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 2023年第1期

备课网页

与古同游，参乎造化

□ 戈冬莹

——《登泰山记》《游惠山记》《湖心亭看雪》群文阅读教学实录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积累三篇典范游记散文中的重点文言字词，丰富

文言文素养。

2.品味精彩语言，赏析表达技巧及艺术效果，涵养

语言读写与鉴赏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反复诵读，欣赏精彩片段，鉴赏景物描写的技巧。

2.领略山水之美，体悟作者寄寓山水之情趣。

【教学媒介】

多媒体

【教学方法】

研讨法，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情境设置）

近期，我们学校的旅游社团制定了本周的活动主

题：“与古云游，参乎造化”，即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与

古人同游，欣赏大美自然。

社团同学分别选择了三个旅游目的地：山东泰山、

无锡惠山和杭州西湖。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学们参与到

自己的项目中来，社团成员准备在今天进行项目推介，

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精彩宣传。

二、一景摄心，一文遗情

师：为了更加契合本次社团活动的主题，也增加旅

游活动的文化底蕴，成员们分别选择了姚鼐的《登泰山

记》、袁宏道的《游惠山记》以及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记》，他们将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景点的特色

推荐。

（PPT投影）

泰山——姚鼐《登泰山记》

惠山——袁宏道《游惠山记》

西湖——张岱《湖心亭看雪记》

三、与古同游，参乎造化

【任务一】请三个景点的推介员分别用一句话简明

扼要地概括本次宣传的主题。（学生活动：学生分成三

个组，分别代表泰山游宣传组、惠山游宣传组和西湖游

宣传组）

泰山：那日、那雪、那山

惠山：斩断三千烦恼丝，无逾无锡惠山景

西湖：五岳归来不看山，西湖归来不看景

师评：三个组的主题各有特色，泰山组的同学化用

了歌谣《那山那水那人》，直接将泰山的“雪景”与“日

景”放进主题，抓人眼球；惠山组的同学，则是以袁宏道

先生的《游惠山记》为蓝本，突出惠山景对人的精神作

用，展示了同学们对文本的研读成果；而西湖组的同学

们简单干脆，化用诗句，对西湖美景的绝对自信溢于

言表。

老师要为大家的才思点赞，但真正的比拼现在才

开始，请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巧思，吸引更多的同学们

加入自己的项目，一起云游。老师拭目以待。

【任务二：立足文本】各小组结合老师推荐的三篇

游记散文，提炼概括景区特色，撰写文字简洁的文案，

并推选宣传员进行旅游路线推介，展现景区的特色之

景。

要求：每组推介不超过 3分钟。各组要选好书记

员，记录要点。

第一组第一组：：

惠山惠山：：斩断三千烦恼丝斩断三千烦恼丝，，无逾无锡惠山景无逾无锡惠山景

各位游客家人们：

我是本次云游无锡的导游，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

无锡游胜景。

“江南第一山，胜景在北坡”，惠山乃江南名胜之

地，惠峰九曲，宛如九龙，山势逶迤磅礴，雄浑壮观，山

北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被古人称誉

为“山之面”，是惠山的精华所在。“石门春光”“朝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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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城”“月落望极楼”“北坡流霞”，青山绿水，将传统之

美发挥到极致。美丽惠山，只等你来！

（掌声）

师评：“江南第一山”，无锡惠山是也。显山透绿，

千情万种，似是被谁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绘制出醉人

的斑斓美图，将惠山的美渲染到了极致。那结合袁宏

道先生的《惠山记》，你们组还有其他特色景点值得推

荐吗？

生（补充阐述）：惠山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山中僧房，

袁宏道先生在《游惠山记》中写到：“山中僧房极精邃，

周回曲折，窈若深洞，秋声阁远眺尤佳。”

山中的僧房构造精致，迂回曲折，幽远像深洞。远

望山顶的秋声阁，景色极佳，一扫抑郁，欢迎大家来休

憩，忘却尘俗三千烦恼丝，让灵魂得到净化。

师评：生活在尘世之中，我们偶而也需要灵魂的栖

息，远离喧嚣，入山、听禅、打坐，不一样的生活，似也是

人生的另一种选择，抛却烦恼，扫除不开心，又何乐而

不为呢？为师颇为心动，期待你们接下来的更精彩的

表现。

第二组第二组：：

泰山泰山：：那日那日、、那雪那雪、、那山那山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游泰山”项目推介会。拔

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曰之姿；历代帝王尊崇它，把它当

作江山永固的象征；文人骚客礼赞它，将其雄伟之姿尽

收眼底，一吐心胸；清代文人姚鼐就曾经冒着风雪不远

万里赶来登山，并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泰山

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精神的象征，泰山有摄人

心魄的日出之景，有落雪如诗的雪景，更有独特奇异的

“泰山九怪”。心动不如行动，快来加入我们吧！

（掌声雷动）

师追问：激情昂扬，对泰山的热爱也通过介绍泰山

时的喜悦神情流露出来，我相信对泰山不是很了解的

同学已经有了好奇心，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

下泰山的日、雪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生（补充阐述）：姚鼐在《登泰山记》中花费了不少

笔墨描写他登泰山观日出之景，并且将此摄人心魄的

日出之景记录了下来：

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

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

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

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日出之前，四周一片迷蒙，仿佛身处云端；日将出

之时，色彩变换，五彩缤纷，令人心醉。日出之时，纯正

的红色似朱砂一般，下面有红光晃动着拖着它，最令人

心动。

师评：徐志摩在《泰山日出》中写到：“东方有的是

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

现了，到了，在这里了……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

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

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一方的异彩，揭

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令人只能生出

“奇伟壮美”之感叹，人之一生，又如何能错过此番景致

呢？同学们，还在等什么呢？

生（补充阐述）：泰山之日，更有夕照之景，令人怦

然心动。姚鼐在《登泰山记》中所记：“望晚日照城郭，

汶水、徂涞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夕阳西落，映照

泰安城，汶水、徂涞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

山处的云雾，又像舞动的飘带一样。风景如画，仿佛人

间仙境，只等你来！

师评：日落、青山、流水、城郭、白雪，组成了一幅波

澜壮阔的“夕照图”，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生（补充阐述）：雪落泰山分外浪漫，泰山雪景，荡

涤人心。“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虽然只有八个字，但是

道尽了雪景之精髓。比喻修辞的使用，更是突出雪之

纯净，上下通明一片冰洁，令人心动。

师评：非常好，关注修辞，点出特点，体现了我们同

学的素养。每一场雪都是一场惊喜，雪花飞舞，让人感

觉便是人间仙境，立身泰山之巅，听雪轻轻落下，万籁

俱寂。

我们泰山组的同学非常专业，泰山景的介绍更是

令人动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吸引呢？压力给到我

们最后一组西湖组的同学，能否将被惠山、泰山吸引的

同学拉回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西湖组的推

介员。

第三组第三组：：

西湖西湖：：五岳归来不看山五岳归来不看山，，西湖归来不看景西湖归来不看景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欢迎来到我们的西湖推介

会。染一树芳华，两袖月光，诉绝色优雅，芬芳流年。

“苏堤春晓”，薄雾迷蒙，垂柳初绿，尽显西湖旖旎的柔

美气质；“曲院风荷”，映日荷花别样红；“平湖秋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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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当空，湖光山色；“断桥残雪”，雪后初晴，日出映照，

断桥向阳；“三潭印月”，岛中有湖，湖中有岛，传统花木

构成色彩绚丽的景致，岛内外水光云天相印，恰似蓬莱

心境。西湖之美，天下皆知，你若错过，岂不痛哉！

（掌声）

师评：西湖之美，天下皆知，我们同学的语言也似

这西湖的美景，令人沉醉；西湖美景众多，还有没有同

学需要补充介绍下呢？

生（补充阐述）：刚才泰山组的同学重点推荐了泰

山的壮美雪景，那我们组给大家推荐的也是雪景。只

不过不像泰山之巅看雪景，内心汹涌澎湃，我们请大家

到西湖的湖心亭看雪，内心是静谧宁和的。张岱这样

写雪后的西湖：“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大家很向往

童话世界吧，那你就一定不能错过雪后的西湖，湖面上

冰花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

片。湖上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

轮廓，整个世界安静、纯洁。

师评：天空、云层、山峦、湖水混蒙一片，举目皆白，

此景、此境实属难得，感谢西湖组的同学们的走心

推荐。

师过渡：为了充分利用老师推荐的三篇游记，同时

也凸显“与古同游”的主题，让同学们不仅仅感受到视

觉的美感，更让今人体悟古人游览之时的幽思，也让我

们对景区之景的鉴赏更深一层，请三组同学深入挖掘

项目背后的人文价值与意义所在。

【任务三：情感挖掘】请三组同学深入研读文本，小

组合作讨论，联系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游览之中的感

悟，挖掘景点之后的人文价值与精神意义所在，加强宣

传力量。

（PPT投影）：一景一物总关情

袁宏道袁宏道《《游惠山记游惠山记》》

生：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袁宏道先生就是“随

性”。首先他天性豪放不羁，有和苏东坡、王安石同样

的癖好：“宾客山水”，在山水之间游玩。其次，他说自

己喜欢读书，如《史记》、杜诗、《水浒传》、元人杂剧等畅

心之书，浅易好懂的不值得看，艰深难解的又不能使人

心意爽快，所以他都不看。整体来看，就是随心所欲，

过得很快乐。

（PPT投影补充）：东坡、半山之癖

东坡：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至后，苏轼饮酒

品茶吟诗，纵情山水，先后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赤

壁赋》《后赤壁赋》，黄州山水处处皆有其踪迹。

半山：王安石，退隐江宁（南京）后，骑驴游山玩水，

随心所至。

师：这篇文章标题叫《游惠山记》，请问开篇有没有

提及或者体现“游”呢？

生：没有。主要交代了自己的生平读书喜好，还交

代自己大病初愈。为第二段“游惠山”做铺垫。

师：作者心情如何？用文中词语来概括，并说明为

何会有如此心情。

生：“厌”，厌恶，心烦意燥。因为自己喜欢读的书，

都读烂了，没有书再让自己读；再一个自己大病初愈，

没有朋友相伴。

师：所以，刚刚同学说，第一段为第二段“游惠山”

做了铺垫，由此可以理解。作者大病初愈，又没有爱的

书，再加上没有朋友相伴，孤独寂寞，自然是“厌”的。

在这时候，什么就成了令他开心的事？

生：游惠山。

（PPT投影）袁宏道“厌”的背景（知人论世）

袁宏道仕途颇为不顺，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

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后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

委派官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

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

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

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

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

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万历二十五年，在两次

“乞归”后，他终于辞去吴县县令。袁宏道离开吴县

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佳山

秀水间，与友人诗酒酬答，奇文共赏。同时，他也是

明代反对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将，既反对前后七子摹

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

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

格套”的性灵说。

师总结：由此可知，袁宏道内心的“厌”，不仅仅是

文本上之理由，更多的是他仕途的不得意，郁结于心，

难以排遣，于是他希望借山水来一舒心结，于山水中寻

找畅快与消遣。那他游过惠山之后，又有何感觉？

生：眼目之昏聩，心脾之困结，一时谴尽，流连阁

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无逾山水。

师：心有厌来，携兴而归，惠山的山水，扫除了袁宏

道的尘世烦恼，除厌得兴。山水不仅是袁宏道人生乐

趣的源泉，也是他自由展现独立自我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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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张岱《《湖心亭看雪湖心亭看雪》》

生：我觉得用文中的一个字来概括张岱，那就是

“痴”。

师追问：你觉得这个“痴”是什么意思？

生：怪。

师追问：“怪”在哪里，或者说“痴”在何处？

生：我觉得他看雪的时间很奇怪：“更定矣”。大概

是晚上八点这样，冬天本来天就黑得早，8点天应该是

非常黑的。

生补充：看雪的天气也很痴。“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

俱绝”，暴雪三日，没有鸟兽就罢了，还专挑没有人的时

候，可见他不想遇到任何人，希望一个人看雪，有点怪。

生补充：还特别强调自己一个人撑着一叶小舟，

“独往湖心亭看雪”，如此景致，理应邀请朋友，他却独

自前往，有点“痴”。

师评：我们三位同学围绕一个“痴”字分析了张岱

看雪的心境，并且将其理解为“怪”，暂且不论“痴”是否

等于“怪”，还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根据大家刚才分

析的文本，你觉得张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老师，我想到一句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感觉张岱是一个遗世独立、孤傲却也孤独之人，内

心应该是有心事吧？

师：这位同学用了一个问句，表示自己也不确定。

那老师想问你：这篇文章标题叫《湖心亭看雪》，但文章

却有一半的篇幅在写人，为什么呢？

生（恍然大悟）：张岱不单单是来看雪景，他是为了

在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或者想一些事情，所以他特

地找了一个很安静的晚上。

师（PPT投影补充）：张岱其人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

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

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自为墓志铭》）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夜气方

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

一梦。（《〈陶庵梦忆〉自序》）

师：张岱对于故国的怀念，也恰恰解释了文章开篇

明已灭亡，却依然用明朝纪年。张岱是在这西湖雪景

中梦故国、梦故园、梦故人、梦故事、痴情说梦。那你们

还觉得“痴”是怪的意思吗？

生明确：执着、迷恋。

姚鼐姚鼐《《登泰山记登泰山记》》

师提醒：《登泰山记》文本容量颇大，写景较多，请

大家着重欣赏姚鼐登泰山重点观看之景。

生：姚鼐登上泰山，着重写了自己等待看日出之景

的过程，首先登上山顶非常不容易，但是他还是冒着风

雪严寒，无惧千级冰滑的石阶，义无反顾地攀登，可见

张岱心志之坚定；

生补充：写日出的过程相当详细，等待日出，日出

之前，日出之时，日出之后，整个景色壮美，令人震撼。

师追问：那你觉得姚鼐为何突破这么恶劣的条件

也要登上泰山顶去看日出呢？

生：因为泰山日出值得（学生笑），很壮美；而且根

据注释，姚鼐仕途不顺，且对仕途心生退却之意，这也

是他登泰山的一个原因吧，希望能从泰山日出之景中

获得力量。

（PPT投影补充）：姚鼐其人

姚鼐科举之路，坎坷异常，四次落第，开始八年仕

宦生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姚鼐升任刑部郎中。

科举选士之标准脱离社会现实，刑法严苛的社会现实，

与姚鼐实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发生直接的尖锐冲突，仕

途的失意与失落，让姚鼐两次心生隐退之意。

姚鼐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告

成，以御史记名。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以养亲为

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

颖）于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至日观峰的日观

亭后，观赏日出，写下了这篇游记。

师：根据老师补充的作者生平经历，再读作者登泰山

之艰难，以及等待日出、看日出的过程，再思考，作者一行

人为何在环境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执意登顶看日出？

生：不因为环境恶劣而有任何惧怕，表明作者孤高

之情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泰山的日出之景，壮美，

让人内心能收受到震撼，充满力量，作者希望自己也能

相那太阳一样，冲破重重阻碍，绽放自己生命的光彩。

（掌声）

师按：“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尚书今

古文注疏》)泰山是五岳中的东岳，山处东方，是太阳升

起的地方，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杜甫也曾在这里“一览众山小”。泰山因文化圣

人而成为文化圣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山。

且文本中提及泰山的“岱祠”“碧霞元君祠”“皇帝

行宫”“道中石刻”，都昭示了泰山与众山不同的文化意

义。而我们也可据此大胆猜测作者登泰山之理由。

四、宾客山水，欣于所遇（小结）

清康熙年间，性好山水的文人潘耒，在为明代旅行

21



学语文 2023年第1期

备课网页

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作序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揭示了怎样才能尽享山水之乐的秘籍（PPT投影）：

无出尘之胸襟，不能赏会山水；无济胜之肢体，不

能搜剔幽秘；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近游不广；

浅游不奇；便游不畅；群游不久；自非置身物外，弃绝百

事，而孤行其意，虽游犹弗游也。

赏山水，而不滞于山水，用本我之心体味山水之真

切，方能游得深广、见得瑰奇。古人的山水游记中，不

是名山，却可驻足；不是名水，仍可凭栏。山不在高，水

不在深，重要的是有怎样的玩心与情趣，或许这才是我

们今天学习这三篇游记所获得的今人“山水之惑”的正

解，而不是仅仅将风景局限在手机与相机中。

三位古人观赏游览理由各不相同，但都从山水中

找回了自我，借用《兰亭集序》中的话：“虽趣舍万殊,静

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是也，他们是用心去

看山品水，得到的也就是山水真谛。

食得人间烟火，赏得湖光山色，感谢三组同学的精

彩分享，现在选择权交到了大家的手上，欢迎本周都来

参与我们同学们的社团云游，让我们古今一心，宾客山

水，欣于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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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戈冬莹，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新淮高

级中学教师）

［责编 芮瑞］

（上接第14页）和评论的，表达了怎样的观点。在书本

上进行圈点批注。

圈点批注是七年级就已学过的一种阅读方式，利

用这种方式，提醒同学们识别事实和观点，同时关注对

评论性语句的分析，对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态度、立

场等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示例：冒险、搜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畏缩、狂喜

和欢欣、遭难、牺性和忠心——一切都像火光似的，照

耀着这成千上万的青年们的热情、希望和革命的乐观

主义。他们永不承认失败，不管它是由于人力、自然或

死神。

批注：中央主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

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以摆脱

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是一个时代，一个精神

的符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句话鲜明地表

达了作者对长征精神采取褒扬的立场。

任务二：手写我心传信仰

通过这一本书的阅读，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借着校读书节活动的东风，校学生会决定举办“见字如

面”活动，假如你有一次给书中人物写信的机会，你会

写给谁？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像，把你想对他说的

都写在信里。该任务要求学生能够对书本有独特的见

解和体会，联系自身谈启迪。同时也是对大情境的

回应。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进阶式学习任务群的

建立，给学生的整本书阅读提供了向上攀爬的台阶，学

生拾级而上，拨云见日，读完，读深，读透。饱览风景，

感受阅读的魅力，让学生与名著的距离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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