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 初中语文醉
翁亭记复习教案(汇总8篇)

高三教案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安排，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并掌握知识。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编写二年级教案，这里
有一些经典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供您参考和借鉴。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一

一、课前诗歌默写。

二、出示复习目标。

三、复习过程：

1.学生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中的名句。

2.复习作家和作品背景，以及作品主题。

3.重要词语理解。

(学生分组回答)

(1)增其旧制：(2)横无际涯(3)朝晖夕阴：(4)大观：

(5)前人之述备矣：(6)山岳潜形：(7)薄暮冥冥：(8)翔集：

(9)岸芷汀兰：(10)长烟一空：(11)何极：(12)樯倾楫摧：

(13)郁郁：(14)把酒临风：(15)微斯人：(16)吾谁与归：

教师总结：复习文言文中的词语时，请大家注意通假字、古
今异义字、词类活用和一词多义字的区分和词义的掌握。不
同词性，不同的语境词语的意思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这里是



中考(4分题)的必考内容。

4.重点句子翻译。

(1)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2)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3)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

(4)至若青和景明，波澜不惊

(5)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6)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7)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8)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9)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1)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

(12)刻唐贤今人诗赋与其上

(13)微斯人，吾谁与归?

(学生抢答)

教师总结：中考文言文阅读中的翻译句子还是必考题。要求
我们要准确翻译出文言文句子的的意思。因此我们应该注意
以下问题：首先，要准确地理解原文，同时要用规范的现代



汉语译出来。准确地理解原文，是进行今译的基础。原文理
解错了，译文当然就不能准确。还有一点，古汉语的一些词，
有常见意义，也有特指意义，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要弄清楚
它究竟是什么意义。

例如，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这句中的“进”和
“退”，是特指在朝做官和免官下野，但是若不能正确理
解“进、退”的特指意义，那么翻译就会不正确。

对古汉语有了正确理解之后，还要能用现代汉把它译出来。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所以不少句子是可以一个字对一个字地翻译出来。这类句子
如果在翻译时增加了不必要的词语，或变动了词序，就会影
响译文的准确性。

6.文意理解。

(1)写迁客骚人“悲”、“喜”的句子分别是什么?

(2)描写微波时水面月光的句子是什么?

(3)描写无风时水中月影的句子是什么?

(4)表现作者关心国家大事的句子是什么?(表现进亦忧，退亦
忧的句子是什么?)

(5)“进”“退”分别照应什么?

(6)突出表达作者旷达胸襟的句子

(7)突出表达作者伟大的`政治抱负的句子

(与现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相似的句子。)

(8)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9)请从文中找出总写岳阳楼“大观”的语句。其中最有气势
的两个词是什么?

(10)赞美滕子京政绩的句子是什么?

(12)从空间角度描写岳阳楼雄伟景象的句子是：

(13)从时间角度描写岳阳楼景象的句子是：

(14)由“四面湖光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你
能想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两句话面对人生中成功的欢
乐和失败的痛苦，我们应拥有“”的心态。(用《岳阳楼记》
中原句答)

(15)在文中，“进”是指“”，“退”是指“”。

教师总结：理解课文的内容，也是中考必考的内容。对于山
水游记都是通过描写奇山异水，自然景观，从而表达作者的
思想感情的。所以理解文章内容时抓住两大要点复习：一是：
文章写景的名句理解，二是这类文章多是作者借景抒情，即
要很准确的把握作者在文章表达的感情。

7.课文内容总结：理清行文思路和具体层次内容。

教师要求学生复述各段大意并作简要概括：

第一部分叙事：第一段：记述重修岳阳楼的背景及作记的缘
由。

第二部分(二----四自然段写景抒情)：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
到登楼览物的心情。

第二段：描写洞庭湖雄伟壮丽的全景，并提出“览物之情得
无异乎”一问。(总)



第三段描写湖上久雨阴晦的凄凉景象，抒发迁客骚人登楼览
物的伤感心情。

第四段描写湖上春光明丽的欢快景象，抒发迁客骚人登楼览
物的喜悦心情。

第三部分(议论)第五段抒发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博大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
负。点明了文章的主旨。表达对腾子京的劝勉和归箴之意。

六。课堂强化训练。

七。课堂总结。

八：作业布置。

《岳阳楼记》参考背景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
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
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
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
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欺辱。范
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
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
也无恐惧。”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
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
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
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
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
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秋风送爽，月光明媚。
范仲淹把岳阳楼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早年随继父
在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读书，曾到过岳阳一带。如今
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
看她远衔青山，近吞长江，朝辉夕雾，气象万千。若在阴霍
天气登楼远望，人们常会有去国怀乡之叹，忧谗畏讥之感，
真是满月萧萧，无限悲凉。若遇阳春晴日登岳阳楼，便会觉
得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这些便是岳
阳楼胜景之大观。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
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
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
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
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
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
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
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
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
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
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
颂。全文如下：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
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
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
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
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
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
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
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



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
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
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
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
六年九月十五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
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
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
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
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
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
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岳阳楼记》复习练习

班级姓名

《岳阳楼记》选自，作者，北宋政治家、家，世称“”。

一。阅读文段回答下列问题。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
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
予作文以记之。

1、解释下列词语：

谪守：越明年



属予百废俱兴：

作文以记之.

夫胜状：

衔远山吞长江：

朝晖夕阴：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迁客

然则：于此

2、翻译句子。

(1)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

(2)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3)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
万千

(4)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3.文章开头两句，点明了重修岳阳楼的和主持其事的人。

“”字写出了好友政治上的失意。而“”和“”这两个字又
突出了滕子京政绩斐然。这表明作者对好友在遭贬谪后仍然
积极治理政事并取得成绩是十分赞赏的。

4.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背景是“”，

这段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缘由是：(用原文回答)



。作者对岳阳楼景色不作具体描写的原因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原文回答)

6.与“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相照应的语句是

7、“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原因是：

(用原文回答)

8.出自这两段的成语有：，，

二。阅读第文段回答下列问题。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
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
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
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词语解释：

若夫：霪雨：

霏霏：不开：

排空：隐耀：

潜形薄暮冥冥：

去国：忧谗畏讥

萧然：感极：



至若春和景明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

何极宠辱偕忘

2、翻译句子。

(1)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2)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
悲者矣。

(3)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4)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
答，此乐何极

(5)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
洋者矣。

3以上两段文字用的修辞手法有

以上两段文字在写法上的共同特点是

三。阅读文段回答下列问题。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1.解释词语。

尝求不以物喜居庙堂之高



是进亦忧退亦忧

2.翻译句子。

(1)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2)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5)微斯人，吾谁与归?

3“或异二者之为”中的“或”是“”的意思，“为”指“”，
“二者之为”指“”。

4.分别与“以物喜”、“以己悲”照应的句子是“”

和“”。

5表达作者旷达胸襟的语句是：

表达作者政治抱负的语句是

6.作者心目中的“古仁人”应是什么样的人呢?(用文中语句
回答)

(1)

(2)

(3)

7新市长上任两年，全市面貌大变，干群同心，社会安定，各



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真是

(用岳阳楼记中两个相连的四字短语填写)

作者一方面希望滕子京具有古仁人之心，志存高远;另一方面，
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愿与古仁人同道的旷达胸襟和远大抱负。

《岳阳楼记》复习教学随笔

《岳阳楼记》名篇的复习，乍一看似乎很简单，同学们已经
很熟悉了!没什么难题了!是的，大体上理解课文大意是没有
什么问题，而且重点字词的理解问题也不大。但是，到背诵
全文时，同学们就都蔫了。要知道这是一篇耳熟能详的文言
文。不从考试角度出发，不会背也说不过去。更何况考试还
有可能要默写名句。为此，也把我急坏了!我试着让同学们理
清文章思路，抓住关键词语。

文章三、四两段就紧承上文写了“迁客骚人”的两种“览物
之情”。第三段先写“悲景悲情”。“若夫”一语开始，极
尽全力铺陈渲染“悲”的气氛。淫雨、阴风、浊浪一片阴晦。
此种天气“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洞庭湖上是“商旅不行，
樯倾楫摧”由物及人，又从视觉写到听觉，“薄暮冥冥，虎
啸猿啼”。此情此景，又怎么会不令“去国怀乡”之人顿生
悲伤之情呢?由“悲景”自然引出“迁客骚人”的“悲情”，
衔接紧密，过渡自然。第四段开始的“至若”与上文“若
夫”遥相呼应。用“景明”、“一碧万顷”的湖水、自由飞
翔的沙鸥、闲适游弋的锦鳞、郁郁青青的芷和兰，勾勒出明
快、祥和的画卷。至此作者并不尽兴，又从阳光明媚的白天
转移到星汉灿烂的夜晚。“而或”一词相连，“皓月千里，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此时此刻，“心旷神怡，宠辱偕
忘”也是情理之中。

第五段开始写“古仁人之心”与上文“迁客骚人”之情相互
对比，指出“古仁人之心”的内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之后探讨其原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
以此来表明自己心志并劝慰友人。卒章显志。由此可见，前
文叙事、写景、抒情皆为此议论。只要抓住“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关键性的语句，就有助于快速记忆。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二

一、阅读文章，回答问题。(15分)

(1)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
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
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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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日出而林霏开……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3)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
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
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
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4)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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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1、解释下列加点字词。(4分)

(1)苍颜白发()(2)醉翁之意()



(3)树林阴翳()(4)述以文者()

2、将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2)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3、第(3)段描绘了四个场景，分别是滁人游、、、。

4、《小石潭记》、《岳阳楼记》、《桃花源记》与《醉翁亭
记》一样，都是借景言情、感世抒怀之作。请根据提示，在
空白处填上与文章主旨或者景物特点相关的词语。(2分)

《岳阳楼记》回荡着忧乐天下的恢宏之音;《醉翁亭记》洋溢
着的和谐之音。

《小石潭记》弥漫着悄怆幽邃的凄寒之风;《桃花源记》飘逸
着的理想之风。

5、结合本文的思想感情简要谈谈作者的思想性格特点。(2
分)

答：

二、阅读下列两段文言选段，回答1--5题。(14分)

[甲]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
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选自《桃花源记》)

[乙]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
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



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
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
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
也。(选自《醉翁亭记》)

1、给下列字注音。(4分)

髫()伛偻()()觥()

2、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2分)

(1)阡陌交通：()(2)非丝非竹：()

3、翻译下列两个句子。(4分)

(1)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译文：

(2)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译文：

4、甲段中所描写的美好景象，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即;乙
段中有一个短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一个成语，它是(2分)

5、下面两小题，分值相同，请任选一题作答。(2分)(如两题
都答只评第一题)

(1)概括两段文字的主要内容：

甲段主要写

乙段主要写

(2)在描写的重心上，这两段文字有什么不同?

三、阅读甲乙两文，回答问题。(18分)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三

内容摘要：无论是古代文坛还是现代文坛，《醉翁亭记》都
可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它具有相当珍贵的文学价值和
文化价值，通过写景抒情自然结合的写作方法，运用虚实相
间、骈散结合的语言表现出欧阳修与封建社会其他的“迁客
骚人”所立足于个人得失的根本不同，更加体现出欧阳修与
民同乐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与民同乐览物之情

《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
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
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
《醉翁亭记》在当时就颇受人们的推崇。

一篇文言文要成为经典，主要应该取决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文
化价值。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四

教材分析及教学构想

《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贯彻全文的主线
是“乐”字。“醉”和“乐”是统一的，“醉”是表
象，“乐”是实质，写“醉”就是为了写“乐”。因此在课
堂上要牢牢抓住“乐”这条主线，引导学生体会课文是如何
围绕它层层展开记叙的脉络。抓住了作者感情发展的脉络，
也就能顺利理清的结构层次。

本文采用了叙事与写景、抒情相结合的写法。同时要结合时
代背景和作者个人被贬的经历，体会本文抒发的政治理想和
寄情山水以排遣抑郁的复杂感情。



本文语言有很大的特色。骈散相间，要反复朗读，直至背诵
全文。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了解结构，把握中心，掌握常见文言实词、虚词、句法，
积累名言和议论文素材，熟读成诵。

2．学会将写景、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写法；提高语言鉴赏能
力。

3．体会作者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情怀。

过程与方法

1、借助工具书和书下注释，疏通文意。

2、抓住“醉”与“乐”的关系，把握主旨。

3、反复诵读，品味语言，体会感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写景抒情的作用，背诵全文，掌握名句。

难点：理解本文从“乐”和“醉”所抒发的政治理想。

教具准备：多媒体

教学安排：两课时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导人新课

师：同学们，我们刚刚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在被
贬谪邓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六年，写下了《岳阳楼记》，
寄托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
想；，欧阳修参与了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同一年也被贬在滁
州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二、简介作者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
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后来他考取进士，在朝廷作官，
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他支持范仲淹
的政治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
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
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三、初步感知

1．教师范读(或播放课文朗读录音)。要求学生：听清字音，
必要时在书上注音。

2．学生试读课文。

3．学生互读课文。

方法：二人小组，一人读一人听，纠正读音错误；各读一遍。

4、请四位学生，每人读一段。集体纠正读音。

(从正音入手，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要读得流畅，重音、
停顿、速度、节奏得当。)



四、疏通全文大意

1．通读全文。

要求先不看课文注解，把不懂的字、词、句标出。然后对照
注解再读全文，仍有不懂的就做上记号。还可查古汉语词典，
自己解决问题。

(教师在巡视中发观较普遍的问题作筛选，寻求教学的针砷洼。
)

2．集体解决疑难。

方法：教师对在巡视中发现的较普遍的问题进行点拨或给予
解答。

3．学生各自疏通全文大意。

方法：把课文的'意思用白话说一遍，要读出声。

五、再读课文，分析讨论

要求：各自放声读。注意找出表达全文主旨的—个字，画出
来。

全文是围绕哪个字展开的?

明确：乐。

1．全文写了哪几方面的乐?

明确：山水之乐、宴酣之乐、滁人之乐。

2．请同学们发挥想象，用自己的语言描绘一下这几种乐趣。



3．这几种乐中有没有太守之乐在里边?

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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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人游”写得
有声有色——有歌声和呼应声，有负者和行者，有老人和孩
子，百姓如此兴高采烈出游，是因为生活安定富足，而这又
跟太守励精图治有关。太守为此而乐，也为能与民同乐而乐。
这是他的政治理想。

六、课内小结。

文中描写滁州山间的美景以及他和老百姓一起游乐的情景，
展现了一幅“与民同乐”的图画。

板书设计：

醉翁亭记

欧阳修

山水之乐引出

景

脉络乐

事

归结“醉能同其乐”（主旨）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五

1.感受音韵美，通过朗读，培养文言语感，在理清思路的基
础上熟读成诵。



2.感悟意蕴美，理解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及其积极
意义。

【思政教育】

通过理解文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旷达情怀和美好理想，增强社
会责任感，树立“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远大理想。

【教学重点】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品味语言，想象美景，把握结构，体会
情感，力求当堂成诵。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深入品悟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正确确
立自己的志趣追求。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六

（一）知识教学点

深人体会古诗词的韵律。

（二）能力训练点

记忆名句，体会其中蕴含的情理，争取做到学以致用。

（三）德育渗透点

有的气势磅礴，景象宏伟；有的情景交融，形象感人；有的
感时伤别，忧国思亲；有的以理人诗，发人深思。学习时注
意体会。

（四）美育渗透点



领略古诗词的凝练美、意境美、音律美和含蓄美。

二、学法引导

诗歌是情感的产物，教学古诗尤应展示场景，激发情感，展
开合理想象，从而培养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提高能力。因此，
教法上以情景教学法为主，辅以朗读、比较、自学辅导、画
图、想像等方法。要注意以形象人手，来体会诗的意境；要
了解有关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与思想。

三、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1、重点：熟读、背诵。

2、难点：理解诗句蕴含的情理

解决方法：教师讲解

3、疑点：作者作诗的背景或心境

解决方法：教师出示资料（可以多媒体大屏幕或幻灯片的形
式）

四、课时安排

2课时

五、教具学具准备

以自制的多媒体课件为主（古诗反映的背景），或彩图、录
音等。

六、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1、反复朗读、背诵



2、欣赏、品味名句，体会诗中情感。

3、想象作画。（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自选古曲，配乐朗诵。

七、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学习《使至塞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春望》

（一）学习目标

1、深刻理解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
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杜甫的“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等诗句。

2、背诵这三首诗。

（二）整体感知

1、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扫除文字、词语障碍。

单车，一辆车，形容这次出使时随从不多；属国，这里指吐
蕃的军队；征蓬，飘飞的蓬草，这里指唐朝出征的军队；长
河，黄河；候骑，骑马的侦察兵；子规，杜鹃鸟，又称布谷
鸟；抵，值，相当；浑，简直；簪，古人用来别发连冠的首
饰。

2、教师出示辅助资料，学生了解作者写作时的背景或心境。

王维《使至塞上》，737年，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
出塞宣慰，察访军情，实际上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
尉，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贬官，并不是由
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李白在听
到他不幸的遭遇后，写了这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
道寄给他。

杜甫《春望》背景

《新唐书·肃宗纪》载：这年正月，“安庆绪将伊子奇寇睢
阳郡，张巡败之”。二月，“李光弼及安庆绪之众战于太原，
败之”，“关西节度兵马使郭英乂及安庆绪战于武功，败缕。
庆绪陷冯翊郡，太守萧贲死亡”，“庆绪将蔡希德寇太原”，
“郭子仪及安庆绪战于永丰仓，败之”。《资治通鉴》卷二
百一十九载，这年三月，“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安
守忠将骑二万寇河东，郭子仪击走之”。整个春季三个月，
战争不息。

3、理解诗的意境、内容

（1）《使至塞上》王维

开元二十五年（737），王维以监察御史从军赴凉州，居河西
节度使幕中。这诗是出塞途中所作。

“单车欲间边”，轻车前往，向哪里去呢？“属国过居延”，
居延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远在西关边塞。

“征蓬出汉塞，归雁人胡天。”诗人以“蓬”、“雁”自比，
说自己像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出临“汉塞”，像振翅北飞
的“归雁”一样进入“胡天”。古诗中多用飞蓬比喻漂流在
外的游子，这里却是比喻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大臣，正是暗
写诗人内心的激愤和抑郁，与首句的“单车”相应。万里行



程只用了十个字轻轻带过。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边塞
荒凉，没有什么奇观异景，烽火台燃起的那一股浓烟就显得
格外醒目，因此称作“孤烟”。沙漠上没有山峦树木，那横
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
落日，用一个“圆”字，给人以亲切温暖而又苍茫的感觉。
抓住了沙漠中的典型景物进行描写。

最后两句写到达边塞：“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意思是，
到了边塞，却没有遇到将官，侦察兵告诉使臣：首将正在燕
然前线。小结：诗人把笔墨重点用在了他最擅长的写景上。
作者出使，恰在春天，途中见数行归雁北翔，诗人即景设喻，
用归雁自比，既叙事，又写景，一笔两到，贴切自然。尤其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
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
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

（2）《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

这是唐朝诗人李白在听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时，写给王昌
龄的一首诗，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怀。本诗构
思巧妙，诗人以明月作信使，代为转达自己的一片情意。

“杨花”乃随风飘落之物，“子规”系泣血悲啼之鸟。景随
情迁，这种哀愁气氛，是对表达“愁心”的烘托与暗示。

怎么向远去的友人表达自己的牵挂之情呢？诗人想像丰富，
构思奇巧，“我寄愁心与明月”，竟遣明月做信使，转达他
的慰问：你切莫因孤独而过于忧伤，现在我要把我的愁心托
付给明月伴随你同到夜朗西。寄愁心与明月常相随，不仅表
明牵挂友人命运之心无处不在，而且大有此情此心明月可以



作证的意味。感情真挚，脍炙人口。后人常引用这两句诗，
表达对远方挚友的慰问。

小结：通过诗人丰富的想像，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
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
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遥远的夜郎之
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
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
成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3）《春望》杜甫

这首诗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三月，杜甫在长安时所作。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七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积累文言词汇，朗读并背诵全文。

2.理解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理解文章内容和主题。

(2)积累文言词汇。、

2.难点：能够把握文章的主要思想，体会其中蕴涵的道理。

教学准备



1.准备课文的朗读录音带。

3.学生准备汉语词典、文言文词典等工具书。

课时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心情郁闷，他经常去滁州西南的
琅琊山饮酒抒怀，并与山寺内的住持智仙和尚结为莫逆之交。
智仙为方便好友游访，便在半山腰修建了一座亭子，供欧阳
修休息、饮酒。欧阳修用自己的别号“醉翁”为这座亭子命
名。后来，便写了《醉翁亭记》。

本文是庆历六年作者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被贬为滁州太
守时写的。文章极其生动地描写了醉翁亭的秀丽环境和变化
多姿的自然风光，并勾勒出一幅太守与民同乐的图画，抒发
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娱情山水以排遣抑郁的复杂感情。

二、熟读课文

1.了解作者：《醉翁亭记》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作者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西永丰人，北
宋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以荻杆画地教
读。24岁考取进士，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任职，官至枢密副使、
参知政事(副宰相)。早年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
革。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
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2.听读。(教师播放录音)



要求：学生在听录音的时候把不知道的字注上音。

3.正音。

(教师在黑板上把以下字写出来，然后请同学上来注音，查看
学生听读的效果。)

滁()壑()琊()潺()酿()

僧()辄()霏()暝()洌()

蔌()弈()翳()射()觥()

4.全班齐读课文，读完后教师根据学生朗读情况做点评。

(点评时，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文中一共出现了21个“也”
字，读起来的语气是不同的。有表示陈述的，有表示肯定的，
还有表示感叹的。另外还要注意25个“而”字，一般来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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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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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生互读课文。

6.全班再次齐读课文。

三、理解课文。

1.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参考注解，疏通全文大意。没有注解的语句，凭
借学过的文言常识解决或查阅工具书解决;解决不了的，画下
来，待全班集体讨论解决。

(在学生合作完成翻译的这段时间。教师要深入各讨论小组进



行查看，如有不懂的地方，给他们指点。)

2.集体解难。

各小组提出在疏通文意中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教师适时
点拨或给予解答。

3.教师指出文中的重点字词、句子，并做强调。

(1)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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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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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

4.请四位同学起来，每人翻译一段，把全文翻译一遍。

5.学生没翻译一段后，并总结该段的主要内容。

6、最后全班再次齐读课文，结束第二课时的学习。

第二课时

一、研究，探讨

上节课我们理解了全文的大致意思，并知道了每一段所写的
内容，那么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来分析各个段。

(一)研读课文一段。

1.首先全班同学朗读第一段，来具体了解一下醉翁亭的位置



以及周围优美的环境。

明确：环滁皆山——琅琊山——酿泉——有亭翼然(由远到
近)

(蔚然而深秀)(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有亭翼然临于泉
上)

2.找出醉翁亭得名的原因。(作者从那些方面谈到了醉翁亭的
命名问题?)

明确：作亭者——名之者——命名之意

3.作者谈到了这样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上水之间
也。你是如何理解的?

明确：“意”指情趣，太守不是因为酒醉，而是因为这美好
的景色让他深深陶醉。

4.再次朗读这一段，同学们边读边感受醉翁亭的美好景色。

(二)研读课文二段。

1.齐读第二段，分别找出描写朝暮之景的句子和四时之景的
句子。

明确：若夫日出而林霏开(朝)云归而岩穴瞑(暮)

野芳发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阴(夏)

风霜高洁(秋)水落而石出(冬)

2.作者在欣赏这些美景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概呢?

明确：乐亦无穷也。(突出了一个乐字)



3.再次朗读这一段。

(三)研读第三段。

1.第三段我们在上节课已经知道了这段主要写游宴，如果说
要用画面来描绘这一段的话，同学们认为这段主要描绘了几
个画面，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把这段齐读一遍，并给每一
幅画面定一个小标题。

明确：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

2.太守真是喝酒醉了吗?为什么说太守醉了?

明确：与大家一起欢乐时心“陶醉”了。

3.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感情。

4.再次齐读这一段。

(四)研读课文四段。

1、朗读这一段。

2.文中有一个字一直贯穿在全文中，是什么字呢?

明确：“乐”字，这个字也表达了全文的主旨。

3.文中写了哪几种乐?

明确：山水之乐，宴酣之乐，人之乐

4.文中写出了哪些人的“乐”?

明确：太守乐，众宾乐，滁人乐。



5.太守、众宾为何而“乐”?

明确：太守：山水之乐，宴酣之乐，与民同乐。

众宾客：从太守游而乐。

6.文中还谈到了老百姓，也就是在滁人游里，那么文中怎样
写出了滁州百姓之乐?

明确：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
偻提携，往来而不绝……

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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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人游”写得
有声有色——有歌声和呼应声，有负者和行者，有老人和孩
子，百姓如此兴高彩烈出游，是因为生活安定富足，而这又
跟太守励精图治有关。太守为此而乐，也为能与民同乐而乐。
这是他的政治理想。

二、讨论交流

(一)本文写景上有什么特色?(带动学生讨论)

明确：写景与抒情相结合。

(1)写亭的环境：用“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表现亭赏心
悦目的外景;又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亭幽清的环
境;接着写亭的近景，用鸟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后借
解释亭名直抒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奠定全
文写景抒情的基调。

(2)写亭四周的朝暮、四时之景，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
情山水之意。

(3)写滁州官民同乐的图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和平生活中



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
用这幅生动的'风俗人情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
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二)小结：

1.贯穿全文的主线是“乐”字。“醉”与“乐”是统一
的，“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写“醉”，正是为了
写“乐”。作者的“山行”和“闻水声”，都暗寓着一
个“乐”字。在破题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也”后再补一笔，便借“山水之乐”明白地道出了全文的主
线。下文又承“山水之乐”稍稍展开，写山中朝暮和四时之
景并点出“乐亦无穷”，使读者渐入佳境。但这种“乐”趣，
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还不算奇。待到“滁人游”“太守
宴”“众宾欢”时，“乐”的内涵就加深了。因为享受“山
水之乐”的不仅有太守及其宾客，还有滁州的百姓，表现
了“与民同乐”的境界。文中用“太守醉”结束这一欢乐场
面，也是有深意的，说明“醉翁之意”何止“在乎山水之
间”，同时也在于一州之人。到全文结尾处，更用“醉能同
其乐”一句将“醉”和“乐”统一起来，画龙点睛般地勾出
全文的主旨。

2.文章写景抒情自然结合，由景生情，情景交融。

3.本文语言有很大的特色。骈散相间，多为散句，但也间有
骈句，特别是使用21个“也”字作句尾，韵味浓郁;巧妙地用
了25个“而”字使文章流畅优美，从容婉转。本文还有一些
千古传诵的名句，如“环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间也”等等。这些名句要熟记、牢记，并理解其内
涵。

三、人生价值观探讨

封建社会，很多文人骚客面对自己的生活和遭遇，面对社会



现实，或愤世嫉俗，退隐江湖，超然世外;或“在其位，谋其
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进退皆忧，以天下为己任。欧
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革新，屡遭嫉恨，被贬官滁州。
《醉翁亭记》就是他任滁州太守时写的。他仕途坎坷，有志
难伸，于是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岳阳楼记》则表现范仲
淹的人生追求。他忧时伤世，脱俗超凡，倡导“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忧天下所忧，乐天所乐。

讨论：

1.对以上几种人生态度你有何评价?你更欣赏哪种人生态度?

2.欧阳修、范仲淹的生活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明确：具有宽厚仁爱之心和济世情怀的人生是美丽的，人生
在世应有社会责任感。

初中语文醉翁亭记教案篇八

文学佳作引来了有关写作上的佳话和轶事。这种文学史上有
趣的情形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是非常典型的。《朱子
语类》所记载的欧阳修改定本文开头的一则轶事，差不多可
以和《醉翁亭记》的文章本身齐名。那故事是说，欧阳修
《醉翁亭记》的原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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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确
实能够感受到，文章的'开头是简洁有力的(不过，后来也有
人指出过欧阳修的这描写并不属实，说除了琅琊之外，当地
并没有什么山，见钱钟书《管锥编》引郎瑛《七修类稿》。
我们不妨把它看做一种文学家的笔法，用不着过多地纠缠于
此)。从“环滁皆山也”到“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可以说是
全文整体结构中的第一部分。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笔法是
很讲究的，其描写线索是：从全景慢慢地收缩视野，由群山
转入“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再转入“蔚然深秀”的
琅琊山(琅琊山，在滁县西南十里，东晋时元帝为琅琊王，曾



避居此山)，然后具体到山间的泉水，即酿泉，最后几经回环，
才在“峰回路转”之后出现临于泉上的一座玲珑剔透的亭子，
即醉翁亭，而“翼然”两字，特别能够加强描述中的形象性，
富于动感。欧阳修采用这种由大及小，层层深入的写法，有
助于引起读者身临其境和探胜索幽的兴致。再往下，作者仍
采用陈述句式，写出了建造亭子的人，以及自己给它起
了“醉翁亭”的名字，并解释了“醉翁”二字的由来。欧阳
修看来不是善饮之人，所以“饮少辄醉”，但却为下文“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水之间也”，的全篇主旨(与民同乐)伏
了一笔。所以作者写道，鸟儿知道山林里的快活，却不知道
人们的快乐，人们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
之所以快乐是因他能使滁州人民快乐，喝醉了酒能同滁人一
起欢乐，醒了酒后能将欢乐的滁人记述到文章里的，是“庐
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是一篇记体散文。“记”的人，一种就是那
些“傲逸狂醉”的人。所以，在初贬夷陵时，他就“益慎职，
无饮酒”。然而有趣的是，在十年之后，他却在滁州改变了
自己的形象。这种神奇的转变无疑具有现实背景，也体现着
欧阳修思想变化的痕迹，因为在这以后，醉酒的情趣在欧阳
修的诗文中竟成了经常性的主题。

此外，《醉翁亭记》大量运用骈偶句，并夹有散句，句法既
整齐又富于变化，这不仅使文章越发显得音调铿锵，而且形
成一种骈散结合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