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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面包飘香》教学设计 

开课

教师 
郑小艳 

开课

班级 
17 学前 3 

开课

时间 

2018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四 

第 6节 

设计思路 

《那一年，面包飘香》一课为学生了解社会、理解职场提供了多方面的

知识。课文以面包为线索，通过倒叙的方法，演绎了一个充满爱的温馨故事。

因此本教学设计在了解学生的学习意向、体察学生的学习情感、诊断学生的

学习障碍的基础上，设计出闻香起疑---品香探疑---悟香释疑---染香拓疑四

个教学环节，通过解读故事，真正关注学生、使学生感悟面包师傅的人生，

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生活观，引领学生融入现实社会，以积极的心态投

入到职校学习。 

教

学

分

析 

教材 

分析 

《那一年，面包飘香》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基础模块上册第四单元“职场

起点”的第三篇课文，这篇课文在本单元的作用是：一方面学生通过本单元

前面两篇课文《社会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和《职业》的学习，对职

业、职场有一定理论上的认识，本篇课文紧密联系实际，让学生对职业有更

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本课主人公的经历和学生有很多相似之处，

学生容易产生共鸣，树立学好本专业的信心和决心。 

学情 

分析 

17 学前 3 班的女孩们虽然文化课成绩一般，但学生们活泼好动，善于表

现，对老师布置的任务能积极完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习作者倒叙的写作手法；学习作者通过细节描写、间接描写

表现课文主旨的方法。  

【能力目标】掌握筛选文章关键词句、语段等重要信息的能力，提高理解概

括文章主旨的能力。  

【情感目标】学生通过对本文的学习，树立学好专业的信心和决心，为走入

职场做准备。 

教学重点 
1、掌握筛选文章关键词句、语段等重要信息的能力 

2、提高理解概括文章主旨的能力。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课题“面包飘香”中“香”的含义。 

教法 
本节课主要采用设置问题的教法来组织教学，结合信息化教学手段，组织学

生合作探索，以激励方式吸引学生进入课堂。    

学法 在分组讨论下提出问题，针对问题筛选信息、合作交流完成任务。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

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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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准

备：布置

学生预

习，生成

问题 

1、 课前分成四个小组，每组选出正副组长，并

各自建立微信群。 

2、 组长组织本组成员预习课文，并复述课文内

容。通过讨论，对文中不理解的的地方形成

问题，并将问题提交到组长讨论群，教师收

集提交的问题（教师加入组长讨论群） 

学生预习

课文，讨论自

己读完课文

后存在的疑

问 

以微信聊天的

形式让学生在网

络平台对课文内

容进行预习讨论，

一来形式自由，学

生可以畅所欲言，

二来也可以了解

学生看完文章后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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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

调查，激

趣导入

（5 分

钟） 

（一）导入：上新课前做以下问题的调查，

要求：每个同学如实作答。调查问题如下： 

1.小学学习优秀的同学。 

2.初一时学习优秀的同学。 

3．自己喜欢读职校的同学 

4.羡慕在一中、如论读书的同学。 

5.你认为自己将来不会比一中、如论的毕业生逊

色的同学。 

（二）通过 UMU 平台，学生提交自己的答

案，后台统计出学生答题的数据。 

师:看来大部分同学们对自己读职校还不是

1、 学生用 

手机扫描老

师提供的二

维码进行问

卷回答并提

交。 

 

1、 问卷的设计意 

在了解学生的学

习意向、真实想

法，体察学生的学

习情感，为接下来

更好地解读文中

故事，领悟故事内

涵。 

2、 利用 UMU 平 

台，快速统计出学

生提交的答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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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满意，为什么?从刚才同学们的问卷中我明白

了，可能在同学们看来读职校是“没有办法的

无奈选择” ，没有出息的。 读职校真的就没

有出息吗?我们先来阅读分析台湾作家李家同

写的《那一年，面包飘香》 

况，这种不记名的

方式答题可以让

学生根据自己内

心真实的想法答

题，从而更全面地

了解学生内心的

真实想法 

检查预

习，回答

问题（ 3

分钟） 

1、速读课文，完成填空 

本文主要讲了     个人物，他们的职业分

别是       、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主人

公是        

答案： 两个，面包师、老师，师生关系，

面包师傅 

 

学生回答 

 

以填空题的形

式既可以降低难

度，又能较清楚完

成对课文内容整

体把握，学生只要

稍一努力就能完

成，这样可以激发

他们继续学习本

文的兴趣 

环节一、 

闻香起

疑（ 3

分钟） 

同学们：文章题目是“那一年，面包飘香”

那么面包如何之香呢？请同学们浏览第一二小

结，概括内容。 

我喜欢吃面包，最近几个月竟然有不知名

的人送面包给“我”，而且面包很高级。 

李老师觉得很奇怪呀，是什么人给我送的

这么美味的面包呢？如果是同学们也遇到类似

的事情，大家会怎么做呢？文中的李老师是怎

么做的呢？ 

 

1、学生朗读 

2、小组讨论

回答 

 

以问题作为任务

驱动，可以调动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 

环节二、 

品香探

疑（5 分

钟） 

李老师偷偷尾随送面包的年轻人找到了面

包店。到了面包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品尝面包---探寻原因---拆开信封---真相大

白（原来面包师傅就是老板，也就是我的学生）。 

那么学生为何要送面包给老师呢？ 

学生讨论回

答 

本环节主要是为

了训练学生筛选

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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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 

悟香释

疑（ 18

分钟） 

一、设置问题，初步理解内容：本环节设置了

四个问题，小组以抢答的形式回答问题，利用

优化大师给各组加分。 

1、 作为面包师傅的老师，李老师说：“我其实

也没有教他，只教了他两件事。”请问是哪

两件事呢？ 

明确：“不要学坏，总要有一技随身。”李老

师对面包师傅的教育。 

2、老师为什么要劝告学生不要学坏？ 

明确： 

小学 智力平平 学习用功 成绩优秀 

初中 家境不好 性格叛逆 理想破灭 

3、 总要有一技随身”，那么面包师傅的技艺如 

何呢？品读句子“我当年劝他要学得一技随身，

他现在岂止一技随身，他应该是绝技随身了。” 

请学生讨论并找出体现面包师傅制作面包技艺

精湛的句子。教师引导点拨，学生回答。 

明确：（1）我一口咬下去，发现薄饼里有馅的

汁进去了，馅已经很好吃，因为馅汁进入了薄

饼里，饼本身也好吃得不得了。（正面描写） 

（2）这些面包果真高级，我在全台湾各个

面包店去找，都没有找到这种面包； 

（3）我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大批食客

也在享受每天出炉一次的烤卷饼。（侧面描写） 

 

4、 面包师傅不仅制作面包绝技随身，而且还有 

其他的过人之处，请学生结合全文概括。指导

学生朗读第 5 段和第 11、19 段中的相关句子 

明确：（1）面包店装饰优雅，品味高 

（2） 心算能力极高 

 

 

 

 

 

 

 

小组讨论后，

抢题并回答。 

一、本环节设置了

两组问题：第一组

问题主要围绕课

文关键句“不要学

坏，总要一技随

身”展开。 

1、 通过设计“为 

什么不要学坏”的

问题来了解面包

师傅不寻常的成

长经历。 

2、 通过设计“总 

要一技随身”的问

题来展现面包师

傅绝技随身的现

实状况，从而在学

生的脑海中形成

一个身处逆境、克

服困难、立志成才

的成功创业者形

象。 

3、 在讨论问题 

时，主要让学生通

过抢答的方式来

回答问题，这样既

可以让学生有答

题的信心，采用加

分的方式又能激

发学生的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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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同学们在预习讨论中也提到，到底

是哪一年的面包飘香呢？我们怎样理解题目

“那一年，面包飘香？  

明确：（1）“那一年，面包飘香”既指老师收

到和吃到了满口留香风味独特的面包， 

（2）又指学生凭着自己制作面包的一技之

长取得了创业的成功，让人感到了成功的馨

香。 

（3）同时也指当年老师送给学生的那批面

包永远在学生心中飘香，师恩飘香。 

 

6、 提问：同学们，按常理来讲作者应该是先写 

面包师傅学生时代的事情，然后再写面包师傅

包成功创业，为感师恩给老师送面包，可文中

作者把后发生的事情写在了前面，那么他运用

了什么写作手法？文章设置哪几个悬念呢？  

明确：倒叙，设置悬念。 

悬念一，有不知名的人送面包给我； 

悬念二，老师来受到特别照顾；  

悬念三，老师吃了刚出炉的食物满口留香，

大师傅说更精彩的在后面。 

二、第二组问题主

要是为了更深层

次地理解课文设

置的。这组问题稍

难，需要学生在理

解分析的基础上

才能把握。 

三、本环节这样设

置问题遵循的是

由浅入深的原则，

让学生先从简单

的关键句入手找

到问题的答案，主

要是为了锻炼学

生筛选信息的能

力。 

讨论环节的问题

稍难，是为了让学

生深入理解内容

而设置的。 

 

环节四、 

染香亮

艺（13 

分钟） 

1、 面包师傅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雄厚的资 

金，没有大学的文凭，曾经还相当的叛逆，是

什么让他最终获得成功？ 

本题让学生小组讨论后，让学生扫描二维

码，利用 umu 平台提交答案。看哪一组的回答

更准确。 

明确：（1）因为他碰到了一位好老师，老

师能及时关心学生，鼓励学生，给予学生“润

物细无声”般的呵护，劝导学生“不要学坏，

学生展示才

艺 

 

1、本环节旨在让

学生在结合课文

理解 “不要学坏，

总要有一技随身”

的基础上，联系实

际谈谈自己作为

一名技校生应如

何在品德上严格

要求自己，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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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有一技随身。” 

（2）因为学生自己在逆境中不怕困难，有

上进心，不放弃，能立志成才。 

（3）通过一心一意学做面包并成功创业，

用行动来感恩老师。 

老师总结：面包师傅从学做面包开始，在

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不气馁，克服困难，立志创

业成才，最终成功。同学们“积财千万，不如

薄技在身。”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尊重内心的意

愿，喜欢并努力付出，就能从工作中收获快乐

和满足。作为一名技校生，我们要明白掌握一

技之长的重要性，更要有努力掌握一技之长的

决心和信心。 

2、为什么在老师看来，面包师傅和博士生

一样是了不起的？ 学生合作探究，请 1-2 名学

生代表发言。 

提示：这句话突出写学生的自豪感和老师

的感动。学生的特长、成就及对老师的回报，

使老师的内心产生震撼和感激，在老师看来，

面包师傅和博士生一样是了不起的 

学完这篇文章后，同学们是不是也被面包

师傅的成功感染了呢？面包师傅的经历其实跟

我们在座各位同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面包师

傅由一个智力平平、家境不好、 叛逆消沉的学

生成长为一个绝技随身、受人尊重的高级面包

师。老师知道，在职专校园里学习了快三个学

期的大家，也有自己出彩的技能。现在请大家

看到屏幕，这是我们每个小组上传的技艺，你

们喜欢谁的作品呢？请大家投上宝贵的一票

哦！  

技能方面掌握一

技之长，明确一技

随身对于人生的

重要意义，激发学

生学习技能的热

情。 

2、利用 umu 平台 

提交答案，不仅能

变换答题的方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能检验各

组讨论的真实情

况，从而更好地了

解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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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李白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

再次回到调查提问：你认为通过在职专三年的

学习，自己将不会比一中等其他普通中学学生

逊色的同学请举手。 

是啊，只要我们每个同学树立自信，学得

一技之长，将来定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拥有自

己的天空。 

2、因为所授课的

是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生，设计这一

环节主要是为了

树立学生的自信

心，激发学生作为

职专生能学得一

技之长的学习兴

趣！ 

课堂 

结语（2

分钟） 

一缕面包的甜香，温馨了老师的回忆， 甜

蜜了学生的人生，也飘进了我们的课堂。祝愿

所有的同学都能学有所成，绝技在手，人生不

愁! 

  

作业布

置（1 分

钟） 

读了面包师傅的故事，你受到了什么启示呢？请大家写写自己的心里话，不少于

300 字。 

板书设

计 

 

那一年，面包飘香 

  

      李老师   不要学坏，一技随身        面包师傅（学生） 

     真诚关心                             努力上进 

     多次帮助                             创业成功 

     不断鼓励                             回报师恩 

 

                

                    树立信心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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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

思 

 

我教这课时，首先在内容上因为这篇课文字比较浅显，学生也自读能懂，但

是文中的有些细节学生可能没太注意。比如第 5 段对面包店环境的描写衬托人物

的性格；还有第二十段最后几句话的分析也很重要，这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也很有帮

助。所以为了让学生能注意这些细节描写，我主要以问题的形式来引领学生深入文

本，从而让学生能更好地把我任务形象。其次在形式上主要引用了一些多媒体的手

段：第一是在课件上运用 FOCUSKY 软件来做课件，这样可以制作精美的多媒体

幻灯片；第二把 UMU 互动学习平台引入课堂，UMU 平台在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

上有着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在课堂导入环节中，我利用平台快速高

效收集并分析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态度，为后面的教学环节做了很好的铺垫。 

总得来说这堂课我还是较满意的，学生对人 物形象的把握较好，那面包师

傅在逆境中能艰苦创业，学得绝技一身，不忘师生情，学生对他较敬佩。课堂气氛

较活跃，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学生对倒叙的把握还不够，这在以后教学中还需加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