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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学习目标：

1.积累文言字词.

2.理清行文思路,背诵课文.

3.了解人物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教学重点：

1.积累文言字词；

2.了解人物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教学难点：



1.体会个性鲜明的写人方法。

2.理解五柳先生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充分理解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实质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介绍作者，导入新课：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东晋末年，社会黑暗，风气污浊，很多人不择手段

地追名逐利，社会上充斥着虚伪与欺诈。陶渊明做过几任小官，因对统治阶级不

满，辞去官职，归隐田园，过着俭朴的生活。他隐居农村后，自号“五柳先生”，

亲身从事耕种，和农民交朋友。这期间他除了写出许多歌颂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

朴的农村生活的诗以外，也写了些表现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作品。上学期我们曾

学过他写的《桃花源记》，这节课我们学习他用史传笔法写的一篇自传《五柳先

生传》。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听录音，朗读课文。要求学生听准字音、语调，划出不能理解的词句。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从中找出表现五柳先生性格、生活、志趣的词句。

三、引导讨论以下问题：

（l）文中哪些语句表现了五柳先生的性格、生活和志趣？刻画了怎样的形象？

明确：“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点出了五柳先生的隐者心境。这是他性格

中最突出的地方。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展现了一



个在读书中得到精神愉悦的五柳先生；二是饮酒。“性嗜酒，期在必醉”，展示

了一个率真放达的五柳先生；“环堵萧然”“晏如也”，描绘了一个安贫乐道的

五柳先生；三是著文章。“常著文章自娱”“忘怀得失”，描述了一个自得其乐，

淡泊名利的五柳先生。

通过种种叙述，把一个虽处贫困之中却悠闲自适的隐士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了，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

（2）陶渊明“好读书”，为什么“不求甚解”呢？

明确：这与他“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

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既不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

得到安慰，他的不求甚解是他率真自然性格的反映。

（3）“赞”语中哪句话和传文中“不慕荣利”一句相照应？谈谈你对五柳先生

“不慕荣利”的看法？

明确：与“不慕荣利”相照应的句子是“不汲汲于富贵”。

对“不慕荣利”的看法，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不要求固定的

答案。

（4）“赞”语与前文有什么联系？

明确：文后的“赞语”是作者仿照史家笔法加的评论性的文字。赞语的实质

是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正好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

相照应，突出了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传赞一体，互为补充，使人物个性

更为鲜明。

（5）本文最大的特点是多用否定句，请从文中找出这些否定句，想一想多用否

定句有什么作用？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

贫不能常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

富贵”。正因为世人有种种追名逐利、矫揉造作之事，作者言“不”，正突出了

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入，突出了他对高洁志趣和人格的坚持。不仅让读者叹赏他

的高洁志趣，也使文章笔墨精粹而笔调诙谐，读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四、总结全文：

本文借五柳先生给自己写自传，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

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表现了自己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

五、作业作业：

1.背诵并默写课文

2.仿写自我

要求：仿照本文写法，用极少的语言介绍自我。

研修日志

发布者：王秀芳 所属单位：台前县清水河乡中学 发布时间：2017-05-16 浏览数( 5)

弹指一挥间，一个又一个学期一闪而过，回顾几年以来的初级中学语文教

学工作，感慨诸多，有失亦有得。总之，在这几年以来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工作

中有许多进步和不足之处，现将语文教学研修总结如下：



一、教学态度端正。认真备课，上好每一堂课，每篇课文至少阅读了五六遍

以上，并且对于重点的课文总是反复读了几遍，自主从课文中提炼出各种问题，

经过多方的思考以达到让学生思考，并思有所获。在课堂上常常是走到学生当中

去，尤其是学生在讨论时总是走到学生当中与他们共同探讨。在课堂朗读中要求

学生读的同时，自己常常是先示范读一遍，以至于有的学生说：“老师这篇文章

好像就是你写的。”

二、能够发现每一个学生的优点，坚持多鼓励少批评。通过这种方式，树立

起学生学习语文的信心。抓学生的优点，让学生意识到老师关注他们。虽然仅仅

这样收效甚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从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关心他们，使学生

感受到老师的关爱，感受到班集体的温暖。正如“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

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我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三、作文教学贴近生活实际，富有生活气息，命题灵活，形式也多样化了。

比如学生参加了运动会，因此就有作文有关这方面的，因是学生亲身实践的，写

作中就多了几分真实性和真切的情感，作文水准也提高了许多。周记就让学生多

写随笔，读书笔记，做些摘抄写一写读后感，有时还有意识将课堂延伸让学生写

在周记上。还尝试互批共批，以改促写，学生的作文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教学。在教学中就注重让学生掌握各个知识点，

并以每篇课文作为范例进行教学，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题目让他们展开讨论，让

学生有意识思考，有兴趣思考。在教学的过程也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

主动获取知识，科学地训练，全面提高语文的能力。每堂课都会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精心备好学生，锻炼学生听课的能力和概括的能力。同时，课文的迁移积累也

是本学期很注意做的一件事，每课都会向课外或生活延伸，作业设计也注意一些



发散性思维的题目的设计。即专家所说的要“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

外的联系,拓宽学习渠道，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 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

境。

五、积极地参与学校的教研活动。在学校的教研活动，我还是感到收获很多，

得到了很多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从而使我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有了很大的

提升。在这几年语文教学中，上过多次公开课，同时对这些公开课也进行了深刻

的反思，这为自己的教学沉积了很多经验。

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

发布者：张乐斌 台前县打渔陈镇中学 发布时间：

2017-05-08 浏览数( -) 【推荐】

自从事语文教学以来，我深深的感受到语文教学不仅是一门科

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如何上好一堂语文课了，这时每位语文老师

都需要仔细思索的，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设计好教学导语。导语是新课的引子，是教学一篇新课文

的开场白，一段精彩的导语是一节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导

语设计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才能设计好课堂教

学的导语呢？



1、根据不同课文类型设计不同的形式，设计时并要围绕教学

内容，学习目标来构思，突出教学重点，避免华而不实，偏离课堂教

学的主题，让学生茫然不知所云。

2、注意简明、概括。导语应力求做到以少胜多，言简意赅，

用一段简明的导语，抓住课文内涵的要点实质和学习材料的核心内

容，有利于概括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轻松掌握有关知识。

3、要生动、有感染力。充满色彩的生动的导语，能使学生产

生学习的兴趣，能感染学生，调动学生去领略课文的风采，引起感情

上的共鸣。

二、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课堂气氛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教

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知识，人格和威信是一种巨大的

精神力量,具有很大的震憾作用，是影响学生情感、制约课堂气氛的

关键要素。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要“严”不能放任自

流。当然，“严”也不能严得过度，以免给学生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有“激情”，教师每上一堂课前应以满腔热情

的积极状态，将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使学生的心随着教师的情感而

奔腾澎湃。只要我们从内心深处去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和爱护学生，

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让学生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良好

的课堂气氛自会形成，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能力

1、要培养学生发现美的意识

米开朗基罗在被视为平常的大理石中发现“大卫”，牛顿在苹果落地



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卞和在执著信念中发现和氏璧。要想让学生能

发现美，除非培养他们善于观察的眼睛。

“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运用自己眼睛感知生活中真善

美。这里有母亲的呵护，朋友的问候，老师的关心，一丝一缕中都寓

含浓浓深情。

朱自清在《背影》中发现浓浓的父爱，冰心在《繁星》《春水》中感

受到爱的温馨。

2、培养学生深刻思考意识

感觉于世界丰富多彩，体会生活绚丽缤纷，要能学会思考。创造人的

是自然，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要能感动于社会中事、物、人，

并且能激荡内心的扬善溢美的思想情感。

学会因事悟理、由情至理，上升到对生命意义感悟，对生活哲理思考，

提升人文精神的深刻思考，探究生活的真谛。

四、教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们生存的环境变得愈来愈恶化，矛盾愈

来愈尖锐，竞争愈来愈激烈，节奏愈来愈紧张，人际关系愈来愈复杂。

这一切，都给人，也给学生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良

好的心理素质就显得极为重要。

1、要宽容，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一群孩子，不斤斤计较他们的

过错，更不能和自己的学生斗气，如果老师能宽容他们，能唤回学生

内心深处善良的本性，学生会更快的改正错误。

2、要调控自己的情绪，做好学生的表率。我们不能 在自己心



情好，工作顺利时，就对学生和蔼可亲；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

自己心境不佳，情绪低落时，就把不愉快的情绪发泄给学生，使学生

成为自己的出气筒。这种对学生忽冷忽热的态度伤害了学生的自尊，

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学生的尊敬和信任。教师要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

做到不把情绪带进课堂，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努力使自己微笑

着面对学生，始终对学生热情、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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