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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驿路梨花》为课例，围绕“情境教学”与“跨学科教学”理念，构建了一堂融合文学鉴赏、美

德教育与写作实践的教学设计。针对七年级学生文学理解力待提升、情感价值观可塑性强等特点，紧扣单元“中华美德”主题，创设“家

乡旅游推广大使”情境任务，引导学生以文化考察视角探究哀牢山小茅屋的“自然美”与“人文美”。课堂设置四大环节：初见小茅屋、

驻足小茅屋、凝望小茅屋、回眸小茅屋。教学中贯穿任务驱动、读写结合等策略，通过推荐语撰写、旅游文案创作等实践，将文本解读

与家乡文化推广结合，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本设计通过情境化、问题链式教学，突破“梨花多重含义”的难点，实现文学鉴赏能力提升

与价值观塑造的双重目标，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融入语文教学提供可操作性范例，彰显语文学科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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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分析：《驿路梨花》是彭荆风创作的微型小说作品，

现收录于部编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教学。该单元收录

的四篇文本虽体裁各异，但均通过不同维度诠释中华传统美德的

时代价值与精神传承。小说以哀牢山深处的小茅屋为核心叙事空

间，通过边疆军民共建维护驿站的感人故事，动态呈现雷锋精神

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延续。文本既鲜活呈现西南少数民族热情淳

朴的民风特质，又通过多人物接力奉献的情节架构，彰显社会主

义互助共济的社会图景。

在叙事策略上，作者采用双重视角展开时空交错的叙述：以

“我”与老余的夜间投宿为明线，通过“两次认知错位”与“三

次悬疑设置”的叙事手法，逐步揭开小茅屋建造维护的深层脉络。

这种环环相扣的悬念架构与双重叙事维度，既增强文本可读性，

又强化助人精神代际传递的主题表达。值得关注的是，“梨花”

作为核心意象贯穿全篇，既指代实体植物营造诗意氛围，又隐喻

人物纯洁品格，更象征美德传承的生生不息，在叙事脉络中扮演

多重表意角色。

学情分析：七年级下的学生在《驿路梨花》之前，就已经学

习过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语言

理解基础。然而，对于文章词句深层次的含义、人物形象的分析

以及作者情感的把握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在情感方面，中

学生正处于对美好事物充满向往，同时也对社会、人生有了初步

的思考阶段，《驿路梨花》中的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精神，能够

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教学目标：1. 理清文章思路，体会文章一波三折的巧妙构思

及作用效果。2. 探寻梨花人文美与自然美，感悟雷锋精神。3. 理

解梨花的象征意义，能运用象征的手法合理选材写好家乡故事。

教学重点与难点：1.分析、理解文章构思的特点及表达效果。

2. 理解“梨花”在文中的不同含义及作用。

学法分析：1. 略读文章法：快速阅读课文，勾画出描写梨花

的相关内容。2. 细节推敲法：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体会本文

设计悬念、象征手法的作用，思考“梨花”在特定语句中的作用。

3.讨论探究法：运用自主探究的方式，在多向互动中突破学习难点。

教法分析：根据 2022 年版《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材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心理特点，

本课教法采用情境教学法、任务驱动法、讲授法、朗读领悟法以

及启发式教学法。

教学环节分析：

导入环节运用湖南茶峒因文学作品《边城》而闻名远外的事例，

引出情境任务——邀请学生担任大连旅游推广大使，继而运用实

践应用的方式，带领学生走近哀牢山周遭的小茅屋，考察小茅屋

的自然美与人文美，尝试将这里打造成旅游景区。在已学习了本

节课第一课时的基础上，我设计了 4 个部分的教学环节，分别为：

初见小茅屋，欣赏梨花美景；驻足小茅屋，倾听梨花故事；凝望

小茅屋，感悟梨花精神；回眸小茅屋，学习梨花写法。

环节一通过跳读文章的方式，欣赏《驿路梨花》这篇小说中

环境描写的句子。学生自主结合自身已初步具备的赏析语段的角

度与方法，运用体会关键字词的方式，感悟文中描写梨花的感官

之美；运用情境创设的方式，感悟梨花清幽淡雅的意境之美与诗

意之美。最后通过朗读的形式进一步感受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中

有身临其境之感。

环节二通过略读文章的方式，找出文章中设置的三个悬念、

两次误会。将这种写作结构与小茅屋修建和维护的写作方式进行

对比，引导学生思考设置悬念和误会的表达效果，理解作品精巧

的构思，拓展并积累设置悬念和误会的表达效果。

环节三通过精读文章的方式，设计评选景点“最美代言人”

这一活动。引导学生在文中圈点批注能够体现人物形象的词句，

搭建推荐语模板支架，感受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无私奉献、知恩图报、

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进一步体会出作为雷锋精神践行者，他们

身上所富有的人情之美，以及接力照顾小茅屋这一行为背后所具

有的传承之美。

环节四通过品读文章的方式，理解陆游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

的内在含义。分析、理解、品味梨花在文中的作用，体会文章以《驿

路梨花》为题的巧妙之处，感悟梨花所象征的人物群体与精神品质，

学习象征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体会作者的情感与意志。最后通过

读写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回到课前

创设的初始情境，书写旅游推广文案，介绍自己的家乡，培养学

生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提高个人素质和社会担当。

教学具体环节

导入：同学们请看屏幕上这幅图片，这里是湖南茶峒。文学

大师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就以湖南茶峒为背景，叙述了一个

美好动人的故事。湖南茶峒也因《边城》而闻名远外。情景设计：

今天我们接到了学校的一个任务——我们的家乡大连即将迎来旅

游旺季，呼吁大家人人都做家乡旅游推广大使，用述说家乡故事、

书写旅游文案的方式推广宣传我们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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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这之前，先让我们化身文化考察队，来到云南哀牢山

周遭的茅草屋，先尝试将它打造成一个旅游景区。你认为将小茅

屋打造成旅游景点，需要考察哪些条件？预设：自然景物、地理

环境、故事来历、民风民情……

师：经过同学们的集思广益，我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自然

风光方面，归结为自然美；人文情怀方面，归结为人文美。接下

来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条件——自然美。同学们能否结合文本说

一说小茅屋周遭的自然风光有什么特点呢？预设：这里有一大片

美丽的梨树林。

师：那么梨花究竟美在哪里呢？请你来说一说。预设：（1）

我们可以看到，梨花具有洁白、繁多、轻柔、香气四溢的特点。

这从视觉、触觉、嗅觉多个角度使得梨花具有了感官之美。我们

也可以通过几张图片来感受一下梨花的美。（板书：感官之美）

（2）我们再来看第 6 段，正如刚才那位同学所说，这里描绘了一

幅月夜梨花图，我们能看到淡淡的月光，忽明忽暗的梨树林，感

受吹在脸上凉凉的夜风，轻轻飘落在身上的白色梨花花瓣，这是

多么清幽淡雅的意境啊！所以，梨花还具有意境之美、诗意之美。

（板书：意境之美）

师：我们来请同学来朗读一下第 6 段，试着读出这篇梨花林

的意境之美。通过她的朗读，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是一幅多么富

有诗情画意的片段呀，由此可见，梨树林还富有着诗意之美。（板书：

诗意之美）我们领略了小茅屋的美景，对于自然美这一考察条件，

通过。那么彭荆风的这篇一路梨花只想表现小茅屋的自然美吗？

更重要的还是打造小茅屋旅游景区的第二个条件——人文美。接

下来让我们一起驻足小茅屋，倾听梨花故事。

一、略读文章，倾听梨花故事
师：通过上节课对情节的梳理，我们知道，这篇课文以“我”

和老余一早一晚的见闻为顺序，全文贯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

小茅屋的主人是谁？那么课文是如何一步一步揭示的呢？预设：

设置悬念和误会的方法。

师：请同学们快速略读课文，圈画出文中设置悬念和误会的

句子，说说其表达效果。预设：悬念 1：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 ? 误

会 1：“我”们认为瑶族老人是主人。悬念 2：主人家是谁？误会

2：“我们”和瑶族老人认为哈尼小姑娘是主人。悬念 3：解放军

为什么盖房子？

师：作者为什么要设置一波三折的悬念与误会呢？如果我们

按照小茅屋修盖、维护的顺序来写，那么你认为这个故事会不会

更打动人呢？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种不同写作顺序。你认为哪一种

更好？

出示两种顺序：（1）小茅屋修盖、维护的时间顺序：解放军

建造小茅屋。→梨花姐妹照管小茅屋。→瑶族老人送粮食。→我

和老余修葺小茅屋。（2）设置悬念和误会的课文顺序：这是什么

人的房子呢？→瑶族老人送粮食 , 误会是主人。→我和老余修葺

小茅屋 , 主人家是谁？→梨花姐妹照管小茅屋 , 误会是主人。→解

放军建造小茅屋 , 为什么盖房子呢？

小结：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悬念和误会的安排和展开，

使文章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二、精读文章，感悟雷锋精神
师：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小茅屋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了多个

人物——解放军、梨花姐妹、瑶族老人、“我”和老余，下面请

同学们在文中圈点批注，结合文本评选出你认为的景点“最美代

言人”，说说人物主要事迹，考评小茅屋动人故事背后的人情美。

请同学们按照推荐语的模板进行思考：推荐语：我推荐 XXX 作为

景点“最美代言人”，从文中的“……”可以看出他 /她（们）……

预设：（1）我推荐“我”和老余作为景点“最美代言人”，

从文中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

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前屋后的排水

沟再挖深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受到了小茅屋的“恩惠”

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对小茅屋进行了修缮，可以看出他们知恩

图报的美好品质。（2）我推荐梨花姐妹作为景点“最美代言人”，

从文中的“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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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她们身上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3）我推荐

解放军作为景点“最美代言人”，从文中哈尼小姑娘讲述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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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解放军身上无私奉献，乐于奉献

的美好品质。

师：通过同学们刚刚的分析，最美代言人是谁？小茅屋的主

人又是谁？我们似乎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他们都为小茅

屋做出了贡献。他们身上体现的无私奉献，知恩图报、助人为乐

都是最美的品质。他们都是小茅屋的主人，也是最美代言人。

师：从解放军、梨花姐妹、瑶族老人到我和老余，这些人彼

此之间并不认识，但都被一种无形的精神在吸引着，是什么呢？

预设：雷锋精神。

师：他们都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用自己的行动让小茅屋更

加的完善。他们身上闪烁着人情美。（板书：人情之美）

师：同学们请看屏幕上的这朵花，我们以雷锋精神为起点，

这就像一个接力的过程，可以想象，如果哈尼族的小姑娘们都远

嫁了，瑶族老人老的也走不动了，我和老余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小茅屋会不会没人管了呢？最后一片花瓣应该填什么？预设：更

多人，更多具有雷锋精神的人。可见人文美之下还蕴含着传承之美。

（板书：传承之美）第二个条件人文美考察通过。

三、品读文章，体会象征含义
师：让我们一起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驿路梨花处处开。这

是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我们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先来看驿路二

字。这里老师展示了“驿”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驛，置

骑也。从马，睾声。驿，古代用马传递公文或消息。驿路：又叫“驿

道”，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等用的道路，沿途设有换马或休息的驿

站；现指过往行人所走的道路。课文中小茅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一条开满梨花的驿路上，这是一种善举的传递，精神的传承。那

么在这篇文章中，诗句中的梨花仅仅只是代表道路两旁美丽盛开、

香气四溢的梨花吗？

预设：梨花是助人为乐的人群的象征，是边疆民族淳朴民风

的象征，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的象征。

小结：这种写法就叫作象征。现代汉语词典中阐述了“象征”

的概念——象征：用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我们来齐读本

文象征手法的作用：情景交融，营造意境；承上启下，推动情节；

虚实映衬，以花喻人；象征点题，升华中心。

作业设计：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也有许多让你深受感动，

蕴含着人情美片段。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本节课课前的任务，化

身家乡旅游推广大使，运用象征的手法，选取某个事物，向外地

游客解说家乡某一景点，述说你的家乡故事，展示你的旅游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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