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一

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对日本有两个概念：日本男人的矮小残
暴和委琐，日本的女人的精致优雅和隐忍。后来母亲告诉我
山口百惠演的《古都》《伊豆的舞女》是一个叫川端康成的
人写的，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位东方作家，我仅仅
记住了这一点。那时侯沉浸在阿信和小鹿纯子以及山口百慧
的表演里，特别是《伊豆的舞女》中那些华美的和服飘扬的
樱花悱恻的音乐给了我视觉上和听觉上的美感；后来看了据
说是好比我们的《红楼梦》的《源氏物语》知道了一个叫紫
式部的女子，再后来了解到另外一本书《枕草子》也是一个
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写的.。川端康成对这两本书是这样说的：
少年时代，我对《源氏物语》《枕草子》虽然不了解，但是
顺手捡起来就要读，可是我把《源氏物语》放下，去读《枕
草子》的时候，顿觉栩栩如生赏心悦目，《枕草子》优雅艳
美光灿明快而生动，它潜流着一股美感，给人新鲜而敏锐的
感觉，让我的联想也驰骋起来。所以作为日本小说家，新感
觉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川端康成，其作品有印象主义色彩，意
境新颖。

老师问：同学们比较熟悉的日本动画人物有？

学生：樱桃小丸子，一休，流川枫

老师：好其中这个聪明的一休和尚对川端康成的影响也很大，
一休曾经两次自杀，那种参透尘世的大悟不免也带上消极悲
观的情调，所以川端康成受佛教影响其作品带有消极悲观



的“物之哀”的特点，同学们下来阅读他的作品注意对这点
的鉴别。不管怎样，川端康成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将给我们
带来自然的美艺术的美的享受。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二

教学目标 ：理解文章表达的有关审美的主旨

理解隽永含蓄的语句。

教学时数：1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新课

二、朗读课文

三、简要分析

（一）主旨

明确：《花未眠》表现的是美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人们感受
美——自然美的能力。

提问：人们感受自然美的能力怎样？请用书中的话来说。

提问：那么，怎样提高感受美的能力呢？仍然用原文回答。

提问： “邂逅所得”是什么意思？用一个成语来说就
是——

明确：不期而遇。

提问：文中第四段和第七到九段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事例，



分别有什么作用？

（二）语句

请说说以下四句该怎么样去理解：

它的盛开，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

一朵花也是好的。

学生讨论后明确

四、齐读课文

五、布置作业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三

教学目标 ：

1、理解本文主旨：关于美与审美以及作者崇尚自然美的表述。

2、 体味作者以自身感受起笔，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法。

3、 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教学课时：一课时

预习准备：

1、 让学生了解川端康成和他的作品（学生上网或到图书馆
查阅资料，老师选摘印发



瑞典科学院安德斯o奥斯特林授予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时的
《授奖辞》。） 

2、 把作文课作业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制作成图文并
貌的小报，初步激发学生捕捉生活美和自然美的兴趣和灵感。

教学过程 ：

一、 导入  新课

（投影"富士山与樱花"风景画，同时播放日本音乐，课前营
造审美氛围。） 

1、引出川端康成

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在世界的
东方，有一双慧眼关注着生活，努力地寻找美。他是谁？他
就是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展示
作者人像，1899--1972）

2、引出主要作品和小说散文的风格

（接着投影川端康成的主要小说作品，并在《雪国》下慢出
其开头一句的名句。）

他的作品都"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
心精华和大和民族的古典美"。其中小说《雪国》的开头一句：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
"已成为日本文学中的名句。

3、引出课题

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一篇散文《花未眠》。



三、整体感知，理清思路和主旨

问学生：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明确：通过作者发现未眠的海棠花美，引起了对美的感悟，
还讲了自己的一些审美体验。

（投影板书"思考美的机缘：未眠的海棠花美"和下文的段落
层次"3－5，6－11"）

（一） 速读思考：（随即投影两个问题，配上灿烂的海棠
花图）

1、由"花未眠"的新发现，作者感悟到什么？找出有关的语句。

2、作者又是从哪些审美体验来进一步强化这些感悟？

（二） 一边与学生交流以上问题，一边理清思路和主旨
（同步投影要点）

1、 作者由此感悟到：（特别是哲理性、议论性的语句）

（1）"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挺时尚的词"眼睛旅行"。看，窗外有花草
树；你们周围有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亲切的老师，前面是同
窗好友可爱的背影；远方的天空，还有飞翔的小鸟、多姿的
云霞……。中国台湾作家李乐薇在他的空中楼阁也感受到了
大自然中说不尽的美。

自然的美无论空间、时间、外在的、内在的都是无穷无尽的，
而人的生命有限，感受范围、感受能力有限的，作者努力发
现、感悟美，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美呢？川端康成是这样说的。（引出下



面的感悟）

（2）"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

美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随意展示出来，让人们轻易就能获
得，但也并非苦苦追求

一种心灵感应和一种顿悟；没有特定的背景，没有特定的感
悟，美就不复存在。所以，

我们需要有发现美的眼睛，有亲近事物的热情，有努力提高
审美能力的激情。

顺便点拨（尽量要快和通俗易懂，要注意引导学生联系上下
文揣摩语言）：

a、作者在第4段引述了雷诺阿、米开朗基罗的例子，其意图是
什么？

（"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事物好不容易
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

"死亡"意味着终结，意味着"进步"的停止，它与前文中的"有
限"是同样的意思，可从人对美的感受力角度理解。这是为了
说明人对美的感受能力是有限的。

b、"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结合作者淡淡伤怨的风格和苏轼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烧高烛照红妆"。）

提示：这种"哀伤"不仅来自海棠花本身，也离不开作者的主
观情怀。



"花未眠"不是永恒的，不能永远留住这特定的美，作者为它
的容易凋谢感伤。

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却少人喝采，你说海棠可怜吗？

现在，作者无意间发现了，这本来是快乐的，但作者却很感
伤，大概是由于本是众所周知的事，而自己偏偏才知道。另
外，作者似乎觉得除了"花未眠"的美以外，还有更多的美未
发现，于是也会产生哀伤之情。

所以，下文作者感慨："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
有限的"。

c、"一朵花"也可以发展人感受美的能力，引发人发现自然之
美，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这是从自然之物对于美的启
迪的角度说的。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
活下去！"

提示：一朵小小的花也能活得这么美，我们人呢？

我们活在世上为了什么？求真、求善，还有？（求美。）

我们活下去，仅仅能发现一朵花的美吗？（当然不是。）

为了寻找更多花的美，我们有必要--活下去，不断发现美、
感悟美。

（结合毛泽东《卜算子o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a、 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勇敢
活下去。



b、我们可能错过了美的景色，美的音乐，错过了山上那不起
眼的野花和小草，错过了从我们身边流淌过的清澈的小溪，
但只要坚韧地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不断发现两朵花、三
朵花，甚至更多不仅限于花的美。"自然的美是无穷无尽的"
啊！

所以，雷诺阿和米开朗琪罗尽管知道"人感受美的能力有限"，
但不甘示弱，努力地寻找美、感受美、创造美。

投影整体板书：

    思考美的机缘：未眠的海棠花美

对美的感悟（3--5段） 

                自然美无限 感受力有
限 

                邂逅 亲近 反复陶冶

          自身的审美体验（6--11段）  

2、 的确，任何一件细小东西或易错过的景致都可能"成了
美的启迪，成了美的开光"。

作者用自身体验来印证第3--5段他对美的感悟。

（1）让学生说说：作者讲了哪些审美体验？（投影板书：自
身的审美体验（6-11））

例如凝视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古人皆由插花而悟道"--
川端康成）、观赏墙上挂着的名画家描绘的一幅花的画（当
然"不仅限于花"）。雕刻作品，狗的形象，京都的晚霞引发
的联想，发现岚山的美等方面不断强化作者的这种发现美的



机缘。

作者的这种感悟力、这种审美的观察力，令人叹服。

（2）（展示图片：画中花和插花图、罗丹《女人的手》、长
次郎茶碗和坂本繁二郎的画）

问：其中哪些是自然美、艺术美？两者能相融吗？怎样做到？

手势、女人的肌肤与小青铜器（罗丹《女人的手》、玛伊约耳
《勒达像》）--仔细

小狗与水墨画（宗达）--逼真

京都晚霞与长次郎的茶碗、坂本繁二郎的画--呼应

引导学生初步体会"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美是邂逅亲近
所得，好的艺术品可以提高我们对美的感受力"。

（展示黄昏景色，配上有点点伤怨的音乐。读时注意画的意
境、颜色给人的感觉和作者的心情和感受，注意一些重复出
现的词，如"的确""真正""渗透"。）

（读后适当描绘一下，从而得出作者的审美体验。

结合川端康成散文《温泉通信》"观赏旭日和夕阳霞彩的感
受"。）

明确：

"呼应"--a、文学艺术家很好地观察生活、亲近自然，准确表达
自然，使作品与日

本独有的自然景象之间达到了一种"统一"，一种"和谐"，使
欣赏者从艺术



美中领略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让观赏者产生共鸣。这种共同
的神韵也是本文作

者的一种心灵感应。

&nbspb、黄昏的意境与作者作品的淡淡伤怨一致。

所以说自然美与艺术美相得益彰。

（投影板书）

思考美的机缘：未眠的海棠花美

对美的感悟（3--5段） 

      自然美无限 感受力有限 

      邂逅 亲近 反复陶冶

自身的审美体验（6--11段）

    自然美与艺术美相得益彰

写第9段的作用--希望人们用心观察生活，特别要用心观察自
然，只有这样，才能不

断发现美。

教师配乐朗读课文第10段中感叹性的语句"岚山总是美的，自
然总是美的"，再次体味川端康成邂逅亲近美的欣喜之情。

（展示岚山美景图，配上具有日本风情的悠扬旋律。）

四、迁移训练，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



川端康成喜欢看晚霞，我却喜欢看晨曦。说起晨曦之景，我
想跟同学们分享我珍藏的一份创作。

                  曦日缓缓，脉流款
款，晨雾轻纱绕千婉。

                  嫩叶乍醒，屋檐朦
胧，似隐若现山万重。

                  板石指路，人影渐
无，路在前方去何从？

近处的石块延绵地伸向远方，

远方的河流脉脉地淌着近来；

高大的树柯装饰着天空，

在空中添上几笔刚劲；

娇小的背影点缀着大地，

给河畔增加几分浪漫；

河面上浮起的薄雾，

为山堑笼上几重朦胧；

山堑间升起的晨曦，

在青雾中渗入几分神秘；

她是归人，还是过客？

都不再重要了，



因为她跃动的背影已成为了

我心中最美丽的风景！

2、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
所欲言。

设置情境，让学生首先组织一下对美的发现和感悟的发言要
点，然后师生交流。

（播放自然音乐《加勒比海之梦》，制造思考美的氛围，并
以此计算发言准备时间。）

提示：首先点明发现的美来自何处；三言两语描写美在哪里，
和对这种美有何启迪。

注意从小处着眼。

投影：一片绿叶、一抹夕阳、 一对飞鸿、

一双明眸、一杯香茗、一段音乐、

一首歌曲、一篇诗文、一张照片

……

（点拨时可适当联系一两句诗文或自己的亲身感受。）

3、 老师示范感悟美（展示蓝天碧海图，播放自然音乐《加
勒比海之梦》）

这是我在网上偶然发现的一张图片，虽然不知画中地方所指
何处，但那种美久久在

我心头荡漾，让我遐想联翩：



看，云游碧水追蓝天，风声笑过拂人脸，流水无痕也无言。
风儿撩起了白云，向观赏蓝天的人献上一块大大的蓝宝石；
一海澄清的绿水，让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梅雨潭的翠绿，也
勾起了我对清纯洁净、晶莹剔透的九寨沟的深深回忆；更有
意思的是，蓝天碧水间"一桥飞架"，好一派"南北天堑变通
途"的感觉，我在画外看风景，可惜桥上无人看天海。我把心
中的彼岸交给了和碧水交谈的蓝天，与蓝天和应的碧水。我
的天堂，我的思想，全融进了这幅画中。

以上是老师亲笔写的点点感悟，献丑了。

五、小结

黑格尔说得好，"美就是生命"！川端康成用他的实际感受告
诉我们：要善于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
受的美。今天，同学们也举了一些切身的例子，建立了一定
的发现美和感悟美的意识。

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
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的就是海棠花未眠这件事。在文
中这是作者情感的一个触发点。为什么平时这么美的东西却
从身边滑过，究竟是为什么？带着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展开了
下面的思索。作者由此思考了关于生活，关于审美的许多哲
理。

作者说的是很微小的事情，其实谈的确是很高深的美学问题。
这就可以引导学生得出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

板书设计 （逐步投影）：

思考美的机缘（发现存在的美）



对美的感悟（感受发现的美） 

自身的审美体验（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人有人言，花有花语。二者交流，是一种缘分，它来自于心
灵的豁达与冲突。虽然人生是个不断有意或无意间错过的过
程，但善于感受和深思的人，对于偶然的巧合，绝不会轻易
错过。

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美，一旦在这个
世界上表现出来，就决不会泯灭。" （在一朵淡黄色花的背
景画上投影）

只要你的心灵不沉睡，你就会发现---"花未眠" ！

六、布置课外扩展阅读（见"印发资料"）

比较马来西亚的朵拉对一朵迟开的花有何不同的感悟？

七、如果有时间：结合侨乡旅游节，展示第二届有线冲浪杯"
侨乡美景"摄影大赛的几 张作品，欣赏摄影家们用他们的慧
眼捕捉到的身边的美。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四

刚才我们提到了《枕草子》，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说：“她所
记得的总是日子中细微的纹理，朝政变乱命运升沉这样的大
事她并不留恋，她留恋一朵花，一种表情，衣裳的颜色，深
夜的鸟鸣，她说这是有意思的事，这种对微妙意思的沉溺就
是川端康成所谓的日本之美。”

老师问：那么川端康成怎样注意到了生活中这样一朵花呢？

学生：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老师：美在一瞬间被发现了。所以他大吃一惊！他为什么惊
讶？

学生：发现花未眠。

学生：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老师：惊讶的本质应该是发现了美。哀伤在日语中同美是相
通的。川端康成在《美的存在与发现》一文中也提到了对在
酒店看到的玻璃杯的美的描述：卡哈拉-希尔顿餐厅的长条桌
上，一排整齐的玻璃杯，闪着点点星光，将作为由夏威夷和
檀香山的日辉天光海色绿林组成的鲜明的象征，终身铭刻在
我的心中。一排在常人看来并不注意的玻璃杯瞬间邂逅于他，
产生了玻璃般晶莹的美感。

学生：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
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
去！

学生：（都用的课文原句回答）

老师：可否用自己的语言来归纳？我示范一例：发现美的真
谛甚至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学生：自然美无限，人的生命有限，但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能
够发现美就是成功。

老师：很好，化用了庄子的名言，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的悲壮。

老师问：那对米开朗琪罗的话你们怎么理解？

学生无人回应

学生：不断的追求发现美，也许生命结束，但是美的东西留



存下来了。

老师：美的东西要被发现，不能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所以
发现花未眠的美是一种难得是一种偶然是一种机缘。美不容
易发现美感又不容易形成的。艺术家对美的拷问是无止境的。

第二课时

老师：美在哪里？当我伸出双手时，掬到的却是一片冰凉的
花瓣，那簌簌落下的樱花啊！这是我在看川端康成的散文集
《花未眠》时所感到的“樱花”的美。

但是我无法找到真正触摸樱花的`感觉，它离我太遥远。我更
爱梅花，因为我可以亲自买一枝梅插到那陶瓷的瓶里，慢慢
欣赏墙上它的疏影品味满室它的暗香。所以美是邂逅所得，
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

老师问：谈谈你在生活中曾经邂逅的美？

学生：我有一段时间怕戴眼镜，后来迫于学习的压力，还是
戴了，戴上眼镜后，感觉眼睛突然一亮，什么东西都看得很
清楚，很明快。

老师：很好的感觉，以前朦胧的看不清楚的都明朗了，是一
种美的发现。真是年轻真好。那天我看一个网友发帖子说不
戴眼镜的美感，下来给你介绍，她的心态是看世间越朦胧越
有美感，刚好和你获得的美感相反。

学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作者认为开着的水像牡丹花，
所以我也专门去看了，我感觉也是。

老师：开着的水？哦，这个同学说的是专门去欣赏了沸腾的
水给人的美感就像牡丹花。这也是一种受启发后对美的主动
亲近。



学生：是一种心灵的主观感受。

学生：是要去感受，接触美。

学生：是主动的欣赏美。

老师：很好。如此这样我们才可能经过长期的美的熏陶，积
淀成美感。川端康成通过对生活现象花未眠谈到美的发现美
的获得美感的形成。下文他接着告诉我们面对生活中自然中
的美和艺术家所展示的美有什么不同感受。

学生：他就是说有时候他觉得插上的花没有画中的花美。

老师：大家对他这样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意见？

学生：我觉得他说的是自然的美我们忽视了欣赏画中的花。

老师：那你能否告诉我，你看过的画有没有让你产生瞬间美
感的？

学生：有，其实也很多。

老师：是否感觉画中的东西很真实的被画出来？

学生：是。

老师：是的，比如我们看到凡高的《向日葵》，强烈的黄色
刺激着我们，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一株向日葵而是一大片的
黄，热烈开着的黄，和我们看到的长在花园里的向日葵色彩
是如此接近。

学生：我认为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喜欢自然美还是艺术
美。

老师：对，我纠正一下前面那位同学的发言。其实插花也是



艺术了，日本有两种值得一提的艺术。

学生：插花和茶道。

学生：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的统一。

老师：好，所以作者欣赏晚霞想到了什么？

学生：想到了长次郎制造的名为夕暮的茶碗，想到了坂本繁
二郎的画

老师：三者的共同点就是同样的色彩同样的黄昏的真实体现。
最重要的是文段最后一句话：显得更美了。都获得了美感。
确实，在我们周围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美感。

成都盖碗茶的美。老师在黑板上简笔画了个茶盖，上面环绕
一行字“可以清心也”。

老师问：谁来读读这句话？

学生：可以清心也。

老师：还可以怎么读？

学生：清心也可以。

学生：心也可以清。

老师：对，这是个回环句。有五种读法。

学生齐读很兴奋的样子：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
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

老师：一个普通的茶碗的美就可以这样被你发现的。茶是清
心的文字也是清心的，喝着读着你的心也觉得美起来。



通过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我们看到了川端康成对自然美
的膜拜对艺术美的追求，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的思考。下来
同学们可以课外阅读他的作品散文集《花未眠》。

花未眠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篇五

1、理解本文主旨：关于美与审美以及作者崇尚自然美的表述。

2、体味作者以自身感受起笔，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的写法。

3、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1、引导学生理解本文的主旨

2、善于通过语言，把握文章主旨

一课时

（同学回答）

（同学回答）

（板书课题）

大家读完了吗？（同学回答）大家对这篇课文有什么评价吗？

（同学回答）

1、难，难在哪里？（语句、思想内涵）

2、美，美在哪里？（语句、描写的事物）

问：那大家觉得这篇课文写了什么呢？

明确：作者偶然在夜间醒来，看到海棠花未眠，从而引发的



一系列感悟。

问：那作者都感悟到了什么？我们一起到原文中寻找。

明确：

1、作者发现海棠花未眠，大吃一惊，以前却从未发现过它的
美。所以作者再第三自然段说“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
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2、作者也由此推出了另一个理论，第五自然段中写到“美是
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

这些也是作者在本文中所表达的思想。

问：作者写了“美是邂逅所得”，“邂逅”是什么意思呢？

明确：偶然遇到

问：作者所说的“邂逅”是指我们坐在大树下，等着邂逅一
只撞上大树的兔子吗？

（同学回答）

明确：当然不是了。所以作者还说美“是亲近所得”“这是
需要反复陶冶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主动地去亲近美，反
复的主动感受和感悟。

问：作者所说的需要“亲近”和“反复陶冶”的，是什么样
的美呢？

（同学回答）

明确：作者在前面说了“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
却是有限的”，这说明，作者前调要邂逅、亲近和反复陶冶



的美是什么样的美？（同学回答）对，是自然美。

明确：作者列举了许多的艺术家。

追问：都有哪些人呢？

明确：李迪、钱舜局、宗达、光琳、御舟、古径、罗丹、玛
伊悦耳、长次郎、坂本繁二郎。

追问：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吗？

明确：它们都是古典艺术家。大家注意了，他们是艺术家，
而且都是古典艺术的名家。大家以后如果接触文学历史艺术
等类的学科，会知道这些人作为古典艺术家，其共同的艺术
特色就是具有写实精神。这种写实精神，就意味着这些艺术
家们，都是在亲近自然并反复陶冶后，才发现美、邂逅美的。

明确：因为作者第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冬天时候去岚山，实际
上，当他以前几次来时，并没能好好欣赏岚山的美。作者在
之后就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岚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
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

结构小结：

作者先是由发现海棠花未眠想到了“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
自然美是无限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尔后
又列举了诸多艺术家的创作来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最后
又谈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再次总结了“岚山总是美的，自
然总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

通过大致分析课文，我们对本文以及作者的观点有了初步的
认识。现在我们就一起具体分析课文中的难点语句，进一步
理解这篇课文。



句一：“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

分析：作者并非第一次知道海棠花不眠这一事实，但此时却
是在夜深人静，周围没有其他干扰的情况下发现的。这就使
得作者真正注意到了海棠花未眠，从而受到了震撼。

句二：“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分析：1、海棠花在深夜绽放，却常常无人欣赏；

2、花盛放时，灿烂而美好；但盛放之后，便是凋零。怎不让
人惋惜。其实岂止是海棠花，世间万物皆是如此。都须遵守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最辉煌灿烂的时刻，也就意味
着衰逝的开始。

句三：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
语道：要活下去！

明确：1、美好的事物，作者当然会希望它长久一点。

2、人生其实也如一朵花，它也是美好的，所以要坚持活下去。

句四：雷诺阿的话。

分析：海棠花绽放过后就是凋零，人生又何尝不是。当生命
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开始缓慢的走向衰竭。这的确是让人伤
感的。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去进步，或是在生命达
到最辉煌的顶峰后就随意飘零吗？不是的，我们努力进步，
至少我们绽放过，而绽放过后继续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带着
生命的芬芳迎接死亡。

句五：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

分析：作者由一朵常见的海棠花，而感悟到了许多。每一件
平凡的事物，都有它的意义。你们每日可见的日出日落，从



小陪伴在身边的父母的笑颜，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只是
需要我们去感悟。一花一木，也是一个世界。

句六：“我们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
花。”

分析：画中的花是美的，往往是艺术家在特定的角度捕捉到
的这朵花的某个瞬间，某种姿态，某种神韵，把它传达给我
们。所以我们往往欣赏画中花，因为我们不曾注意过那个特
定的时间和角度。但是，自然中真实的花，有着无数个角度
和瞬间等待我们自己去邂逅和捕捉。它还有嗅觉、触觉上的
美，它的美是立体的。所以我们更要留心自然中的花。

句七：“于是，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
空，三者在我心中互相呼应，显得更美了。”

分析：作者鉴赏了艺术家的作品，又欣赏了激发艺术家灵感
的自然事物。艺术家所邂逅和捕捉到的美的瞬间，和作者自
己所邂逅的美的瞬间同时出现在作者心中，艺术美和自然美
相互呼应，震撼了作者的心灵，所以作者说“显得更美了”。

作者在深夜由发现海棠花未眠引发了对美的思考，从而感悟
到了“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美是无限的”，“美是
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美是无处
不在的，关键是要能够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善
于感受美的心灵。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美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