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
原文及解析 语文九年级智取生辰纲教案

设计(大全5篇)
中班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提前思考和计划教学过程，提高教学
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班教案范文，
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原文及解析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古代白话，认识词义的古今差异，积累词语。

2、了解施耐庵与《水浒传》，了解杨志的出身与遭遇。

3、分析作品的叙事线索和杨志的思想性格。

4、鉴赏本文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

教学重点：

作品的叙事线索和杨志的思想性格及失败的原因。

鉴赏小说故事情节，分析课文是如何体现智取的，体会叙事
的奇特魅力。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方法：

赏读法讨论法文献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导入：

我们周围许多同党都比较喜欢收集印有《水浒》中梁山一百
单八好汉图像的精美画片，收集较全者往往引以为豪。我想，
大家欣赏的不仅是画片，更主要的是佩服这些好汉的英雄豪
气。梁山好汉们殊途同归，但他们各自的出身、地位、命运、
投奔梁山的动机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不乏武艺高强、具有
一定教养的军官，青面兽杨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今天我们
就来阅读、学习杨志命运转折的关键一节。

二。作者简介：

《水浒传》也称《水浒》、《忠义水浒传》。《水浒传》是
明代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明人说法不一，有说施耐庵和他
的学生罗贯中合作，现在大都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它是我国
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并非一人
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口头传说、艺人讲说演唱的基础上，
由文人加工编撰而成。全书前半部写“官逼民”，好汉林冲、
鲁智深等一个个被“逼上梁山”，在宋江上山后，写了几场
反土豪、打官军的战争；后半部写宋江被招安，攻辽，打方
腊，最后以悲剧结局。它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起
义英雄的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
组织到有组织，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作者对
起义英雄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特别是对一些出身
下层社会的英雄，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他们受剥
削压迫最深重，反抗性也最强，为了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这些朝廷的叛逆，所谓“不赦”的罪人，个个可敬
可爱，光辉动人。对封建阶级的黑暗势力则尽情揭露，从最
基层的郑屠、西门庆等，到上层的梁中书、高廉之流，以及
他们的靠山蔡京、高俅，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



形成鲜明的对比。本书结构严整，以官逼民、替天行道为主
线，每一个故事如林冲上山、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等章回，
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语言以口语为基础，明快，洗练，准
确，生动。叙事绘声绘色，极为传神。总的说来全书的艺术
水平是不平衡的，后半部不如前半部。

三。检查预习、指名复述课文

四。故事情节分析：

（一）两分法：

第一部分（开头到“今日天下怎的不太平”）写杨志在押送
生辰纲途中与同伙之间发生矛盾的情形。

第二部分（“杨志却待要回言”到最后）写杨志与晁盖等八
条好汉的矛盾。

（二）六分法：

第一部分：故事发生（开头至“今日天下怎的不太平”）杨
志押送生辰纲。

第二部分：故事发展（“杨志却待要回言”至“自去一边树
下歇凉”）七雄贩枣蒙杨志。

第三部分：故事进一步发展（“没半碗饭时”至“也这般罗
唣”）白胜设计诱官军。

第四部分：高潮（“那对过众军汉见了”至“自下冈子去
了”）杨志无奈买白酒。

第五部分：结局（“那七个贩枣子的”至“挣不得，说不
得”）杨志误失生辰纲。



第六部分：尾声（最后一段）吴用智取生辰纲。

五。布置作业：课后练习一、二。

第二课时

思考题1：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用"智"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

思考题2：杨志最终失陷生辰纲从而"贻误"终身，是否在他身
上确实无“智”可言呢？

思考题3：如杨志并非无智，那么试分析他失败的关键症结在
哪里？

以上三题实际上涉及了主要矛盾的双方（晁盖等人与杨志），
次要矛盾的双方（杨志与军健、老都管、虞侯），故事的主
要情节，环境描写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学生如能做出较为贴
切的回答，将会有助于对小说内涵的理解。

讨论后明确：

1．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毋庸置疑是用了"智"，他们使
用的"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智用天时。杨志押送生辰纲正赶上酷热的季节，"此时正是
五月半天气"，过了十四五日后（六月初四）"天气未及晌午，
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实十分大热""众军人看那天
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在短短几行文字
中便出现两次"热"，天气的特征已得到极其鲜明的表现。所
以军汉们一见到迎面的土冈子，便"都去松树下睡倒了"。暑
热加上一路疲惫使杨志的随从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而晁盖、吴用等人却早已等候在此，以逸代劳，可以说已掌



握了智取的首要有利因素。

二智用地利。晁盖等人选择了山冈和树林作为劫取生辰纲的
最佳地点，自然有其中原因。黄泥冈可以作为掩护，松林既
可引诱急欲避暑歇息的杨志一行人进入，又可模糊敌人的视
线，使他们看不清松林内的真切情况。小说中"只见松林里影
着一个人"一句中的"影着"足以说明问题。这前两"智"充分说
明晁盖、吴用等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且深入调查研究了杨志
一行人的行进时间、速度和路线。他们断定在近正午时分，
杨志一行人将抵达黄泥冈，而且军汉们将急于进人松林避暑
歇息。晁盖、臭用等人为杨志一行人画好了他们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好都将进入的"伏击圈"。

三智用矛盾。同样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晁盖等人发现了
杨志一行人内部的矛盾并且利用了这一矛盾。杨志担心生辰
纲出事，推迟每天动身时间，让军汉们担着百余斤担子在烈
日下行走，还时常用藤条鞭打他们，唯恐在休息时会发生意
外，军汉们早已怒忿在胸。虞侯、老都管同样对杨志有强烈
不满，杨志一行内部矛盾已达激化。这就注定在松林中休息，
无人再去理会杨志的打骂。矛盾致使内部分裂，给了晁盖等
人可乘之机。此智更能说明晁盖等入运用一二两智的高明、
得当，此智亦与前两智密切相关。

四智用计谋。前面所有"智"的最终实现靠的就是"半瓢酒"。
在双方众目睽睽之下，晁盖等人喝的是美酒，而杨志、众人
得的是药酒，刘唐与白胜的表演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吴用
的计谋用到了家。杨志等人在"倒也"声中眼睁睁地看着生辰
纲被劫持而去就是动弹不得。

2．杨志并非无"智"。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杨志是个十分精
细、警觉且有智谋的"押解官"。

（1）杨志在"人家渐少"之后，推迟每天动身时间且提前休息
（由原来的"五更起身日中歇息"改为"辰牌起身申时便歇"）。



他宁可逼迫军汉冒酷热前行而落得怨声载道，也要保全生辰
纲，无非是怕有人晨光或暮色中偷袭。六月正午，恐怕歹人
也不愿活动。

（2）即使在光天化日下，杨志也尽量减少中途休息，唯恐军
汉们心生懒怠，一旦有情况难以应敌。

（3）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行走，表明他选择了连强
盗也不愿行走的艰难路径，以此来保护生辰纲。

（4）杨志在黄泥冈提醒军汉们此地险要，发现刘唐顿生疑心，
唯恐白胜酒中有蒙汗……

以上诸多方面表现杨志用心、用智良苦，实非常人可比。

3．杨志既不乏智，那么他的"智"最终输给晁盖等人的"智"的
原因何在呢？这一关键症结就在杨志内部分化，而晁盖内部
团结一心。老都管斥责杨志的一番话，顺应了军汉、虞侯的
心愿，而使杨志最终妥协，同意军汉们买酒、喝酒，自己也
身受其害。

由此可见，杨志的“智"败于晁盖、吴用的"智"下，有诸多的
外在因素。

总之，通过"智"的"决斗"，我们既清楚地看到了不同类型的
矛盾，又较准确地把握了个体形象和英雄群像的特征。

布置作业：

1、完成小论文《智取生辰纲与三十六计》

2、就杨志个人物某一方面的思想性格，写一篇短评。

3、课外阅读。



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原文及解析篇二

1、结合诗人的生平、思想侧重理解诗歌“凄切而不衰飒”的
抒情特征。

2、比较两首贬谪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3、初步掌握贬谪诗的一般特征。

【教学重、难点】

理解本诗“凄切而不衰飒”的抒情特征。

【教学课时】

1课时

一、导入

二、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
（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
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
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元和十四
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
刺史。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
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
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
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
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
衰”，“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
书》）。有“韩潮苏海”之称。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
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
诗"。

潮州韩文公祠柱联：

“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海峤:近海多
山之地，指岭南地区。）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
遍瀛州”（潮州古有瀛州之称）

（韩愈在潮七个多月，却影响了千余年。贬潮，对韩愈而言
或许是不幸，但对潮州百姓而言则是大幸。千年回眸，这位
文化巨人在潮州留下的印痕依旧清晰深刻：“不虚南谪八千
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像韩江、韩山，祭鳄台，韩祠橡木、
鳄渡秋风、昌黎旧治、昌黎小学等等，无不言说着潮人从古
到今对韩愈的敬仰。更有宋时就建在韩江东岸笔架山麓的韩
文公祠，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韩愈祠。）

（简介诗人的经历，本诗背景）（知人论世）

三、初通诗意，整体感知

先听朗读，学生跟读，疏通诗意后学生再读，体会情感。

（一篇《论佛骨表》早晨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八千
里外的潮州去。本来想为皇帝清除危害社会的事情，怎么会
顾惜我衰朽的残年余日呢。云彩横出于秦岭，我的家在哪里？
雪漫蓝田关，连我骑的马都不往前走。知道你远道赶来送我
是有深厚的情意，你做好准备到南方的瘴气之地收拾我的骸
骨吧！）

古人借诗倾吐心声，你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情感？（凄切）

清人纪昀认为《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语极凄切，却不衰



飒”。

四、研读文本

1、“一切景语皆情语”，请找出写景的句子。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2、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学生想象描绘）

3、这幅画面有着怎样的特点？（境界雄浑）你是怎么看出来
的？

“横”字言广度，“拥”字言高度，二字皆下得极有力，境
界雄阔，气象苍茫，为人们所激赏。

4、“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在此想向我们倾吐什么？（体
会出句与对句分别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

“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亦不见长安：“总为浮
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诗），何况天子更
在“九重”之上，岂能体恤下情？云遮雾绕的重重山岭象征
着和故里、君王的重重阻隔。他此时不独系念家人，更多的
是伤怀国事。韩愈在一首哭女之作中写道：“以罪贬潮州刺
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
下。”可知他当日仓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若何。韩愈
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泪。

第六句既是实写也是虚写，实写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虚写
诗人留恋长安，不忍离去的感情。“马不前”用古乐府“驱
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意。“马不前”其实是人不前，是
由于作者心事过重的缘故，诗人感到前途艰险渺茫，连马也
为自己悲伤得不肯前进了。



五六两句中“秦岭家何在”与“蓝关马不前”，一回顾，一
前瞻，也是两两相对，愈见其悲。

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要读出悲意）

5、颈联是本诗唯一写景的一联，写景的作用是什么？

颈联：顾瞻无所，即景写情。这一联通过对壮阔景色的描绘。
渲染出严峻冷酷的气氛，与孤苦渺小的个人形成强烈的对比，
暗示前路的艰辛，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6、诗人为什么会流露出这样的感情？在文中找出对应的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首联：直写获罪被
贬的原因。

7、首联主要运用什么表现手法？有何表达效果？

手法：对比

所得的命运是“朝奏”与“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
里”，诗人虽遭获谴亦无怨悔。

8、颔联表明诗人怎样的心迹？

颔联亦叙亦议，表明心志。这一联写诗人欲除弊事反遭贬。
不惜残年而无悔，意气坚定。

（诗人直书“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
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真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
祸，他还是“肯将衰朽惜残年”，且老而弥坚，使人如见到
他的刚正不阿。）

小结：诗的前四句：忠而受贬。叙述议论，简洁明快、慷慨
激昂。



9、试分析尾联的作用。（提示：结构与内容）

结构上扣题，尾联向侄孙交代后事，沉痛郁闷，内容上进一
步深化诗意。“知汝远来应有意”，通过侄孙的心情写出自
己前途之艰险难测。写出因遭受贬谪的无穷伤感，进一步吐
露了凄凉之情。“好收吾骨瘴江边”，表明作者对未来的思
考，诗人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冷静地面
对了。《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
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用其意，向侄孙从容交代后
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10、现在谈谈你对纪昀的“语极凄切，却不衰飒”的理解。

“朝奏夕贬”，“路八千”，“衰朽残年”，“家何
在”，“马不前”，“好收吾骨瘴江边”，都是极为凄切的，
但诗人的情感基调并不衰飒。原因是诗中融入了诗人慷慨激
昂、刚直不阿的情感；同时在写景抒情上，“云拥雪横”，
境界雄浑，气势磅礴，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所以读起来不
觉得衰飒。

五、总结全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一首比较深刻的政治抒情诗，诗
人把朝廷的腐败同自己的不幸遭遇结合到一起来写，表白了
自己为朝廷革除弊政的忠心和勇气。诗的前四句：忠而受贬。
叙述议论，简洁明快、慷慨激昂。后四句：蓝关示湘。宕开
一笔，以写景叙事来曲致己意，凄楚悲凉，感情基调为之一
变，造成全诗开阖起伏、沉郁顿挫。

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原文及解析篇三

1、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本人物形象，学习设置矛盾冲突刻
画人物的方法。



2、了解作品双线叙事线索的结构艺术。

3、感受文本“白话”语言特征，简要了解《水浒传》在中国
古典文学中的地位。

4、感受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底蕴，培养阅读古典小说的兴趣，
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

第1课时

一、导入新课

北宋年间，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凉之地黄泥冈，发生了一
起震惊全国的重特大抢劫诈骗事件。当时北京大名府梁中书
为了给远在首都东京的岳父大人蔡太师送生日礼物，派杨志
带领一批训练有素的“特警”护送十万生辰纲，结果却被以
晁盖、吴用等为首的一批犯罪分子中途劫走！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八九百年过去了，人们不仅不痛恨这伙
“诈骗抢劫团伙”，反而对他们十分崇拜，津津乐道，尊称
他们为英雄！这是为什么呢？欲知晓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智取生辰纲》一文。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了解作者与作品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本名彦端，今江苏兴化人。博古
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辞章诗歌，天文、地理、
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
归里，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闭门著
述，最终写成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是否只是施耐庵一人，学界尚有争议。



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
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此，也有人认为
《水浒传》为施耐庵与罗贯中的合著。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
的地位，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
小说。全书前半部写“官逼民反”，好汉林冲、鲁智深等一
个个被“逼上梁山”，在宋江上山后，写了几场反土豪、打
官军的战争；后半部写宋江被招安，攻辽，打方腊，最后以
悲剧结局。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起义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个人
发展到集体反抗，从分散斗争到有组织的斗争，以及起义失
败的结局。

目标导学二：梳理情节，整体感知

明确：生辰纲是为太师蔡京祝寿而进献的大批财物，都是搜
刮百姓血汗钱的不义之财；智取的人是晁盖、吴用等八条好
汉；因取生辰纲的过程中巧用计谋，故称智取。

2、梳理情节，给文章划分结构。

明确：按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可将文章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故事发生（开头至“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杨
志押送生辰纲。

第二部分：故事发展（“杨志却待再要回言”至“唱
道：……楼上王孙把扇摇”）七雄贩枣蒙杨志。

第三部分：故事进一步发展（“那汉子口里唱着”至“也这
般啰唣”）白胜设计诱官军。

第四部分：高潮（“那对过众军汉见了”至“自下冈子去
了”）杨志无奈买白酒。



第五部分：结局（“只见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至“挣不动，
说不的”）杨志误失生辰纲。

第六部分：尾声（最后一段）吴用智取生辰纲。

概括性梳理，可将全文划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写杨志与老都管、虞候及众军士的矛盾。杨志为
了应付不测处处小心，事事留意。行路策略由趁凉行路
至“人家渐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带的天热行路。期间对
下属不讲究方式方法，“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军汉们
“雨汗通流”，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与兵士、老督管、虞
候的矛盾层层升级。

第二部分：该部分为全文的高潮，写杨志、晁盖等人的智取
生辰纲。吴用利用酷热难耐的天气以及杨志一行口渴的现状，
于是设计在酒中下蒙汗药，通过多种手段诱使杨志放松警惕，
进而中计饮酒失了生辰纲。

目标导学三：探究文本双线结构艺术

1、由前面对文本内容的概括性把握，请说说本文的结构线索
是什么。

明确：杨志押运生辰纲。上路——中计——失纲。

2、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索也穿插其中，结合题目，说
说这条线索是什么。

明确：【】晁吴智取生辰纲。定计——施计——劫纲。

【学法指导】

双线结构是记叙类文章中常见的一种组合形式，同时存在和
发展的两条线索便于拓展作品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表现丰



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探究：为什么本文会同时拥有两条线索？请说说这两条线索
之间的关系及如此安排的理由。

明确：文本所采用的是最常见的“包容式”双线结构。故事
的发展以一条线索为明线，另一条包容在其中的为暗线。杨
志押运生辰纲的全过程便是本文的明线，明线中特别突出了
杨志的小心谨慎，杨志与军汉的矛盾，以及失纲的全过程，
明线构成文章的整体脉络。对晁盖、吴用等人的行动则采取
暗线写法，让读者猜不透，造成悬念，直到最后由暗线转到
明线，读者才恍然大悟。这就使故事更加曲折，更能引人入
胜，从而增强艺术效果。

三、板书设计

第2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上一课时，我们大致梳理了故事情节，明确了本文行文的两
条线索，一条是杨志失纲的明线，一条晁盖、吴用等人设计
取纲的暗线，那么到底双方是怎样的人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呢？
双方的斗智又如何体现？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文学习。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精读文段，分析吴用之智

探究：仔细阅读智取生辰纲部分，说说晁盖、吴用等人劫取
生辰纲，其“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明确：一、智用天时。

杨志押送生辰纲正赶上酷热的季节，“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



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
热”，天气的特征已得到极其鲜明的表现。所以军汉们一见
到迎面的土冈子，便“都去松阴树下睡倒了”。暑热加上一
路疲惫使杨志的随从几乎没有还击之力。而晁盖、吴用等人
却早已等候在此，以逸待劳，可以说已掌握了智取的首要有
利因素。

二、智用地利。

晁盖等人选择了山冈和树林作为劫取生辰纲的最佳地点，自
然有其中的原因。黄泥冈可以作为掩护，松林既可引诱急欲
避暑歇息的杨志一行人进入，又可模糊敌人的视线，使他们
看不清松林内的真切情况。小说中“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
个人”一句中的“影着”足以说明问题。这前两“智”充分
说明晁盖、吴用等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且深入调查研究了杨
志一行人的行进时间、速度和路线。他们断定在近正午时分，
杨志一行人将抵达黄泥冈，而且军汉们将急于进入松林避暑
歇息。晁盖、吴用等人为杨志一行人画好了他们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好都将进入的“伏击圈”。

三、智用矛盾。

同样通过仔细地观察和分析，晁盖等人发现了杨志一行人内
部的矛盾并且利用了这一矛盾。杨志担心生辰纲出事，推迟
每天动身时间，让军汉们担着百余斤担子在烈日下行走，还
时常用藤条鞭打他们，唯恐在休息时会发生意外，军汉们早
已怒忿在胸。虞候、老都管同样对杨志有强烈不满，杨志一
行内部矛盾已经激化，这就注定在松林中休息，无人再去理
会杨志的打骂。矛盾致使内部分裂，给了晁盖等人可乘之机。
此智更能说明晁盖等人运用一、二两智的高明、得当，此智
亦与前两智密切相关。

四、智用计谋。



前面所有“智”的最终实现靠的就是“半瓢酒”。在双方众
目睽睽之下，晁盖等人喝的是美酒，而杨志等人喝的是药酒，
刘唐与白胜的表演天衣无缝，杨志等人在“倒也”声中眼睁
睁地看着生辰纲被劫持而去就是动弹不得，不能不说是吴用
的计谋用到了家。

目标导学二：分析人物形象与环境，探究杨志“失纲”原因

1、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刻画杨志这一人物，结合文中关于
杨志的言行，说说他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这与他丢失生辰
纲有怎样的关系。

明确：(1)对路途的凶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根据不同的地形，
更改行路的时间。开始是趁凉行路，后来到了“人家渐少，
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带，为安全起见，改为“辰牌起身，申
时便歇”，天正热时赶路，而且不允许大家在黄泥冈的松林
里休息。为防止遭劫，兵士要买酒喝，他又千方百计阻拦。
这都充分体现了杨志的精明、小心谨慎的性格特征。(2)杨志
对待下属，“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军汉们“雨汗通
流”，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这又体现了杨志粗暴蛮横、刚
愎自用的性格特征。

杨志的精明谨慎原本不应该产生“失纲”的结果，但是正是
因为这份谨慎，才促使他将他的粗暴蛮横、刚愎自用发挥到
了极点，以至于内部失和，最后军汉们非要在黄泥冈停住，
并买酒中计，从而导致了他的“失纲”。

2、对自然环境的详细描写，也是本文的一大艺术特色。请你
结合文本说说，作者是如何描写环境的，这样描写起到了何
种效果。

明确：主要表现为对天气炎热的描写。从杨志一伙开始上路
起，到杨志自己也喝酒解渴止，作品好几处着力写天气，写
太阳，写树林。直接写“热”的近二十处之多，通过



写“凉”来间接写“热”的也不下十余处。而且写“热”又
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描述，不断点染的：有的通过作者
的介绍来写，有的通过八条好汉之口来写，有的通过杨志或
虞候、老都管之口来写，更多的是通过军汉的语言和行动来
写。这种对典型环境的描绘，不仅能烘托气氛，有助于刻画
人物性格，同时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开展，也就是说天热成为
矛盾冲突发生、发展、激化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例如军汉
们挑着重担走不动，一再要求杨志趁早凉行路，遇到树林就
要歇凉，看到卖酒就急于要买来解渴，最后连杨志也禁不住
喝了半瓢，无一不是由于天气酷热引起的。从另一方面看，
如前所述，吴用的巧计之所以能在黄泥冈松林里得以实现，
就天时而言，也正是得力于天气炎热。所以作品对天气炎热
的着意描写完全是为“智取”服务的。

目标导学三：感受文本“白话”语言特征，深刻理解《水浒
传》地位

探究：《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为何著名？有人说，
因为它是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有人说，它创造出了一部英
雄传奇；还有人说，仅以它高超的塑造人物形象手法就担得
起名著二字了。同学们，请就本文所得，说说你们的意见。

明确：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本文中诸多文句，与现在的白
话无异，如“众军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时那
热不可当”；或夹杂着一些方言词，如“这畜生不呕死俺，
只是打便了”中的“呕”字，这都标志了白话语体的熟练运
用。而本小说的意义却在于，它以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传世，
可谓开辟古今。

人物形象鲜明的英雄传奇。文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杨
志粗暴蛮横却又谨慎的双面形象，吴用、晁盖的机智形象，
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小说的
典范，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
的英雄形象。



拓展：《水浒传》能列入四大名著之一不无其道理，但窥一
斑还未必见得全豹，请同学们课后搜集《水浒传》相关素材，
阅读《水浒传》相关选段乃至全书，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国古
典白话小说的魅力。

【教学提示】

课外阅读素材见光盘，可复印给学生使用。

三、课后小结

《智取生辰纲》故事情节波澜迭起，扣人心弦，人物刻画细
腻入微，形象生动，环境描写逼真简练，恰到好处。它是以
晁盖、吴用为核心的好汉群体第一次向贪官“出手”，
与“官家”冲突，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生辰纲被夺对
于杨志而言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落草为寇，最终
归梁山。

可取之处

知识点覆盖全面，有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认
识。

不足之处

文中所体现的智取情节，在现代来看属于违法行为，是极不
可取之行为，因此，需要向学生阐述大量背景知识。由于受
教学课时限制，此部分尚不完善。

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原文及解析篇四

1、欣赏人物形象，《智取生辰纲》教案。

2、把握矛盾冲突。



学习重点：欣赏本文在矛盾发展中塑造人物的特点。

1、制作ppt课件

2、抓住题目《智取生辰纲》中的"智"字，由此做深入挖掘。
取者无疑用了"智"，而失陷生辰纲者就愚钝到极点了吗？引
导学生从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矛盾的双方）进行深入、
细致的思考。

主要内容：指导学生自读研究。

上课时间：第周星期

一、导语设计：我们周围许多同党都比较喜欢收集印有《水
浒》中梁山一百单八好汉图像的精美画片，收集较全者往往
引以为豪。我想，大家欣赏的不仅是画片，更主要的是佩服
这些好汉的英雄豪气。梁山好汉们殊途同归，但他们各自的
出身、地位、命运、投奔梁山的动机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
不乏武艺高强、具有一定教养的军官，青面兽杨志是其中的
一个代表。今天我们就来阅读、学习杨志命运转折的关键一
节。

一、有关资料：

1、《水浒传》作为在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小说，尤重人物
形象的塑造和在刻画人物时细致入微的笔法，矛盾冲突也成
为人物展现个性特征的重要环节。《智取生辰纲》中既有个
体形象，又有英雄群像，仔细咀嚼，这些人物便如浮雕般凸
现于纸上，使人感到亲切、自然。

教学中可引导学生从文题或有关情节寻找突破口，深入体味
人物的特征和命运，从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2、《水浒传》是我国最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英雄传奇与历



史演义都属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只是历史演义以描写历史事
件的演变为主，重在叙事，以事件为中心，因事以写人；而
英雄传奇则是以描写历史人物为重点，以人物为中心，因人
而运事，它比历史演义小说有更多虚构，富有传奇色彩，可
以写某一历史时期的一个人，也可以写几个人或一群人。由于
《水浒传》的卓越成就，文人竞相学习、仿效，形成了明中
叶以后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繁荣，出现了说唐系统、杨家将
系统、说岳系统等不同系列的作品；除此之外，对其他题材
的白话小说如《金瓶梅》，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三
国演义》一样，《水浒传》也是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相结合
的产物。

（摘自《水浒传》前言）

三、介绍与（水浒传）有关的文学常识及与杨志故事相关的
十二、十三回故事梗概，为学生将课文（第十六回）的内容
与前面的故事内容很快衔接扫清障碍，初中三年级语文教案
《《智取生辰纲》教案》。

五、在学生通读全文、细读全文之后，设计三个关键问题，
让学生充分思考，展开讨论。

1、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用"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杨志最终失陷生辰纲从而"贻误"终身，是否在他身上确实无
“智”可言呢？

3、如杨志并非无智，那么试分析他失败的关键症结在哪里？

以上三题实际上涉及了主要矛盾的双方（晁盖等人与杨志），
次要矛盾的双方（杨志与军健、老都管、虞侯），故事的主
要情节，环境描写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学生如能做出较为贴
切的回答，将会有助于对小说内涵的理解。



主要内容：讨论

上课时间：第周星期

具体步骤：

一、讨论后逐一明确

1、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毋庸置疑是用了"智"，他们使
用的"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智用天时。杨志押送生辰纲正赶上酷热的季节，"此时正是
五月半天气"，过了十四五日后（六月初四）"天气未及晌午，
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实十分大热""众军人看那天
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在短短几行文字
中便出现两次"热"，天气的特征已得到极其鲜明的表现。所
以军汉们一见到迎面的土冈子，便"都去松树下睡倒了"。暑
热加上一路疲惫使杨志的随从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而晁盖、吴用等人却早已等候在此，以逸代劳，可以说已掌
握了智取的首要有利因素。

二智用地利。晁盖等人选择了山冈和树林作为劫取生辰纲的
最佳地点，自然有其中原因。黄泥冈可以作为掩护，松林既
可引诱急欲避暑歇息的杨志一行人进入，又可模糊敌人的视
线，使他们看不清松林内的真切情况。小说中"只见松林里影
着一个人"一句中的"影着"足以说明问题。这前两"智"充分说
明晁盖、吴用等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且深入调查研究了杨志
一行人的行进时间、速度和路线。他们断定在近正午时分，
杨志一行人将抵达黄泥冈，而且军汉们将急于进人松林避暑
歇息。晁盖、臭用等人为杨志一行人画好了他们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好都将进入的"伏击圈"。

三智用矛盾。同样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晁盖等人发现了



杨志一行人内部的矛盾并且利用了这一矛盾。杨志担心生辰
纲出事，推迟每天动身时间，让军汉们担着百余斤担子在烈
日下行走，还时常用藤条鞭打他们，唯恐在休息时会发生意
外，军汉们早已怒忿在胸。虞侯、老都管同样对杨志有强烈
不满，杨志一行内部矛盾已达激化。这就注定在松林中休息，
无人再去理会杨志的打骂。矛盾致使内部分裂，给了晁盖等
人可乘之机。此智更能说明晁盖等入运用一二两智的高明、
得当，此智亦与前两智密切相关。

四智用计谋。前面所有"智"的最终实现靠的就是"半瓢酒"。
在双方众目睽睽之下，晁盖等人喝的是美酒，而杨志、众人
得的是药酒，刘唐与白胜的表演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吴用
的计谋用到了家。杨志等人在"倒也"声中眼睁睁地看着生辰
纲被劫持而去就是动弹不得。

2、杨志并非无"智"。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杨志是个十分精
细、警觉且有智谋的"押解官"。

（1）杨志在"人家渐少"之后，推迟每天动身时间且提前休息
（由原来的"五更起身日中歇息"改为"辰牌起身申时便歇"）。
他宁可逼迫军汉冒酷热前行而落得怨声载道，也要保全生辰
纲，无非是怕有人晨光或暮色中偷袭。六月正午，恐怕歹人
也不愿活动。

（2）即使在光天化日下，杨志也尽量减少中途休息，唯恐军
汉们心生懒怠，一旦有情况难以应敌。

九年级语文智取生辰纲的教案及原文及解析篇五

3.预习思考题：

（2）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用\\\'智\\\'主要体现在哪
些方面？



（4）如杨志并非无智，那么试分析他失败的关键症结在哪里？

（5）你觉得杨志是一个怎样的人？试概括一下他的思想性格
特点。

4. 在阅读中注意标示出自己的疑问。

教学目的：

一.了解《水浒传》-书的主题，成就等。

二.理清课文故事情节。

四.概括杨志的思想性格特点。

五.解疑释惑。

教具：投影仪。

教学课时    一节课

教学过程

一、导语( 1分钟)

二、了解《水浒传》的主题、成就等。(4分钟)

用投影仪显示以下内容

作者与《水浒传》简介

施耐庵生平事迹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

三、由题启思.(5分钟)



用投影仪显示以下问题

1、请同学们想想这\\\'生辰纲\\\'按理应该说属谁的？（  ）

a、杨志 b、吴用等七人 c、梁中书 d、蔡京

答：

小结：（略）

四.理清课文的叙事线索。(6分钟)

1.接着，大家讲讲课文在叙事上具有什么特点？

用投影仪显示全文线索图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结构：

2.结合练习一思考：作品是怎样处理这两条线索的？这样处
理有什么效果？

〈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讲解，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情节结
构的理解〉

小结：（略）

五.讨论预习思考题。(13分钟)

用投影仪逐题显示，逐题讨论。

（2）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用\\\'智\\\'主要体现在哪
些方面？

（4）如杨志并非无智，那么试分析他失败的关键症结在哪里？



（5）你觉得杨志是一个怎样的人？试概括一下他的思想性格
特点。

小结： （略）

六.学生自由思考与提问。(10~12分钟)

学生问题选录

1.文中的老都管姓什么？他是梁中书的什么人？

5.为何要到最后一段才把这八人的姓名交待出来，这样写有
什么好处呢？

回答：（略）

七.课外练笔。(2分钟)

八.小结。(1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