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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部分

说教材



《孤独之旅》 是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四

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是一篇写少年成长的小说，

所写的内容比较切合同学们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

点。本单元选文有寄寓作者深沉思索的 《故乡

》，有揭露金钱罪责的 《我的叔叔于勒》，以及

感受成长的《孤独之旅》。同时这篇课文是自读

课文，老师应重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来实现

由教读到自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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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情



  虽说九年级学生经过七、八年级的学习，对小说的要素

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对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环境、故事

情节分析应不算难，但初中生的生活经验非常有限，思想并

不太成熟，对本课中涉及的“孤独”这一心理并没有深切体

会，这就要求教师结合学生有限的生活经验去引导他们理解

主旨，感悟成长，明白“孤独”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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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学目标与重难点



说
教
学
目
标

1.了解与作者相关的文学常识，理清故事情节。

2.学生通过反复朗读，赏读句子，深挖“孤独之
旅”含义。

3. 体会小说中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对表现人

物性格的作用。

4.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孤独，勇敢面对生活的人

生态度。

【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美鉴赏    

文化自信】

目标设置遵循学科素养、课程标准、教材特点、中考方向



教学重点

理解环境描写对表现人物形象的作用。

教学难点

体会主人公的孤独心理，收获成长体验。

说
重
难
点



第四
部分

说教法与学法



1.朗读法

2.自主研学与合作探究相结合

说
教
法
学
法

教法

根据文章的特色和课标的要求，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主要采用
以下教学方法和学法：

1、朗读法

2、圈点批注法

学法

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倡导学生
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
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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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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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孤独”，我们总会感到凄凉，酸苦。孤独是什么？

孤独是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那份被贬谪的悲凉；孤独是

刘禹锡到乡不见友人的落寞哀伤；孤独是杜甫“长使英雄泪满

襟”的呼唤。今天我们要去品尝另外一份孤独，这份孤独来自

你们的同龄人，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里的一个主要人物—

杜小康。

 通过这样的导入奠定本文感情基调，激发学生探

索孤独之旅的好奇心 ，为进入课文奠定基础。

一 课程导入，感受孤独
课
程
导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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