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模板8篇)
在小学教案中，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和教
学步骤，以确保教学的有效进行。这些教案范文涵盖了初中
各个学科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一

1、理解文意，体会在孤独中成长的感受

2、了解环境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的作用

理解标题的深层含义，梳理主人公孤独至长大的心理过程，
体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1、九年级语文中小说单元的出现，不啻是给紧张忙碌的初三
生活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大家都爱读小说。在第三单元里，
我们领略了鲁迅先生沉郁悲凉的故乡之别，短篇小说巨匠莫
泊桑出人意料的精妙构思，今天老师和你们一起阅读的是一
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作家所写的一部大家可能都没读过的长篇
小说的节选《孤独之旅》。

（有一学生带来了《草房子》，说是她五年级时买的，给大
家介绍了课文节选部分前后的情节，并用软盘作了电子板书，
与我的介绍基本相同）

《草房子》，是中国当代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
它以一座建在“草房子”里的小学为背景描绘了桑桑、杜小
康、秃鹤、纸月、细马等几个少男少女读书生活成长的历程，
既弥漫着艰辛与痛苦，又闪烁着奇妙迷人的人性光芒。

（另一学生打开软盘，有关于曹文轩的介绍，我补充的是他
所获得的奖项，以及自己读过的他的文化散文）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著有长篇
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等。小说《草
房子》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宋庆龄文学奖金
奖”，同名电影19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1998年度中国电影
华表奖，第四届铜牛奖以及影评人奖，第十四届德黑兰国际
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

《十月》刊登过他的文化散文《银斧高悬》——关于陀思妥
耶夫斯基；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关于毛姆。

他担任过新概念作文的评委。

2、解题

（学生谈自己孤独的感受）

学生跳读课文，找出描写杜小康孤独旅程的文字，每人找一
个地方，然后按照课文的顺序，分别朗读。

提示：注意体会人物心中的孤独感，读出语气，读出感情。

在朗读的基础上，分析杜小康的心理变化，有朗读的同学自
说，也有其他同学谈说或补充。

下面是根据发言临时出现的电子板书：

杜小康的心理变化：

出发时：茫然，恐惧

到达芦荡时：害怕，胆怯

安顿之后：感到孤独

时间久了：不再忽然的恐慌



那天雨后天晴：坚强（学生梳理遗漏安顿之后一节，引导读
书后明确）

这就是杜小康的孤独之旅。

2、提问：在前几个阶段，杜小康为什么感到孤独？

（学生有热烈的交流）意思大致为：

出发时——离开了同学和小伙伴不能上学了；离开了妈妈和
村庄（老师问：仅仅是离开妈妈吗？学生答：还有村里的其
他人，老师再说：对，从本质上说，人具有社会性，失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失去了人文环境，会感到孤独。）

到达芦荡时——大自然的辽阔使人感到渺小（老师问：你们
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插说自己在北戴河看海的感受，显示
《我们看海去》中一段文字：

安顿之后——未卜的前途使人恐惧。

（这时，有一学生插问：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与这种孤独相
比，杜小康退学后将自己关在红门里的那点孤独，简直就算
不得是孤独了”，为什么这么说？不都是孤独吗？老师问：
大家想象，两处的孤独有什么不同？？一生先说：时间长短
不一样，关在屋里只有几天；问：还有什么不一样？环境不
一样，关在家里，他随时可以出去还可以见到小伙伴，芦荡
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

3、提问：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什么？

长大了，坚强了。

提问：杜小康的这段经历，给了同学们什么启发呢？

（学生回答热烈，要勇敢地面对挫折，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苦难是人生的学校，在苦难中成长……）

问：有时你们和父母发生冲突，譬如什么要求没得到同意，
往往把自己关进房里，那时做什么？或者生气时，有同学找
你说话，你会怎么做？（插话：别烦我，让我安静一下），
安静地做什么？安静之后呢？（同学回答：思考，然后冷静）

罗曼.罗兰说：“在连绵不断的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
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离开人群，单独幽居，以便认清自
己的力量的弱点，深入思考，然后像安泰那样，重新接触大
地。”（这段话显示在屏幕上）

在成长的过程中要战胜自然带来的困难，还要战胜自我。

请同学们根据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给标题增加一些语句，说
说标题的含义。

杜小康在漫长的放鸭旅程中，经历了生活的艰苦，精神的孤
独，长大了，坚强了。

因为阅读了课文所附《谈谈小说》，大家比较明确：表达人
物的心情，渲染气氛。

请大家读出你喜爱的景物描写，谈谈它的作用。

找出的语句不少，主要有：

芦荡：无边无际，给人极大的心理压力，让人感到害怕恐慌；

风雨：暴风雨的凶猛，反衬了杜小康的勇敢坚强，他在暴风
雨中成长起来了。

提问：除了景物描写，作者还写什么来衬托杜小康？

小说描写了一个少年在孤独中成长的故事，在我们的人生中，



成长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希望同
学们能够勇敢的战胜成长中的一切艰难困苦，谱写出一首健
康的成长之歌。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二

1、通读全文，按照小说的三要素完整而简明地复述全文的
主要内容。

2、朗读课文中环境描写的内容，小组合作，充分交流对文章
环境描写作用的理解。

3、在思考讨论的基础上，细致评价文中杜小康这个人物形象，
体验杜小康由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经历。

4、通过自己的朗读和小组合作，细致感悟交流本文向我们传
达出的少年杜小康成长中的感受和“孤独之旅”的含义，学
习杜小康积极的人生态度。

1、朗读课文中环境 描写的内容，小组合作，充分交流对文
章环境描写作用的理解。

2、在思考讨论的基础上，细致评价文中杜小康这个人物形象，
体验杜小康由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经历。

通过自己的朗读和小组合作，细致感悟交流本文向我们传达
出的少年杜小康成长中的感受和“孤独之旅”的含义，学习
杜小康积极的人生态度。

自主预习

1、情境导入

孤独是一根尖锐的针，常常刺痛我们脆弱的心，让我们难以



忍受;孤独也是一朵鲜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显得更加灿烂。
我们总会感到凄凉，酸苦，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该多好。
可是小小少年总要长高，烦恼和孤独总会尾随我们而来。孤
独随时间而来，孤独使生命更加灿烂更加丰富多彩。同学们，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曹文轩的小说《孤独之旅》。

2、语言积累。

(1)注意下列字词的读音：

嬉闹( ) 掺杂( ) 给予( ) 撩逗( ) 凹地( ) 胆怯( )

(2)积累下列词语：

厚实 嬉闹

一落千丈 置之不理

歇斯底里

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朗读时(1)本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注意在
文中圈点勾画出主要信息。

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主题?

本文讲了 故事，表达了一个

主题。

(2)再读课文，列出故事情节提纲，并复述故事主要内容，理
清小说的故事情节。

开端;



发展：

高潮：

结局：

课文研讨

(一)欣赏景物描写句段，理解环境描写的作用。

(1)勾画出课文中景物描写句段。

a.自然景色的描写;

b.鸭群活动情景的描写：

(2)举例说说这样的环境描写对表现杜小康的成长起什么作用。
(可完成在书上)

揣摩人物心理，把握人物形象

1、重点朗读以下段落。(学生朗读时，注意体会人物心中的
孤独感，读出语气，读出感情。)

(1)从“小木船赶着鸭子……杜雍和这才将船停下来”。 刚
开始，杜小康想回家，父亲则不肯，怕自己也会像儿子一样
突然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

(2)从“这才是真正的芦荡……并且迟迟不能人睡”。 到达
芦苇荡后，父子感受不同，儿子“害怕”，父亲也有些“慌
张”，却安慰自己的儿子。

(3)从“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就不再忽然地恐慌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子俩感到孤独。



(4)从“那天，是他们离家以来所遇到的最恶劣的天气……也
滴在跟在他们身后那群鸭的羽毛上……”最恶劣的天气中，
杜小康经受了考验。

讨论交流：请学生按照下列句式说一段话：我认为杜小康是
这样成长起来的：

出发时： p70 ----------

到 达芦苇荡时：p72--------

安顿之后： p73----------

时间久了：p74----------

那天雨后天晴：p76----------

4、杜小康是怎样的一个少年形象?

拓展延伸

1、概括杜小康的孤独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

2、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孤独之旅》主要对人物杜小康进行心理刻画来表现他的性
格。

b杜小康在暴风雨之夜经受了身心两方面的磨练，终于变得坚
强，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c本文运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性格心理。

d整个故事的起因是杜小康失学。



3、结合自己的体验谈感受。(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感受)

(1)困难和挫折，往往是人成长的催化剂，结合自己的实际，
谈谈学习本文的收获。

(2)请你就杜小康父亲的教子方式，谈谈你的理解和看法。

(3)你有过孤独的时候吗?请讲述你孤独的情景和心理感受(用
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一下)。

感受孤独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三

1.熟读课文，体会成长中的感受;

2.理解文意，概括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3.了解小说三要素，理解环境描写的作用。

1.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的作用;

2.标题的含义。

教学时数：两课时

第一课时

1.熟读课文，体会成长中的感受;

2.理解文意，概括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一、 导入

有这样一个故事：佛祖问众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



涸?”弟子们说：“用菩提叶去遮盖它。”“用净水瓶去盛它。
”佛祖微微一笑：“把它放到大海里去。”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一滴水若不融入大海就会干涸，那么人呢?一个人如果不
把自己融入社会，会怎么样呢?(学生自由答：孤独、寂寞、
疯狂)，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叫杜小康的同龄人，他的
一段难忘的生活经历，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启发。今天我们就
要跟随一对父子去进行一次“孤独之旅”。(板书课题：孤独
之旅)

二、检查预习情况(出示投影仪)

1、给加点的字注意并解释词语。

2、参考

厚实：富裕。 嬉闹：笑着闹着。 觅食：寻找食物。

驱除：赶走，除掉。 回应：回答。 撩逗：挑弄，引逗。

歇斯底里：形容情绪异常激动，举止失常。

3、作家作品简介

曹文轩，当代作家、儿童文学家。《草房子》是一部关于少
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二、阅读课文，感知内容

1.快速默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要求学生：

(1)标出生字新词，查阅工具书注音释义。(检查学生预习笔
记)

(2)抓住要点概括杜小康的放鸭经历。(指名复述故事情节。)



(3)引导学生评价、补充同学的概述的不足。

2、反感知情况

(1)评价学生概述的得与失。

(2)归结概述课文的要求：抓住要点，突出重点;语言简洁，
叙述清楚。

参考：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而失学，随父背井离乡，到人
迹罕至的芦荡放鸭。孤独、寂寞和恐惧迫使小康渐渐走向成
熟。在一场暴风雨中小康独自一人出去寻找逃窜的鸭子，他
感到自己长大了。

3.再读课文(默读)，列出故事情节提纲，进一步体会课文内
容。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四

（一）课文解读：

《孤独之旅》节选自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课文展
示了主人公杜小康在牧鸭生活中，战胜了孤独而成熟、坚强
的成长历程。孤独，是生活给予人生成长的一道美丽又残酷
的题目，小说命名为“孤独之旅”，蕴含深刻意味。课文最
大的亮点就是出色的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它为人物成长提
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在体验欣赏过程中，既能扩展学生视
野、丰富情感，又能激发学生比照自己的生活形态，树立奋
进的信念，培养战胜困难的勇气。

（二）学情分析：

本文是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第二篇小说，学生已经积累了
学习小说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文章讲述一个孩子杜小康的成



长故事，主人公杜小康是和学生同龄的孩子，从内容上讲拉
近了文本与学生之间的心灵的距离，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很
吸引学生阅读，但学生难以体会其作用，基于此，我在这堂
课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品味，把握成长的重点，把暴风
雨中杜小康战胜孤独长大这一部分作为突破点，让学生走进
文本，再由点到面，深入全文中感受人物在孤独的环境中的
心路历程，最后走出文本，结合学生自身体验，感悟生活，
塑造坚强自我。

油麻地家底最厚实的一户人家，就是杜小康家，但它竟在一
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家的独
生子杜小康失学了，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

一

小木船赶着鸭子，不知行驶了多久，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
经不见油麻地时，他居然对父亲说：“我不去放鸭了，我要
上岸回家……”他站在船上，向后眺望，除了朦朦胧胧的树
烟，就什么也没有了。

杜雍和沉着脸，绝不回头去看一眼。他对杜小康带了哭腔的
请求，置之不理，只是不停地撑着船，将鸭子一个劲赶向前
方。

鸭群在船前形成一个倒置的扇面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
造成了一个扇面形水流。每只鸭子本身，又有着自己用身体
分开的小扇面形水流。它们在大扇面形水流之中，织成了似
乎很有规律性的花纹。无论是小扇面形水流，还是大扇面形
水流，都很急促有力。船首是一片均匀的、永恒的水声。

杜雍和现在只是要求它们向前游去，不停顿地游去，不肯给
他们一点觅食或嬉闹的机会。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他
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而也
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



前行是纯粹的。

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成为杜小康
眼中的遥远之物。

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
下。

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偶然行过去一只船，那船
上的人已是杜雍和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了。

鸭们不管。它们只要有水就行。水就是它们永远的故乡。它
们开始觅食。觅食之后，忽然有了兴致，就朝着这片天空叫
上几声。没有其他声音，天地又如此空旷，因此，这叫声既
显得寂寞，又使人感到振奋。

杜小康已不可能再去想他的油麻地。现在，占据他心灵的全
部是前方：还要走多远？前方是什么样子？前方是未知的。
未知的东西，似乎更能撩逗一个少年的心思。他盘腿坐在船
头上，望着一片茫茫的水。

四周只是草滩或凹地，已无一户人家。

黄昏，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惟一
的炊烟。它们在晚风中向水面飘去，然后又贴着水面，慢慢
飘散。当锅中的饭已经煮熟时，河水因晒了一天太阳而开始
飘起炊烟一样的热气。此时，热气与炊烟，就再也无法分得
清楚了。

月亮从河的东头升上空中时，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

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它们才忽然觉得
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它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
恐自己与这只惟一的使它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它们



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
它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一老一
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插回翅膀里。

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

杜小康想听到声音，牛叫或者狗吠。然而，这不可能。

等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

以后的几天，都是这一天的重复。

这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时，
已是傍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
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
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一种永远逃不走的
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

吃完饭，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静定下来。

这里的气味，倒是很好闻的。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
森一片时，空气里满是清香。芦苇丛中还有一种知名的香草，
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嗅
着。

水边的芦叶里，飞着无数萤火虫。有时，它们几十只几百只
地聚集在一起，居然能把水面照亮，使杜小康能看见一只水
鸟正浮在水面上。

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夜里睡
觉时，他紧紧地挨着父亲，并且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父子俩登上芦苇滩，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镰刀



割倒一大片芦苇，然后将它们扎成把。忙了整整一天，给鸭
们围了一个鸭栏，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从此，他
们将以这里为家，在这一带芦荡放鸭，直到明年春天。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父子俩也一天一天地感觉到，他们
最大的敌人，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孤独。

与这种孤独相比，杜小康退学后将自己关在红门里面产生的
那点孤独，简直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们一连十多天遇不到一
个人。杜小康只能与父亲说说话。奇怪的是，他和父亲之间
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了。除了必要的
对话，他们几乎不知道再说些什么，而且，原先看来是必要
的对话，现在也可以通过眼神或者干脆连眼神都不必给予，
双方就能明白一切。言语被大量地省略了。这种省略，只能
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

杜小康开始想家，并且日甚一日地变得迫切，直至夜里做梦
看到母亲，哇哇大哭起来，将父亲惊醒。

“我要回家……”

杜雍和不再乱发脾气。他觉得自己将这么小小年纪的一个孩
子，就拉进他这样一个计划里，未免有点残酷了。他觉得对
不住儿子。但他现在除了用大手去抚慰儿子，也别无他法。
他对杜小康说：“明年春天之前就回家，柳树还没有发芽时
就回家……”他甚至向儿子保证，“我要让你读书，无忧无
虑地读书……”

后来，父子俩心里都清楚了这一点：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避
孤独了。这样反而好了。时间一久，再面对天空一片浮云，
再面对这浩浩荡荡的芦苇，再面对这一缕炊烟，就不再忽然
地恐慌起来。

鸭子在这里长得飞快。很快就有了成年鸭子的样子。当它们



全部浮在水面上时，居然已经是一大片了。杜小康注定了要
在这里接受磨难。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心照
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

那天，是他们离家以来所遇到的一个最恶劣的天气。一早上，
天就阴沉下来。天黑，河水也黑，芦苇成了一片黑海。杜小
康甚至觉得风也是黑的。临近中午时，雷声已如万辆战车从
天边滚动过来，过不一会，暴风雨就歇斯底里地开始了，顿
时，天昏地暗，仿佛世纪已到了末日。四下里，一片呼呼的
风声和千万支芦苇被风撅断的咔嚓声。

鸭栏忽然被风吹开了，等父子俩一起扑上去，企图修复它时，
一阵旋风，几乎将鸭栏卷到了天上。杜雍和大叫了一声“我
的鸭子”，几乎晕倒在地上。因为他看到，鸭群被分成了无
数股，一下子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杜小康忘记了父亲，朝一股鸭子追去。这股鸭子大概有六七
十只。它们在轰隆隆的雷声中，仓皇逃窜着。他紧紧地跟随
着它们。他不停地用手拨着眼前的芦苇。即使这样，脸还是
一次又一次地被芦苇叶割破了。他感到脚钻心地疼痛。他顾
不得去察看一下。他知道，这是头年的芦苇旧茬儿戳破了他
的脚。他一边追，一边呼唤着他的鸭子。然而这群平时很温
顺的小东西，今天却都疯了一样，只顾没头没脑地乱窜。

到暴风雨将歇时，还有十几只鸭没被找回来。

杜雍和望着儿子一脸的伤痕和乌得发紫的双唇，说：“你进
窝棚里歇一会，我去找。”

杜小康摇摇头：“还是分头去找吧。”说完，就又走了。

天黑了。空手回到窝棚的杜雍和没有见到杜小康，他就大声
叫起来。但除了雨后的寂静之外，没有任何回应。他就朝杜
小康走去的方向，寻找过去。



杜小康找到了那十几只鸭，但在芦荡里迷路了。一样的芦苇，
一样重重叠叠无边无际。鸭们东钻西钻，不一会工夫就使他
失去了方向。眼见着天黑了。他停住了，大声地呼喊着父亲。
就像父亲听不到他的回应一样，他也没有听到父亲的回应。

杜小康突然感到累极了，将一些芦苇踩倒，躺了下来。

那十几只受了惊的鸭，居然寸步不离地挨着主人蹲了下来。

杜小康闻到了一股鸭身上的羽绒气味。他把头歪过去，几乎
把脸埋进了一只鸭的蓬松的羽毛里。他哭了起来，但并不是
悲哀。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哭。

雨后天晴，天空比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明亮。杜小康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蓝成这样的天空。而月亮又是那么明亮。

杜小康顺手抠了几根白嫩的芦苇根，在嘴里嚼着，望着异乡
的天空，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想起桑桑和许多油麻地的孩
子。但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坚强了。

第二天早晨，杜雍和找到了杜小康。当时杜小康正在芦苇上
静静地躺着。不知是因为太困了，还是因为他又饿又累坚持
不住了，杜雍和居然没有能够将他叫醒。杜雍和背起了疲软
的儿子，朝窝棚方向走去。杜小康的一只脚板底，还在一滴
一滴地流血，血滴在草上，滴在父亲的脚印里，也滴在跟在
他们身后的那群鸭的羽毛上……鸭们也长大了，长成了真正
的鸭。它们的羽毛开始变得鲜亮，并且变得稠密，一滴水也
不能泼进了。公鸭们变得更加漂亮，深浅不一样的蓝羽、紫
羽，在阳光下犹如软缎一样闪闪发光。

八月的一天早晨，杜小康打开鸭栏，让鸭们走到水中时，突
然在草里看到了一颗白色的东西。他惊喜地跑过去捡起，然
后朝窝棚大叫：“蛋！爸！鸭蛋！鸭下蛋了！”



杜雍和从儿子手中接过还有点温热的蛋，嘴里不住地
说：“下蛋了，下蛋了……”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五

1．熟读课文，体会成长中的感受；

2．理解文意，概括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3．了解小说三要素，理解环境描写的阼用。

1．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的作用；

2．标题的含义。

1．在自读中学会圈点勾画，快速捕捉主要信息；

2．在朗读中逐步进入情境，体会文中美好的情韵；

3．在研读中联系实际，体验成长的感受；

4．教学方法可以小组讨论、个人感悟为主。

1课时

一提到“孤独”二字，我们总会感到凄凉，酸苦，每天都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该多好。可是小小少年总要长高，烦恼和孤
独总会尾随我们而来。请同学们谈谈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孤独
的滋味。可以说孤独随时间而来，孤独使生命更加灿烂。同
学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曹文轩的小说《孤独之旅》。

1．学生自读课文，默读时注意在文中圈点勾画出主要信息。

2．检查预习字词情况。



注意下列字词的读音：嬉闹、掺杂、给予、撩逗、凹地、胆
怯

积累下列词语：厚实、嬉闹、一落千丈、置之不理、歇斯底
里

3．学生以四人为一小组，重点朗读以下段落，每人一段，比
一比谁读得好。

(1)刚开始，杜小康想回家，父亲则不肯，怕自己也会像儿子
一样突然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小木船赶着鸭子……
杜雍和这才将船停下来”。

(2)到达芦苇荡后，父子感受不同，儿子“害怕”，父亲也有些
“慌张”，却安慰自己的儿子。从“这才是真正的芦荡……
并且迟迟不能人睡”。

(3)随着时间的流逝，父子俩感到孤独。从“日子一天一天地
过去了……就不再忽然地恐慌起来”。

(4)最恶劣的天气中，杜小康经受了考验。从“那天，是他们
离家以来所遇到的最恶劣的天气……也滴在跟在他们身后那
群鸭的羽毛上……”

学生朗读时，注意体会人物心中的孤独感，读出语气，读出
感情。

4．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要求学生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内容和主旨。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

故事，表达了一个——的主题。



(学生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即可，教师注意引导和归纳。)

(2)本文虽是长篇小说的节选，但也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要求
学生阅读课文，理清小说的故事情节。

提示：

开端；写杜小康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辍学跟着父亲去放
鸭。

发展：写杜小康与父亲撑船赶鸭去芦苇荡的经过和感受。

高潮：写杜小康与父亲在芦苇荡中遇到暴风雨的情景。

结局：写鸭子长大了，杜小康也“长大”了。三、精读课文，
揣摩课文的语言

1．学生再次阅读课文，选取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段高声朗
读，并说说为什么写得好。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思考的角度
和归纳的方法。

2．学生提出探究讨论的问题，四人小组讨论后，提出自己的
见解，全班师生互动，鼓励独创性见解。

如：可以让学生给课文换一个标题，并比较自己所拟的标题
与原标题哪个好，为什么。通过这一练习，进而让学生理解
课文标题的含义，并体会其妙处。

提示：

(1)失去交流环境。对于一个离开学校和同学的少年来说，是
无比痛苦，非常寂寞的，失去了同伴的帮助，没有同学间的
交流，：等于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2)失去了人文环境。杜小康随父亲去放鸭，离开了村庄，离



开了人群，父子缺少交流，“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
了”。这种空虚、贫乏的生活，在精神上是一种折磨。

(3)恐惧自然环境。大自然的空阔与未可知，对一个幼小的心
灵，具有强大的压迫力，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让他“迟
迟不能人睡”。

(4)恐惧未来环境。在放鸭的路上，杜小康想的是：还要走多
远?前方是什么样子?这不仅是对放鸭而言，更代表了他对前
途的迷茫与无奈。

如：课文有关自然环境的描写很出色，请找出几处，并说说
这样的环境描写对表现杜小康的成长起什么作用。

提示：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六

1.熟读课文，体会成长中的感受;

2.理解文意，概括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3.了解小说三要素，理解环境描写的作用。

1.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的作用;

2.标题的含义。

教学时数：两课时

第一课时

1.熟读课文，体会成长中的感受;

2.理解文意，概括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一、 导入

有这样一个故事：佛祖问众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
涸?”弟子们说：“用菩提叶去遮盖它。”“用净水瓶去盛它。
”佛祖微微一笑：“把它放到大海里去。”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一滴水若不融入大海就会干涸，那么人呢?一个人如果不
把自己融入社会，会怎么样呢?(学生自由答：孤独、寂寞、
疯狂)，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叫杜小康的同龄人，他的
一段难忘的生活经历，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启发。今天我们就
要跟随一对父子去进行一次“孤独之旅”。(板书课题：孤独
之旅)

二、检查预习情况(出示投影仪)

1、给加点的字注意并解释词语。

2、参考

厚实：富裕。 嬉闹：笑着闹着。 觅食：寻找食物。

驱除：赶走，除掉。 回应：回答。 撩逗：挑弄，引逗。

歇斯底里：形容情绪异常激动，举止失常。

3、作家作品简介

曹文轩，当代作家、儿童文学家。《草房子》是一部关于少
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二、阅读课文，感知内容

1.快速默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要求学生：

(1)标出生字新词，查阅工具书注音释义。(检查学生预习笔
记)



(2)抓住要点概括杜小康的放鸭经历。(指名复述故事情节。)

(3)引导学生评价、补充同学的概述的不足。

2、反感知情况

(1)评价学生概述的得与失。

(2)归结概述课文的要求：抓住要点，突出重点;语言简洁，
叙述清楚。

参考：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而失学，随父背井离乡，到人
迹罕至的芦荡放鸭。孤独、寂寞和恐惧迫使小康渐渐走向成
熟。在一场暴风雨中小康独自一人出去寻找逃窜的鸭子，他
感到自己长大了。

3.再读课文(默读)，列出故事情节提纲，进一步体会课文内
容。

开端---杜小康失学，跟着父亲去放鸭。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七

1、理清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把握课文主题。

2、体会小说中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的作用，
掌握鉴赏小说的方法。

3、品味小说精美传神、意味深长的语言。

4、感悟人物的成长历程，扩展视野，丰富情感体验，树立战
胜困难的勇气。



1.梳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体会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的重要
作用。

2.联系生活实际，深层感悟小说意味。

一、导入新课。

有这样一个少年，他家的房子曾经是油麻地最高大，最漂亮
的；他的生活曾经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曾经是班上学习成
绩最好的；他曾经做成许多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可是，
他的家在一夜之间败落，负债累累的父亲无力供他读书，甚
至，他得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他就是曹文轩
《草房子》里的杜小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突然遭
遇到灾难的孩子，和他一起走进《孤独之旅》。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要求学生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内容和主旨。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______________故事，表达了一
个________________的主题。

明确文章的三要素。

人物（主人公）：杜小康。

情节：一位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而失学，不得不跟随
父亲去放鸭。生活的艰苦、精神上的寂寞，压迫着他同时也
锤炼着他的身心，在一场暴风雨后，他觉得自己“突然地长
大了，坚强了！”

环境：无边无际的芦苇地。

2.本文虽是长篇小说的节选，但也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要求
学生阅读课文，理清小说的故事情节。



提示：

开端：写杜小康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辍学跟着父亲去放
鸭。

发展：写杜小康与父亲撑船赶鸭去芦苇荡的经过和感受。

高潮：写杜小康与父亲在芦苇荡中遇到暴风雨的情景。

结局：写鸭子长大了，杜小康也“长大”了。

害怕孤独 不堪孤独 直面孤独 享受孤独

1)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
时，已是傍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
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
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
不走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

2) 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
孤独。……

这种省略，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

3)后来，父子俩心里都清楚了这一点：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
避孤独了。这样反而好了。时间一久，再面对天空一片浮云，
再面对这浩浩荡荡的芦苇，再面对这一缕炊烟，就不再忽然
地恐慌起来。

4) 杜小康顺手抠了几根白嫩的芦苇根，在嘴里嚼着，望着异
乡的天空，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想起桑桑和许多油麻地的
孩子。但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坚强了。

4.重点理解



1）他哭了起来，但并不是悲哀，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哭。

2）杜小康顺手抠了几根白嫩的'芦苇根，在嘴里嚼着，望着
异乡的天空，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想起桑桑和许多油麻地
的孩子。但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突然地长大了，坚强了。

——经过这一夜的风雨的考验，面对着眼前的一切，主人公
已无法回避，在困境中他磨炼着自己的品行，敢于面对现实，
并勇敢地战胜自然界的风雨，人生中的风雨，使自己的意志
更加坚强了。

杜小康由害怕孤独到能面对孤独到勇敢战胜孤独，作者用这
些细节描写的语句来表现了主人公人生成长的过程。

5.说一说：“孤独之旅”的含义。

——有两方面含义:（l）指现实中杜小康所处的环境的恶劣，并
不是其他少年所处的幸福的环境；（2）主要指出了杜小康由
原来不能体谅父亲的难处到后来能帮父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
担并勇敢面对恶劣的环境，以自己顽强、不畏惧战胜了困境，
使自己真正成长起来。

孤独之旅教案一等奖篇八

学情分析：

九年级学生对小说题材接触过一些，对三要素的内容有所了
解。但是理解分析、鉴赏文章主题和写作手法远没有形成系
统。感性多，理性少。所以需调动他们已有的生活积累，引
导学生积极阅读，体验感知，思考领悟，提高他们品味鉴赏
能力。

教材分析：



《孤独之旅》是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小说单元的第二
篇课文，节选自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课文展示了
主人公杜小康在牧鸭生活中，战胜了孤独而成熟、坚强的成
长历程。作者把孤独的感受描写、渲染、烘托得淋漓尽致，
其中大量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功不可没。再有
文章平淡的情节、朴实平白的语言都使文章个性鲜明。

教法分析：

本文篇幅较长，是自读篇目，属长文短教型。设计思路要考
虑到主线清晰、重点突出。诵读法、点拨法是我教学本文的
基本策略。首先，课前布置预习作业，让学生提出问题，初
步了解课文。课上预设四个教学环节：（1）了解学情环节使
教学实施有针对性，并随时调整预设，以学定教，促进生成。
（2）整体感知环节从梳理情节入手，突出人物心理发展历程，
把握人物形象，培养学生概括能力、提炼词语能力。（3）研
读赏析环节，通过学生深入文本，进行多元化赏析。遵循阅
读规律，引导学生沿着正确的思路去分析、理解课文，提高
理解和鉴赏能力。（4）感悟收获环节，张中行先生曾
说：“读好文章，从两方面学，一方面是内容，要透彻了解
它传播了什么知识，宣扬了什么思想；另一方面是表达，也
就是在写法上或语言文字上有什么可取。这后一点很重
要。”这一环节实际是小结，强化所学所用的意识。教师寄
语部分推荐作家作品，鼓励课外阅读，更好地解读教材，品
味作品风格。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快速阅读、梳理要点的能力和培养学生初步鉴赏
小说的能力。

2、学习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并理解
环境描写的作用。



3、引导学生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感悟人生，培养积极的人生
态度。

教学重点：把握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诵读法、点拨法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安排：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情景导入：用《独坐敬亭山》和《月下独酌》导入。

二、了解学情：

1、展示预习问题。把教师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来，让学生
带着问题学习。

2、让学生自由地谈预习感受――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设计意图：了解学生通过预习对文本的理解程度，创设开
放的学习空间。）

三、整体把握

从小说三要素入手。

1、情节：（1）用一句话概括，本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2）按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给文章的三部
分加小标题。



（3）找出杜小康情绪发展变化的关键词。（恐慌、畏惧、茫
然、孤独――不再恐慌――坚强）

（4）围绕“孤独”一词，提炼归纳，完成板书。

孤独之旅

遭遇（面对）（战胜）

2、人物形象：杜小康是的少年。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依据

教案《新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上册《孤独之旅》教学设计》，
来自网！http：//

体裁特点整体把握文本的意识，提高学生概括、提炼能力。）

3、环境。本文景物描写非常出色，找一找，画一画，读一读，
并分析其作用。

（让学生深入文本。）

四、研读赏析。

（一）你还欣赏文中哪些段落、句子或词语，读一读，说说
理由。

（二）感受人物方法：

1、从直接刻画人物方法上感受形象。

2、从情节发展脉络上感受形象。

3、从典型细节上感受形象。



4、从间接描写上感受形象。

（设计意图：尊重学生独特体验，培养学生善于独立思考、
多向思维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从语言角度、修辞角度、真
实细腻的描写角度等方面鉴赏小说的能力。）

五、感悟收获

1、从主题上。孤独之旅就是成长之旅，坚强之旅。如果孤独
不期而至，请你不要消沉，要利用它，静心思考，充实自己，
让自己更加成熟！

2、从写作借鉴上。借鉴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相结合的手
法。

六、教师寄语

杜小康承受了孤独的磨难，坚强，长大了，后来他重返校园
了吗？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请课外阅读曹文轩被称为“回
忆中含泪的笑”的《草房子》。

（设计意图：“读书是为了明理”，学习一篇课文要让学生
在态度、情感、价值观上有所增益，能够更好地确立人生态
度。由书本向现实生活的思维拓展，是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理
解的途径，也是书本学习的目的。同时指导写作。）

附：预设问题：

（1）开头为什么不介绍杜小康家一落千丈的原因。

（3）他哭了起来，但并不是悲哀。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
哭。“想哭”的具体含义。

（4）24段、25段的景物描写与当时气氛不协调，为什么这样
写？



（5）本文有多处关于父亲和鸭子的描写，对杜小康的刻画有
什么作用？

环境描写的作用：

例：（1）有关鸭群的描写。鸭群向芦荡行进，偶尔“朝着这
片天空叫上几声”，烘托出杜小康无比寂寞的心情；晚上鸭群
“将主人的小船团团围住”。时常看看主人是否在船上才安
心睡觉。鸭子的恐惧感衬托出杜小康的恐慌，可以说鸭子是
杜小康成长的借助。

（2）有关芦荡的描写。芦荡“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
无边无际，给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让杜小康“害怕”“胆
怯”。当杜小康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再面对这浩浩荡荡的
芦苇”，就不再“恐慌”了。恐惧只是心理的折射。芦荡见
证了人物心理变化的过程。

（3）有关风雨的描写。芦荡的暴风雨是极其可怕的，“雷
声”“如万辆战车从天边滚动过来”，“暴风雨”“歇斯底
里”“天昏地暗”，“仿佛世界已到了末日”。暴风雨冲垮
了鸭栏。惊散了鸭群。杜小康表现了成人般的勇气与坚强，
在暴风雨中搏斗。暴风雨给了他一个成长的机会和舞台。体
会这样的描写对表现杜小康成长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