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兰亭集序说课稿中公(模板8篇)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而总结就是为了更好
地书写下一章的开始。为了追求幸福，我们该如何做出正确
的选择？以下是一些关于人生的智慧谚语，希望能给大家一
些思考。

兰亭集序说课稿中公篇一

“死生亦大矣。”对于生，死，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奇迹
般的我们来到了这繁华的世界上，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奋
斗着，然而，上帝对待我们都是很公平的，他不会刻意的去
偏袒某个人，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享受于世间。

对于生死，我们都应该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只要在有生之
年，能够有所作为，即便没有什么重要的、突出的贡献，只
要我们曾经努力过，奋斗过，就不会后悔，也就死而无憾了。

生，这是奇迹，然而我们应该在奇迹的基础上再创造出奇迹
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神奇的色彩。“吃饭是为了活着，但
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我们或许没有爱迪生的创造力，没
有安徒生的想象力，但我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平凡的
事业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那么，你此生也是很成功的。

死，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我们从世俗中解脱出来，
免受世间的煎熬，但这仅仅是对于那些饱受人间折磨和压迫
的人而言。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来讲，死也许是一种逃避，
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我们不能如此轻生，因为世间还有许多
值得我们珍惜的人和值得留恋和回忆。因此，即便是死，也
要死的有意义，有价值。司马迁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
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也许没有刘胡兰死的伟大，没
有张思德死的有意义。至少，我们也应该为实现远大的理想
和美好的未来而死，给生命话上完整的句号。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有死才有生，有
生才有死，生命的轮回也许不全是伪科学的，重要的是只要
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有限的生命，奉献出无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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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

永和九年的干支年。

【暮春】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暮，晚。

【兰序】

在绍兴西南，其地名兰渚，渚中有兰亭。

【修禊】

一种消除不祥的祭礼。古代风俗，农历三月三，临水而祭，
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

【毕、咸】

副词，都。

【修】

长，高。

【激湍】

流势大，流速急的水。



【映带】

映衬并像带子般环绕。

【流觞】

把漆制的酒杯盛酒放在曲水上流，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
面前，谁就取而饮之。觞，酒杯。

【曲水】

引水环曲为渠，以流酒杯。

【次】

处所，地方，指水边。

【丝竹管弦】

都是乐器。箫笛用竹制成，是管乐器。琴瑟用弦制成，是弦
乐器。

【盛】

多，这里有“热闹”的意思。

【惠风】

让人受惠的风，微风。

【品类】

指自然万物。

【所以】



这里是“用来”之意。

【骋】

奔驰，这里为“舒展”之意。

【极】

极尽，尽情。

【信】

确实，真。

【夫】

助词，起引出下文的作用。

【相与】

相聚。

【俯仰】

一指社会人和事的应酬进退周旋;一说低头抬头，形容时间短
暂。此处取前一个意思为佳。

【取诸】

从……中取得。

【因】

依，随着。



【所托】

所寄者。

【放浪】

放纵，无拘无束。

【形骸】

身体、形体。

【趣舍】

趣，通“趋”，往，取。舍，舍弃。

【殊】

不同。

【欣于所遇】

倒装句，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

【暂】

短暂，一时。

【快然】

高兴的样子。

【曾】

乃，竟。



【之】

往，到达。

【迁】

变化。

【系】

附着。

【向】

过去，以前。

【俯仰】

抬头低头，形容时间短。

【修短】

指人的'寿命长短。

【化】

造化，自然。

【契】

古人用木或竹刻的卷契，分成两半，各执一半，以相合为凭
证。

【喻】



明白。

【固】

本来，当然。

【一】

一样。

【齐】

相等。

【彭】

彭祖，传说是古代长寿的人，活了八百岁。

【觞】

幼年死去的。“一死生”和“齐彭觞”，都是庄子的看法。

【由】

通“犹”。

【时人】

当时与会的人。

【虽】

纵使，即使。

【致】



情趣。

【斯文】

这次集会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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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浓郁的英语氛围，每天让学生沉浸在英语小世界里，对
学生高效率的学好英语非常有益，我想在教学当中做以下尝
试：

1、教室是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场所，良好的学习环境会不知
不觉带动每个学生的学习热情。我鼓励学生在校园里，教室
里用英语打招呼，交流。并作为一项硬性的要求。时间长了，
学生不再觉得不好意思，把说英语当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些都根据教学内容随时更换。小学生对这样有趣、奇妙的
英语园地情有独钟，在他们眼里，这不是枯燥乏味的学习，
而是趣味无穷的游戏活动。

2、创设家庭英语氛围

英语氛围的创造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许多农村学生家长接
受的教育很少，英语更是一知半解。我们可以发动家长和自
己的孩子一起学英语、说英语。学生也非常乐意当小老师。
学生在学中教，在教中学，家庭成了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应用
英语的场所。

还有一种方式是让学生做一个“英语百宝袋”每天把自己学
会的单词和句子写成小纸条放到百宝袋中，积累财富。教师
定期让学生拿到课堂上来展示，说出每个单词。学生真的会
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财富，从而体会到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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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说课稿(鲁人版高一必修一)

一、教材分析

《六国论》是高中语文教材第四册第一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
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而苏洵的《六国论》借古
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
的地方。作者正是通过论古来寄托自己的感慨，针砭宋代当
时的外交政策。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文言文教学要把握文意，学习文言基础知识是首要任务，
《新课标》和《考试说明》都要求学生能够阅读浅易的文言
文，这种阅读能力来源于学生扎实的文言文基本功，不能扫
清文字障碍，读懂文章，一切鉴赏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的
教学重点首先就确定为对课文中重点实词、虚词的含义和用
法。

同时，由于《六国论》这篇课文最大的特点是论证严密，它
以结构上的独特个性，奠定了现代议论文“三部曲”程式的
基础，所以我制定的难点是紧扣中心论点逐层论述的写作方
法。

三、教学目标

基于本课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和新课标中的三个
维度，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以下三点：

1、知识目标：掌握重点实词、虚词的含义和用法及特殊语法
现象，正确译文。



3、情感目标：了解作者借史抒怀，借古讽今的用意，领会六
国破灭的历史教训。

四、教法和学法

想要使学生实现“能够阅读浅易文言文”这一目标，我主张
对课本中的文言文做到“字字落实”，对课本中的文言知识
要切切实实掌握。因此，在文言基础知识的`教学上我选择了
朗读法、勾画圈点法、批注法等进行学习。在学法上以朗读
法讨论法为主。

五、教学过程这篇课文设计了四个步骤

（一）导入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我将苏洵大器晚成的求学经
历故事制成课件，向学生展示，这样可以缩小学生与历史人
物、文言文的疏离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诵读讨论，积累文言知识，疏通文意。

文言文教学要重视诵读重视积累，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归
纳文言基础知识，可采用小组讨论交流的方式，教师适时点
拨解惑，指导学生从通假字、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
用、特殊句式五个方面进行归纳，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这
种归纳方法也是文言文学习的一项常规工作。

(三)课文内容分析

在鉴赏文章时，我特别注重教学的出发点，应该从学生的学
出发，而不是从老师的教出发，教学的思路遵循学生的欣赏
思路，我努力帮助学生习得鉴赏文章的正确思路和方法。帮
助他们从感性走向理性，步步深入，逐渐拓展。



第一步，让学生谈谈读完课文后所感受到的这篇文章结构上
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这是对课文的最直观的感受，是感性的。
因为《六国论》特征明显，不足600字的文章，不枝不蔓，脉
络清楚。

第二步，本文是学习议论文写作的典范，我请学生思考讨论
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呈现出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的特点。在交
流讨论内容时，带领学生完成文章结构图，引导学生从文本
出发，剥茧抽丝，一步一步有意识地感受文章论点鲜明、论
证严密、结构严谨的特点。通过探求文章的中心论点分论点，
探求文章是如何围绕论点开张评论的，感受说理的雄辩力量
和艺术性，让他们从感性走向理性，学习这篇议论文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部曲”议论文范式。学习对
比论证的方法，着重体会段落中，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感受逻辑的力量。

第三步，通过分析课文最后一句中四个“后人“的理解，引
出写作背景，了解苏洵的写作目的。了解作者以史为鉴，借
古讽今的用意，领会作者关心国家命运，反对屈辱求和的思
想。

第四步，文本探究：思考六国灭亡的教训在当今世界形势下
的借鉴意义。

（四）布置作业

引导学生将《六国论》的论证思路、论证方法、结构安排加
以实践，写一篇小论文，这样让学生不仅学习，而且实践，
既加深理解，巩固成果，又把“读”与“写”沟通起来，实
现教学目标。

附板书

六国论



苏洵

弊赂秦而力亏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在

赂

秦不赂者以赂者丧毋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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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一、领会本文的思想内容，揣摩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正
确评价作者的生死观。

二、学习本文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的协作手法，感受幽远的
文思，清新的辞采。

教学重点

一、理清课文线索，了解文章内容，揣摩作者的感情。

二、了解书序体裁的特色，学习本文在写景方面的特点。

教学难点

一、启发学生联系时代背景，理解文中流露出的有关生死的
人生态度。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导入

浙江的绍兴兰渚山是美丽的地方。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在这里
种过兰花。尽管兰花多且香，但过了季节，很难寻觅。不过
由于有了王羲之的“修禊”仪式(古代以三月上旬的“巳”日
为修禊日，这是古代的一朝风俗，到水边洗濯、嬉戏、并举
祈、消灾的仪式。)，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孙
绰等41人就在此集会，他们曲水流觞，引酒赋诗，各抒怀抱，
最后有王羲之作序总述其事。王羲之不但文章写的好，又善
书法，有书圣之称，于是兰亭，(兰渚之亭)流芳万古，大大
超过了兰草的清香，。就让我们共同欣赏吧。

(展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帖卷》，我们从这精美
的书法作品感受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也读出我们中国象
形文字的古雅与优美。)

二、朗读

配乐朗读(教师范读)

要求：注意文章语气、节奏、字音。

学生齐读。(教师订正)

(1)朗读语调提示：“永和九年……修模事也”以中速读。下
文有关集会的文句应以清新明快的语调读出，特别重
读“乐”，以体现作者快乐的心境。

(2)朗读指导：固知/一/死生/为/荒诞，齐/彭殇/为/妄
作。”读出节拍，读出批判语气，后之视今，亦由分之现昔，
悲乎/缓缓吐出，重音为‘悲’，，以后的句子以和缓低沉的
语调读出。



三、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1、了解序的题材特点

明确：

序是一种文体，一般写在书或文集的前面，有的近似论说文，
有的近似记叙文，有的则如说明文，还有的写法上同散文笔
调，这一类的多是为诗歌唱和的集子而作。《兰亭集序》就
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2、本文写了作者怎样的情感以及变化?

明确：

由乐而生痛，言痛而生感，终了而言悲，全文感情起伏，情
真意切。

我们就以此感情的变化为线索，走进兰亭，走近王羲之的感
情世界。

3、分小组讨论，给文章划分段落部分，概括要点。

明确：第一部分：叙宴集盛况

第二部分：发人生感慨

第三部分：明作序要旨

四、赏析课文

1、以课文的第一部分为主，看作者在表达自己的心境时从哪
几个方面写的?

明确：



时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

风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天气气清惠风和畅

人物：群贤少长

列坐其次一觞一咏畅叙幽情

感受：信可乐也

写法：写景抒情叙议结合

作者用简洁雅净、铿铿有致的语言，写出了宴集之地优美的
自然风光。“崇山峻岭，气势高峻;茂林修竹，幽深静谧;清
澈溪流，洁净明朗;湍急的流水，飞花溅玉，这些景物清澈明
朗，而又生机盎然。于是诗兴大发，他们纷纷临流赋诗。虽
无丝竹管弦之兴，然而可以”畅叙幽情，各抒怀抱。我们仿
佛看到了这些雅士间儒雅的风度和诗意人生，这种美好的聚
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美谈。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信可乐
也”。这实在是人生的极致。这种乐是对兰亭美景的陶醉，
是来自于兰亭集会的畅快。

2、学生尝试背诵第一段。

理清背诵思路：记叙了集会的时间、地点、事由、人物，
由“此地有崇山峻岭”引出四周环境及场面的铺叙，最后
由“是日地”领起描写游人的心境，抒发集会的心情。

要求：学生体会作者状物写景言简意赅、妙趣天成的特点，
感受作者快乐的心境。请学生摘录写景句。

3、学习第二段，了解作者的心境的变迁。

明确：



王处的时代是政治极为严酷、社会极剧动荡的年代，“天下
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死在残酷的权力斗争
中。因此，天下名士，首要任务是保全性命。因此，他们有
一人谈玄悟道：“悟言一室之内”，有的人归隐山林，“放
浪形骸”之外。正如王羲之在文中写道：“虽趣舒殊，静噪
不同，当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他们陶醉于一
时的快乐，追求暂时的满足。可就一时的满足和陶醉中，岁
月流逝，青春已经不再，而功业无成，作者自然发出人生的
感慨“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
慨系之矣”，人生就是这样永无止境地追求满足而又不断地
厌倦，既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无尽的烦恼，怎能不感慨万分。

人的寿命的长短，要听凭造化，无论寿命的长短，其结果是
殊途同归，“终期于尽”，人总是要死亡，任何有情的生命
都无法抗拒时间的无情吞噬，“死亡”是如此强大而无法抗
拒，因而个体的生命在它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而脆弱，也无
法回避对“死亡”的思考，作者在对“死亡”的观照中，再
次感受到人生之痛。

4、朗读并分析第三自然段。

理清背诵思路：

由读古人兴感之作时的体验“若合一契”说明古人也有感于
死生;然后转入对人生世事的深入抒写，批判当前士大夫“一
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表现了王羲之抗拒人生虚幻
的执著努力，随之又发出“后之视今，亦由今视昔，悲乎”
的慨叹。可见作者对人生敏锐、深刻的感受中有一份对人生
特别的热爱和执著，接着作者交代了《兰亭集》的成因“后
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总结全文。作者的“悲”，与
他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
殇为妄作。”看佛教、道教徒总是把生死看得很虚无、很超
脱，他们”一生死生，齐彭殇“，可我们不是神仙道人，是
血肉之躯，要珍惜生命，士大夫当”兼济天下“，去实现自



己的抱负。可这种生活观在我(王羲之)看来是何等的虚伪可
笑。正因为我对生命是如此的珍惜，因此，”每览昔者兴感
之由”，我“悲”古人，因为我对生命的体验和古人对生命
的体验是何其相似;我亦“悲”后人，“后之观今，亦由今之
视昔”，后人读我的文章，犹如我读古人的文章一样，作者
询问古今，发出悲叹。这里的“悲”不同于上一段的“痛”，
而是对个体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更加深刻感慨。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迈进了多少年，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今非
昔比，但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人类对生命本质(生命、青春、
痛苦等等)的体验却是一致的，王羲之也正是道出了这种“千
古同悲”，才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5、集体齐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背诵。

6、学生齐读课文三遍，背诵。

五、小结

我认为王羲之的人生观不消极，悲叹并不等于悲观，历史上
悲叹人生的往往是最富有创造价值的人士，比如曹操、李白，
曹操在的诗中写道“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譬如朝霞，去日
苦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乱世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对人
生充满了执着，对岁月的流逝才如此悲叹。王羲之的文章多
在是“消极其表，执着其里”，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
正是他对抗人生虚无的最执着的努力。

六、布置作业

背诵全文

延伸相关资料

1.《兰亭集序》真伪大辩论



《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出自唐代房玄龄编撰的《晋
书》，而此前收录晋文最完备的《文选》竟未见此文，这与
《兰》文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同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中
梁代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临河序》与《兰亭集序》文字上
有出入。于是就此引发了一场《兰亭集序》真伪大辩论。

(1)文章作者之真伪

观点一：作者不是王羲之。清人李文田首先提出这一观点，
并阐述了几点理由。郭沫若也赞同此说，并就“夫人之相
与”之增段补充论据，然后进一步考证说，《兰亭序》是王
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所为。

观点二：作者就是王羲之。高二适引用证据反驳郭沫若的观
点，章士钊也引用资料来证明《兰亭集序》的作者就是王羲
之。

(2)书法作者之真伪

观点一：作者不是王羲之。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李文田则从
书体上否定定武本《兰亭》为王羲之笔迹，郭沫若更是斩钉
截铁地断定是假的，并进一步推断，“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
智永所写的稿本”。

观点二：作者就是王羲之。高二适等人著文反驳，认为郭沫
若以两块刚出土的石碑而断定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
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

详情请看《语文学习》第8期陆精康先生的《〈兰亭序〉疑案
录》。

2.《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王旷之子，王敦、王导之侄，



东晋初太兴四年生，太元四年卒，年五十八岁，少有美誉，
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
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遗书，劝使应命，
乃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羲之素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度浙江，便有终老之志。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那里，谢安未仕时也住那里。孙绰、
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
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特撰此序，以
申其志。

(引自《汉魏六朝散文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古文观止》评《兰亭集序》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如此评《兰亭集
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
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
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
趣。

4.王羲之《兰亭诗》(其三)及前人评点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渌水滨。寥朗
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
差，适我无非新。

谭元春：“寓目理自陈，适我无非新”二语，真是通识所发，
非一意孤高绝俗之流。(《古诗归》)

钟惺：七贤胸中恐逊此原委。(《古诗归》)

陈祚明：旷达之旨，射洪古诗中多此等语，易流宋人。(《采
菽堂古诗选》)



沈德潜：不独序佳，诗亦清超越俗，“寓目理自陈”，“适
我无非新”，非学道有得者，不能言也。(《古诗源》)

牟愿相：王逸少传诗不多，其《兰亭》一篇，如苏仙高屋，
翘视群儿小澥(《草堂杂论诗》(摘自《魏晋南北朝诗精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前人张玉谷读了上面的《兰亭诗》(其三)后这样与《兰亭集
序》作比较阅读：即序中“仰观宇宙”数句意。“寓目理
陈”，贴视说，“群籁”、“适我”贴听说。只渌水滨，略
带兰亭，绝不粘滞，诗境清越。

【延伸阅读】

《兰亭诗》其一

仰视碧天际，俯瞰原水滨。

寂阔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中的“仰视碧天际”对应《序》中“仰现宇宙之大”“天
朗气清”。诗中“俯瞰泳水滨”对应《序》中“俯察品类之
盛”“清流激湍”。诗中“无涯观”“万殊”“群籁”对应
《序》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惠风暖日”这
些景物并非客观存在之景，而是贯注了诗人心性的情致化景
物，从诗中最后一句来看，宇宙万物虽有差别，但它们给作
者的感受都是崭新的、可爱的。



兰亭集序说课稿中公篇六

永和九年的干支年。

【暮春】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暮，晚。

【兰序】

在绍兴西南，其地名兰渚，渚中有兰亭。

【修禊】

一种消除不祥的祭礼。古代风俗，农历三月三，临水而祭，
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

【毕、咸】

副词，都。

【修】

长，高。

【激湍】

流势大，流速急的水。

【映带】

映衬并像带子般环绕。

【流觞】



把漆制的酒杯盛酒放在曲水上流，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
面前，谁就取而饮之。觞，酒杯。

【曲水】

引水环曲为渠，以流酒杯。

【次】

处所，地方，指水边。

【丝竹管弦】

都是乐器。箫笛用竹制成，是管乐器。琴瑟用弦制成，是弦
乐器。

【盛】

多，这里有“热闹”的意思。

【惠风】

让人受惠的风，微风。

【品类】

指自然万物。

【所以】

这里是“用来”之意。

【骋】

奔驰，这里为“舒展”之意。



【极】

极尽，尽情。

【信】

确实，真。

【夫】

助词，起引出下文的作用。

【相与】

相聚。

【俯仰】

一指社会人和事的应酬进退周旋;一说低头抬头，形容时间短
暂。此处取前一个意思为佳。

【取诸】

从……中取得。

【次】

处所，地方，指水边。

【丝竹管弦】

都是乐器。箫笛用竹制成，是管乐器。琴瑟用弦制成，是弦
乐器。

【盛】



多，这里有“热闹”的意思。

【惠风】

让人受惠的风，微风。

【品类】

指自然万物。

【所以】

这里是“用来”之意。

【骋】

奔驰，这里为“舒展”之意。

【极】

极尽，尽情。

【信】

确实，真。

【夫】

助词，起引出下文的作用。

【相与】

相聚。

【俯仰】



一指社会人和事的应酬进退周旋;一说低头抬头，形容时间短
暂。此处取前一个意思为佳。

【取诸】

从……中取得。

【次】

处所，地方，指水边。

【丝竹管弦】

都是乐器。箫笛用竹制成，是管乐器。琴瑟用弦制成，是弦
乐器。

【盛】

多，这里有“热闹”的意思。

【惠风】

让人受惠的风，微风。

【品类】

指自然万物。

【所以】

这里是“用来”之意。

【骋】

奔驰，这里为“舒展”之意。



【极】

极尽，尽情。

【信】

确实，真。

【夫】

助词，起引出下文的作用。

【相与】

相聚。

【俯仰】

一指社会人和事的应酬进退周旋;一说低头抬头，形容时间短
暂。此处取前一个意思为佳。

【取诸】

从……中取得。

兰亭集序说课稿中公篇七

1、是日也(是，古义：指代词“这”|今义：指判断动
词“是”)

2、茂林修竹(修，古义：长|今义：指修建处理)

3、所以游目骋怀(所以，古义：指用来|今义：表因果关系连
词)



4、信可乐也(信，古义：指确定|今义：指书信)

5、向之所欢(向，古义：指过去|今义：指方向)

6、列坐其次(次，古义：指旁边|今义：指数次，从次)

7、及其所之(及，古义：指等到|今义：表并列关系连词，
和)

8、曾不知老之将至(曾，古义：指竟然|今义：指曾经)

兰亭集序说课稿中公篇八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
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
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或取谮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困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
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
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
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
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
所以兴怀，其致—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永和九年，岁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日，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
的兰亭集会，举行祓禊活动。许多著名人士统统来了，年轻
的和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这专访有高峻的山岭主，茂盛的
树林，外长的竹子。还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衬环绕，引
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琴、瑟、



箫、笛演奏的盛况，但边喝酒边赋诗，也足够畅叙衷情。这
一天，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抬头看到天空的广
阔，低头看到万物的众多，藉此放眼观赏，开畅胸怀，可以
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确实是欢乐的。

人与人的相处，时间很短暂。有的把自己的抱负倾吐出来，
和朋友在一间房屋里谈论；有的凭借爱好的事物寄托志趣，
过着放纵性情的生活。虽然各人谋求的和抛弃的千差万别，
性格的安静和浮躁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对接触到的事物感
到高兴，被自己暂取得，就愉快地自满起来，不知道衰老即
将来到。等到他们对谋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经厌倦了，尽情
就随着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感慨也随之而来了。从前所喜欢
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为陈旧的事物，还不能不因此而
产生感慨。何况寿命长短，跟着自然界变化，终究要走向结
束。古人说：“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每次我看到从前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同我们好像契约一样相
合，没有不对着前人的文章悲伤感叹，可是心里又不明白会
这样。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样是虚妄的，把长寿和短
命看成等同是荒诞的。后来的人看现在，也象现在的人看从
前一样，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与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记
下来，并且把他们所作的诗抄录下来。虽然时代不同，事情
也两样，但是人们产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还是一样的。后
代阅读的人，也会对这些诗文有所感慨吧。

本文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
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先交代
集会的时间、地点和原因，接着描写兰亭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清流急湍等景色以及与会者的高雅之举和乐趣，由此抒
发作者的人生感受，最后点明写序的缘由，“虽世殊事异，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本文
通篇着眼“死生”二字，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盛行
的“一死生”“齐彭殇”的老庄哲学观点，于悲伤感慨中透
露出对生活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