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 愚公移山翻
译(优秀7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一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
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
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
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
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
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
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
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
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
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
阴，无陇断焉。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二

天气格外晴朗，太阳暖哄哄的。这是，愚公一家正在埋头苦
干挖泰山，因为这座山使他们出远门必须绕很长的路。为了
方便后人，愚公决定挖掉泰山。

山可真高啊！这时，连愚公最小的儿子也来帮忙了，这儿用
手捏捏，哪儿用手抓抓，一块又一块的被挖下来了。公鸡也
没闲着，帮他们把石子叼走。

过了29年了，泰山被挖的`只有百分之99了，全家人欢呼雀跃。
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吃起了午饭，就在那坐下的时候，两
位警察闯了进来，拿出手铐，愚公着急地问：“我怎么啦？
我又没犯法，也没找你，你怎么来找我呀？”

“对不起，泰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三

虽然愚公那种精神十分可贵，为了子孙后代方便外出，竟想
到了移山。

可是愚公他想过没有，他如果真的把两座大山移走了，山上
的`飞鸟、野兽到哪儿安身呢?愚公这样做，那简直是自私自
利，他自己一家需要方便出行，可是动物们也需要一个家呀!

还有，愚公对他的邻居说：“我自己有儿子，儿子再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再生儿子，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去挖，总有一天
能把山挖掉。”愚公这么说，他也不想想，他的子孙后代全
都挖山去了，那山未挖完，恐怕他的子子孙孙都已经饿死了，
再说了，他儿子孙子恐怕没他那么傻，说不定，等他一死，
就不挖了。



而且呢，既然外出不便，那他为何不搬家呢，他家的人那么
多，山都可以去挖，那么，搬个家，恐怕没有挖山累吧!

许多事情，不要要按照老方法进行，只要我们动动脑筋，我
们便可以省下许多时间、精力。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四

《愚公移山》原文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
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
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
之尾，隐士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
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
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
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
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
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
阴，无陇断焉。

《愚公移山》译文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数万尺。本来在冀州的
南面，黄河北岸的北面。

北山有个愚公，年纪将近九十岁，住在两座大山的正对面。



愚公苦于山北面道路阻塞，出去进来都要绕远路。召集全家
人商量说：“我和你们尽力挖平两座大山，使一直通到豫州
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的妻
子提出疑问说：“凭您的力量，并不能削减魁父这样的小山，
能把太行、王屋怎么样？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去呢？”大家
纷纷说：“把土石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面。”愚公于
是带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凿石头，挖泥土，用箕畚
运送到渤海的边上。邻居姓京城的寡妇有个孤儿，刚七八岁，
蹦蹦跳跳去帮助他们。冬夏换季，才往返一次呢。

河曲智叟笑着阻止愚公说：“你太不聪明了。凭你的余年剩
下的力气，还不能毁掉山上的一根草，又能把泥土和石头怎
么样？”北山愚公长叹一声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不能
改变的地步，还不如寡妇和弱小的孩子。即使我死了，还有
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
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可是山不会增高加大，
为什么愁挖不平？”河曲智叟没有话来回答。

握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不停地挖下去，向天帝报
告了这件事。天帝被他的诚心感动，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
背上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
从此，冀州的南部，汉水的南面，没有高山阻隔了。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五

课堂的行进按照“四三二一”之顺序：

先提炼要素，揭示其作为一个隐喻，包含着励志故事的普遍
特征;

后以同类文本作比，彰显属愚公神话特有的异志;

最后借用西方人视角，评价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让人在悚
然一惊之后，从浓厚的文化浸润中拔身而出，发觉此文本悠



久流传的寓言密码。

1.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勾选提要，了解民族的朗健精神。

2.分角色朗读、辩论，懂得真理的相对性。

实录，小组讨论，探究愚公移山故事的文化内涵。

导入：歌曲《愚公移山》山

移

愚公

[一]四大元素

山人过程结局(听课文朗读)

山是怎么样的愚公是怎么样的移山是怎么样的艰苦结局又怎
么样

方七百里，高万仞————艰巨的

残年余力————————微弱的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长期的

无垄断焉————————最后的

[二]三处差异

比较阅读：见材料一(夸父逐日，敬畏填海)

1.人数课文(5个)材料，(1个)



外援4无

结局成功失败

愚公最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2.引出愚公和智叟的对话。辩：后息为胜，最后发言的人就
是胜利者。

[三]两种假设

“……何苦而不平?”插入智叟曰：“…………(学生想象)”

文章的最后插入智叟曰：“…………(学生想象)”

两处额外添加请学生讨论

——如何重新评价愚公?

1.假如愚公早料到“帝感其诚”或者与帝达成了协议，你如
何评价愚公?

2.假如结尾是“后三年，愚公死，子孙承其志，世代挖山，
时至今日，尚未休矣……”

请大家猜想

[四]一个疑问

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会对愚公的事迹津津乐道?引出两
个外国人的思维

(看dv，两位外国友人对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评价：a他指望他
的家人完成一项运用体力而不是脑力的机械工作，他是一个
愚蠢的老头。如果在西方，我们不会想到移山，我们会绕道



而行。b他是一个疯狂的老头，他为什么不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做这件事呢?)

学生回答。文章回到了励志故事那一普遍特征，本文主角所
表现的坚持不懈。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六

一重点学习下列文言词句：

实词——方、仞、阴、阳、惩、君、汝、孀、龀、长息、穷
匮、加（增）、何苦、亡（以应）。

虚词——且、焉、诸、以。

句式——省主句（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倒装句（甚矣，
汝之不惠）。

二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树立为祖国“四化”建设努力奋斗
的思想。

一布置自读，要求：凭借工具书和课文注解逐字逐句读懂课
文，同时记下疑问，准备在老师教读时提出。自读在课内进
行。

二试改变由教师逐句串讲的传统教法，在学生认真自读的基
础上，从抓字、词、句入手，逐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中
心，务使学生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获得完整、鲜明
的印象。

三讲读过程根据“以思维训练带动语言学习，以语言学习促
进思维训练”的设想，尽可能把文言文的字、词、句教学和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做到在发展智能的前提下落实
基础知识。



四“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叶圣陶：《语文教育书
简》），减轻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着眼于培养学生自读浅
近文言文的能力。

五安排三教时（包括课内自读。如自读放在课外进行，只需
要安排两教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一解题，了解“寓言”的体裁特点。

二学生自读全文。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解题。

（一）板书课题：愚公移山。

（二）布置学生看本文题注，了解文章出处。

（三）提问：什么是“寓言”？（学生查词典，先说
明“寓”字的含义，然后根据词典中“寓言”的条目说明这
是一种什么体裁。）

（四）教师小结，同时布置自读：大家查了词典，知道了寓
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寓一定的道理于简短的故事
之中。好的寓言，往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教育。
《愚公移山》就是一则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好寓言。老愚公
的故事是大家早就熟悉的，这是我们学习本文的一个有利条
件。这一堂课，请同学们借助于词典和课本的注解，逐字逐
句读懂课文，然后想一想：这个故事寄寓着什么深刻的道理？
我们应该从中受到什么教育？自读中有什么疑问，请大家在



书上打个问号，准备下一节课提出。

二学生自读。教师板书要特别注意的词语（见“教学目的
一”），学生边读边在这些词语下加着重号。教师行间巡视，
随时了解学生自读情况。

三布置作业：朗读全文，要求读准字音，不读破句。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一人物分析。着重引导学生通过语言的比较，了解不同人物
对待“移山”的不同态度。

二在人物分析的过程中落实若干文言词句。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检查自读：

（一）学生齐读全文，结合正音：仞（）、惩（）、塞（）、
迂（）、荷（）、箕畚（）、龀（）、匮（）、亡（，
同“无”）、厝（，同“措”）

（二）学生质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后，尽量要求他们自己
或在老师的引导下共同讨论求得解决。教师只解答学生经过
努力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

二教读新课。

（一）初步理清“人”和“事”：

同学们提了不少问题，说明预习是认真的。许多问题经过大
家一起思考，都得到了解决，可见只要开动脑筋，同学们是



能够自己读懂的。现在由老师提出一些问题来问大家，看看
大家对课文究竟理解得怎么样。

1。提问：这则寓言一共写了哪些人物？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人物表：愚公、其妻、其子孙、遗男、
智叟。

通过问答，明确下列词语的含义：年且九十——且，将。智
叟——叟，老头。京城氏——氏，姓；京城氏，姓京城的。
始龀——龀，齿旁，小孩换牙；始龀，七八岁。孀妻有遗
男——那孩子的爸爸死了，他母亲是“寡妇”，他自己
是“孤儿”。“遗男”是生下来以前就死了父亲的孩子。

3。提问：再请大家计算一下，参加移山的一共有多少人？

通过问答，引导学生读懂“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一句：本句省主语“愚公”；“荷担者
三夫”即“三个能挑担的男子（子孙）”。全句意思是“愚
公就率领了子孙中三个能挑担的人，敲石挖土，用畚箕装了
土石运到渤海边上（去扔掉）”。这样看来，愚公一家一共
去了四个人，再加上京城氏孀妻的遗男，一共五个人参加移
山劳动。

4。提问：“移山”这件事做起来困难吗？他们的劳动艰苦吗？

通过问答，明确下列词句的含义和作用：方七百里，高万
仞——方，方圆、面积，方七百里，写山之大，是约数；仞，
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万仞，虚指，极言山之高。山又
高又大，说明移山之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冬夏换季
（即一年），才返家一次。说明劳动的紧张、艰苦，也显示
了愚公移山决心之大。

教师小结：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太行、王屋二山又高又



大，愚公他们人数不多，而且老的年近九十，小的才七八岁，
工具又落后，要移山的确是千难万难的。在艰巨的任务面前，
最能显示出人们不同的精神面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人
物表”里的这些人，在“移山”这个巨大的困难面前各自表
现了怎样的精神面貌。

（二）人物分析——重点：智叟和愚公妻；并及愚公子孙、
遗男。

愚公妻和智叟讲的话差不多，态度似乎很接近。我们的分析
就从这两个人入手：

1。学生朗读有关语句，进行比较：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
屋何？且焉置土石？”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
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通过问答，要求学生明确：

“甚矣，汝之不惠。”这句话是只有智叟讲的。倒装句式的
运用（谓语“甚矣”提前），强调了愚公不聪明的程度，说
明了智叟对愚公的轻视。愚公的妻子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

“且焉置土石？”这句话是只有愚公的妻子能讲的。“况且
把土块和石头放到哪里去？”她有这个疑问，说明她对自己
丈夫去移山更多的是关心和担心，不同于智叟的根本否定。
智叟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

“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这两句话，句式相同，内容相近，但表达的语气、感情却很
不相同。愚公的妻子说：“凭您的力气，还不能削平魁父这
样的小山，能把太行、王屋怎么样呢？”这是很合乎情理的
疑问。智叟却说“凭你这一大把年纪和剩下的一点力气，还
不能毁掉山上的一棵草，又能把土块石头怎么样啊？”话说
得过于夸张，带着讽嘲的意味；“其如土石何”与“如太行、
王屋何”句式相同，但智叟的话中多一“其”，同“岂”，
加强了反问的语气。这些都说明了智叟对愚公移山的态度是
反对和嘲笑，亦即反对得更加强烈，跟愚公的妻子的“献
疑”有所不同。

再从称谓看，愚公的妻子称愚公为“君”，智叟则称愚公
为“汝”，显得不客气，也说明了智叟对愚公轻视的态
度。“汝”在文言里一般是轻贱的称呼。

教师小结：愚公的妻子对移山的态度是“疑”，智叟而
是“笑”和“止”。“近似之迹，不可不察”，读书时经常
注意从“近似之迹”的比较中找出它们的相异之处，就可以
把死书读活，发展我们的思维能力。

下面再来讨论另几个人对移山的态度：

1。提问：愚公的子孙对移山的态度怎样？

学生找出“杂然相许”、“杂曰：‘投诸渤海之尾……’”
两句。“杂然”、“许”写出他们纷纷赞同、坚决支持的态
度。“杂曰”句则进一步写他们不仅赞同，而且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解除了愚公的妻子的“疑”，使移山之役得以顺
利开始。

2。提问：那个“始龀”的“遗男”对移山怎样？

学生找出“跳往助之”一句；“跳”、“助”，说明这个孩
子是乐于相助、积极参加的。



教师总结：上面我们比较了除愚公以外的几个人对移山的态
度。现在我们把课文中的有关部分再朗读一遍。学生朗读
（从文章开头读到“其如土石何”）。

第三课时；

教学要点：

一人物分析：愚公实不愚，智叟未必智。

二这则寓言的深刻教育意义。

三继续学习和巩固若干文言词句。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学生回答“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教师讲解“惩”字
含义：惩，苦，是意动用法；此句意即“以山北之塞、出入
之迂为苦”。板书：痛感迂、塞之苦。

追问：山移掉以后的好处，愚公想过没有？

学生找出“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指”、“达”与上
文“迂”、“塞”相对；阴，是水南山北。教师板书：确知
移山之利。

学生找出“汝心之固……何苦而不平？”

启发：这段句子念起来感到特别有力，这是什么原因呢？

教师引导学生体会“顶针”的修辞作用：一句顶着一句，充
分表现出语言的力量。“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是对“甚
矣，汝之不惠”的有力回答；“……子又生孙，孙又生



子……”顶针法的连续运用，显得子子孙孙，绵延不绝，最
后总结一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使人感到特别有力。

继续追问：“而山不加增”，这个“而”字的作用是什
么？“加增”是什么意思？

进一步追问：那么为什么有人觉得愚笨呢？

教师启发谈话：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
如雷锋同志，不是也有人说他是“傻子”吗？这是什么原因
呢？通过谈话，引导学生认识：要解决愚公笨不笨的问题，
关键在于用什么观点去看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为子孙后代
造福”的观点去看，愚公不仅不笨，而且是一个大智大勇的
人。这叫做“大智若愚”。

（二）提问：既然愚公不笨，那么反对愚公移山的那个智叟，
是不是聪明老头呢？

学生议论，教师小结：智叟知难而止，无所作为，这种人自
以为聪明，其实不过是一点“小聪明”罢了。可见“愚公实
不愚，智叟未必智”。这就是这篇寓言中“愚公”和“智
叟”的取名所寓有的深意。“叟”是老人的意思。

学生齐读最后一段，自由发表意见，教师小结：“操蛇之神
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说明愚公移山的决心行动
（不已），使山神都害怕了，不得不向天帝报告；“帝感其
诚”，愚公精神（诚）连天帝都感动了。这不仅不是说明愚
公的无能，相反，恰恰显示了愚公移山的力量之大和精神的
感人之深。愚公千百年来被人称颂，正是由于他这种排除千
难万险、不达目的不止的顽强精神。

二课堂练习：

（一）学生齐读全文，要求：从文章的遣词造句、谋篇立意，



进一步体会文章的深刻寓意。

（二）指定一个学生口译第3自然段，如有误译，共同订正。

（三）发课堂练习资料：

给下面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并概述大意。

甲乙二生共读《愚公移山》。生甲掩卷长息曰：“甚矣，愚
公之愚！年且九十而欲移山，山未移身先死矣，焉能自受其
利乎？”生乙曰：“愚公之移山也，盖为子孙造福，非自谋
其私也。以利己之心观之，则谓愚公不惠；以利人之心观之，
则必谓愚公大智大勇也。”生甲亡以应，默然而思。生乙复
曰：“今欲变吾贫穷之中国为富强之中国，其事之难甚于移
山。我十二亿中国人皆为愚公，则山何苦而不平？国何苦而
不富？”生甲动容曰：“善哉，君之所言！愚公不愚，我知
之矣。”（发给学生时不加标点）

检查练习结果：

1。指定学生加标点并口述大意。

2。要求学生找出其中两个倒装句（“甚矣，愚公之
愚”、“善哉，君之所言”）并作解释。

3。要求学生找出这一段文字中的关键句（我十二亿中国人皆
为愚公，则山何苦而不平？国何苦而不富？）教师点明：学
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奋斗不懈，这就是我
们从《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中受到的有益启示和深刻教
育。

三布置作业：

（一）背诵全文。



（二）结合作文教学，写《老愚公的故事》（不是翻译）。

（三）“思考和练习三”（适当补充内容）。

附教学参考资料：

1。《文言文的语言分析·愚公移山》，（南通师专中文科
《科学与研究》丛书之一，张拱贵、黄岳洲著。）

2。钱梦龙《〈愚公移山〉教学实录》，（见《语文战
线》1981年第8期。）

愚公移山的心得体会篇七

1、了解《列子》和其作者，掌握文中难解的字、词、句，能
读准“仞、畚、孀、龀、厝、陇”等字。

2、学会识别一词多义和通假字，能口述故事，流畅翻译全文，
能概括寓意。

3、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和愚公形象的实际意义。

4、让同学对愚公的举动发表个人见解，培养同学创新精神和
自主能力。

1、重点:

掌握文中难解词句，疏通全文，熟读背诵。辨析古汉语中的
一词多义现象。

2、难点:

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和愚公形象的实际意义。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人新课

愚公移山，这是一则寓言。寓言的特点是寓一定的道理于简
短的故事之中。好的寓言，往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
教育。

二、简介《列子》和作者

1、《列子》，相传为列御寇撰写。里面保管了不少先秦时期
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

2、列御寇，相传为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虚静、
无为，被道家尊为前辈。

三、授新

1、同学听课文录音，扫清文字障碍:

掌握下列实词:

仞冀箕畚孀龀匮亡厝雍陇

2、通假字:指;反;惠;亡;厝。

3、重点句子的翻译和字词的落实:

年且九十(年纪将近九十岁)

惩山北之塞(苦于大山的阻挡)

杂然相许(大家纷纷表示赞许)

曾不能损魁父之丘(还不能够搬掉魁父这样的小山丘)



且焉置土石(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用土筐把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夏去冬来，经过一年才干往返一次)

甚矣，汝之不惠(你太不聪明了)

汝心之固，固不可彻(你思想太顽固，顽固到不可变通的地
步)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何苦而不平(愁什么挖不平呢)

如太行、王屋何(又能把太行山，王屋山怎么样呢)

其如土石何(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

一厝朔东，一厝雍南(一座放置在朔方东部，一座放置在雍州
南部)

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从此，冀州的南部，汉水
的南边，没有山岭阻隔了)

4、复述“愚公移山”的故事。

四、安排作业

1、复习、巩固文中疑难字句的解释。

2、参照课后练习感知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二、整体感知

1、逐段朗读课文，讨论分析课文的结构。

第一段:极言太行、王屋两座山的高大，交代它们的位置。

第二段:具体写愚公移山的原因和经过。

第三段:写愚公和智叟的对话。

第四段:写愚公移山的胜利。

前面都是为下文移山的艰难作了铺垫。烘托愚公移山的决心、
信心、恒心。

智吏认为人力是有限的，不能改变自然，因而讪笑和阻止愚
公移山;而愚公认为人定胜天，山虽庞大但它是死的，不会随
时间流逝而加增;而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生息繁衍则有无限
潜力。智叟只用短浅的停滞的观点看待问题;愚公用久远的、
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智史与愚公形成鲜明对比。智望之“智”在于认为愚公“以
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这是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
目光短浅，实是愚。愚公之“愚”在于他决定一生平险、挖
山不止。这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愚公目光久远，且认为子孙
元辰而山不加增，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实为明智之举。智
者实愚，愚者实智。显而易见，这样命名不只加重了对比色
彩，而且具有讽刺效果，从而突出了愚公形象。

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使山神害怕，天帝感动，文章这样写，
正是恰恰表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感人至深，其移山之举有不
可抗拒的力量。



6、本文以神话结尾，有什么作用?

本文采用神话结尾，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愚公的宏伟志向，
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想象方式，
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跟宣传轮回报应的封建迷
信思想有实质的不同。

7、愚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有什么寓意?

愚公是一个有远大理想，不惧怕任何困难，有坚强的意志和
顽强的毅力，不怕吃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令人尊敬的
老人形象。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说明要克服困难就必需
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奋斗的道理。

三、课堂小结

我们常说愚公精神，那么什么是愚公精神?愚公精神就是不怕
吃苦，不畏惧任何困难的精神;就是敢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的精神;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学习
和以后的生活中，都需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因为我们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都不可防止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将有
千万座“太行”、“王屋”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假如我们
缺乏这种精神，那么，我们必将一事无成。

四、安排作业

1、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预习《诗经》两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