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
泉 醉翁亭记教案(优秀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一

“梦游”醉翁亭

1、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2、注重对景物的细致描写

3、.写作训练

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及写作

：投影仪、图片、录音机、磁带、送话器

板书并介绍：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
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

今天，我们终于同“梦幻旅游公司”联系好了，在公司导游
先生和导游小姐的带领下，一同去欣赏“醉翁亭”的美丽风
光。在以上板书“醉翁亭”前加“梦游”二字，构成本文的
教学主题：“梦游醉翁亭”。

1、播放伴音：火车进站的声音，由弱到强。

2、指名一学生当导游并拿着送话器解说：各位旅客请注意，



开往安徽方向的

次列车到站了，请去滁州醉翁亭风景区的旅客，带好自已的
行礼，检票下车。（重复一遍）

3、指名另一名女同学当导游小姐，在各位旅客下火车后去醉
翁亭的车上，接待旅客：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座我们“梦幻旅游公司”的大
巴，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醉翁亭风景区了，我们已经为
大家做好了游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们直接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去领略醉翁亭的风光。我们公
司全体人员将热情为您提供周到地服务。如果您在旅途中有
什么困难，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
是：0717——7801570谢谢您的合作！

4、教师简单旁白，然后由另外几名导游按课文内容依次进行
景点介绍。

5、景点之一：醉翁亭景点介绍。导游在介绍此景点时可让学
生都把眼睛闭上，体现"梦游"。随着导游细致入微地讲解
（学生可在原文的基础上，对其景色进行细致描绘），进而
完成对课文第一自然段的理解。

6、景点之二：醉翁亭早晚及一年四季景色介绍。亦可让学生
闭上眼睛。

7、景点之三：醉翁亭风俗人情介绍。导游在介绍此景点时，
可让有特长的学生进行特长展示：“山歌对唱”，“滁人游
情境模拟”，“众宾欢情境模拟”，“太守宴特色菜介
绍”……在此让学生充分表现自我，在众多学生参与之下完
成对课文的学习。

醉翁亭的景色怎么样？我们非常感谢“梦幻旅游公司”的导



游为我们介绍了如此优美的景观，以及他们精彩的讲解。

路线：车站——环滁——琅琊山——酿泉——醉翁亭

风景：朝暮之景——四时之景

风俗：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运用本课所学，向大家介绍一处旅游景点。要求能写出景点
的特色来。

梦游醉翁亭

欧阳修

1、充分发挥想象能力

2、注重景物的细致描绘

3、写作训练

路线：车站——环滁——琅琊山——酿泉——醉翁亭

梦幻之旅：风景：朝暮之景——四时之景

风俗：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练习：景点介绍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二

1、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2、注重对景物的细致描写



3、写作训练

重难点：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及.写作

教具：投影仪、图片、录音机、磁带、送话器

一、内引铺垫

板书并介绍：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
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

今天，我们终于同“梦幻旅游公司”联系好了，在公司导游
先生和导游小姐的带领下，一同去欣赏“醉翁亭”的美丽风
光。在以上板书“醉翁亭”前加“梦游”二字，构成本文的
教学主题：“梦游醉翁亭”。

二、导学品读

1、播放伴音：火车进站的声音，由弱到强。

2、指名一学生当导游并拿着送话器解说：各位旅客请注意，
开往安徽方向的

次列车到站了，请去滁州醉翁亭风景区的旅客，带好自已的
行礼，检票下车。（重复一遍）

3、指名另一名女同学当导游小姐，在各位旅客下火车后去醉
翁亭的车上，接待旅客：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座我们“梦幻旅游公司”的大
巴，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醉翁亭风景区了，我们已经为
大家做好了游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们直接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去领略醉翁亭的风光。我们公
司全体人员将热情为您提供周到地服务。如果您在旅途中有
什么困难，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



是：0717——7801570谢谢您的合作！

4、教师简单旁白，然后由另外几名导游按课文内容依次进行
景点介绍。

5、景点之一：醉翁亭景点介绍。导游在介绍此景点时可让学
生都把眼睛闭上，体现"梦游"。随着导游细致入微地讲解
（学生可在原文的基础上，对其景色进行细致描绘），进而
完成对课文第一自然段的理解。

6、景点之二：醉翁亭早晚及一年四季景色介绍。亦可让学生
闭上眼睛。

7、景点之三：醉翁亭风俗人情介绍。导游在介绍此景点时，
可让有特长的学生进行特长展示：“山歌对唱”，“滁人游
情境模拟”，“众宾欢情境模拟”，“太守宴特色菜介
绍”……在此让学生充分表现自我，在众多学生参与之下完
成对课文的学习。

三、外联对比（教师接住学生传来的“接力棒”）

醉翁亭的景色怎么样？我们非常感谢“梦幻旅游公司”的导
游为我们介绍了如此优美的景观，以及他们精彩的讲解。

路线：车站——环滁——琅琊山——酿泉——醉翁亭

风景：朝暮之景——四时之景

风俗：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四、延伸运用：

运用本课所学，向大家介绍一处旅游景点。要求能写出景点
的特色来。



板书设计：

梦游醉翁亭

欧阳修

目标：

1、充分发挥想象能力

2、注重景物的细致描绘

3、写作训练

路线：车站——环滁——琅琊山——酿泉——醉翁亭

梦幻之旅：风景：朝暮之景——四时之景

风俗：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练习：景点介绍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三

课始，教师定向：这节课的任务是进一步理解课文写法和内
容，并背诵全文：方法是师生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归纳段意，
明写法，在此中穿插背诵训练。

教师：大家能不能从描写、记叙的角度梳理课文脉络？在纸
上写一写，试一试。

（亭外山水风光——山中朝暮四时——亭下官民同乐——宴
后太守醉归）

（点出亭——亭外景——亭中宴——离亭归）



大家刚才议论的第二种说法的每一层中都含有“亭”字，能
不能都含有“乐”字呢？

（总写乐——山水之乐——宴酣之乐——醉归之乐）

（总写山水之乐——赏景之乐——与民同乐——自知其乐）

能不能都含有“醉”字呢？

（醉翁之意在山水——醉于山间朝暮四时——醉于升平之
乐——醉在内心深知的乐趣）

有不能都含有“醉翁”、“乐”呢？

（醉翁喜山水之乐——醉翁爱赏景之乐——醉翁乐与民同
乐——醉翁自知醉翁之乐）

咱们换个说法。能不能从记叙的顺序上突破一下？

（空间顺序——时间顺序——事件顺序—叙议结合顺序）

教师：我还从影视拍摄的角度赏析了课文，现在也让你们欣
赏一下。

课文的脉络是：

一个大远景镜头———组空镜关——一个长镜关——一个全
景镜头

（学生极有兴趣地倾听）

教师：请你各自选出以一种说法，并根据它来协助自己背诵
课文，用时6—10分钟。（学生背诵）

教师：下面我们研究每一段落的内部层次。把它们清理出来，



指导背诵就更有依据。我先说第一段，你们分组介绍第二、
三、四段。

（一、山—水—亭—名—太守）

（二、朝—暮—春—夏—秋—冬）

（三、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四、太守归—游人去—禽鸟乐，从人乐，太守乐）

教师：请大家根据以上线条再背诵课文，用时8分钟。

教师：下面再布置一个探索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做：结
合课后练习一以及我们对课文一、三两段的分析，谈谈文中
的照应。

这是一节美妙的“线条”课。

课中设计了那么多的兴奋点：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
让同学们反复地梳理课文的脉络。

众多的兴奋点之中有着一事实上的逻辑联系：从“亭”
到“乐”到“醉”到“醉翁之乐”，重点突出而又能让学生
理解透彻。

严密的逻辑性中又点缀有趣味性：教师空插进来的“大远
景”“特写”、“空镜头”、“长镜头”、“全景镜
头”、“蒙太奇”无疑地会使每个孩子全神贯注。

逻辑性再现了教师清晰的思路，趣味性表现了教师的丰富知
识，然而这节课中还突现出教师课堂教学设计的优良技
艺——科学性。丰富的立体的多侧面的分层次的理解训练，
在理解训练中完成了背诵任务，都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四

1．理解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

2．理解本文情景交融的手法。

3．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挫折和不幸，拥有豁达的胸怀

1．重点：疏通文意，理清结构思路，把握文章中心。

2．难点：理解本文景物描写的方式和作用，体会作者思想感
情。

二课时

一、检查背诵、作业情况。

二、赏析课文

景美（一）美点寻踪

这是一篇令人陶醉的美文，景美，情美。文中有哪些写景的
语句？请概括一下这些优美的画面。

山水相映之美——先写山再写泉最后写亭，由远而近，有面
到点，逐层展开。

朝暮变化之美——用“出、开、归、暝”这些动词表现山间
景象晦明变化。

四季变幻之美——展现各季节怎样的景象？（指名生读出文
中的句子）这里有个成语是什么？（水落石出）指名学生造
句。

明确：写山水之美是写亭的清幽环境，为解释亭名引出“醉



翁之意不在酒”。从而定下了写景抒情的基调。写朝暮、四
时不同景色，为衬托“乐亦无穷”。表达了寄情山水，热爱
祖国河山之情。可见太守心情是快乐的，这是有景生情，情
景交融的手法。

情美（二）乐点寻踪

请找出文中含“乐”字的句子，并思考作者写了哪几种乐？

看谁找得快，找得准，找得多。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明确：这里有五种乐

1、山水之乐——得之心

2、宴酣之乐——醉也是乐，与民同乐

3、禽鸟之乐——游人离

4、游人之乐——生活安定富足

5、太守之乐——自我陶醉



三、探究活动

1、“太守之乐”乐什么？太守看到其乐融融的景象，滁州治
理得好，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太守的政绩。同时体现
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怀。

2、这是无忧无虑的乐吗？明确：本文是作者被贬到滁州写的，
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所以乐中含悲，但作者未消沉颓唐，
这是他的旷达情怀。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不让不良情绪影
响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正如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醉与乐的关系如何？《鸿门宴》中有个类似意思的
俗语叫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贯穿全文的主线是什么？用一字概括。（乐）

四、课堂练习：

1、《鸿门宴》中有个俗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这
文章中哪一句意思相同？

明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请以“当我们面对挫折和不幸时---------”开头，作一
番即兴演讲。

五、总结全文

这篇游记通过对醉翁亭秀丽风光的描写和对游人之乐的叙述，
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山川的热爱和与民同乐的情怀。

六、板书设计

二十一、醉翁亭记

欧阳修



山水相映之美

朝暮变化之美

景美

四季变幻之美

山水之乐

宴酣之乐

情美 禽鸟之乐

游人之乐

太守之乐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五

1．朗读背诵，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言虚词“而”“也”的
用法。

2．发挥想像，再现美文的意境，体会文章的意境美。

3．抓住“文眼”，认识作者寄情山水排遣郁闷的心情及“与
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1．正确理解文意，反复诵读中体会文章的语言美、意境美。

2．理解作者以“醉”写“乐”的笔法。

学生

1．上网或到图书馆查找有关欧阳修的资料，对作者有所了解，



并准备向同学介绍，与同学交流。

2．利用工具书读准、读顺课文；读懂课文大意，记下疑难。

教师

1．课文录音；找好与文中描写景致一致的醉翁亭风光图片，
准备投影或制作成课件。

2．制作幻灯片。

两课时

合作读懂课文，熟练成诵；调动想像，感受自然美，再现文
章意境美。

导入课文

大屏幕展示教学图片“太守之乐”或醉翁亭自然风景画面，
由成语“醉翁之意不在酒”，引出作者欧阳修。

学生介绍“我所知道的欧阳修”。

教师可补充介绍欧阳修为何号“六一居士”，调动学生兴趣。

诵读入境

1．小组合作学习（幻灯出示学习要求）

大声自由诵读，读懂课文大意。

利用工具书和文下注释，结合语境理解词义。

小组解决同学们预习中的疑问，记录下共同的疑难。



2．班级学习交流

提出小组的疑问，师生共同解决。

3．自学效果检查

强调文言实词和重点句的释义落实。（幻灯显示检查内容）

朗读效果检查。可指定一个小组朗读，其余评价朗读效果，
教师加以点拨，指导朗读。特别注意指导“也”“而”语气，
读出它们的味道来。

“也”“而”朗读指导、示范：

朗读时要注意21个“也”语气不尽相同。“也”大致表达了
以下几种语气：

a．陈述（用于描述景物）如：“环滁皆山也。”“琅琊
也。”

b．肯定（用于介绍人名）如：“山之僧智仙也。”“太守自
谓也。”

c．感叹（用于直抒胸臆）如：“在乎山水之间也。”“得之
心而寓之酒也。”

朗读时，应通过上述语气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读
到“也”字后面应有较长的停顿。

朗读时还要注意25个“而”字，读时应分辨轻重。

一般来说，凡表示转折或递进意味的都要重读。如：“四时
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
太守之乐其乐也。”



凡作为连接词语的“而”和有调整音节作用的“而”，则可
以轻读。如：“朝而往，暮而归。”

此外，还要注意骈散结合的句式，读时节奏要富于变化，悦
耳动听。

放课文录音带，学生跟朗读录音揣摩体会练习朗读。

全班齐读，感知课文。

赏景入境

《醉翁亭记》记山记水记游，山水美景醉了作者，千百年来，
也醉了读者。

以下由教师引导多角度多方位地赏析文章的写景美。

1．教师用现代汉语抒情地朗读改写后的文中写景句，学生将
原文读出来，强化对课文重点写景句的记忆。

2．欣赏美景，进入佳境。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品味文字，调动想像，想像山、水、亭
的色、声、形，想像醉翁亭的四季景色，想像滁人的游宴情
景，合作绘醉翁亭美景，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说明，再现文
中美景。 （可按段落为单位分配任务到各小组）

各小组代表投影展示图画，并联系课文写景文字对构思加以
说明，全体学生对照课文朗读。

布置作业

诵读课文，熟读优美的写景佳句。

抓住文眼“乐”字，理解作者的“醉”与“乐”，认识作者



寄情山水排遣郁闷的心情及“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深层感受文章写景的意境美、作者的情怀美。

导入新课

诗情画意，秀丽多姿，《醉翁亭记》以它独特绮丽的风光给
了我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它的一幅幅艺术画面让我们赏心悦
目，这其中，浸润着作者浓浓的情感。

要求学生找出贯穿全文主线，表现作者情感的一个字
（“乐”）

引导学生回顾写景画面，根据课文内容，将写景与作
者“乐”的情感连缀起来

山水乐

四时乐

乐 游宴乐

太守乐

“一切景语皆情语”。课文的感情脉络是一个“乐”字，它
像一根彩线连缀起各幅画面。

围绕“乐”字，学生讨论，明确以下问题：

1．文中写出了谁“乐”？

明确：太守乐，众宾乐，滁人乐。

2．太守、众宾为何而“乐”？



明确：太守的山水之乐、宴酣之乐。

众宾客：从太守游而乐。

3．文中怎样写滁州百姓之乐？

明确：“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
提携，往来而不绝”。

享受“山水之乐”的不仅有太守及其宾客，还有滁州的百姓。
一州之人，人人都可以纵情山水。

4．你从滁州百姓之乐中间有没有感受到太守之乐？如何理解
太守的“乐其乐”？

滁人欢乐情形全是从太守眼中看出的。“滁人游”有歌声和
呼应声，有老人孩子，百姓兴高采烈出游，可见生活安定富
足，而这又跟太守励精图治有关。太守为此而乐，能与民同
乐，这是他的政治理想。

板书：与民同乐

感受作者情怀美

明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纵情林木，
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他的“醉”与“乐”是统一的，
“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写“醉”是为了写“乐”。

本文是作者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被贬为滁州太守时写的。
被贬为滁州太守后，他仕途坎坷，有志难伸，心情郁闷，可
是却以宽厚仁爱之心“与民同乐”，他的志趣和情怀是美丽
的，为后人所崇拜景仰。现在，在醉翁亭就有那么一副对联
写道：“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可见他的情趣依然可以在后世找到知音。



自由诵读，感受作者情怀

布置作业

背诵全文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六

(一)知识教学点

1.正确理解文中的难词、难句，了解文意，醉翁亭记 教案示
例。

2.进一步体会文言虚词“也”“而”的作用。

3.巩固对“骈散结合”句式特点的理解。

(二)能力训练点

1.引时学生反复诵读、感受优美的语言，力求熟读成诵。

2.扣住“文眼”认真思考，理解文章主旨。

3.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再现美文的意境，由此体会文章所构
造的优美意境。

(三)德育渗透点

让学生懂得并学会在受到挫折不幸时，应持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具有旷达的情怀。

(四)美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感受本文流畅婉转，抑扬错落的语言风格，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的语音。



本文的语言代美，适于反复诵读，在诵读中体会语气、语调，
再现文章所构造的优美意境。主旨的理解，要通过找关键句，
分析作者情感脉络来完成。

l.正确理解文章意思，体会本文婉转化美的语言特点，欣赏作
者构造的优美意境，这一学习重点，主要在反复诵读中感悟。

2.理解作者在文中，写“醉”是表象，写“乐”是实质，
以“醉”写“乐”的用意，是学习的难点，教师作适当分析
后领会。

3.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为什么不是他消沉堕落的表现，
而是他旷达情怀，积极的“与民同乐”的思想的体现?这一疑
点需要教师联系作者写作背景，作此补充介绍，分析来解决。

1课时

录音机，投影仪

1.学生利用工具书，书下注释，自学文章，读懂文意。

2.教师介绍“而”“也”在文中的作用，它们在表达语气，
情感方面的几种情形，指导诵读，体会意境。

3.教师设计思考题，帮助学生理解“难点”消除“疑点”。

(一)明确目标

了解文章，感受精美的语言，感悟优美的意境，理解文章主
旨

(二)整体感知

欧阳修早年曾协助范仲淹(北宋仁宗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



宰相)革新政治，触动了保守派大官僚们的利益，遭到嫉恨，
被贬滁州，初中三年级语文教案《醉翁亭记 教案示例》。这
篇文章是他任滁州太守时写的。他仕途坎坷，有志难伸，于
是寄情于山水，与民同乐。他虽被贬滴，却不消沉，他把滁
州治理得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乐。他自号“醉翁”文中多
次提到“醉”字，其实“醉”是表象，“乐”是实质。他的
志趣，不只是在山水之间，更是在一州人民，他是因百姓的
生活安乐而乐。他始终是清醒而自豪的。

(三)教学过程

1.由对成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介语，引入课文。

2.学生自学课文，利用工具书，书下注释，了解文章大意。
疑难字、词、句提出来，同学讨论，明确。

3.指导诵读

(1)听朗读录音，学生轻声跟读。

(2)教师介绍“也”“而”在文中的用法，在此基础上，学生
反复朗读，体会本文的语言美、意境美。

先引导学生完成课后练习一的朗读训练，提高对文言虚
词“也”、“而”的认识，接着朗读全文，要求边读边揣摩
语气。

本文共用21个“也”字，语气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陈述(用于描述景物)

(2)肯定(用于介绍人名)

(3)感叹(用于直抒胸臆)。若将本文细加揣摩，描述景物之

“也”，应有陶醉语气，介绍人名之“也”，应是得意语气。



《朱子语类》卷三十九载，欧文公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
买得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
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原说是陈
述句，改句则陈述中有感叹，有陶醉山水间之意。又如“作
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其实是暗
示命名的深意，也表达了作者得意的心情，若将它改为“作
亭者山之僧智仙，名之者太守”上述的意味则消失殆尽了。

本文还用了25个“而”字，读时要分辨轻重，凡表示转折或
递进意味的，都要重读。凡连接词语而有调整节奏作用的，
则可轻读。

朗读时还要注意骈散结合的特点，注意节奏的缓急，语调的
高低。

4.思考下列问题(投影)，理想文章主旨。

本文以“醉”“乐”二字提挚全篇。“醉”是事物的现
象;“乐”是事物的本质。“醉”“乐”二字都是借“醉翁
亭”说出，全文脉络十分清楚，试根据你的理解填空：

(1)开头一段介绍了醉翁亭，它包含两个衔接得十分自然的层
次;前一层介绍 ;后一层介绍 ，其中跟文章脉络关系最为密
切的是“ ”这句话。

(答案：(1)开头一句话含两个层次：前一层次介绍醉翁亭的
环境美;后一层次介绍醉翁亭的得名，其中跟文章脉络关系最
为密切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2)中间两段描写醉翁亭的景色，也可以分两层;第一层写 ，
先用“ ”一词领起，后用“ ”总收一笔。第二层写，先
用“ ”一词表示这一层的内容跟前一层是并列的，然后依次
写了 、 、 和 四项内容。这四项内容是为结尾“ ”三个字



作铺垫，又以“太守醉”一句照应第一段“ ”这句话。

(答案：(2)中间两段描写醉翁亭的游乐，也可以分为两层：
第一层写山间朝暮四季不同景色之乐，先用“若夫”一词领
起，后用：“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也”总收一笔。第二层写太守众宾、游人之乐，先用“至
于”一词表示这一层的内容路前一层是并列的，然后依次写
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四项内容。这四项内容
是为结尾“太守醉”三个字作铺垫，又以“太守醉”一句照
应第一段“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
自号曰醉翁也”这句话。)

(3)结尾部分也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写 ，第二层写 ，这两
层中间用“ ”一词表示语意的转换。结尾部分用“ ”这句
话，把“醉”和“乐”统一起来，点明了全文的主旨。

醉翁亭记中从哪两个方面描摹了酿泉篇七

阅读文段，回答问题。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
暮也。//pgn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
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亦无穷也。

1.解释文段中加粗词语，错误的一项是（文言词语要掌握！）

[　 ]

a.霏：雾气

b.暝：昏暗

c.阴：绿阴



d.洁：清洁

2.对文段中内容分析错误的一项是（文意要清楚！）

[　 ]

a.“日出而林霏开”是早晨之景。

b.“云归而岩穴暝”是傍晚之景。

c.“野芳发而幽香”是春天之景。

d.“水落而石出者”是秋天之景。

（2001年广州市中考试题）

思路分析与详解

1.d

“风霜高洁”中的“洁”是洁白的意思，而不是清洁的意思。

2.d

“水落而石出者”描写的是冬天的景色，而不是秋天的景色。

上一篇：《醉翁亭记》导学练讲学稿

下一篇：《醉翁亭记》课堂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