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 改写归去来兮辞
(模板8篇)

标语是一种简明扼要、醒目有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常用于宣
传、倡导或提醒。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具有很强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脍炙人口
的标语吧！好的标语应该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能够打动人
心，让人对其表达的内容产生共鸣。来自各地标语比赛获奖
作品，让我们看看最优秀的标语有何特点。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一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
《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杯具境界。《归
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
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进取用世为人生梦想。在政治极端
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梦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
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
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
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
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
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
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
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
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
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
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
是贴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简便感，因为在诗人看
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



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
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
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
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
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
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
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
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
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
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
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
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
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
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
么不一样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
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
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
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
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
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
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
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
都恰到好处。描述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
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趣味。

最终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
法是进取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一样于劳动人民。他写《归
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
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
了一个文学家，构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



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
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能够见出它在文学史中
的地位。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二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
这篇辞体抒情诗，不仅仅是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亦是中
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之高峰。全文描述了作者在
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并设想日后的隐居生活，从而表
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场的厌恶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
也流露出诗人的一种“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

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
彭泽令，十三年中，他以往几次出仕，几次归隐。渊明有过
政治抱负，可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
(403)，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
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
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可
是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
不义战争。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
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
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梦想抱负。渊明
经过十三年的曲折，最终彻底认清了这一点。渊明品格与政
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
之”这上半幅，略述自我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
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
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
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
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我决意弃官归田的
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
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



我，“深愧平生之志”。所以，“饥冻虽切”，也决不愿
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
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
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
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我的当头棒
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
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
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
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我
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
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
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
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
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
握了自我，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
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
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
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
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
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
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
《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
在一齐。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
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来源同上)。在
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
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
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
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我本性的犹存。
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



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
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
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
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
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
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
也仅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
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
桓。”此四句之描述，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评上二句：“此陶渊明来源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
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
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
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
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
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
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
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
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
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
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厌恶话，
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
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期望的春天。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欢乐，此即为欢乐，
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三

《归去来兮辞》选自《陶渊明集》。陶潜，字元亮，一字渊



明，私谥靖节。东晋大诗人，生活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
时期，在传统道德梦想消失殆尽之际，厌弃仕途，隐遁山林，
在自然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本文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
情趣和内心感受，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一样流合污的精
神情操，经过描述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
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梦想。

本文在文体上属于辞赋，但语言浅鲜，辞意畅达，匠心独运
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

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简便感，因为在诗人看
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

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
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
会的。

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
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则怒目’式，在证明
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
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
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
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
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
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以耘
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像，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
《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

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像。作者写的不是眼



前之景，而是想像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
前之景有什么不一样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
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
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
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
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趁
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
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
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
都恰到好处。描述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
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趣味。

最终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
法是进取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一样于劳动人民。他写《归
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
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

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构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
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四

一,开场白:各位老师,下午好.我说课的题目是《归去来兮
辞》.

二,说教材

《归去来兮辞》是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五单元的最后一篇
课文.它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作品.描写的是诗人辞官归隐
的喜悦心情和对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热爱.

新《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高中生“要诵



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一定数量的名篇”.《归去来
兮辞》所在单元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掌握
有关的文言词语和句式,要重视诵读和背诵.”

根据课文特点,结合大纲要求,我确立了如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辞赋的特点，了解文中陶渊明所述之志。

2.背诵全文。

能力目标

1.掌握“胡、奚、曷、焉、何”五个疑问代词，归纳“行、
引、乘、策”等四个词的一词多义，了解“以、而、之、兮、
来”等文言虚词的用法和省略句、倒装句两种句式，逐步提
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2.鉴赏本文感情真挚、用语朴素、用典自然等特点，提高学
生的审美能力。

德育目标

理解作者反抗黑暗，辞官归田，不与当时黑暗的.上层社会同
流合污，热爱田园生活的高尚情操，学习其高洁的理想志趣
和坚定的人生追求。

教学重点

1.了解作者辞官归田的原因，深刻体味诗人鄙弃官场，热爱
田园的无限欣喜之情。



2.背诵全文。

教学难点

理解述志中流露出的或喜或哀，或决绝或犹疑的复杂感情。

教学方法

1.朗读教学法。本文属于辞赋，宜抓住辞赋押韵的特点，以
朗读为主要教学手段，在指导诵读中引导学生鉴赏课文。

2.点拨教学法。以文中表现陶渊明思想志趣的语句为重点进
行点拨教学。

3.探究拓展法。提倡学生进行浅近的研究性学习，给学生提
供一个研究性学习的小题目，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
们探究未知的兴趣。

一、导语设计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总结：在1600多年前，一位中国的诗人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
想的乌托邦的社会，那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
会——桃花源。他就是陶渊明。(板书文题)



三、放录音或教师范读，读出情感、气势

梳理本文叙事思路，决意辞归——归途——抵家——室
内——涉园——外出——纵情山水——安度余生。

学生根据思路提示及韵脚，尝试背诵。

五、学生细细品读课文，体会感悟作者的情感，然后根
据“情”的表达需要，有感情地朗读

提示：第1段自责自悔，有悔恨之情，也有庆幸之意，应读
得“气中声硬”。第2、3段，自安自乐，有喜悦之情，也有
自得之意，基调是静谧而愉悦的，应读得“气满声高”。第4
段乐天安命，有达观之情，应读得旷达、悠然。

教师引导学生对一些能够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词句进行揣摩，
以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情志。

六、“辞”这种文体的介绍：

战国后期楚国的诗人开创的，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
的一种新诗体，

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跟楚地的生活、山川风物有关，形式
自由，句式散文化。辞仍然是诗，则重于抒情。学生自由发
表意见，教师进行总结。

1.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节谐美，犹如天籁，呈现出一种
天然真色之美。作者直抒胸臆，不假涂饰，自然真纯可
亲。(追求旷达疏放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七、难点突破

提问：有人认为本文结尾一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
奚疑”含有悲观消极的思想，试结合全文内容，谈谈对这个



问题的看法。

学生讨论。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既然有“大济苍生”的抱负，
那为什么不正视现实，去扭转乾坤，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呢?
有的学生认为正是有悲观思想的流露，才让我们觉得诗人的
真实情怀，一味写田园生活的优美恬淡给人一种做作的虚假
姿态，陶渊明依他的本性是不会做秀的。有的学生认为文中
除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外，还有“自以心
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已矣乎!”“胡为
乎遑遑欲何之?”等句，表明诗人归隐田园并不意味着痛苦的
消失，而是象征苦难的加剧，诗人始终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
磨。

明确：千百年来，大家都认为陶渊明在逃避，他秉承了老庄
的哲学，思想是消极的。其实，看一个人生活得是否积极，
关键看他有没有理想。陶渊明的弃职归田，是与官场决裂的
行动体现。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的本性的扭曲，追求“本
我”“真我”，以求保存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所
以断不能说他意志消沉，消极处世。文中“园日涉以成
趣”“乐琴书以消忧”，日子过得多么惬意、充实，虽然物
资匮乏，但精神却是充实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
诗”多么洒脱，多么富于诗意的生活啊。可以说，陶渊明辞
官归田，是他执著地追求自己理想的表现。

《归去来兮辞》是作者诀别官场的宣言书。通过这节课的品
读分析，我们发现作者的情感世界极为丰富，乐忧互现，决
绝与犹疑并存，但有一个信念却是不变的，那就是与官场彻
底决裂。因为作者深深知道自己心怀天下，“大济苍生”的
抱负在那黑暗的官场是无法实现的，因而他更乐于归隐田园，
做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他的高洁与坚定值得我们每个人学
习。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八、介绍作者，深化认识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他29岁才出仕。江南
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
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
他也渴望有所作为，但生逢乱世，又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
借，再加上“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所以几仕几隐，在41
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

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了解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壮士死知己，提剑出燕
京”《咏荆轲》

联系苏轼、李白的豪放，达观背后的辛酸，正确认识归隐的
思想。

结语：莲花出自污泥，涅而不缁;渊明生于乱世，磨而不磷

九课外阅读阅读《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
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
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板书设计：

一检查字词

二、理清叙事思路：决意辞归——归途——抵家——室
内——涉园——外出——纵情山水——安度余生。

三、辞赋特点：

1.感情真挚，语言朴素，(追求旷达疏放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2.引用典故

三：认识归隐的思想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四、结语：莲花出自污泥，涅而不缁;渊明生于乱世，磨而不
磷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五

回去吧!田园都将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然自己的心
灵被躯壳所役使，那为什么悲愁失意?我明悟过去的错误已不
可挽回，但明白未发生的事尚可补救。我确实入了迷途，但
不算太远，已觉悟如今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曾经的行为才是
迷途。船在水面轻轻地飘荡着前进，轻快前行，风轻飘飞舞，
吹起了衣袂翩翩。我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恨天亮的太慢。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心中欣喜，奔跑过去。家僮欢快地迎
接我，幼儿们守候在门庭等待。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荒芜了，
松菊还长在那里。我带着幼儿们进入屋室，早有清酿溢满了
酒樽。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看看院子里的树木，觉得
很愉快;倚着南窗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觉得住在简陋的小屋
里也非常舒服。天天到院子里走走，自成一种乐趣，小园的
门经常地关闭，拄着拐杖出去走走，随时随地休息，时时抬
头望着远方。云气自然而然的从山里冒出，倦飞的小鸟也知
道飞回巢中;阳光黯淡，太阳快落下去了，手抚孤松徘徊。

回来呀!我要跟世俗之人断绝交游。世事与我所想的相违背，
还能努力探求什么呢?以亲人间的知心话为愉悦，以弹琴读书
为乐来消除忧愁。农夫告诉我春天到了，西边田野里要开始
耕种了。有时叫上一辆有帷的小车，有时划过一艘小船。有
时经过幽深曲折的山谷，有时走过高低不平的山路。草木茂
盛，水流细微。羡慕自然界的万物一到春天便及时生长茂盛，
感叹自己的一生行将结束。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六

改写改变了以前的状态，使得未来从此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生
了变化。下面是相关的范文，也许对你有帮助哦。

公元405年7月10日晴



起床，感觉天气晴朗心情很是愉快拿出书来坐在树下看了起
来，不知过了多久，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中午了，该吃饭了起
来转身回到屋里。打开米缸才发现里面的米已经所剩无几了。
唉，这生活啊，家里贫困，自己耕种收获的粮食连温饱问题
都解决不了，就更不会有剩余的粮食来酿酒了，我这爱喝酒
的嗜好啊，都不能满足了。酒啊!酒……亲戚朋友看到我这样
都劝我去当官，凭借我的才华怎么也能解决温饱问题!可是当
官又与我平生的意愿相违背唉。我的明天将何去何从啊。

公元405年8月15日晴

我还是走上了仕途，为养家糊口当上了彭泽县的官吏，又有
出使的官员路过我的田园，这段时间各地的郡长官都已爱惜
人才为美德，叔父看到我的状况，就推荐了我。朝廷发的俸
禄可以贴补家用，公田收获的粮食也够用来酿酒，彭泽县离
家乡也只有一百里的路程;我也不担心会被发配到远方服役，
我都已经40多岁了，虽然向往田园生活，但做官也是迫不得
已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吧!

公元405年10月29日阴

才来彭泽县80多天，我便有了思乡的念头。我本来是一个质
性自然，非骄厉所得的读书人，虽然经常挨饿受冻，家里的
米缸空着也是经常，但我发现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身心都很
是痛苦。虽然以前强迫自己当官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却
开始惆怅感慨了，深感自己有愧平生的志愿，还是准备辞官
回家吧!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公元405年11月1日晴

今日，我拿着行李踏上了回归的道路，来到湖边，我叫了一
条小船载我回家，我坐在小船上，小船轻快地在湖中飘游，
还有湖面上的和风吹着我的衣襟，那么的轻松。天渐渐的暗
了下来。从湖中看见了天空中的月亮那么的圆。我问船



夫：“现在我们到何处了，怎莫还没有到家?”船夫说：“很
快就到了，你看那不是你的村庄吗。”我顺着船夫指的方向
望去，我看到了我那横木为门简陋的房屋，到了村口我快速
的下了船给了船夫钱后，我就向家的方向走去，进入院里，
院中的小路已经看不见了，被小草覆盖住了，看见两边的那
些松树和菊花还活着。我已经厌烦了那样的生活，这才是我
想要生活啊!

公元405年11月2日晴

在家的生活真是好啊!睡醒后起身走出门外，感受大自然的美
好，新鲜的空气，使我心情舒畅，我在院子里欣赏着松树和
菊花，这时儿子来叫我吃饭，后来我便拉着儿子的手进入厨
房，儿子拿起酒壶给我倒酒，这八十多天不见，儿子还是那
么懂我，心里真是高兴。吃完饭后，我拿着酒，靠着南窗来
寄托我那傲然自得的心境。

我与亲戚朋友们谈知心话，又与他们一起出游，沿着崎岖不
平的小路登上山丘，又走到了小溪的尽头，喝一口泉水，真
是甘甜。好久没有这么畅快了，回家后又与他们吃了一顿团
圆饭，送他们走后躺在床上，兴奋的睡不着觉，真是喜爱这
样的生活，最庆幸的是，又回到了田园生活中来。

公元405年11月9号晴

今天应该出门去走走，刚出家门便遇到了一位农夫，农夫告
诉我春天来了，正是播种的季节。我转身回到家中，带上锄
头和种子，来到一块小田地中，我用锄头将杂草清除干净，
将种子一粒一粒的播种在了田里，给它浇了一点水，便带着
锄头回到家中，整理了一下衣服。吃了一顿饭，又朝门外走
去。我来到江边自己登上小船，漫游在江上，独自欣赏着周
围的景色。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忽然看见了自己的一位友
人，我便叫他登船与我一起欣赏美景，吟诗、作诗。这才是
我想要的生活啊!直到很晚很晚，我才回到家中。



回家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然自己的心
灵为形体所役使，为什么如此失意而独自伤悲?我悔悟过去的
错误不可挽救，但坚信未来的岁月中可以补追。实际上我入
迷途还不算远，已觉悟到回家为是而做官为非。

船在水上轻轻飘荡，微风吹拂着衣裳。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
只恨晨光朦胧天不亮。终于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我高兴地
向前飞奔。家僮欢快地迎接，幼儿们守候在门庭。院里的小
路长满了荒草，松和菊还是原样;带着幼儿们进了屋，美酒已
经满觞。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观赏着庭树使我开颜;倚
着南窗寄托我的傲世之情，(更)觉得这狭小之地容易使我心
安。小园的门经常地关闭着，每天(独自)在园中散步兴味无
穷;拄着拐杖走走歇歇，时时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白云自
然而然地从山穴里飘浮而出，倦飞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巢中;日
光暗淡，即将落山，我流连不忍离去，手抚着孤松。

回来呀!我要跟世俗之人断绝交游。他们的一切都跟我的志趣
不合，再驾车出去又有何求?跟乡里故人谈心何等可乐，弹琴
读书来将愁颜破;农夫告诉我春天到了，将要去西边的田地耕
作。有时驾着巾车，有时划着孤舟，既要探寻那幽深的沟壑，
又要走过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
我羡慕万物各得其时，感叹自己一生行将告终。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七

1．朗读教学法

2．延伸拓展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预习准备

1．熟读课文读出语调、语气、语顿、语速和语意

2．了解作者生平及背景材料

3．参照课文注释，疏通字词，了解课文大意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二．解题

1．作者简介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东晋大诗人，辞赋家、
散文家，浔阳柴桑人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又自称作“五
柳先生”他的诗喜欢写田园生活和自然景色，意境淡远，语
言质朴，有独特的风格后代批评家常用“质朴、平淡、自
然”评价陶诗的风格，称其为“田园诗人”

2．辞赋（幻灯片）

三．朗读课文

1．放录音（听朗读的同时提醒学生结合画面加深理解）

2．朗读常规指导：

本文朗读时，应注意语调，语气和语顿本文有不少感叹句、
疑问句，应读出语气，同时注意语调（感叹句读“k”调，疑问
句读“j”调）本文属“辞”体，每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
后可作较长停顿少数四字句按二拍读，如“乃瞻横宇，载欣
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六字句按三拍读，如“舟遥遥
（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微”

在每段的换韵处，停顿的时间应稍长一些

3．放录音，学生跟读

四．研习课文

1.男生读第一自然段

a．朗读指导：

b．思考：

a.由何处而归？归向何处？为何要归？（用原文词句作
答，“田园将芜”、“心为形役”、“不谏”、“可追”）

b.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如何？（明
确：“田园将芜”“已往不谏，来者可追”—自责自
悔，“迷途未远”“今是昨非”—自恕自慰总的心境
是“悲——乐”）第一段自责自悔，有悔恨之情，也有庆幸
之意，应读得“气中声硬”

2．女生读第二自然段

此段采用记叙的表达方式我们先来捕捉作者的叙事线索（归
途——抵家——家中——园中）

思考：归途心境如何？初抵家门心境如何？归家后居家生活
的心境如何？（用原文词句作答明确：“恨”——迫不及待，
归心似箭，“欣”、“奔”——欣喜若狂，“怡”、“傲”、
“安”——自安自乐，闲适安娱，怡然自乐，“盘桓”——
流连忘返）



3．教师朗读第三自然段

第二、三段，自安自乐，有喜悦之情，也有自得之意，基调
是静谧而愉悦的应当读得“气满声高”

一个人生活的是否进取，关键看他有没有梦想，他的梦想怎
样样陶渊明青年时候也曾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梦想和抱
负，他所描述的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梦想社会——桃花
源，正是他政治梦想的有力证明，然而现实的黑暗把他的壮
志击得粉碎官场的庸俗污浊使他难以保存社会梦想和人格价
值；田园生活的质朴自由，使作者看到在大自然中才是生命
正途陶渊明以旷达的心境和超然态度对待生死天命，这样的
乐观精神从另一层面上说，这也正是他进取人生的表现当然
那里边也流露出他梦想受挫的失落和忧伤，以及无可奈何、
听天由命的思想情绪这是作者历经曲折的人生后真实而复杂
的感慨，作者没有自命清高而是直抒胸臆，不可简单肤浅的
冠以消极之名）

五．胡适曾有这样一首写陶渊明的诗结合我们学过的有关陶
渊明的作品，以及大家课外收集到的陶渊明的生平和后人对
他的评价，按你自我的理解说说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蔑
视权贵、鄙弃官场、向往田园、崇尚自然、淡泊明志、闲适
自在、躬耕田园、不流世俗、超然旷达、乐天知命）

六．品读课文

1．指导背诵技巧：学生根据背诵提纲自由诵读

2．放背景音乐，学生在清新淡雅的轻音乐中齐声美读课文

归去来兮辞改写散文篇八

草案竹席，我抚琴而坐，一壶酒摆于一旁。秋天的凉风轻擦
过我的身体，带走了我对于这里的兴趣。夕阳随着悠远的琴



声缓缓沉下，我合上双眼，想了很多。

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了。心灵挣脱了形体的束
缚，早已飘向了那梦中的地方。也许有些不负责任，但我一
定要去。

一叶孤舟，漂在清晨昏暗的江面，显得那么脆弱。赶了几天
的路，仔细想来我还未曾仔细歇息过。微风出来，一身白衣
拂动似雪。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只遗憾晨光朦胧天未亮。
明明路并不远，却感到如此漫长。终于，江面上闪起了点点
粼光，在这愈来愈薄的冷雾中，我看到了。

一间破旧的茅草屋，却被灿烂的秋菊环绕，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曾改变。只是门前的小路上，横七竖八地“堆”满枯黄的
杂草。我三步并作两步的飞奔，家僮欢快地迎接，幼儿们守
候在门庭。进了久违的家，空气中弥漫着的味道引人陶醉，
是桌上的酒，还是窗外的菊花？端起酒杯，走到窗前。小酌
一口。抬眼凝视，菊花明媚如初，在秋风中微微摇动，是在
点头同意我的做法吗？细细地看着庭树时，不知为何我笑了；
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生活啊！比梦境中更加真实。手拿着书
卷斜靠着南窗，暖暖的光辉洒在枯黄的纸上。抬起头才发现，
已经夕阳西垂，时间竟如此之快。被夕阳渲染的天空，是多
么美丽。而下一秒，月朗星稀，没有一丝污浊。

不知不觉，春天来了。拿起农具，撑起孤舟，两岸柳树幼芽
新出，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泉水轻抚冬日的寒冰，低吟
浅唱，细细的滋润着我的心。自从来到这里，心便随着四季
而变，时而感伤，时而欣喜。自己本不是世俗之人，违己交
病，又何必强留于污浊的官场呢？世人虽不懂我，但也总有
懂我之“人”。登上东面的山坡仰天长啸，坡下的水潭吞掉
了太阳，几只松鼠在树上嬉闹。白云自然而然地从山穴里飘
浮而出，倦飞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巢中。这良辰美景，天下独
绝。可日光暗淡，我手抚着静静诉说着歌谣的孤松前徘徊不
已，流连不忍离去。回到家中，有感而发，作一辞名曰《归



去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