精神

请同学们略读课文，在课本上圈点勾画做批注，深入探究驿
路梨花的含义。



略读方法指导：略读是一种快速阅读文章以了解其内容大意
的阅读方法。它要求读者可以有选择地进行阅读，可跳过某
些细节，以求抓住文章的大概，从而加快阅读速度。

1、文章开头1、2段描写了什么内容？有什么作用？

点拨：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描写了
这里的环境。突出了山的高、大、多，衬托出我们的焦急心
情，为下面小屋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作铺垫。

点拨：“一座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出现在梨树林
边。”“门是从外扣着的。白木门板上用黑炭写着两个
字：‘请进！’”使我们可以想见小屋主人一颗赤诚的心，
火一般的热情，细心体贴人。

“火塘里的灰是冷的。”“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稻
草。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墙上写着几行粗大
的字：‘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盐巴，有辣子。
’”

这些描写都表明草屋的主人是那么热心，想得那么细致周到，
应有尽有，让过路人“对小茅房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

3、文章如何描写我们在小茅屋吃饭休息的情形？这样写有什
么作用？

点拨：“温暖的`火、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脚水，把我们身
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对小
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这样写突出了在深山中小茅
屋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帮助，和我们无比的感激之情。为猜想
茅屋的主人做铺垫。

4、课文中的这些人为小茅屋作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做？快速阅读课文，填写下面表格。



5、说一下到底谁是小茅屋的主人？为什么？

点拨：“我”和老余、瑶族老人、一群哈尼小姑娘、解放军
战士、梨花等小茅屋的建造者及所有的照料者都是主人，因
为他们都有着一颗为人民服务、方便过路人的雷锋精神，他
们都为小茅屋做出过贡献，使小茅屋长期为大家服务。

6、课文有几处描写梨花的语句？这些描写起什么作用？

点拨：

（1）白色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一弯新
月升起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
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
落在我们身上。（实写，以自然环境美烘托不平常的小屋，
把读者带进优美的意境之中。）

（2）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
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个身穿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
中歌唱……（虚写，以自然美衬托人物美，使自然界的梨花
与人物梨花相映生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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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诗句，是
梨花寓意双关，点明文章的主题。赞扬世代相传的雷锋精神。
以花写人，以花映人，写出了花的美，更突出了人的精神的
美。表达了对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的赞美之情。）

六、合作交流，探究文章写法

点拨：

第一次误会是我们认为瑶族老人是“主人”时，他说不是。
第二次误会是“我们”和瑶族老人认为哈尼小姑娘是“主



人”，然而又不是。

作用：这样写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2、找出本文表示时间的词语，体会本文是什么记叙顺序？这
种顺序有什么作用？

点拨：记叙的顺序有哪些？

顺叙：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时间顺序来写就是顺
叙。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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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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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能造成悬念，增强文章的吸引力，使文章引人
入胜。

插叙：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展开情节或刻画
人物，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内
容，然后再接着叙述原来的内容。作用：对中心起补充、解
释或衬托作用。

补叙：也叫追叙，是行文中用三两句话或一小段话对前边说
的人或事作一些简单的补充交代。作用：有助于更好地表达
主题，使文章结构完整。

本文表示时间的词语：

暮色夕阳西下一弯新月这天夜里第二天早上上个月几年前十
多年前

课文描写的顺序：“我”和老余发现小茅屋--瑶族老人为小
屋送米--“我们”一起修葺小茅屋--梨花妹妹照看小茅屋--



梨花妹妹说十多年前解放军路过这里并建造了小茅屋--姐姐
梨花照料小茅屋。

事件发生的顺序：十多年前解放军路过这里并建造了小茅屋-
-哈尼族姑娘梨花照料小茅屋--梨花出嫁后梨花妹妹继续照料
小茅屋--瑶族老人借住--“我们”路过这里住宿，瑶族老人
送大米，一起修葺了小茅屋。

总结：从全文看，文章采用的记叙顺序是顺叙，而中间又巧
妙的穿插了一些故事，使文章曲折有致，构思颇具匠心。

3、课文为什么用“驿路梨花”作标题？并引用陆游的诗
句“驿路梨花处处开”为结尾？

点拨：“梨花”一语双关，既是自然界的梨花，也是梨花姑
娘，还是雷锋精神的象征。梨花的自然美和人物的心灵美，
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自然而深刻地表现
了文章的中心意思。

结尾“驿路梨花处处开”，作者在这里以花喻人，喻示雷锋
精神就像洁白的梨花，在祖国大地处处开放，照应题目和开
头，深刻地揭示了主题。

七、联系实际，发扬梨花精神

同学们，这篇小说所写的朴实民风是否让你感动？读完后，
你对“公德”这个概念有什么想法？联系现实，和班上的同
学讨论这个话题。

点拨：这篇小说所写的朴实民风让人感动，偏远的山区，雷
锋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人人为人民服务，就像那美丽的梨花
处处开放，表现出我们社会良好的社会公德。作为新时代的
中学生，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将雷锋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为人民服务。



八、课堂小结

同学们，梨花是洁白的，给人以纯洁的感受，梨花姑娘也是
美的，所有为小茅屋的存在做过贡献的人都是美的，因为他
们身上闪耀着雷锋精神。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雷锋精神在祖
国的边疆生根、开花，我们的人民群众已经表现出良好的社
会公德。相信，只有我们不忘初心，将雷锋精神谨记心头，
我们的未来一定是“驿路梨花处处开”。

驿路梨花详细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一．学习并掌握在记叙中通过叙述和描写来进行抒情的方法。

二．学习直接写人和间接写人的方法。

三．使学生受到共产主义情操的教育，弘扬雷锋精神，争做
四有新人。

教学重点：

四．速读课文

五．研习新课

1．讲读课文第1、2两节。

集体朗读这两节。

2．分析课文3-6节。这里作者如何写梨花和梨树林的？是实
写还是虚写？有何作用？

“白色”写出梨花的色彩，“开满枝头”写出当时正是春花



烂漫，梨花盛开的时节，“一片”写出梨树林的大小，“花
瓣轻轻飘落”写出梨花香飘四溢的特点。这里是实写自然界
中的梨花。隐喻着正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梨花出现了，它
给人们希望和安慰。因为“这里有梨树，前边就会有人家”。
同时也把读者带入诗一般美的境界之中。这自然界中的梨花
是用来比喻梨花姐妹的思想品质的，也是雷锋精神的一种象
征。

3．分析7-11节。

指名读，提醒同学们注意，“什么家”“家里有什么”。

提问：两个夜行人来到小茅屋看到了什么？

写这些对表达中心思想有什么作用？

讨论归纳：在屋外，看到的是草顶、竹篾泥墙，门扣着，白
木门板上写着“请进”二字。“请进”两字表现了主人的热
情和诚意，给人以温暖。屋内有火塘，铺着厚厚的稻草的大
竹床，盛满水的竹筒，墙上有字，柴、米、盐巴、辣子，以
及水，竹床，都是过路人食宿所需要的物品。屋主人为过路
人考虑得很周全。这正是肋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的表现。作者
表面上是对小茅屋的环境描写，实际上是在写人，写人的雷
锋精神，所以这样的.环境描写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4．学习13~36小节

主人应该是位处处为别人着想，充满热情，乐于助人的人。

集体朗读13、14的人。

[理解·分析]一。

讨论：（1）从全文说，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茅屋的建造和



照料过程。却又不按时间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