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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E_E6_9C_B1_E5_c38_59348.htm 一、 教学设计： 《与

朱元思书》一文以书信短札的形式，描绘了自富阳至桐庐一

百余里秀丽的山水风光，表达了作者爱慕自然，厌弃名利，

避世归隐的高洁志向。文章句式整齐，骈散相间，简练隽美

，音韵和谐，是南朝山水小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因文章仅

一百余言，篇幅短小，且全文以写景为主，词句多可意会，

不必逐词逐句计较，因而在指导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用

一节课的时间指导自读，基本可以学完。然而对富春江山水

的陌生，可能会减弱学生对课文的学习兴致。我决定从朗读

、品味语言下手，并借助音乐或多媒体课件的表现效果，通

过文章优美的语言和优美的画面第一时间打动和感染学生。

对于文章的难点“鸢飞戾天”两句的理解，以学生现有的生

活阅历恐怕是勉为其难，不必刻意求深，求透，有所感悟即

可。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积累课文中出现的

常用文言词语的含义和课文中的优美语句。 2、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结合课下注释阅读理解简短的文言文的能力、文言

语感能力以及想象、联想等创造思维能力。 3、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水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体会作者寄情

山水的高洁志趣，追求自由的情怀。 （二）、重难点：赏析

作者优美的文辞及其笔下美好的自然风光。 （三）、过程安

排： 1、 以多媒体课件展示富春江优美的风光，同时指导学

生感受文章的配乐朗诵，以激发学生兴趣，引出课题。然后

学生自读，注意语速与停顿，感受文章的文美与景美。 2、 



结合课下注释译读课文，小组合作，探究难于翻译的词句。

仍难解决的，请教参考书籍或老师。 3、 小组合作，分析课

文，完成阅读练习：A.哪句话概括表达了作者对富春江的描

述和评价？B.文章怎样绘水，怎样写山（山有何奇，水有何

异）？又是按照什么顺序来描写的？C.山水美景触发了作者

怎样的思想感情，对表现山水又有什么作用？ 4、 继续小组

合作，展开联想和想象，以各种形式（如以作者身份或导游

的角色）向其他同学介绍富春江的美丽景色。 5、 结合课件

的美丽画面诵读、背诵课文。 6、 巩固积累课文重点文言词

汇和语句。 7、 选取家乡一处美景，认真观察欣赏后以“风

景这边独好”为题写一个300字的片段。 二、 教学案例（片

段实录）： 在多媒体课件优美的山水风光和音乐声中，学生

们兴致盎然，课文诵读非常顺利。当进行到小组合作探究，

分析阅读文章的时候，我一边巡回视察学生的讨论探究情况

，一边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我为自己在译读课文和分

析文章时敢于大胆放手给学生的做法深感自豪。这时有个学

生站起来问我：“老师，本文的题目是《与朱元思书》，可

是文章的内容却跟朱元思没有关系，也并不是一封信的样式

啊。”说真的，我真为我的学生能发现并提出这样的问题感

到高兴，尽管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当成重点问题认真准备过。

我原先的想法是将本文当成一篇简短的山水小品文加以欣赏

，只用一节课上完，而不打算牵扯太多的枝枝蔓蔓，于是我

决定将这个问题一笔带过：“吴均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大部

分遗失了，本文很可能是其原书信的一部分，因为景物描写

精美，且语言简练隽永，才被选入了我们的教材中。” “既

然是写信，为什么文中却有这么多写景的文字呢？作者想告



诉朱元思什么呢？”看着学生们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略一沉

思，微笑着鼓励他们可以继续探讨，等大部分学生基本讨论

结束后，我走上讲台，对其他学生说：“刚才xx同学向我提

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点难度的问题本文标题是‘给朱元

思的信’，可是文章内容却主要写了富春江的秀丽景色，也

未提到朱元思其人，这是为什么？大家有兴趣弄清其中的缘

由吗？”“想！”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那有没有

哪个同学能从文中发现其中的答案呢？”我将期望的目光投

向了班上的同学，他们沉默着，没有人回答，于是我提示道

：“文中除了写景的文字外，有没有不是写景的文字比如抒

情或议论的内容呢？”刚说完，一个学生马上站起来说：“

老师，我知道，作者是想通过这封信告诉友人，他已经厌弃

了功名利禄，希望寄情于山水之间。”“哦？”我表现出对

她的回答极感兴趣的样子，鼓励她继续说下去：“你是根据

什么得出这样的答案的？”“从文中‘鸢飞戾天者，望峰息

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句话看出来的。课下注释中

的解释就很清楚的提示了这一点。”“她说的有道理吗？”

我故作怀疑的用求助的目光扫视着其他学生。“有道理！”

部分学生若有所思的回答。我趁热打铁，继续问下去：“那

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作者在信中的大量的景物描写？”在综合

了几个学生的答案之后，我们共同得出了“通过精美的景物

描写，表现了作者热爱自然，寄情山水，厌弃了追求功名利

禄的高尚节操”这一结论。这时又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可

不可以理解成是他对友人的召唤呢?以山水美景来呼唤他的朋

友放弃对名利的热衷追求，来同他一起游山玩水，共享快乐

？”我惊喜于学生们思维的活跃，而他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



一部分同学的肯定。可这位同学没有坐稳，又一个学生站了

起来：“老师，我不太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厌弃名利，难道名

利不好吗?我怎么感觉我们人人都在追求名利呢？”他的问题

犹如一枚炸弹，在班上掀起了一阵哄笑，学生们都把目光投

向了我。“我们是不是有些离题了?”我自嘲的朝学生们笑了

笑，“这个话题与本课有关吗？”“有关！”学生们显然有

些不依不饶，很有兴趣的看着我笑。我清了一下嗓子，还是

把球又踢还给他们：“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人应不应该

追求名利呢？”看学生们陷入沉思，我顺势布置他们小组探

讨。很快，学生们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人是应该追求正当

的名利的，因为名利跟荣誉一样，是可以激发我们工作学习

的动力的，但我们不能不择手段的追求不正当的名与利。”

“是啊，”我因势利导，“追求功名过了头，就会变得利欲

熏心、唯利是图、沽名钓誉。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名士，如诺

贝尔、居里夫人等都从来不把功名利禄作为他们人生追求的

终极目标。”然后我结合参考书上介绍的作者的生平经历和

坎坷命运，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吴均厌弃名利的深层次原

因以及其“吴均体”文风清拔俊逸的缘由。 很快，下课的铃

声响了，我在总结和赞扬了学生们踊跃质疑和发言之后，结

合本节课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二选一的作

业，并写成一篇三五百字的小短文：1、展开想象，假如你是

吴均，政治失意后泛舟沿江而下，给远方的朋友介绍一下沿

途的美丽景色。2、结合本节课的讨论，谈谈自己的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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