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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路梨花》背景简介

时代背景
《驿路梨花》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社会倡导雷锋精神，文章通

过讲述发生在哀牢山深处一所小茅屋的故事，讴歌了以梨花为代表的青

年一代的优秀品质。

人文背景
作品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故，展

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淳朴民风。

作者背景
彭荆风，当代作家，著有多篇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其作品以深入生

活、反映现实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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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版本

该文是一篇具有浓郁抒情色彩和深刻

哲理的短篇小说，情节曲折有致，人

物形象鲜明，主题积极向上，适合作

为中学语文教学的范文。

选文依据

教材定位
在教材中，《驿路梨花》被安排在小

说单元，旨在通过本文的学习，让学

生了解小说的基本特点，提高阅读欣

赏能力。

本文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

级下册语文教科书。

教材版本与选文依据



教学目标
通过本文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分析人

物形象，品味语言特色，培养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

重点
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及表现手法；分析梨花等人物形象的

特点及意义。

难点
把握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品味小说语言的独特韵味。

教学目标与重点难点



课时安排
本文教学建议安排2-3课时，其中第一课时主要进行课文朗读和

整体感知，第二课时重点分析人物形象和语言特色，第三课时

进行主题探究和拓展延伸。

教学进度

课时安排与教学进度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需要，合理安排每个课时的教学内

容，确保教学进度的顺利进行。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因

材施教，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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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反馈
对课堂学习情况进行总结，给

出评价和反馈，帮助学生巩固

所学知识。

课文解读
包括文章朗读、生字词讲解、

段落分析等，全面深入地剖析

课文内容。

课堂互动
设置提问、讨论等环节，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

知识拓展
围绕课文主题，提供相关的文

学常识、历史背景等拓展性知

识。

开篇引入
通过简洁明了的导语，引出

《驿路梨花》的主题和背景，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件整体框架梳理



逻辑结构
按照课文的顺序和内在逻辑，有条理地

组织知识点，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知识

体系。

重点突出
对课文中的重点、难点进行着重讲解和

提示，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关键知识。

呈现方式
采用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形式呈现

知识点，使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课文内

容。

知识点呈现方式与逻辑



充分利用图片、图表等视觉元素来辅助文字说明，

提高课件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图文结合

注重课件的整体布局和美观性，合理安排各个元

素的位置和大小，营造舒适的视觉体验。

版面设计

采用和谐统一的色彩搭配方案，突出主题内容，

同时避免过于花哨或单调的色彩组合。

色彩搭配

图文结合与版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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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多样化的互动环节，如提问、抢答、小组讨论等，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

互动环节

提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拓展资源链接或推荐书目，鼓励学

生进行课外拓展学习。

拓展资源

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给出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指

导方案。

学习建议

互动环节与拓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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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重音与停顿

教授学生如何根据文本内容调整朗读

的语速和语调，使表达更加生动。

语速与语调

情感投入
引导学生在朗读时投入情感，体会文

中人物的心情和语境。

指导学生注意语句中的重音和停顿，

以更好地传达文本情感。

朗读指导与技巧分享



创设课文情境
通过描述、音乐、图片等手段，为学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

角色扮演活动
组织学生扮演文中角色，进行对话和表演，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

对人物性格的理解。

情境创设与角色扮演



安排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分享对课文的理解和感受，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

思考。

小组讨论

设计小组合作任务，如共同绘制课文场景图、编写课本剧等，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

合作完成任务

小组合作与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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