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游褒禅山记 游褒禅山记第四段心
得体会(优秀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游褒禅山记篇一

褒禅山，素有“江南第一山”之称，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市区
西南，被誉为“旱中有湖，湖中有山”。游褒禅山记第四段
描绘了褒禅山的绮丽景色，令人惊叹不已。本文将从游褒禅
山的壮丽景色、文化底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然对人
的启示以及对生活的反思等方面来探讨这一段文字给我们带
来的心灵震撼。

首先，游褒禅山的壮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以“环绕四
山，其下洞庭之水，泾渭分明，鸟兽腾跃，横波翻滚，如画
如卷”来描述褒禅山的景色。这样的形容词使人仿佛置身于
山水之中，亲身感受到了那恢宏壮丽的景色。无论是群山环
抱的壮观，还是波光粼粼的湖水，皆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这样的景色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仿佛身心都得到了洗涤，
使人重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

其次，褒禅山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文章中提到了二王庙、
石舫、保国寺等文化遗迹。这些古建筑代表了古代文化的精
髓，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二王庙是对历史名人二王（杨松、
范希仁）的纪念，石舫是一方博古洁白石碑，保国寺更是一
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寺庙，这些文化遗迹无一不在诉说着褒禅
山的辉煌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褒禅山以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成为了游客们向往的旅游景点。



此外，游褒禅山记第四段还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
中提到的“水波不兴”，表明山水清幽，没有受到人类的干
扰。这种和谐的关系让人感到自然的神秘与脆弱。人类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只有保持这种和谐，才能
获得真正的幸福。当人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时，自然也会
给予人类无尽的瑰宝。而当人类无视自然，过度开发时，自
然也会对人类发出警示。因此，我们应该从褒禅山的和谐关
系中，获得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之心。

另外，褒禅山也给人们带来了对生活的启示。文章描述了山
中兰若寺供奉的观音像的形象，像是在提醒人们要心怀慈悲，
修身养性。“危坐踞石，垂手观礼”这样安详而和谐的场景，
告诉我们要学会摒弃功利心和浮躁的生活态度，用一颗平静
的心去面对困境和挫折。同时，褒禅山的壮丽景色也提醒人
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不要过于
焦虑和埋头苦干，忽视了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瞬间。

总而言之，游褒禅山记第四段所描绘的褒禅山的景色、文化
底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对生活的启示，给人们带来
了极大的震撼。这些文字使人们感到自然的伟大、历史的厚
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生活的美好。褒禅山如此壮丽的
景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得游客们流连忘返，为这片风景
所倾倒。而这段文字也正是通过人们对褒禅山的向往和喜爱，
使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对人生和自然的深思。

游褒禅山记篇二

　参看课文脚注(或查词典)，给文中陌生词语注音。之后，
有节奏地朗读全文。

　朗读之后，合上书，在此书写：

读完本文，我感知到作者在借登山的事引出关于成功的条件
的思考



我这样理解本文的标题：

是关于游山的记叙文。通过对登山活动的回忆，感悟、阐发
某些人生真理。

　请给本文作批注式的理解。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
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命
名)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
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正
音)(说明)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前洞)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
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后洞)(说明)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进洞)有怠而欲出者，
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出洞)盖余所至，比
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
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
极夫游之乐也。(后悔)(游山经过)(记叙)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
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观游所得在深思)夫
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
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
至也。(奇观在险远，有志方可至)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无力不至)有志与力，而又不
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有志与
力，无物相之不至)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
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有力
不至可讥，尽志不至无悔)此余之所得也!(成功的条件在于有



志、有力、有物，我有力、有物但没意志，故而有悔)(议论)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治学
应深思慎取)(议论)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
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游人及写作时间)(说明)

　通过以上理解分析，本文的主旨，可以这样综合、概括：

本文通过一次登山活动，感悟到成功的条件在于自身意志、
力量及外物相助，三者缺一不可;同时反思到，自己的失败在
于意志薄弱、追随大流。

本文内容美在：1、从日常生活小事中，感悟、发现到关于成
功的普遍道理，折射出作者思维的'高妙、深刻;2、强烈的自
省、批判的科学意识，折射出作者心思的认真与严谨。

本文写得漂亮，因为：1、以小见大，因事见理，使文章平易
生动，而又不失高妙和深刻;2、记叙、议论、说明等表达方
式兼备，使文章脉络清楚、思想突出、科学理性。

阅读下面的信息，并回答问题。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
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素养在《游褒禅山记》中有没有体现?请
说明。

《游褒禅山记》中倡导的深思慎取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及极尽



意志、不随大流的行事方式，都是改革家素养的体现。深思
可发现积弊;慎取可避免主观;极尽意志，方可推陈;不随大流
才能出新。

思考并回答：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是人云亦云，不太
爱深思;也经常随大流，不愿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举
例说明。

对于我来说，在人情礼节上，不愿得罪人，多是随大流。比
方说，请客送礼，我心里极其厌恶这种习俗，但还是不得不
掏腰包，并不情愿地赴宴。但是，在学术、专业及工作上，
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大流，而是喜欢实验、探索。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
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
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
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以上文段分析了登山成功的三个条件：意志、力量和外物。
请你大约仿照上面的句式，分析“大树生长的条件”。

示例：

世上茂盛、苍翠的大树，参天蔽日，人们往往仰观赞叹，但
非有阳光不能生长。有阳光日日照耀，但没有足够的水源，
也不能生长。有阳光照耀，而又有水源不断供给，若没有坚
实的土壤让其扎根，也不能生长也。

游褒禅山记篇三

教材地位：

本单元选择就宋代著名散文大家苏洵、王安石、欧陽修、苏
轼的散文名篇。《六国论》《游褒蝉山记》是教读课，后两



篇是自读课。《六国论》《伶官传序》都是借古讽今的史论
散文，《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是因事说理的游记散文。
可以分别作比较阅读。

宋代散文继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并有所发展，题材更加广泛，
形式更加多样，语言更加畅达，长于议论，体现宋代以理入
文的一代文风，对后世散文产生深远影响。

欧陽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喜雨亭记》，苏辙的《黄州
快哉亭记》，司马光的《赤壁之战》，苏轼的《赤壁赋》，
比较各种游记散文与史论文风格的多彩多姿。

1、学习借鉴文章借古讽今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说理方式。

2、理解重点词句在文中的特殊含义与用法

3、掌握几个文言句式并能读懂文中语句

1、迅速把握文章整体内容与思想情感。

2、能结合写作背景赏析作者表达情感的方法。

通过反复诵读体会作者深入思考，注重实践探索的求知精神。

1、重点：诵读背诵，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重点词句在
文中的含义。

2、难点：领会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熟练掌握文言词类用法
与句式是难点。

1、了解作家作品及游记散文的基本写法

2、借助工具书初步读懂全文内容

3、体会作者是怎样把记游写景与感悟说理结合起来的。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好半山。
世称王荆公，王文公，王临川。21岁中进士，40岁进万言书，
提变法，抑特权，力图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推行富国
强兵之策。49岁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在神宗支持下力
行新法，但遭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攻击，54岁罢相，次年为
相。56岁再次辞去相位，隐居江苏南京，从事创作。封荆国
公，谥号文公。《临川先生文集》。

三、朗读文本，整体把握内容

四、探究思考，理解中心思想与作者感情

1、王安石具体描写游褒禅山几个地方，哪个地方写得最详细？

4、作者通过游华山洞的经历悟出了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5、作者认为要完成自己的事业理想必须有哪些条件，哪一个
条件是最重要的？

五、老师范读全文，学生理解词句

六、作业

1、借助工具书读懂全文语句，准备复述。

2、完成《导学》练习，巩固文言词语与句式的理解。

3、朗读全文，准备背诵。

一、重点语词与句式理解检测

二、重点语段口头翻译检测

三、学生诵读全文



1、个别诵读能力一抽一查

2、集体诵读训练】

四、教师示范朗读与诵读指导

五、学生划分重点语段层次，把握背诵的文脉与记忆的衔接
特征语词

六、学生分层诵读，以文意串连衔接回忆线索

七、迁移运用

把“游华山洞”的两段描述改写成为现代散文。

游褒禅山记篇四

最近刚学习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读后第一感想是哪
个怠而欲出者很冤枉。首先想为大家解释一下：怠，懈怠之
意也。这懈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松懈懒惰。

非也，非也。这位先辈只是一句意见性、提示性的话，又没
让其他人非得跟着出来不可。其他三位完全可以不跟着出来
嘛。是担心他一人出来有危险吗？那可以由一人陪同，其余
二人继续自己的游玩嘛。是因为给怠而欲出者面子，所以不
好意思回绝而跟着出来嘛？本人估计其他三位也有些担心也
有些怠，只是因为面子不好意思说罢了。有敢说的了，也就
有了个台阶下了。但最后敢说出心里想法的人却因为火未灭
未发生危险而成了被责备的对象了，成了背黑锅的人了。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四位先辈们听了怠而欲出者的话后，
都没有采纳而没出来继续往前探索，而火把真的灭了。他们
很难出来，他们就又会说还不如听某某某的意见早出来
呢！()然后再责备第一个提议继续往前走的人。如果由于前



面氧气含量低，或遇到一只生活在洞里的猛兽而生命遇到威
胁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非常之痛恨那提议继续往前走的人。

游褒禅山记篇五

第一段：引言（150字）

《游褒禅山记》是唐代文学家元稹所写的一篇描写禅山名胜
的游记，文中以流畅的叙述和细腻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一个
美妙的山水之境。而在第四段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登山的感
悟，引发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本文将从自然的真实感受、
品味生命的意义、追求内在的宁静、珍惜当下的重要性以及
尊重自然的思考展开讨论，体会并分享作者所表达的精神境
界。

第二段：自然的真实感受（200字）

在游褒禅山的过程中，作者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令人惊叹。
文中描绘了水势的奔腾，山涧的深刻，还有山巅的云雾缭绕。
这些自然景象使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进一步体
会到自然的伟大与壮丽，而个人的渺小与微不足道相对比。
自然的真实感受提醒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的美好，保护生态环
境，才能让这些美景永远流传下去。

第三段：品味生命的意义（250字）

作者在游山过程中，发现了山鸟的欢快歌唱和野花的绽放。
这让他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那个瞬间他受到强烈的启发。
他意识到生活中有时候太过忙碌，忽视了与自然的连结。生
命的意义在于发现个人与自然的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和
快乐。这一体悟使作者在面对繁忙的日常生活时更加清晰地
了解到，我们的追求不应只是物质的欲望，而是精神层面的
满足，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段：追求内在的宁静（250字）

当他登上山峰后，看到山巅的云雾之美，他感受到一种心灵
的宁静，和生活的烦恼都一扫而空。他领悟到宁静不仅来自
于外部环境的净化，更来自于内心的调整。宁静无需追求于
外界，而是一种内心的力量。我们应该依靠内心产生的宁静，
达到心境的平和与安详。冥想、读书、散步等都可以帮助我
们达到这种宁静状态。只有拥有内心的宁静，才能应对生活
的波折和挑战。

第五段：珍惜当下的重要性与尊重自然的思考（350字）

作者在洞中闭目静思，意识到洞壁上的字词都是历史的见证，
它们诉说着时光的流转。这让作者进一步体悟到时光易逝，
生命短暂的真理。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善待生活中每一个瞬
间。另一方面，作者对自然的尊重也表现在他对花、树、山
等自然事物的虔诚之心上。他以感恩之心去倾听自然的声音，
用敬畏之情去欣赏自然的美丽。尊重自然，是对生命的尊重，
也是对整个世界的尊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会去尊
重自然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护地球家园。

结尾（150字）

通过《游褒禅山记》第四段的感悟，我们领略到了作者对自
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思考。在这篇游记中，作者通过对大自
然的描绘，引发了读者对生命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尊重。我们
应该珍惜当下，追求内心的宁静，从而获得对生活更深层次
的理解与满足。同时，我们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减少
对自然的破坏，尽力保护我们美丽而又宝贵的地球家园。让
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融入自然的怀抱，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拥抱生命的奇迹。



游褒禅山记篇六

今天我要说的是《游褒禅山记》复习，现依据教学大纲、考
纲、教材、学情对本课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的制定及教学
程序的设计等方面作如下说明：

一、说大纲、考纲、教材和学情

（一）关于大纲

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懂文言课文的基本内容，了解课文
中常见文言实词的含义和常见文言虚词的用法，以及与现代
汉语不同的文言句式。能结合教材中的古代诗文了解相关的
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

（二）关于考纲

据《大纲》要求，高考《考试说明》对文言文要求是：1．正
确认读基本篇目的字音，读清句读。2．理解基本篇目中常见
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的含义及用法。3．理解并能够用现代汉
语翻译基本篇目中的重要文言语句。4．理解基本篇目的思想
内容及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三）关于教材

（四）关于学情

此前，学生学习文言文已经有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经验，上了
高中后又掌握了不少的文言知识。因此，学生学习这篇浅易
的文言文并不会感到特别的吃力。而这节课又是复习课，对
于一些学生易掌握的知识可略说，而对于平时的易错的要重
点说，要说透。对于一些知识点进行归纳，迁移，传授学生
记忆方法。



二、说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习本文中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
动词的用法。了解文言虚词“其”的意义与用法。学习本文
从记游到议论，即事明理的写作方法。

2、能力目标――熟读背诵，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情感目标――领会治学处世皆须坚定意志，并且要深思慎
取的道理。

教学重点：

重点：1、掌握重点文言词的意义、用法，古今词义的区别及
特殊的文言句式。虚词“其”的用法。

2．通过合作讨论、课文叙议结合的特点，理解叙述与议论的
内在逻辑联系

难点：理解《游褒禅山记》所阐述的道理

三、说学法、教法

（一）学法

高二学生对文言文阅读已具备了一些基础知识和积累，但对
如何学习文言文，还是一个新课题，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掌
握学习方法，运用已有的知识框架同化新信息，建立新的智
能，逐步走向独立学习的境界。

1、比较法

本文是一篇游记，可与学过的旧课文进行联系比较。教学中,
通过回顾初中的学过《醉翁亭记》、《岳阳楼记》进行比较，
加深了解游记这种文体特点。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2、讨论法

作为一节复习课，学生可讨论，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调动学生思考、交流的积极性，通过讨论，学生加深对
本课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的掌握，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3、练习法

这是巩固知识、发展能力的有效方法，关键在一个“精”字。
“练”不求“多”，应求“精”，要用最少的练习巩固学生
的知识，我设计了课堂练笔练习，重点巩固，当堂“消化”。

（二）教法

1、点拨法

2、迁移法、归纳法

鼓励学生及时归纳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注意积累文言文知识。

3、提问法

课堂上需要师生互动

四、说教学程序

以复习初中所学两篇游记的文体知识导入，了解游记这种文
体知识，理解文章的主旨，然后通过课件展现，帮助学生复
习巩固字音，字意，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对于学生回答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点拨，释疑。对一些知识点进行归纳。例
如“其”的用法。在疏通字音、字意的基础上理解文章的结
构，领会本文所阐述的道理。学习本文从记游到议论，即事
明理的写作方法。



五、布置作业

六、板书

板书是一堂课的精华所在。我设计的板书如下：

1节：山名考证

记叙山―院―碑

2节：游华山洞

前洞：平旷、游者众

后洞：幽深、罕至

3节：游洞心得

议论

4节：观碑心得

文档为doc格式

游褒禅山记篇七

1.学习“盖”“所以”“以”“观”“名”“其”等文言常
见词语的用法。

2.体会文言断句及句中停顿的方法，掌握文言句式特点。

3.学习本文以记游写感的写法，体会作者在文中表现出的观
点。

常见文言词语的用法；作者的观点。



记游写感的写作方法。

2课时

文言教学三读法（自读—译读—导读）

学法点拨整体感知、诵读、点拨、自学、讨论、批注等。

1、自学

2、勾画《高考神梯》

3、自制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1、简介作家作品时代背景

2、听录音，正音、明读

3、诵读第一二自然段。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游记这种体裁我们并不陌生，初中时我们已经学过。

学生说出游记的篇目。（《醉翁亭记》《小石潭记》《登泰
山记》……注意不要把《陶花源记》和《岳阳楼记》列入游
记。）

二.作者及背景介绍：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老人，世称荆公。北宋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宋仁宗时，他上万言书，主张实行新法，改
革政治。后拜相，不顾保守派的反对，积极推行新法。由于
保守派反对，新法受阻。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辨证思想，反对
天命，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
进步口号。他的诗词文多揭露时弊，体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抱负。诗词遒劲清新，风格高峻。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
大家之一。本文写于34岁任舒州通判时。

三、点拨本文学习步骤

1、阅读课文。

2、理清作者思路，找出文章的写作线索。

3、逐段阅读，弄清文中字句含义与用法。

4、了解本文写作特色。

5、掌握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与感情。

6、背诵。

四、整体感知。

1、听录音，正音：庐冢谬其传无物以相深父

瑰丽窈然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

2、明读：所谓华山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者。

而我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3、理清课文结构思路：（1）本名与别名的由来

（2）记游洞经过

（3）抒发游洞的感慨（全文重点）

（4）简写由仆碑而产生的感想

（5）补记同游之人、记游时间

五、分析解读一二段

（一）补充注释

1.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始：起初；舍：建房

2.而卒葬之卒：最后

3.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名：给……命名

4.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阳：山的南面（古人以山南水北为
阳）

5.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盖：大概，
可能

6.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穷：走到尽头

7.不出，火且尽且：将要

8.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加：更加

9.火尚足以明也明：照明



10.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其：自己；极：尽

（二）指出下列句中所列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1.舍

a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

b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c便舍船，从口入

d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e退避三舍

2.余

a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

b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c游刃有余

d其余，则熙熙而乐

3.穷

a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b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c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d复前行，欲穷其林

4.然

a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b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c奚以知其然也

d吴广以为然

（三）下列句中哪些次是词类活用？请具体解释之。

1.唐浮图慧褒始舍于此

2.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3.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4.其下平旷，有泉侧出

5.则其好游直不能穷也

6.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7.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8.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9.余亦悔其随之而不能极夫游之乐也

（四）朗读课文，边读边翻译。

（五）分析理解



1.褒禅山因何而得名？它到底是什么山？

答：因唐朝和尚慧褒而得名；就是现在的华山。

2.对“花”和“华”的辨析体现了王安石爱钻字眼的习惯，
他也因此而尚受时人讥笑，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习惯的？
（讨论）

3.从文中所写来看，作者为什么要进山洞？又为什么半路撤
出？

答：“如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
者，曰：‘不出，火且尽。’”

4.现在时兴一种运动，叫做探险运动，你认为这种运动兴起
的原因是什么？（讨论）

六.熟读课文一二段，课后用通顺的语言认真翻译一遍。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研读三四五段

2、小结本文

3、练习

教学步骤

一.复习背读第一二段（或抽查词语理解情况）。

二.分析解读三四五段



（一）补充注释

1.于是余有叹焉焉：语气词，不译。

2.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以：因为，由于

3.夫夷以近，则游者众夫：那；以：而，并且

4.其熟能讥之乎其：岂，难道

5.何可胜道也哉胜：完全

（二）下列词语在句中应怎样解释？

1.焉

a于是余有叹焉

b而人之所罕至焉

c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相矣

d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2.其

a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b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c其熟能讥只乎

d其真不知马也



e汝其勿悲

3.观

a.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

b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c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d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

4.名

a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b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c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d莫名其妙

e不名一文

f以奇乃华山之阳而名之也

（三）指出下列句中词类活用现象

1.往往有得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3.险以远，则至者少



4.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5.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6.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四）比较下列划线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1.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2.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3.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4.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5.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

6.于是余有叹焉

7.往往有得

8.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9.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五）分析后三段

1.王安石基于这次旅游产生了一点感想？请具体说明。

答：赏“非常之观”“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对于古书“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2.王安石分析要赏“非常之观”必需哪些条件？



答：要有志、有力、有助。

3.学习了本文，你有了怎样的体会？你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生
活和学习？

三.朗读后三段，边读边翻译。

四.小结本文：

1、古人在游记中写感受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全文的主旨，请找
出本文中能概括全文主旨的一句话：“尽吾志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作者记游褒禅山不为记游，而为发表议论：
无论治学处事，首先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也要有深思而慎
取的态度。

2、因事见理，叙议结合。本文前两段记游山，后两段发议论，
前面的记游处处与后面的体会有关，后面的议论又紧扣前面
的游山经历。前后呼应，结构谨严，具体生动，浅显易懂。

五.课堂作业：

课后练习

六.课后作业：

1、背诵全文

游褒禅山记篇八

1.学习“盖”“所以”“以”“观”“名”“其”等文言常
见词语的用法。

2.体会文言断句及句中停顿的方法，掌握文言句式特点。



3.学习本文以记游写感的写法，体会作者在文中表现出的观
点。

常见文言词语的用法；作者的观点。

记游写感的写作方法。

2课时

文言教学三读法（自读—译读—导读）

整体感知、诵读、点拨、自学、讨论、批注等。

1、自学

2、勾画《高考神梯》

3、自制多媒体课件

1、简介作家作品时代背景

2、听录音，正音、明读

3、诵读第一二自然段。

教师：本单元四篇课文中有两篇是游记。游记这种体裁我们
并不陌生，初中时我们已经学过。

学生说出游记的篇目。（《醉翁亭记》《小石潭记》《登泰
山记》……注意不要把《陶花源记》和《岳阳楼记》列入游
记。）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老人，世称荆公。北宋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宋仁宗时，他上万言书，主张实行新法，改
革政治。后拜相，不顾保守派的反对，积极推行新法。由于



保守派反对，新法受阻。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辨证思想，反对
天命，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
进步口号。他的诗词文多揭露时弊，体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抱负。诗词遒劲清新，风格高峻。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
大家之一。本文写于34岁任舒州通判时。

1、阅读课文。

2、理清作者思路，找出文章的写作线索。

3、逐段阅读，弄清文中字句含义与用法。

4、了解本文写作特色。

5、掌握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与感情。

6、背诵。

1、听录音，正音：庐冢 谬其传 无物以相 深父

瑰丽 窈然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

2、明读：所谓华山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者。

而我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3、理清课文结构思路：

（1 ）本名与别名的由来

（2 ） 记游洞经过



（3 ） 抒发游洞的感慨（全文重点）

（4 ） 简写由仆碑而产生的感想

（5 ） 补记同游之人、记游时间

（一）补充注释

1.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 始：起初；舍：建房

2.而卒葬之 卒：最后

3.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名：给……命名

4.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阳：山的南面（古人以山南水北为
阳）

5.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盖：大概，
可能

6.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穷：走到尽头

7.不出，火且尽 且：将要

8.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加：更加

9.火尚足以明也 明：照明

10.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其：自己；极：尽

（二）指出下列句中所列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1.舍

a 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



b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c 便舍船，从口入

d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e 退避三舍

2.余

a 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

b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c 游刃有余

d 其余，则熙熙而乐

3.穷

a 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b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c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d 复前行，欲穷其林

4.然

a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b 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c 奚以知其然也

d 吴广以为然

（三）下列句中哪些次是词类活用？请具体解释之。

1.唐浮图慧褒始舍于此

2.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3.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4.其下平旷，有泉侧出

5.则其好游直不能穷也

6.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7.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8.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9.余亦悔其随之而不能极夫游之乐也

（四）朗读课文，边读边翻译。

（五）分析理解

1.褒禅山因何而得名？他到底是什么山？

答：因唐朝和尚慧褒而得名；就是现在的华山。

2.对“花”和“华”的辨析体现了王安石爱钻字眼的习惯，
他也因此而尚受时人讥笑，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习惯的？
（讨论）



3.从文中所写来看，作者为什么要进山洞？又为什么半路撤
出？

答：“如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
者，曰：‘不出，火且尽。’”

4.现在时兴一种运动，叫做探险运动，你认为这种运动兴起
的原因是什么？（讨论）

1、研读三四五段 2、 小结本文 3、练习

1.于是余有叹焉 焉：语气词，不译。

2.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以：因为，由于

3.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夫：那；以：而，并且

4.其熟能讥之乎 其：岂，难道

5.何可胜道也哉 胜：完全

1.焉

a 于是余有叹焉

b 而人之所罕至焉

c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相矣

d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2.其

a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b 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c 其熟能讥只乎

d 其真不知马也

e 汝其勿悲

3.观

a.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

b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c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d 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

4.名

a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b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c 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d 莫名其妙

e 不名一文

f 以奇乃华山之阳而名之也

1.往往有得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3.险以远，则至者少

4.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5.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6.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1.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2.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3.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4.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5.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

6.于是余有叹焉

7.往往有得

8.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9.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1.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2.四人者：庐陵箫君圭君玉……

3.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4.《临川先生文集》



5.今之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1.王安石基于这次旅游产生了一点感想？请具体说明。

答：赏“非常之观”“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对于古书“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2.王安石分析要赏“非常之观”必需哪些条件？

答：要有志、有力、有助。

3.学习了本文，你有了怎样的体会？你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生
活和学习？（讨论）

1、古人在游记中写感受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全文的主旨，请找
出本文中能概括全文主旨的一句话：“尽吾志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 作者记游褒禅山不为记游，而为发表议论：
无论治学处事，首先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也要有深思而慎
取的态度。

2、因事见理，叙议结合。本文前两段记游山，后两段发议论，
前面的记游处处与后面的体会有关，后面的议论又紧扣前面
的游山经历。前后呼应，结构谨严，具体生动，浅显易懂。

课后练习

1、背诵全文

2、 完成《高考神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