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 五柳先
生传教案(精选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一

复习目标

1．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的自画像，学习五柳先生的性
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2．体会本文朴素洗练的语言风格。

3．学习并掌握文中的文言词汇。

复习重点

1、学习五柳先生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2、学习并掌握文中的文言词汇

复习难点

体会本文朴素洗练的语言风格

难点突破

可通过反复朗读，帮助学生理解本课的写法，对课文内容中
的难点，教师应予以注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不能仅将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一种读书方法，
即读书不抠字句，而要求其真谛。“短褐穿结，箪瓢屡空，
晏如也”不仅写出陶渊明安于贫困，而且含蓄地说明作者以
古贤颜回自况，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可谓含而不露，有弦
外之音，非常含蓄。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字数不多，但寥寥数语却把五柳先生的形象刻画得
非常鲜明。全文共两段，前一段以记叙为主，重在表现五柳
先生的性格、生活、志趣；后一段以议论为主，重在对五柳
先生的品德进行歌颂和赞扬。阅读这篇课文，要学习文中五
柳先生“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优秀品格，做一个道
德高尚的人。

学情分析

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文言词汇，在复习
本课时，可让学生反复朗读，重点掌握“晏如”“萧
然”“汲汲”“戚戚”等词语，文言文的常用词也适当练习。
有些句子只要了解整体意思即可。

复习过程

一、导入复习，板书课题五柳先生传

二、出示复习目标

三、检查预习情况（可据学生情况处理）

四、知识点梳理

1、文学常识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



2、掌握重点字词句（侧重课下注释）

3、反复朗读，回答问题

（1）、五柳先生的思想性格特点。

五柳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的追求，
安贫乐道，文中反映他这种思想性格特点的句子是“闲静少
言，不慕名利”。

五柳先生是作者的自画像，因此这样的性格和思想正表现了
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安于贫穷的生活，“不为五斗米
折腰”的崇高气节。

（2）、本文写人的方法与特点。

文章虽短，但抓住了五柳先生的主要特点，并围绕其主要思
想性格特点来组织材料，因而写得栩栩如生，寥寥几句话，
五柳先生的鲜明形象便跃然纸上。

本文以叙述为主要表达方式，围绕五柳先生的性格特点，记
叙了他“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这三个爱
好，这样的爱好正体现了其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
文中在表现五柳先生安于贫穷的方面，也运用了描写的表达
方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描写了他的住宿的简
陋，“短褐穿结，革瓢屡空”描写了他在吃穿方面的简陋。
文章把记叙与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象地刻画了人物。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二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朗读课文，读准字音；翻译语句，了解意思；品析语句，积
累名句

2、能力目标

掌握学习古文的方法

3、思想目标

了解五柳先生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二、教学过程

导入

师：这一学期，我们还学习了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游记》，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现
在让我们从作者写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中，更直接的认识
陶渊明。

新授

师：为了充分利用好这节课，首先我们来看学习目标：

（出现学习目标）哪位同学来朗读一下。

生：（读）

(出现冯友兰读书方法)

师：下面我们就按照我国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的“读其
文、知其意、明其理。”的读书方法来学习这篇古文。首先
请同学们自由朗读文章，划出不会读的生字词，并把它写到
黑板上。



生：（自由朗读，划出生字词）

师：刚才同学们读了文章，划出了不会读的字，好我们来看
黑板上不会读的字，谁来帮助解决。

生：（帮助正音）

师：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我们来听一下文章的朗读录音，
请同学们在难读的句子上可以划出节奏。

生：（听朗读，划节奏）。

师：刚才，我们通过纠正字音，听节奏，初步学习了这篇短
文的读法。下面我们根据“读准字音，读出节奏，声音响
亮”的要求，一起来把文章朗读一遍。

生：（生齐读）

师：了解了课文怎样读后，我们来“知其意”，了解文章讲
了什么。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互译课文：首先划出自己不
会翻译的字词和句子，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解决。如果
小组不能解决的，请小组长把不会的字词写到黑板上，请其
他小组的同学帮助解决。

生：（小组为单位讨论解决）

师：我们来看黑板上同学们不懂的字词？

生：（回答）

师：古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积累。下面我们花5分钟
的时间自由朗读、背诵字词解释和句子的翻译，做好古文的
巩固工作。一会接受检测。

生：（朗读）



师：下面，我们来看几道题目，检查同学们的学习效果。

生：（作练习）

（出现学习任务）

师：读了文章，了解文章的大意后。我们来明其理，看看作
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小组为单位，结合具体
的题目来完成学习任务。

生：（小组为单位讨论学习任务）

师：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效果。

生：（回答）

师：作者的这篇自传正也是他追求的正是那种安贫乐道、不
慕名利、率真自然的生活的真实写照。文中哪句话可以概括
呢，同学们找出来。其实不仅是陶渊明，很多古代文人都有
过相似的追求。下面我们就搜集相关的资料，作好积累。

师：我们请同学来说一下，相关的人和他们的作品。

师：老师也收集了几个类似的人物。

（出现拓展资料）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三

朗读课文，读准字音；翻译语句，了解意思；品析语句，积
累名句

掌握学习古文的方法

了解五柳先生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导入

师：这一学期，我们还学习了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游记》，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现
在让我们从作者写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中，更直接的认识
陶渊明。

新授

总结

作业

1、背诵文章

2、把拓展的内容收集到课外知识本上，并再收集2个

课文节奏划分：

赞曰： /“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
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
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四

1、掌握“造、辄、萧然、晏如、戚戚、汲汲、俦”等重点文
言词语的含义。

2、了解历史人物传记的一般结构。

3、培养学生结合具体内容深入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

4、培养学生温故知新的能力，深入把握陶渊明的形象。

5、体会并学习陶渊明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



教学重点

1、背诵课文。

2、引导学生体会在具体事件中体会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难点

联系所学内容，深入理解陶渊明的形象。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学生齐背《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
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一番自然美、人情美的和谐的社会
图景，是陶渊明的社会理想，也是当时社会许多人的理想，
为了这份理想，不同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那么陶渊明选择
了什么样的生活呢？这节课我们就通过学习《五柳先生传》
来了解一番。

二、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自读课文，质疑字音，师生相互补充，扫清读音障碍。

2、分别请学生朗读第1、2段，学生齐读课文一遍，进一步感
知课文内容。

3、教师范读课文，学生边听边思考，从课文中了解到哪些有
关五柳先生的内容？



4、请学生根据课文分别介绍五柳先生的一个方面，要求找出
原句并用自己的话说明具体意思。

（在学生介绍的过程中，强调重点实词，用幻灯展示。）

三、结合具体内容把握人物形象，明确传记文学的形式特点。

在此环节中，学生应该能对五柳先生其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教师在此过程中重在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挖掘。例如：

（2）曾不吝情去留：将世俗的礼法、约束抛于脑后，体现出
率真与自然的品性。

（3）晏如也：为什么能够这样？是因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在
支撑。

（4）常著文章自娱：是因为以文显志，并非为功名利禄。

2、课文介绍了五柳先生的哪些方面？由这些方面你能否总结
出这位先生的特点呢？

引导学生明确，性格特点是人物形象的根本，其他各个方面，
均是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

3、第2自然段讲述了什么内容，它与第1段有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疏通第2段文意，提出重点字词。

明确：第2段是对所记人物的高度概括与评价，与第1段相辅
相成，其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与“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相互照应，在历史人物传记当中，这种对人物的
评论部分称为“赞”，前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介绍则称
为“传”，这是历史人物传记中必要的两个部分，这样处理
使得人物的形象特点更加鲜明。



四、结合相关作品，深入理解人物形象。

仔细阅读课文，体会本文的作者与五柳先生有什么关系，可
以结合你学过的文章或诗歌或你对陶渊明的理解说说你的看
法。

本文实际上是陶渊明假托五柳先生而写的自传。通过对《桃
花源记》的学习可知，陶渊明仕途不得志，厌恶东晋污浊的
官场，所以弃官隐居。失去俸禄的他“环堵萧然”等应是他
生活的真实反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正是他的重要性
格；而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对自然纯净生活的向往，以及他
对高尚精神世界的执著追求，他是以自己的率真和独特的方
式宣告着一种无声的不满与反抗。而本篇课文中，多次出现的
“不”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先生，这恰
是陶渊明的真实写照。

试背诵课文，结合所了解的陶渊明进一步体会文章内容。

五、小结。

本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崇高的志向和追求，为
我们展现了一个安贫乐道、率真自然、高尚执著的五柳先生，
它是我们了解陶渊明的重要资料，而了解一个人物，仅凭一
文还远远不够，希望课下同学们能主动阅读一些陶渊明的文
章，通过阅读，将你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逐渐丰富起来。

六、作业。

1、默写课文，准备课文中词语含义的测试。

2、摘抄一篇未学过的陶渊明的作品及其鉴赏。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五

一、教材的地位及课文特点

二、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的确立

《新课程标准》对中学阶段提出了要求：阅读浅易文言文，
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
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结合
本单元教学目标和教材自身特点，我把本课教学目标定为：

知识目标：

1、积累文言词语

2、通过诵读，了解人物形象，把握其性格志趣及精神风貌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整体感知文言文的能力;

2、品味作品自然平淡而又形象鲜明的语言风格

德育目标：

1、疏通文意，积累文言词语

2、了解人物形象，把握其性格志趣及精神风貌

三、教学过程及教学安排

1、导入新课

学生课前预习课文，搜集有关陶渊明的生平及作品资料



2、感知文意

3、研讨交流

然后引导学生从文章内容和语言入手分析五柳先生的性格学
生自由地精读课文，分小组讨论交流，自由发言，与文本对
话学生结合具体语句分析五柳先生的性格时，教师予以适时
点拨，随机板书学生发言的要点：淡泊名利、率真放达、安
贫乐道(我这节课的板书除了课题及作者外，就这12个字板书
是用精炼的书面语言对课堂教学内容所作的概括我这12个字
已将教学重点清晰、明确、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我看到这
样一例板书设计，居然有65个字，试想我们工整地板书一个
字平均需3秒多钟时间，光板书就要用去4分钟多钟的时间)

4、品味语言

5、总结全文

6、课外拓展

文档为doc格式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六

教学目的：1、了解课文大意，以及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2、熟练背诵课文，体会本文的写人的方法。

3、分析陶渊明不慕荣利，率真自然、安贫乐道的思想性格。

4、分析重点语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和“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体会作者高尚的
节操人格。



教学重点：体会学习本文的写人的方法，学习通过分析人物
遭遇，体会作者在文章中抒发的情感志向。

教学难点：体会分析重点语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
会意，便欣然忘食”和“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两
句话的含义。

教学步骤：

一、读文，谈话入课，析题。

1、质疑。

2、为谁作传，他为什么称为“五柳先生”？

3、我们学过五柳先生写过的诗文吗？

二、新授：

1学生背诵《归园田居》，指出作者抒发的志向。

《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抒发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和高尚的节操，表
现在“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2、由此进入时代背景的介绍：东晋末年，社会黑暗，风气污



浊，很多人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社会上充满了虚伪和欺诈，
这就是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3、引入到对写人手法以及人物性格等特点的分析。提问：陶
渊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学习课文，看看文章
是从几个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性格、生活和志趣的。请读课文，
完成下表：

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志趣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

生活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穿：短褐穿结吃：箪瓢屡空

人物态度自娱，颇以示志忘怀得失晏如也

精神风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四、难点的`突破。1、谈话引入难点句一：“好读书，不求
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

忘食”我们学了这篇课文，了解了陶渊明的爱读书的喜好，
还可以从中得到启

发，学习到一种新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师生共同分析。

2评价分析陶渊明对于贫困生活的态度：“短褐穿结，箪瓢屡
空，晏如也”

首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次，这句话原本是谁评价谁的？
第三，作者

五、根据表格.总结全课：

1、陶渊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格？

3、他生活过得怎样？

4、他耐得住这样的贫穷?

学生齐读：“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5、仿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板书】五柳先生是一个：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品德高尚
的隐士。

六、思维延伸：

七、布置作业：学习了本文对于人物的写法，依照本文，为
自己或你熟悉的人作一个小传。

《五柳先生传》教案设计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
处!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七

一、资料与学情分析：

《五柳先生传》是长春版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中的一篇短小
精美的文言作品。作者陶渊明运用记传体，假托五柳先生之
名证明自己特立独行、不与世俗苟同的内情绪怀，透过对自
己的志趣、爱好体现出一名高洁的隐士不凡的人格魅力和人
生追求。



教学本课，重在指导学生了解人物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体会个性鲜明的写人手法，了解本文多用否定句的写作特点。
以点拨为主，多练习朗读。分析课文引导学生从性格、思想、
爱好、生活、著文等各方面进行，透过讨论，感悟陶渊明不
慕名利、率真自然、安贫乐道等鲜明的思想性格。教学本课，
我确定了两方面的学习重点：一是对课文中出现的重点实词、
文言常识等双基知识进行落实；另一重点为透过对传记文章
的写法的解读，即把握文中从传记任务的籍贯、性格、志趣、
爱好等方面的具体情形，来感悟到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和精神
境界的高远。在教学中我力求体现语文的人文性，让语文课
有着朴素的语文味。

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认知状况：课前我让学生做了朗读、
解决字词工作的预习。《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具备阅
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资料。眼前的
学生在学习中犯有不深入文本、学习应付被动的劣性，况且
一贯对文言文学习有畏难心理。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独立
思考的潜力差，预习、习题巩固等好的学习习惯没有养成，
能够说学习经常是临时突击，为了考试而学习。学生的认知
及感悟潜力是有限的。

二、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1）语文教学以新课程理念和语文课标为依据指导。阅读教学
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潜力。培养
学生创造性阅读潜力，提倡多角度阅读，拓展思维空间，提
高阅读质量。2）让学生在主动用心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
启迪，享受审美乐趣。3）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
培养语感。

三、三维目标

教学目标：



1、理解有关的文言词语的含义。

2、了解古代人物传记的写法和特点。

3、学习运用朴素洗练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志趣。

4、体会文章的深刻内涵，理解陶渊明的精神风貌。

教学重点：教学目标3、4

教学难点：教学目标4及对陶渊明读书方式“不求甚解”的领
会。

教学方法：讨论、朗读

四、教学资源与教学过程：两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完成预习）

（一）导入：在《中华上下五千年》一书中，东晋时期的历
史上，只涉及到两个人物，一个是书法家王羲之，另一个人
物是诗人陶渊明。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有这样一句话；晋无
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由此可见陶渊明在
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天我们来学习《归去来辞》的姊妹篇
《五柳先生传》。

（二）学生熟读课文，初悟文章。

1、学生出声反复读文章，三遍以上。

2、教师范读，正音，规范朗读停顿节奏。学生齐读，看诵读
状况。

3、学生有感情再读，教师了解学生领会状况。



（三）解决字词问题，进一步领会资料。

1、把握实词的音形义。

2、教师指导学生掌握重点以及记忆方法。

3、翻译全文。

（四）结合文体知识、作者介绍加深对文本的感悟。

1、介绍文体知识：本文是陶渊明假托五柳先生之名为自己写
的一篇自传。

（大屏幕）传记文，是叙述作者自己生平经历的文章。一般
来说，自传要介绍自己的字的姓名、籍贯、年龄、性格爱好
及思想发展等等，它的资料是真实的。

之后教师举例介绍传记文章的特点。

2、学生了解陶渊明的常识知识以及东晋时代的社会状况：

学生先交流对作者的了解。

之后教师提炼要点：

资源：（大屏幕）陶渊明，东晋著名诗人。一名潜，字元亮，
世称靖节先生，又自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
人。著名的隐士。东晋末年，社会黑暗，风气污浊，很多人
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社会上充满着虚伪与欺诈。陶渊明做过
几任小官，因对官场不满，辞去官职，归隐田园，过着俭朴
的生活。其诗多歌颂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农村生活。代
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故事



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上级派一官员到彭泽视察，有人深
知此事马虎不得，劝陶渊明好生准备，不料陶渊明却说“我
不能为五斗米俸禄，卑躬屈膝，向乡里小儿弯腰行礼！”当
即脱去官服，辞官回老家去了。从此不再做官。后世用“不
为五斗米折腰”表示为人清高，有骨气，不为名利奔走逢迎。

（五）布置思考题：阅读本传记后，思考：陶渊明是怎样的
一个人。

（六）作业：1、翻译全文并练习背诵课文。

2、整理本文字词及文学常识。

第二课时（分析感悟）

（一）温故知新，析前热身。（大屏幕练习）

1、给下列字注音。

嗜辄吝褐箪汲俦觞

瓢屡娄欤

2、解释下列词语

会意:辄：萧然:晏如:造

戚戚:汲汲：俦：觞：

3、文学常识填空

陶渊明，著名诗人。一名，字，世称靖节先生，又自号，浔
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著名的隐士。。陶渊明做过几任
小官，因对官场不满，辞去官职，归隐田园，过着俭朴的生
活。其诗多歌颂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农村生活。代表作



有、、等。

（二）整体把握，品言知人。

师问：根据传记文章体例，请同学们思考：课文从哪些方面
来写五柳先生的？请根据文中相关语句来回答。

生明确：籍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
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生活：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爱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期在必醉；常著文章自
娱，颇示己志。

请同学们背诵相关的语句。

明确：（读书下注释）历史传记中常用＂赞＂来表达作者对
所记人物的评论，本文是仿照史传体写的，“赞曰”是作者
叙述完了五柳先生的生平事迹后对他的评论。赞是在传文后
对五柳先生的评论。

明确：照应关系。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照应
“不慕荣利”

“衔觞赋诗，以乐其志”照应“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
志。”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照应“不戚戚于贫贱”。

“赞”中的语言对陶渊明的人格与品质进行了高度概括。



（三）深入研析，体悟人物。

师问：请大家结合文章具体语句来分析陶渊明的形象。

明确：

1、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中看
出他生活贫穷。

从“晏如也。”可见他安于贫穷，不以穷为耻。

2、从“造饮辄尽，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中可见他的
饮酒方式与目的的确与众不同，他饮酒不随礼俗，表现率真、
真诚。

3、写文章的目的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是为了
做官。可见淡泊名利。

4、他的性格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师问：陶渊明辞官不做、退隐山林，足可见他淡泊名利，那么
“闲静少言”怎样理解呢？

明确：他与身边的农民是不同的，他少有精神上的知音，所
以他的理想与爱好不被别人认同，所以他与别人没有太多共
同语言，也就无话可说。

（四）探讨交流，挖掘本质。

学生讨论。

明确：

陶渊明读书不在字句上多下功夫，而在乎领会文章的旨意。
他读书意在与作者的思乡情怀相交融。真正把书读透，不只



悟到人物的特征，更高境界是发现作者的神韵。

师小结：读书有三种境界：浅者读书，读其字；中者读书，
读其人；高者读书，读其魂。陶渊明属于高者的境界。也只
有这种境界才会让人废寝忘食。古代很多人读书多为敲开功
名的大门，陶渊明的读书目的是“娱情”。

他的另一爱好“写文章”，从作者陶渊明的爱好中可见，他
淡泊名利的人格。他的所做不违背自己的心灵。读书也好，
写诗也好，都是满足心灵和精神的需要，不为功名。

生讨论交流观点。

明确：陶渊明是一个率真之人，做人做事喜欢不违背“真
意”，他不想让别人明白自己是谁，所以故意隐去不写。作
为隐士而言，他的这一心理便容易理解了。“宅边有五柳树，
因以为号焉”，可见他很随便给自己起名号，可见“不慕荣
利”的性格。

师小结：在陶渊明的形象中，这便“不慕荣利”是核心，一
切表现都由此出。

师问：以上我们分析了陶渊明的形象，谁能总结一下陶渊明
是怎样的一个人？

（生总结，师板书。“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率真坦诚”）

师：让我们在了解了作者其人后，一齐来背诵他的文章。

学生分组背诵课文。

3、师问：同学们注意文章语言使用上有什么特点？

生看书。



明确：

师导语：钱钟书说，：“不”为一篇文眼。“不”！字句的
多处使用。下面请同学们找出例句，并分析作者用意。

生读例句：

“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求甚
解”

“家贫不能常得”“不蔽风日”“曾不吝情去留”

师：（板书：与世俗的格格不入，情趣高雅、人格高尚、志
向高远，超凡脱俗。）

（五）个性品评，情感认识。

参考认识：

我欣赏他勇敢地与黑暗的社会决裂，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的品格值得赞美，他淡泊名利的精神品质是可贵的。

他的率真，如饮酒的方式在与人交往方面这天看来不是很好。

我认为他与世俗格格不入，他采取逃避的方式不够用心。

师总结：

我也有很多话想对陶渊明说，也想对大家说。在东晋黑暗、
污浊、追名逐利的社会现实中，陶渊明辞官归隐，淡泊名利，
不与世俗同流，志趣高雅，贫穷而有操守，不拘礼俗而自得
其乐。他的诗文把田园风光与生活描绘的完美而快乐，开辟



了田园诗风，因而文坛留名。但我们不能赞赏他用隐居避世
的逃避、消极的做法来对待自己和社会。历史上有多少文人，
如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而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
树前头万木春”的希冀；苏轼，被贬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还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渴望；李白仕途受创，发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言；杜甫生不逢
时，饥寒交迫，仍不改“大计苍生”之志。

这天的我们应对物欲横流、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激烈的时代，
更应激流勇进，学有所成，以后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造
福一方，实现个人价值。

（六）师布置本课作业：

1、整理课堂笔记。

2、练笔：仿本文形式写一篇自传，简练、真实证明自己。

五、教学反思

与到“对话”中去，让课堂涌动学生自由的思想。

学生对文本的认知应与作家、教师的理解是一致的，但由于
学生的知识、眼界、理解水平的不够，他们不能在同等层面
上与教师、文本展开切实的“对话”。这个时候教学的艺术
表此刻教师引导和促成三者之间产生和谐发展，当学生产生
片面甚至歪曲的理解时，教师要巧施法，做好启发、引导、
点拨、帮忙的工作，使其到达正确的理解。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八

一、了解五柳先生性格、思想、生活及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

二、学习本文个性鲜明的写人方法。



[教学资料及步骤]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好！我很高兴能与同学们共度一段愉快的学习之旅。
这天，让我们从结识一位以前做过官而后又辞官隐居农村的
东晋大文人五柳先生开始吧。请翻开书第129页《五柳先生
传》。（大屏幕显示）

二、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东晋末期诗人，散文家。29岁入仕，
因不耐烦“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41岁时，毅然辞
去在任仅有80多天的彭泽县令，回柴桑老家隐居。此后直到
逝世的23年间，再未出仕，以耕读自娱。（大屏幕显示）

三、研读课文

1．自读勾画

教师提示：传是一种文体，是一种专门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
文字。同学们以同桌为小组自读课文，想一想作者是从哪些
方面介绍五柳先生的？体现五柳先生性格、爱好和生活的语
句勾画出来，看哪一组能很好地配合，做得又快又准确。
（大屏幕显示）

2．听读体会

教师提示：同学们都读过课文了，先别忙着回答刚才的问题，
我们先来听听课文录音，感受一下课文的朗读语气。（放录
音）

3．学生齐读

教师提示：录音听完了，同学们也来读一读课文，看能否读



出感情来。

4．讨论体会

教师提示：刚才我们已经把课文读过几遍了，同学们对五柳
先生是否已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呢？大家能否根据自己的理解，
适当引用刚才勾画语句，说说五柳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屏幕显示）

5．小结明确

透过讨论可知，课文首先介绍了他的名号的来历，之后介绍
了他的性格特点“闲静少言，不慕名利”，然后介绍了他的
爱好“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其间还介绍
了他的生活状况“家贫”“环堵萧然”“箪瓢屡空”而依
然“晏如也”，结尾作者仿照史家笔法，加了个赞语，指出
五柳先生的生活志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表
达了作者对这种高尚人格的赞赏。用我们此刻的话说，能够
把五柳先生界定这样一个人，即：五柳先生是一个隐姓埋名、
淡泊名利、安于贫困、悠然自得的隐士，他也有追求，只但
是不是追名求利，而是追求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安慰。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能够认定，这位五柳先生就是作
者本人陶渊明。

6．写法体味

明确：课文最大的写作特点是多用否定句，即多用内
含“不”字的句子，如“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
氏”、“不慕名利”、“不求甚比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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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语句的运用，能够很好地体现了他
与别人的不同个性，突出了他与众不同的高尚人格。其次，
语言诙谐，充满了自赏与自嘲，读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四、重温课文

学生再一次齐读课文，进一步体会课文资料和写作特点。

五、潜力延伸

用湖北省黎胜老师的文章《“五同”老师传》作为材料。

“五同”老师传

听母亲说，我黎明出生，初来人间，哭声震天。家人以为生
了个大胖小子，却原先是一瘦小千金。父母盼我争强好胜，
故取名一小子之名曰黎胜。然争强有余，总不能胜：学唱歌，
五音不全；学跳舞，步伐不健；亦追时尚赶新潮，却不愿改
变自我、丢失自然……于是拼命读书，与莎士比亚交友，与
太白唱吟，与鲁老夫子对话，与五柳先生趣谈。立三尺讲台，
难守本分，不迷信于旧规，而有志于挑战，不仅仅课内揭秘，
而且课外探险源，每有所悟，便怡然自乐，得意洋洋也。

学生叹曰：黎老师有童心之纯真，无师道之尊严，与我
们“五同”为伴，戏称为“五同”老师。何谓“五同”？师
生同读、同写、同讲、同议、同评也。

教师提示：听完了这篇充满了自赏与自嘲的传记文章，同学
们也来介绍介绍自己吧，能够写完整的小传，也能够只抓某
一个特点写一两句话，展示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六、课堂收束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天的学习之旅只能到此为止了，请同
学们利用课外时间把这篇课文背诵下来。在这即将分别的时
刻，我祝愿大家，在未来的学习中收获多多、快乐多多！

板书设计：（大屏幕显示）



五柳先生传第一课时教案篇九

新课标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第22课《五柳先生传》
是一篇文言文，篇幅短小，但内涵深刻。文章从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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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

重点在于考察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能否把握阅读材料的大
意。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文言文学习常识，所以前面环节的开
展比较轻而易举，不过后三个环节已进入了探究的层次，所
以必须进行必要的引导点拨和相关材料的展示。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识记重要文言字词，疏通文意；

（2）体会个性鲜明的写人方法，分析文章、把握主旨。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分层读书的程序；

（2）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教师巧加点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学习陶渊明的精神风貌；

（2）辨证认识事物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1、积累文言词语。

2、了解人物形象及精神风貌。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整合资料、与文本对话，通过探究《五柳先生传》
是不是陶渊明的自传这一问题，让学生用自己的阅读体验来
把握人物性格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