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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一

长亭送别.

哈市高中新课改教学大赛参赛.教案

科目语文课题

教师韩冰学校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课型讲读课年级高二日期2003年9月20日

教龄8年年龄31岁职称中教一级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欣赏《长亭送别》中情景交融、充满诗情
画意的艺术

境界；

鉴赏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融古代诗词与民间口语为一体的
富于文采的曲词；

学习本文善于化用或借用古代诗词的方法。



2、能力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对文章感情的感悟能力；

培养学生深入探究主题的能力；

3、思想教育目标：结合时代背景，透视《西厢记》的爱情观，
体会本文

的进步意义。

教学重点：欣赏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教学难点：艺术形象崔莺莺的社会意义。

教学方法：讨论探究法

辅助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导语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往今来，最动人的文字是离
别的文字，最难写的文字也是离别的文字。也许一个故事并
不能深深打动人，但几句诗词却可以臻其妙境。《西厢记》
就是这样一部迷人的诗剧。

《长亭送别》中的曲词或情景交融，或化用诗句，或借用典
故，或特写情态，画尽世间有情人缠绵辗转难舍难分的离愁
别恨。

二、质疑与解疑

《西厢记》语言美，故事美，人物也美，无论是张生的钟情
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的热情之美，皆清丽夭矫，沁
人心脾。在我们节选的剧中，还有一个人，她的语言动作不



多，看似次要，实际上却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少了她，
《西厢记》就没有了矛盾冲突，没有了波澜起伏，故事也就
变得索然无味。这个人就是――老夫人。

1、有关她的言语行动主要在节选的第二部分――临行饯别，
请同学们找到并阅读有关部分，结合具体文字分析老夫人的
心理和思想观念。

安排座位――不承认崔张二人的夫妻关系

“辱没”――蔑视张生，封建等级观念

“重功名，轻爱情”

催促敬酒――想尽快结束饯别宴

明确：从老夫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大部分人心
中的婚姻爱情观，那是一种功名利益之余的闲情，可有可无。

2、在那重功名轻爱情的社会中，贵为相国千金的莺莺对白衣
秀士张生除了离愁之外还有怎样的感情和心理？表现出她怎
样的心理观念？结合课文语句谈一谈。

举案齐眉的渴望重爱情

一往情深的坚贞轻名利（板书）

明确：分析人物性格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把功名利益
作为爱情婚姻的基础，这是在当时社会得到认同的一种观点，
崔莺莺却反其道而行，这显然是叛逆的，并且她反叛的绝不
仅是一种观念，还有那观念背后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正因
为如此，崔莺莺的形象在文学史中才那么光辉耀目。

关心――旅途风霜



担心――考不中状元不归

停妻再娶妻

4、既然是两情相悦心灵投合的爱情，为什么莺莺又有这样的
担心？

明确：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在当时的社会，始乱终弃的例子不胜枚举。汉代有一位遭遗
弃的女子用从一到万的数字串联起自己的凄凉心境，希望借
此感动负心的.丈夫。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
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眼望
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我为男。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点明了这种状况的根源就是“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的社会不改变，那被遗弃的女子除了思念，除了辗
转，除了痛苦，除了等待之外，便只有深深的哀怨，而哀怨
又注定了与事无补。所以莺莺在临别时的句句叮咛中流露出
那么多的忧虑，那么多的惶恐，那么多的无奈与愁苦，而这
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没有把握，不能自主。

无法自主的愁苦反礼教（板书）

小结：如果等级门第不再森严，张生便不必跋涉千里，为娶
妻求取功名；

如果男尊女卑不复存在，莺莺便没有了临别前忧心将来，满
怀愁苦与无奈。

观念总是先于制度产生的，在变革中伴随着阵痛。崔张的爱



情发生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他们有对爱情自由
与婚姻自主的渴望，就注定了他们满怀愁绪。莺莺的离愁别
恨固然反映了她对爱情的执著，同时也是她对不能掌握自身
命运的悲哀和抗争，不应理解为单纯的儿女情长。

5、对主题的深入分析探讨

将《西厢记》的结局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的结局进
行对比分析，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爱情观。

唐代元稹在他的《会真记》结尾写道，张生没有考中状元，
名落孙山，他反省说莺莺是天生尤物，红颜祸水，是能让沾
上她的人亡国亡身的灾祸。于是将她遗弃另娶。

王实甫在《西厢记》第五本中安排张生中状元回来迎娶莺莺
的情节。

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和爱情观。

明确：歌颂自由爱情，体现“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
主题，具有反封建的思想。

同时，作者以张生中了状元来换取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也是
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妥协。

三、结束语：《西厢记》写才子佳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却又跳出一般风花雪月的局限，反映了崭新的爱情观。提
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的婚姻理想；歌颂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自由爱情，
这是《西厢记》高于历代崔张爱情为内容的作品，也高于同
时代其他爱情剧的地方，他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红楼梦》
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评论《西厢记》“词藻警人，余香满
口”，所继承和称赞的也是这种精神。



板书西厢记•长亭送别

王实甫

举案齐眉的渴望重爱情

一往情深的坚贞轻名利

无法自主的愁苦反礼教

[1]

长亭送别.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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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送别.

哈市高中新课改教学大赛参赛.教案

科目语文课题

教师韩冰学校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课型讲读课年级高二日期9月20日

教龄8年年龄31岁职称中教一级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欣赏《长亭送别》中情景交融、充满诗情
画意的艺术

境界；



鉴赏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融古代诗词与民间口语为一体的
富于文采的曲词；

学习本文善于化用或借用古代诗词的方法。

2、能力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对文章感情的感悟能力；

培养学生深入探究主题的能力；

3、思想教育目标：结合时代背景，透视《西厢记》的爱情观，
体会本文

的进步意义。

教学重点：欣赏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教学难点：艺术形象崔莺莺的社会意义。

教学方法：讨论探究法

辅助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导语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往今来，最动人的文字是离
别的文字，最难写的文字也是离别的文字。也许一个故事并
不能深深打动人，但几句诗词却可以臻其妙境。《西厢记》
就是这样一部迷人的诗剧。

《长亭送别》中的曲词或情景交融，或化用诗句，或借用典
故，或特写情态，画尽世间有情人缠绵辗转难舍难分的离愁
别恨。



二、质疑与解疑

《西厢记》语言美，故事美，人物也美，无论是张生的钟情
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的热情之美，皆清丽夭矫，沁
人心脾。在我们节选的剧中，还有一个人，她的语言动作不
多，看似次要，实际上却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少了她，
《西厢记》就没有了矛盾冲突，没有了波澜起伏，故事也就
变得索然无味。这个人就是――老夫人。

1、有关她的言语行动主要在节选的第二部分――临行饯别，
请同学们找到并阅读有关部分，结合具体文字分析老夫人的
心理和思想观念。

安排座位――不承认崔张二人的夫妻关系

“辱没”――蔑视张生，封建等级观念

“重功名，轻爱情”

催促敬酒――想尽快结束饯别宴

明确：从老夫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大部分人心
中的婚姻爱情观，那是一种功名利益之余的闲情，可有可无。

2、在那重功名轻爱情的社会中，贵为相国千金的莺莺对白衣
秀士张生除了离愁之外还有怎样的感情和心理？表现出她怎
样的心理观念？结合课文语句谈一谈。

举案齐眉的渴望重爱情

一往情深的坚贞轻名利（板书）

明确：分析人物性格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把功名利益
作为爱情婚姻的基础，这是在当时社会得到认同的一种观点，
崔莺莺却反其道而行，这显然是叛逆的，并且她反叛的绝不



仅是一种观念，还有那观念背后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正因
为如此，崔莺莺的形象在文学史中才那么光辉耀目。

关心――旅途风霜

担心――考不中状元不归

停妻再娶妻

4、既然是两情相悦心灵投合的爱情，为什么莺莺又有这样的
担心？

明确：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在当时的社会，始乱终弃的例子不胜枚举。汉代有一位遭遗
弃的女子用从一到万的数字串联起自己的凄凉心境，希望借
此感动负心的.丈夫。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
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眼望
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我为男。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点明了这种状况的根源就是“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的社会不改变，那被遗弃的女子除了思念，除了辗
转，除了痛苦，除了等待之外，便只有深深的哀怨，而哀怨
又注定了与事无补。所以莺莺在临别时的句句叮咛中流露出
那么多的忧虑，那么多的惶恐，那么多的无奈与愁苦，而这
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没有把握，不能自主。

无法自主的愁苦反礼教（板书）

小结：如果等级门第不再森严，张生便不必跋涉千里，为娶
妻求取功名；



如果男尊女卑不复存在，莺莺便没有了临别前忧心将来，满
怀愁苦与无奈。

观念总是先于制度产生的，在变革中伴随着阵痛。崔张的爱
情发生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他们有对爱情自由
与婚姻自主的渴望，就注定了他们满怀愁绪。莺莺的离愁别
恨固然反映了她对爱情的执著，同时也是她对不能掌握自身
命运的悲哀和抗争，不应理解为单纯的儿女情长。

5、对主题的深入分析探讨

将《西厢记》的结局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的结局进
行对比分析，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爱情观。

唐代元稹在他的《会真记》结尾写道，张生没有考中状元，
名落孙山，他反省说莺莺是天生尤物，红颜祸水，是能让沾
上她的人亡国亡身的灾祸。于是将她遗弃另娶。

王实甫在《西厢记》第五本中安排张生中状元回来迎娶莺莺
的情节。

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和爱情观。

明确：歌颂自由爱情，体现“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
主题，具有反封建的思想。

同时，作者以张生中了状元来换取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也是
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妥协。

三、结束语：《西厢记》写才子佳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却又跳出一般风花雪月的局限，反映了崭新的爱情观。提
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的婚姻理想；歌颂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自由爱情，
这是《西厢记》高于历代崔张爱情为内容的作品，也高于同



时代其他爱情剧的地方，他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红楼梦》
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评论《西厢记》“词藻警人，余香满
口”，所继承和称赞的也是这种精神。

板书西厢记•长亭送别

王实甫

举案齐眉的渴望重爱情

一往情深的坚贞轻名利

无法自主的愁苦反礼教

[1]

长亭送别.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三

雁阵南飞，谱奏一曲离殇

黯然销魂，唯有别时

柳丝纤长，却无法系住载你远行的马儿

疏影斜林，亦挂不住徐徐下落的红日

想那秦淮河畔，最是成双成对

看如今衰柳长堤，萋萋满别情

我恨，恨达达的马蹄声踏碎这一世情缘

我怨，怨天人不得相守共婵娟



闻君“珍重”，人比黄花瘦

明日，谁烧高烛照红妆

锦绣仕途，金榜题名，不过虚妄

只愿与君比翼连枝互诉衷肠

人生路漫漫，花容为君减

只恐君离去，拆泪成两行

胭脂泪，留人醉

几时能与君重逢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呈贡一中高三：何淑媛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四

(一)知识教学点

1．与《窦娥冤》一文的学习相结合，进一步了解元杂剧的特
点与成就。

2．鉴赏富于文采的曲词：(1)运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生动
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特征；(2)善于化用或借用古代诗
词的语句乃至意境。

3．欣赏崔莺莺的形象，了解本课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
特点。

(二)能力训练点

1．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

2．体味剧作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鉴赏剧作富于文采的语言。

(三)德育渗透点

认识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四)美育渗透点

把握、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鉴赏剧作曲词的音韵
美和体会其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1．从分析情节入手，了解莺莺的心理变化，从而准确把握人
物思想性格。按情节可把全折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赴长
亭路上的场面。通过三支曲子，写出莺莺为离别而愁苦怨恨
的心境。第二部分是长亭饯别的场面，通过八支曲子，写出



崔、张二人缠绵依恋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态、心理，突出了莺
莺重爱情而轻名利的反抗精神。第三部分是临别叮嘱的场面，
用六支曲子写出莺莺对张生的关心与担心，关心的是他身体，
担心的是他考中后“停妻再娶妻”，进一步表现莺莺对功名
利禄的轻视。第四部分是分手后的场面，用两支曲子，写出
莺莺目送张生依依难舍的情景和离别后的痛苦。

2．选择几支曲子，反复诵读，了解所用的修辞方法，品味其
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可把几支描写秋天景色的曲子[端正
好][脱布衫][一煞]集中起来读，然后作两种比较：一是与毛
泽东《沁园春·长沙》中描写秋景的诗句对比，看看所选取
的景物和表达的情感有何不同；二是将这三支曲子描写的景
象对比，看看景物特点和表达的气氛有何不同。

(一)重点、难点

把握、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鉴赏剧作曲词的音韵
美和体会其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二)解决办法

为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应在疏理剧情的基础上，重点赏读
若干支曲词，通过诵读、比较，让学生掌握有关知识，进行
文学鉴赏的训练。

2课时

1．第一课时，要求学生梳理剧情，并重点赏读这出戏开头的
三支曲词和结尾处[一煞]、[收尾]两支曲词，体会曲词情景
交融的艺术特点。

2．第二课时，重点赏读自[脱布衫]至[二煞]共十四支曲词，
体会曲词中反映的莺莺的心理活动，并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



第一课时

(一)明确目标

1．大致了解剧作及课文节选的这一折戏。

2．重点赏读[端正好]、[一煞]、[收尾]和[叨叨令]等几支曲
词，体会其情景交融的抒情美。

(二)整体感知

《长亭送别》是《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三折，《西厢记》共
五本二十一折，这在元杂剧中是颇为少见的(全剧剧情可参看
课本题解)，《长亭送别》也是全剧最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
之一。随着剧情的发展，莺莺终于克服了身心解放要求与封
建精神桎梏的矛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张生私下结为夫
妻。但接下来便是老夫人逼张生赶考，并说考不取功名
便“休来见我”，崔、张爱情又面临新的威胁。无奈中张生
只好起程“上朝取应”。这场送别戏共有十九支曲文，由莺
莺主唱，既是塑造莺莺形象的重场戏，也充分体现了王实甫
剧作情景交融、富于文采的特点。

(三)教学过程

1．导入：《西厢记》是脍炙人口的艺术杰作，同学们是从什
么时候起知道这部作品的?读过哪些与《西厢记》有关的书，
是否欣赏过相关的影视戏曲作品?(学生可自由作答，能引入
课文学习的正题即可。)

2．梳理剧情：《长亭送别》写莺莺、红娘、老夫人到十里长
亭送别上京赶考的张生，莺莺是最重要的剧中人，据此可把
课文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叨叨令]结束)：赴长亭途中



第二部分(承上至[四边静]之前)：长亭别宴

第三部分(承上至“小生又生此念”)：临别叮咛

第四部分([一煞]至此折剧终)：长亭别后

3．赏读曲词[端正好l全曲共六句二十五字，可要求学生先背
诵，后作赏析。

提问：这支曲子在修辞上有什么特点?是怎样渲染出剧中主人
公的离愁别恨的?

(曲子句式既整饬又参差错落，前3个三字句构成对偶、排比。
后又各有一个四字句、七字句和五字句。前四句一句一景，
点明送别的季节，以景衬情。后二句用设问手法，说是“离
人泪”“染霜林醉”，一“染”一“醉”，写得极有分量。
沟通了景与情的联系，使大自然的景物融人凝重的离愁，创
造了委婉深沉、令人感伤的悲凉意境。)

4．与[端正好]对比，赏读剧本末尾的[一煞]、[收尾]

提问：和[端正好]一样，[一煞]和[收尾]也是情景交融、借
景抒情的。王季思教授评点这两支曲子时说：“末二曲写张
生去后莺莺的怅惘情景，景中有人、有情，虚情实写，正语
反诘，俱臻妙境。”试说说你对这段评语的理解。

(“虚情实写”，就是寓情于景，借生动的景物来传情。这两
支曲子写夕阳残照、青山疏林、淡烟暮霭、秋风马嘶，我们
仿佛看到莺莺满怀凄楚，怅然痴立，目送张生转山坡、出疏
林，“离愁渐远渐无穷”，此时的满目秋景，都是莺莺悲凉
心境的外化。《收尾》的末句“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
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便是“正语反诘”，即用反问句抒写
心境。比之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的正面直说，更显得激越真切。)



5．与以上三支曲子对比，赏读[滚绣球]和[叨叨令]

([滚绣球]仍是莺莺的内心独白，借去长亭途中的景物，从正
面刻画莺莺与张生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叨叨令]由红
娘的问话引发，叙说动身前无心打扮的原因，没想今后孤凄
的生活情景。关于曲词的评价，[端正好]、[一煞]等化用唐
诗宋词精美语句固然堪称“绝妙好辞”，而[滚绣球]、[叨叨
令]亦各有特色。这两支曲子使用对偶、排比、夸张等修辞手
法，写得也很生动真切；同时，又更多地融口语人曲，语言
通俗，才能使演员宜于演唱，听众容易接受，雅俗共赏。[叨
叨令]多用叠词、衬字，更能体现口语化的音韵美。有时委婉
含蓄，有时尽情倾泻，两种曲子风格各异而能统一，正是王
实甫才具超群之处，不必硬性分出高下。)

(四)总结、扩展

本课时我们只重点赏读了五支曲子，对课文华美典雅、富于
文采的语言已多有领会。王实甫是酿造气氛、描摹环境的圣
手，他描绘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有使人感泣的魅力；他
又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曲词艳丽典雅，又自然流利，毫不矫
揉造作。下一课时，我们将进一步赏读其余曲词。

(五)课后作业

1．复习已讲析、讨论的五支曲子，进一步作吟诵体味。

2．诵读自[脱布衫]至[二煞]等十四支曲子，体会其中反映出
的莺莺的心理活动与思想性格。

第二课时

(一)明确目标

与前一课时的内容相结合，本课时重点赏析课文二、三部分



的曲词，进一步把握曲词的艺术特色，并对莺莺这一形象作
分析评价。

(二)整体感知

与课文一、四部分不同，二、三部分都是写莺莺、张生在长
亭别宴上的表现。张生赶考，莺莺送别，表现了二人之间的
真挚爱情，更反映出莺莺的痛苦心情和叛逆性格。对此，应
通过曲词的赏析，用心体会。

(三)教学过程

1．学生吟诵、赏读曲词，教师作适当解说。

2．进行课堂讨论。

(在叙事抒情中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如[脱布衫]的“下西风
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把整个离宴用萧条气氛笼罩
起来，使秋境与离情统一。又如[四煞]的“泪添九曲黄河溢，
恨压三峰华岳低”，黄河与西岳华山，也被用来做离愁别恨
的陪衬。还有[四边静]的“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把席
残人散、两人相别的人物活动包容在苍山落照的秋景之中，
气象阔大，使人如在画里，历历在目。)

(在莺莺心目中，金榜题名，并不是爱情的前提与基础。如
在[朝天子]中，她称上朝应考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拆鸳鸯在两下里”，在[二煞]中说“你休忧‘文齐福不
齐’”、“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在[幺篇]中
说“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些言语，与老
夫人汲汲于功名的态度形式鲜明对比，是莺莺叛逆性格的体
现。)

问题讨论三：虽然张生一再表白自己不会再在异乡拈花惹草，
但莺莺却总担心他“停妻再娶妻”，故而一再试探、叮咛，



莺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妇女
地位低下，始乱终弃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作为《西
厢记》故事雏形的《会真记》(唐元稹作)和《莺莺歌》(唐李
绅作)，都将张生描写为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莺莺的离愁别
恨，固然反映她对爱情的执著，同时也是她对不能掌握自身
命运的悲哀和抗争，而不只是单纯的儿女情长。)

问题讨论四：课文二、三部分的十四支曲子中，细节生动，
描摹逼真处甚多，试举你最喜欢的曲子作说明。

(此题无统一答案，可由学生自由发挥。如[满庭芳1、[快活
三]、[朝天子]的细节描写，[耍孩儿]、[四煞]的夸张对比等，
都很突出。)

(四)总结、扩展

《西厢记》既有曲折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有华
美典雅的语言，称它能代表元杂剧的最高成就，绝非过誉之
词。而且，不仅《红楼梦》中的宝、黛爱读《西厢记》，今
天读它也还有现实意义。当代著名作家李存葆，便为《西厢
记》写下了他感悟人类情爱的长篇散文《飘逝的绝唱》。

问题讨论：

(社会丑恶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隐晦，自然也不要夸
大。让年轻人早一些接触“爱情观”问题亦无坏处，可避免
他们在独立面对生活时的迷失。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
一，引导青年人珍惜它，有利于他们美好情操道德的形成与
坚守。)

(五)课后作业

1．选择最喜欢的一支或几支曲子，背诵出来，并把它改写成
现代诗。



2．课后阅读《西厢记》全剧剧本。

3．阅读李存葆《飘逝的绝唱》，写一则读书笔记。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五

是你让我们明白知识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希望，是你让我们理
解，是你帮我们打造遍地书香四溢，只要同心协力，小小的
村落也能丰富的世界。

——题记

宁德，屏南县的一个大山中。是深冬，它肃杀凋零，如天鹅
绒般的残雪随着刺骨的寒风刮得生疼，却给人一种深沉素雅
的视觉。翩然起舞的残雪落在挺拔的松树枝叶上，松树后有
坐落着一排排毫不起眼的红墙瓦房，这是一所乡村的中学。

犹曾记得刚从福师大毕业后小庄老师，毅然选择来到这偏僻
的村落支教。当他风尘仆仆的赶到这小小的村落，看到每一
张都带着纯真面孔的微笑，即便是支教有在多的苦难，他都
能够咬咬牙坚持下去。

在这人烟稀少的村落里，每每烟雾袅袅，有一抹慈祥中带着
威严的伟岸身影站在瓦房门口，那就是他小庄老师。他脖子
上裹着一条早已看不出颜色的围巾，穿着勉强合身的羽绒服
站在学校门口招呼着来校的学生。比猫头鹰晚睡，比鸟儿早
起的他，仍是一大清早带着微笑来授课。

透过旧式的铁窗户望去，小庄老单手托着历史课本，本能的
凝视着此刻正倒头大睡的某位同学，双眸中带着些许凌厉。
其他的同学都面面相觑，猜测小庄老师或许是发火了。那一
刻，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森冷的寒气直接倾袭而入。他推了
推眼镜框，脸上写满了无奈，摊了摊双臂，沉吟道：“当老
师不能误人子弟”他总爱用那句口头禅来教育一些叛逆的学



生，他来这儿支教用行动、用付出的一切来感化他们。

当天山里的夜晚，寒意逼仄着前往深林里的小庄老师，他仍
是惦记着课堂上打瞌睡的那位阿崽同学。据村名口中得知，
阿崽的家穿过深林，走到那条巍峨却难以行走的山顶上，那
便是阿崽的家。好不容易穿过深林，那弯弯曲曲的山顶却如
同九曲回廊般，兜兜转转，脚下却又布满了荆棘。那夜，脚
印深深浅浅，落在泥泞的路上，显得这路极为难走。城里的
人几乎用不着手电筒儿，然而在黑魆魆夜晚只能有个大概，
几乎也是摸索上去的。

刚到山顶，让小庄老师冷不丁的打了个寒颤，这山上的条件
太差了。他自顾自得呢喃着。小庄老师敲了敲门，来开门的
是阿崽的母亲，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阿崽的母亲是个十足
十足的农村女人，客客气气的将小庄老师迎了进去。用土墙
砌成的房屋，静静的能聆听出雨水滴答落在滴答落在瓷盆上
的家具，无非是些用原是木头拼成的一套桌椅，还有那一张
刺眼的旧式木床，便没有多出来的东西了，这是让小庄老师
他对于家徒四壁的深切体会。

床之上，一张很薄很厚重棉被裹在一个人身上，根本抵挡不
住纸糊窗户迎来的寒风。那瘦小颤抖的身板，深深地刺痛了
小庄老师的心底。阿崽的母亲似是看出了他的疑惑，苦笑的
告诉他。阿崽生病了，所以才会在课堂上打瞌睡。这不，山
里的条件差别说找医生，买个感冒药都难。生姜一般是有的，
煮点汤喝下，出出汗，这是这边人常用治感冒方法。怪不得，
怪不得阿崽在课堂上打了瞌睡，原来是感冒了有一个坚定的
信念在他心底里深深扎跟：教好这些小孩，让他们能考上大
学，走出大山去！

离开时，他小心翼翼的将纸条放在阿崽的床头。纸条里的字
令醒来后的阿崽，顿时润湿了绵密的睫毛。

村中的十里长亭，那一幕幕赫然印在脑海中，村民们依依不



舍含泪将他送到送到那里

已经五年了，那是他曾支教过的地方。

那泥泞的路上，有着他的影子；那窗前一叠叠厚重的书本，
有他留下的淡淡书墨香；严寒酷暑的烟云袅袅中，有他永不
磨灭的微笑；窗前的几大盆豆芽儿，渐渐的探出了芽孢，那
是他亲手种下的蔬菜。他每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痕迹，
遍布在我们世界中。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六

云天碧碧，黄花纷纷落满地。西风萧瑟，北雁南飞无颜色。
老马在长亭咀嚼枯草，它很快就要驮着断肠人离开这令人留
恋的地方，踏尽风雪，去独诉愁苦。

十里长亭，夫人安排筵席，尽管桌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
但桌上食物凉十分，却无心食。夫人与长老恭候多时，张生
与小姐才无奈来到，只见小姐松了金钏，减了玉肌，形容枯
槁，面颜憔悴，她却无意去淡妆浓抹。

张生和长老坐，小姐亦坐其旁。红娘取酒来，斟满酒杯，尔
后拿草喂老马，此时老马咀嚼不仅仅是草，还有是辛酸的离
愁别绪。夫人对张生云："张生，大丈夫志在四方，你上京赴
考，待金榜题名时，是我女儿莺莺嫁你之时。"话毕，张生作
辑，云："小生凭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也。"长老起而言："
夫人此言差矣，张生不是落后之人。"几人端起酒杯，一口饮
尽，冷酒灌入愁肠，泪水早已酝酿许久。

西风起，黄叶纷飞，寒烟氤氲，衰草萋迷。小姐端起酒杯，
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云："请吃酒!"张生亦端杯，两人对视
俄倾，把酒饮尽，双双把头低，长吁气。在一旁的老马知道
他们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老马也老泪纵横，它深知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



说说!日渐垂西山，离别更恨此日短，张生停杯投箸不能食，
恨愁塞满肠胃。

张生推整素罗衣，准备起程。夫人辆起车儿，先离去。张生
辞别长老，长老云："一切尽在无言中，愿君鞍上保重。从今
无心诵经，专听君状元及第声。归来后，做亲的茶饭少不了
贫僧。"话毕，长老亦离去。

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张生与莺莺两意徘
徊，久久不肯离去，任尔天色漆黑。两人却忆起花前月下，
人约黄昏后的信誓旦旦、你卿我侬。莺莺云："张生，此行得
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不可栖迟异乡，怜取意中人，弃掷意
中人。"张生对曰："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小姐此念差
矣，吾今生惟怜你一人者。"莺莺嘱托再生，愿张生一路平安，
既想让张生早早赶路，又恐今后终不得见。

老马驮着断肠人，无奈地走在秋叶满地的古道，即便老马不
愿离去，但走着走着，终被淡烟暮霭相遮蔽，消失在青山疏
林中。暮色早已黑，莺莺则刚要离开这无人语的夕阳古道，
禾黍秋风偏送来嘶哑的马叫声，牵连着莺莺的心的张生还未
走远，莺莺的相思泪早已夺眶而出。

红娘云："小姐，怕夫人担心，我们归家去。"莺莺登上马车，
坐在车厢里，唱："也么哥，也么哥，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
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秋风仍旧亵玩着长亭，长亭上的
杯盘也被秋风摔得粉碎。枯叶死抱香气缠枝头，却被乌鸦这
悲剧的哀嚎者的叫声震落。还有那深浅不一的马啼印也被秋
风磨平，似乎要湮灭这次离别的记忆，让人间继续悲欢离合
吧。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七

叶之落，花之谢。一年年的冬天如往昔一样，搀杂着寒风在
飞舞的雪花中扰乱了我的思绪。如今的我已年近二十，但我



还是站在长亭的这头看着望不到尽头的那头。

多少次都只能默默的'叹息，看着那些浮华的岁月在动荡的青
春中流逝，不觉间白发成为了过去唯一的印记。我为何守着
这短短的长亭？又是为何在长亭之中痛苦和悲伤？我无法放
手曾经的种种情素，我也无法抛弃过去的所有记忆，所以我
只能站在这头而不能走向那头。只有在长亭下守护着那些我
所珍藏的美好，让满枝的绿叶化为蝴蝶带着它们传递向远方
的朋友。有很多东西都是被时间悄悄的带走，只有这个长亭
依旧庇护着我这个失路之人。我无法随着时间前进，只有在
这里静静的等着他，她，它的到来和里区。那些曾经的过客
现在也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归宿，而对于我这个自我的放逐
者，这长亭便是我无法舍弃的壳。我在这个壳中守侯着流逝
的光阴，把记忆的碎片拼织之后再次破碎，在回忆和前进中
成长。没有人会知道我的长亭为谁而守，也没有知道长亭之
中的为身为何人。只有夕阳下那蹒跚的背影才能连接起我的
过去和将来，验证我们还有那斩不断的牵连。时间也许会改
变，但地点却从未变过，因为我一直守护在这长亭之中。十
年如一日，百年如一日，万年如一日，我将永远守侯在这无
法醒来的梦中。江南也好，塞上也罢，只为与这从未改变的
长亭共守。默默的等待着，默默的等待着……我总是一个人
站在长亭之中，看着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
淡漠，我所守侯的只是这长亭深处的宁静与平淡。一口清水，
一杯薄茶，一壶烈酒。由有无味到有味再从有味到无味，长
亭之中的我慢慢品味着人生的三种味道。青年的激情似火，
壮年的成熟深邃，老年的淡看风云。三味过后已是暮鼓晨钟
的我以近伴随着长亭。从未离开，也从未如此想过。守侯着
朝阳的升起，守侯着夕阳的隐隐落下，此生的一切都在这长
亭伴随中成为淡淡过去。时间将记忆风化，把长河断流，让
千古的文明掩盖于大漠无尽的黄沙之下，在时间的面的我只
是唯一却不是永恒。我无法到达时间开始的地方，也无法跨
越万年的时光直到世界的尽头。

可是这长亭却永远的存在着，在无尽的岁月里将所有人的信



念与情素寄存，让身为守护着的我们随着它的辉煌与黯淡直
到时间的尽头。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八

（一）知识目标

1．进一步了解元杂剧的特点与成就。

2．了解本课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特点。

（二）能力目标

1．把握剧情，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

2．体味剧作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鉴赏剧作富于文采的语言。

（三）德育目标

认识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学习重点

在疏理剧情的基础上，重点赏读若干支曲词，通过诵读、比
较，让学生掌握有关知识，进行文学鉴赏的训练。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九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与《窦娥冤》一文的学习相结合，进一步了解元杂剧的特



点与成就。

2．了解本课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特点。

（二）能力目标

1．把握剧情，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

2．体味剧作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鉴赏剧作富于文采的语言。

（三）德育目标

认识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二、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把握、鉴赏女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鉴赏剧作曲词的音韵美和
体会其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为突出
重点，突破难点，应在疏理剧情的基础上，重点赏读若干支
曲词，通过诵读、比较，让学生掌握有关知识，进行文学鉴
赏的训练。

三、课时安排2课时

四、学生活动设计

1．第一课时，要求学生疏理剧情，并重点赏读这出戏开头的
三支曲词和结尾处《一煞》、《收尾》两支曲词，体会曲词
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2．第二课时，重点赏读自《脱布衫》至《二煞》共十四支曲
词，体会曲词中反映的莺莺心理活动，并理解人物的思想性
格。



五、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整体感知

《长亭送别》是《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三折，（《西厢记》
共五本二十一折，这在元杂剧中是颇为少见的。全剧剧情，
可参看课本题解）也是全剧最为脍灸人口听精彩片断之一。
随着剧情的发展，莺莺终于克服了身心解放的要求与封建精
神桎梏的矛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张生私下结为夫妻。
但接下来便是老夫人逼张生赶考，并说考不取功名便“休来
见我”，崔、张爱情又面临新的威胁。无奈中张生只好起
程“上朝取应”。这场送别戏共有十九支曲文，由莺莺主唱，
既是塑造莺莺形象的重场戏，也充分体现了王实甫剧作情景
交融、富于文采的特点。

二、教学过程

（学生可自由作答，能引入课文学习的正题即可。）

2．疏理剧情：《长亭送别》写莺莺、红娘、老夫人到十里长
亭送别上京赶考的张生，莺莺是最重要的剧中人，经过的时
间线索。度依据送，把课文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叨叨令”结束}：赴长亭途中

第二部分{承上至“四边静”之前}：长亭别宴

第三部分{承上至“小生又生些念”}：临别叮咛

第四部分{“一煞”至此折剧终}：长亭别后

明确：曲子句子式既整饬又参差错落，前3个三字句构成对偶、
排比。后又各有一个四字句、七字句和五字句。前四句一句



一景，点明送别的季节，以景衬情。后二句用设问手法，说是
“离人泪”“染霜林醉”，一“染”一“醉”，下得极度有
分量。沟通了景与情的联系，使大自然的景物融入凝重的离
愁，创造了委婉深沉、令人感伤的悲凉意境。

4．与《端正好》对比，赏读剧本末尾的《一煞》、《收尾》。

提问：和《端正好》一样，《一煞》和《收尾》也是情景交
融、借景抒情的。王季思教授评点这两支曲子说：“末二曲
写张生去后莺莺的怅望情景，景中有人、有情，虚情实写，
正语反诘，俱臻妙境。”试说说你对这段评语的理解。

明确：“虚情实写”，就是寓情于景，借生动的景物来传情。
这两支曲子写夕阳残照、青山疏林、淡烟暮霭、秋风马嘶，
我们仿佛看到莺莺满怀凄楚，怅然痴立，目送张生转山坡、
出疏林，“离愁渐远渐无穷”，此时的`满目秋景，都是莺莺
悲凉心境的外化。《收尾》的末句“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
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便是“正语反诘”，即用反问
句抒写心境。比之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舟，载不动许多
愁”的正面直说，更显得激越真切。

5．与以上三支曲子对比，赏读《滚绣球》和《叨叨令》。

明确：《滚绣球》仍是莺莺的内心独白，借去长亭途中的景
物，从正面刻画莺莺与张生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叨
叨令》由红娘的问话引发，叙说动身前无心打扮的原因，设
想今后孤凄的生活情景。

关于曲词的评价：《端正好》、《一煞》等化用唐诗宋词精
美语句固然堪称“绝妙好辞”，而《滚绣球》、《叨叨令》
亦各有特色。这两支曲子使用对偶、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
写得也很生动真切，同时，又更多地融口语入曲，语言通俗，
才能使演员宜于演唱，听众容易接受，雅俗共赏。《叨叨令》
多用叠词、衬字，更能体现口语化的音韵美。有时委婉含蓄，



有时尽情倾泻，两种曲子风格各异而能统一，正是王实甫才
具超群之处，不必硬性分出高下。

三、总结、扩展

本课时我们只重点赏读了五支曲子，对课文华美曲雅、富于
文采的语言已多有领会。王实甫是酿造气氛、描摹环境的圣
手，他描绘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有使人感泣的魅力；他
又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曲词艳丽曲雅，又自然流利，毫不矫
揉造作。下一课时，我们将时一步赏读共余曲词。

四、课后作业

1．复习已讲析、讨论的五支曲子，进上步作吟诵体味。

2．诵读自《脱布衫》和《二煞》等十四支曲子，体会其中反
映出的莺莺的心理活动与思想性格。

五、板书设计

剧情分析曲词赏读

（《端正好》至《叨叨令》）送别途中《端正好》：浓色重
彩以景写情

（《脱布衫》至《朝天子》）长亭别宴《滚绣球》：借景抒
情哀婉动人

（《四边静》至《二煞》）临别叮咛《叨叨令》：口语入曲
通俗真切

（《一煞》至《收尾》）长亭别后《一煞》、《收尾》：虚
情实写正语反诘

第二课时



一、整体感知

与课文一、四部分不同，二、三部分都是写莺莺、张生在长
亭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原文篇十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离别是古老的门槛”，《长亭送别》
就是一出关于爱情、关于离别的戏曲。它缠绵悱恻，撩人心
弦，又哀愁凄美，催人泪下。能给人如此大的冲击，我觉得
其间“情景交融”这种手法的巧用功不可没。因此，我这堂
课的定位就是解读文本中以哀景写哀情的经典之处。

《长亭送别》这篇美文中“情景交融”之处很多，我抓住课
题中“送”、“别”二字将目光聚焦到【端正好】和【一
煞】、【收尾】处，以此将全文“情景交融”教学重点设
为“送时之景”与“别时之境”两大板块。第一板块教学，
以教师渲染为主，做成一个可供学生模仿改诗的部分；第二
板块以学生活动为主，构建一个能让学生自由发挥、尽情展
露的t台。而贯穿两大板块的一根红线就是莺莺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