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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栖居” 

——《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的生命观探究 

高三语文组  陈群玉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务群，意在让

学生集中阅读经典作品，积累文言阅读经验，培养民族审美趣味，

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选择性必修教材中有四

个文言诗文单元，即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二单元“百家争鸣——诸

子散文专题研习”；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三单元“历史现场——古代

史传与史论作品研习”；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一单元“诗的国度——

古代经典诗词作品研习”和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三单元“至情至性

——古代经典散文作品研习”。值得关注的是，本单元所选的非议

论类散文是学生文言学习中的大宗，而在前四册教材中并未设置

独立的单元进行学习，选入的文章也比较少，作为统编高中语文

教材的第一个文言散文单元，也是统编初高中语文教材的最后一

个文言诗文单元，教师在授课时应注意引导学生勾连已有知识，

初步建立对文言散文发展史的感性认识。 

教材所选古代散文作品都是“事”“情”“理”融为一体的佳

作，体现了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的“精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

价值”。从文体上看，选文分属“表”“志”“序”“辞”“传”“记”

六种，基本涵盖了中学生常见的除议论类散文外的古代散文体式。 

从风格来看，这六篇文章中的三篇晋代作品，虽然带有重视

“辞采”“文华”的特点，却并不堆砌、浮华；《种树郭橐驼传》

《石钟山记》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柳文清朗有力、不乏文采，

苏文平易晓畅、不事雕琢。归有光是明代“唐宋派”代表，继承

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项脊轩志》是其代表作，即事抒情，真

切动人。 

 

【学习基础分析】 

学生有较好的文言基础，经过前几册统编语文教材的学习对

中国传统经典有一定的了解，于古代文化、思想也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高三学生，应在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经典作

品中蕴含的古代文人的思想情感和人生感悟的理解，从中受到陶

冶，汲取智慧，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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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习目标】 

1、阅读古代散文佳作，体会古人的情感、思想和人生感悟，把握

文章承载的文化观念，从中受到陶冶，汲取智慧，感受民族文化

的无穷魅力，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2、深入研读单元课文，在反复诵读涵泳的基础上，领会不同作者

在审美上的独特追求；理解作者抒发情怀、表达思想的个性化手

法，赏析文章的章法和细节；学习自主选择角度欣赏古代散文作

品。 

3、结合体验与思考，进行对比与联系，集中研习古代散文；全面、

深入地认识古代散文的体裁特点、艺术手法和多样风格，并尝试

接触、运用相关的研究方法。 

4、在研习单元选文的过程中，理解古人是怎样“修辞立其诚”的；

结合生活实际，写一封书信，做到说真话，述真知，抒真情。 

 

【单元学习任务】 

1、小组讨论，探究本单元所选文章中体现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

念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2、学习古代散文在句式、章法上的特点，以及与思想情感抒发之

间的关系； 

3、对本单元的词类活用现象进行归纳梳理； 

4、写作：说真话，抒真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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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并序》第 3课时教学设计 

 

【核心任务】 

《兰亭集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两篇文章不仅创作年代接近，

而且都体现出作者对生命的深刻认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

体悟。但是，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不同，两位作者的思考

方式和得到的感悟也有所差异。探讨王羲之、陶渊明二人的生命

观有何区别与联系，在当今社会又有怎样的价值是本节课的核心

任务。 

 

【学习重难点】 

《兰亭集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两篇经典文言篇目对学生

学习而言，首先存在着语言理解上的难度；其次，文章创作于魏

晋这一“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的特殊时期，远离学生的

生活实际；再次，理解两位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对于高中生

来说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教师适当引导，帮助学生深化对每篇

文章的理解，并得出带有一定规律性的认识。 

 

【学习过程】 

环节一： 

通过分析文中情感发展变化的原因，辨析探讨两篇文章中体现的

生命观有何区别与联系。 

 

环节二： 

探究两篇文章中体现的生命观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环节三：课堂小结 

 

作业布置：完成练习册 P27第 9、第 10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