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
(精选8篇)

无论是写作还是学习其他技能，范文范本都是一个很好的参
考资源。在范文范本的写作中，我们应该注意文字的精炼和
简洁，通过去除冗余和繁复的表达来使文章更加简洁明了。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些范文范本，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希望能帮助大家提高写作能力。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一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网友来稿)

安徽繁昌第二中学

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庄子的精神世界；

2、体会庄子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意义；

3、训练质疑——探究——归纳的阅读方法。

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整体把握

1、通读全文，思考

（2）庄子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与世道的对立的？

（从文中找出答案，进而把握文章内容）



2、分析思路

（1）阅读《庄子》的感受

（2）解读《秋水》中的故事

（3）用庄子的心灵和历史背景解释《庄子》

二、亮点探究

2、庄子用“乌龟”的比方意在说明什么？

3、庄子的“清洁的精神”是指什么？

4、怎么理解庄子是“一株孤独的树”？

5、品味“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
妩媚”的诗般的.意境和深刻的内涵。

三、归纳庄子的精神境界

庄子的精神境界是矛盾的双方不断冲突的内心世界。一方面，
他对人类充满怜悯，最多情，最温柔宽仁，最敏感，因而最
脆弱，最易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对污浊的黑暗世界，冷眼
看穿，冷酷犀利。他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在污浊的
人世间保持着清洁的精神，超凡脱俗，拒绝诱惑，以整个生
命追求人生境界的自由，不屑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

四、拓展联想

2、从孔子周游列国与庄子“持竿不顾”的对比中谈谈你看法。

作者邮箱： fcxgsc@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网友来稿)由本站会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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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二

教学目的：

1. 积累文中词语，掌握并熟练运用成语。

2. 深入研究关键语句，整体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

3. 体会优美的语言。

教学重点：研读语句，把握观点。

教学难点：认识庄子的精神境界。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方法：品读法。

第一课时

一.教学导入：

重温《逍遥游》，学生谈出阅读感受，引入新课。

二.复习庄子生平。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人，与梁惠王、齐宣
王同时，曾任漆园吏。楚威王闻其贤，聘以为相，不就，穷
困终生。《庄子》时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
学所著，是道家经典之一。现存33篇，包括内篇7篇，外篇15
篇，杂篇11篇。庄子的主要主张是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就是
要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与老子并称“老庄”。



三.预习课文：

1. 下列加点字注音，正确有误的一项是：d

a福祉（zhi）  甫定（fu）    黄馘（guo）  清风夜唳（li）

b濮水（pu）  澄澈（che）  聚讼（song）  芸芸众生（yun）

c曳尾（ye）  犀利（xi）  悚然（song）  饥肠辘辘（lu）

d累赘(zhui)  朝暾(tun)  妩媚(fu)  清波粼粼（lin）

2. 解释并用下列词语造句：

3. 庄子的精神境界是怎样的？作者对他是怎样的态度？

提示：一方面，他对人类充满怜悯，最多情，最温柔宽仁，
最敏感，因而最脆弱，最易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对污浊黑
暗的世界，冷眼看穿，冷酷犀利。庄子在污浊的人世间保持
着清洁的精神，他超凡绝俗，拒绝诱惑，把自由的价值看的
至高无上，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作者对庄子既有景仰之
心，爱戴之情，又有谨慎的否定，他的精神只是一种哲学的
境界，是“破罐子破摔”的结果。

四.阅读课文，学生画出表明作者观点、看法的语句。

五.内容要点概括：

六.作业布置：

熟读课文，理解文中的观点。

第二课时



一. 阅读首段：

1、作者认为庄子的意象是怎样的？

提示：奇特。“美得让我们无所适从”，“幻化无方，意出
尘外，鬼话连篇，奇怪迭出”，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

2、作者认为庄子的作品有着怎样的意蕴？

提示：深邃难解，“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

3、具体而言，作者读庄子作品有着怎样的感受？

提示：视界为之一开，俗情为之一扫。

4、作者以为庄子有着怎样的聪明才智？

提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造化钟神秀”，是“天仙
才子”。

二. 译读“庄子钓于濮水”一段文字，然后阅读课文2~7段，
完成课后练习二。

译读文段：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
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千岁矣。
王中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
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1、解释加点的字：

先：       笥：       
宁：        涂：



2、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内容，并稍做评价。

3、完成课后练习二。

庄子拿乌龟的选择来打比方，说明他鄙弃的是什么？追求的
是什么？

提示：鄙弃富贵权势，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品格
的高洁。

作者所说的“清洁的精神”的含义是什么？

提示：“清洁的精神”，其含义是洁身自好，拒绝诱惑，决
不同流合污。

提示：“月亮”参照前一句“心灵月亮”四字，可见是指心
灵，作者拿皎洁的月亮比喻纯洁的心灵，比喻一种独立的文
化精神。正因为有庄子等人具有超凡绝俗的清洁精神，坚守
了独立的文化品格，决不屈从权势，这种文化精神才没有彻
底失落。

逐句评述这种方式有何好处？

提示：思维更开阔，理解更深刻，说理更透彻。

三. 阅读后几段：

1、怎样理解胡文英一段话中的“是非不管”与“终不下手”？

提示：“是非不管”就体现在下文的“无”中；“终不下
手”是指不谋官职，不付诸行动。表现在庄子拒绝权势的媒
聘中。

2、怎样理解作者对庄子怪诞的解释？



提示：作者将庄子的怪诞和孤傲，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来考察，看成是对黑暗的挑战，对人类的怜悯。“他有蛇的
冷酷犀利”，这是对付残忍的诸侯的；“更有鸽子般的温柔
宽仁”，这是对待天下苍生的，是更加深沉的。看出满纸荒
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也就看出了他对人类的怜悯。

四. 作者何以将题目命名为“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
候”？

提示：其含义是说，《庄子》代表了人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的
一种意识形态，含蓄的告诉人们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应该
看看庄子，学学庄子。当然，也惟有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我们才应该去学庄子的精神追求。

五. 你同意本文中作者对庄子的解读观点吗？试说明理由。

本话题不设答案，重在启发学生从庄子的处境和历史背景中
寻找解释。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以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
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
非不嚣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月：“夫子固拙
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萱为事。客闻
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萱，不过数金；
今一朝而鬻计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
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萱，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
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七. 教学后记：

一、课文悟读



当然，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许多不愉快的东西，有的已成过
去，有的即将消逝，庄子和庄子哲学的本来面目正在世人面
前清晰地显现。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史研究专家的
辛劳业绩不容低估，但真正为庄子和庄子哲学提供确凿证据、
使世人幡然省悟的则是现实的发展、历史的运行。发端于20
世纪初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高度的物质享受，也
给人们造成心灵的空虚，使人在精神上陷入难以摆脱的烦恼
与困扰。于是，以领导科技新潮流自居的西方人开始把目光
转向东方哲学，解读《庄子》成了他们的热门功课。在我国，
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权钱交易、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
德沦丧等社会弊端同样让有识之士忧心如焚。我们深知，庄
子不是神，庄子哲学并非灵丹妙药，但庄子精神给了我们深
刻的启迪，让我们开始反省生命何以如此陷溺，理想的人生
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我坚信：只要我们正视现实的教训，不忘对历史所作
的承诺，真心实意地想从庄子思想宝库里觅取为我所用的精
神资源，而不是把今天的重读庄子当作“与世界接轨”的一
种表示，我们就会摆脱目前的窘境，就会沐浴着新世纪的和
风丽日，逐渐使自己的生命清新澄澈，把我们的精神家园重
新构建起来。

二、亮点探究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三

走近庄子：《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阅读教学.

时间：203月24日

地点：杭州二高

执教教师：楼老师借班上课

一、导入  新课



1、课题是什么？

2、我们来看看庄子是谁，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

中国人的达观有一部分和他有关。他很穷，大部分时间靠编
草席为生。但他穷得很傲，有一次他向人家借………他很怪，
老婆死了，他敲盘而歌。他给我们留下了33篇散文。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庄子，了解他，思考他。通过我们的质疑、
思辨，思考庄子对于个体价值、文明社会的意义何在。

二、看一段文字，读后说说庄子是个什么人，你从哪里看出。
补充一句：课文就是由这段文字开始的。

幻灯片出示“曳尾涂中”一段。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
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
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
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约三分钟后，学生开始发言：

针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1：这是个隐士形象

生2：他和自然融为一体



生3：他很高傲

生4：自由、自然、不拘束

从哪些词句中看出：不顾、吾将曳尾于涂中

三、作者怎样看庄子，对庄子精神作何评价

要求学生速读2－6段，划出评价语句

1、清洁的精神：可以……

师：清洁什么意思？

生5：可以抵御一切的诱惑。

师：还是什么？

生6：不同流合污。

师：这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生7：对庄子的崇敬、激赏。

四、出示整理过的学生提问

（在这堂课之前，布置学生自读本文，并将发现的问题写在
纸上，上交。教师根据学生问题整理出最有价值的几类问题，
在课堂上呈现出来。）

・第1段“他总在一些地方吓着我们……落崖惊风”怎么理解
这句话，特别是“吓”字？（余均、杨瑜）

・作者为什么把庄子比作“一棵孤独地在深夜里看守心灵月
亮的树”？（陈春梅、马郑列）



・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

・“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作者为什么用
一连串否定的表贬斥的词语？

・庄子为什么不做官？为何能对做官之事如此释然？

师：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多集中在第4、8段和最后一段。现在
我们分组讨论这些问题。

生8：庄子的思想在当时比较叛逆，不合常理，所以“吓”着
人们。（结果呢？）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

庄子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比较矛盾。当时社会重权势，而庄子
不愿同流合污。而当人们仔细思考他的`意见时，发现他是正
确的。

齐读：朝暾夕月，落崖惊风。……

师：我们今天来读读庄子，会给我们展现一个广阔的境界，
柳暗花明。

师：齐读第四段，来体会一下句子的含义。

生9：叛逆者。

生10：战国时期，月亮是庄子心中的道德象征。

师：一个“槁项黄首或”的老头子，怎么会妩媚呢？

生11：精神妩媚。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权力是很好的东西，
但他只喜欢自由。

师：普天之下，能这样做的人有多少？所以“孤独”。



生12（接着）：“妩媚”是不被认同的美，不被常人理解，
这种信念已不再被很我人坚守。

师：听这位同学的发言，可以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她的话。吟诵
《江雪》。

师：庄子的行为都是跟当时的情、理、逻辑相违背的。所以
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
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

齐读最后一段。

庄子怎么会出现眼冷心热？庄子眼前的客观世界是怎样的？
黑暗、残忍决定了他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偏激、反叛、哲
学困境。于是就出现了“眼冷心热”。“眼冷”是出世
的，“心热”是入世的。他的处世态度是反叛的。但仅仅读出
“反叛”，还不是真正读懂庄子。

与之“周旋”什么意思？周旋的目的是为了“外化”而保
持“内不化”。

对第6个问题词序能否掉换的回答：

生13：逻辑上看应该不能互换。

师：这代表我们走近庄子的一种规律。你们现在有无对肃然
起敬？

师提问：中国历史上哪些人与庄子有渊源？

生：李白、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四

1、领会作者对庄子精神世界的解读；

2、把握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

3、品位文章的语言美

解读庄子的精神世界。

解读庄子的精神世界。

一课时

我们学习过庄子的《逍遥游》，谁来说说庄子的思想及《庄
子》书的特点？

明确：庄子：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

《庄子》：想象丰富奇特，文势汪洋肆意，具有浓郁的浪漫
主义色彩。

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庄子的精神世界。

自由朗读。

1、体味语言美

（一）课文语言

提问：你认为文中哪些语句优美？

明确：由学生自由讨论。但是要突出课文第7段有关“月亮”



的语句，这是诗的语言，意象鲜明，内涵丰富。

（二）文章中心

思考：作者所揭示的庄子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完成练习
二1-2题。

明确：鄙视功名利禄，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不论
环境多么险恶，命运多么悲苦，庄子都坚持不让内心受到干
扰摇动，保持着一种天崩地裂也不能打破的意识上的独立性，
坚决不与权势者同流合污。

（三）写作意图

今天的现实社会中，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德沦丧，良知
泯灭，人文精神失落，人类的“精神家园”被挤占侵吞，不
正是“无路可走”的具体体现吗？我们已经有很多人迷失道
路方向而不知所归。那么怎么办？标题提醒我们，要回头看
看古人，看看庄子，学习庄子。——这就是作者的写作意图！

好在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没有完全丢失，就是因为有庄子这样
的几位哲学大师，他们的思想、精神、智慧和人格的光芒，
穿越时空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

找回失落的精神，使之更完美！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吧！

阅读《语文读本》上相关的文章《永恒的乡愁》和《庄子使
我上瘾的两个理由》。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五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教学目的：



1、领会作者对庄子精神世界的解读；

2、把握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

3、品位文章的语言美

教学课时：1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们学习过庄子的《逍遥游》，谁来说说庄子的思想及《庄
子》书的特点？

明确：庄子：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

《庄子》：想象丰富奇特，文势汪洋肆意，具有浓郁的浪漫
主义色彩。

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庄子的精神世界。

出示《秋水》“庄子钓于濮水”一段文字，读懂后让学生谈
谈庄子是怎样一个人？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
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千岁矣。王
中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
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二、阅读课文

1、自由朗读，体味语言美



当然，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许多不愉快的东西，有的已成过
去，有的即将消逝，庄子和庄子哲学的本来面目正在世人面
前清晰地显现。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史研究专家的
辛劳业绩不容低估，但真正为庄子和庄子哲学提供确凿证据、
使世人幡然省悟的则是现实的发展、历史的运行。发端于20
世纪初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高度的物质享受，也
给人们造成心灵的空虚，使人在精神上陷入难以摆脱的烦恼
与困扰。于是，以领导科技新潮流自居的西方人开始把目光
转向东方哲学，解读《庄子》成了他们的热门功课。在我国，
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权钱交易、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
德沦丧等社会弊端同样让有识之士忧心如焚。我们深知，庄
子不是神，庄子哲学并非灵丹妙药，但庄子精神给了我们深
刻的启迪，让我们开始反省生命何以如此陷溺，理想的人生
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我坚信：只要我们正视现实的教训，不忘对历史所作
的承诺，真心实意地想从庄子思想宝库里觅取为我所用的精
神资源，而不是把今天的重读庄子当作“与世界接轨”的一
种表示，我们就会摆脱目前的窘境，就会沐浴着新世纪的和
风丽日，逐渐使自己的生命清新澄澈，把我们的精神家园重
新构建起来。）

三、研究课文

（一） 课文语言

提问：你认为文中哪些语句优美？

明确：由学生自由讨论。但是要突出课文第7段有关“月亮”
的语句，这是诗的语言，意象鲜明，内涵丰富。

（二） 文章中心

思考：作者所揭示的`庄子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完成练习
二1-2题。



明确：鄙视功名利禄，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不论
环境多么险恶，命运多么悲苦，庄子都坚持不让内心受到干
扰摇动，保持着一种天崩地裂也不能打破的意识上的独立性，
坚决不与权势者同流合污。

（三） .写作意图

今天的现实社会中，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德沦丧，良知
泯灭，人文精神失落，人类的“精神家园”被挤占侵吞，不
正是“无路可走”的具体体现吗？我们已经有很多人迷失道
路方向而不知所归。那么怎么办？标题提醒我们，要回头看
看古人，看看庄子，学习庄子。――这就是作者的.写作意图！

好在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没有完全丢失，就是因为有庄子这样
的几位哲学大师，他们的思想、精神、智慧和人格的光芒，
穿越时空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

找回失落的精神，使之更完美！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吧！

四、亮点探究

探究学习：说是“解读”，的确不假。作者采用点面结合的
手法，对庄子著作中彻底的反世俗倾向及其“外化内不化”
的特征做了简明的概括，对庄子鄙弃权势利禄、追求个性自
由、坚持生命理想的精神，更是浓墨重彩地进行热烈歌颂。
不仅如此，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就生动地写出读庄的特殊感受，
用实话实情赞美这位哲学大师的卓越天才和永恒魅力。因文
而思题，作者.写作本文显然不是无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
深有感触。文中没有片言只字言及现实生活，但现实生活中
权钱交易、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德沦丧等社会现象无疑
是感触点。庄子的“无我”之境，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谈话、
行文不自以为是，不高人一等。本文避开“扣题行文”“正
面说教”的模式，只以警示性标题启发读者发挥联想、想像
而自悟自择：应该怎样关注当今人文精神失落的严重问题?应



该怎样从庄子等哲学大师的思想宝库里觅得精神资源，来将
我们遭到破坏的“精神家园”重新构建?读者面对课文不仅用
眼，还要用心；不仅从字面上学习，还要到生活中摄取；不
仅是吸收，还要有创造，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得到了全面调动。
这不是“歪打正着”，也不是刻意做秀，而是由于作者以庄
论庄，深得庄学真谛。

探究学习：经验告诉我们，文字繁简是不是得当，不能脱离
题旨和情境来说话。庄子拒绝楚威王“许以为相”的礼聘，
故事记载在《秋水》篇中(《史记·庄子本传》里也提到)，
反映了庄子对权势利禄的鄙弃和对自由人生的追求。这个故
事在课文里是惟一一则可感可触的典型材料，既要印证上文
的读庄感受所言不妄，又要为下文展开庄子及其著作的概述
铺垫基石，但原文仅97字，依照原样引述，意象无疑显得单
薄，无法做到结构严谨，从而收到预期的表达效果。我们佩
服作者的高明。他对这个故事的处理，既不拘泥于原文，又
绝对地忠实于原文，他穿插进多于原文数倍的材料，都属合
情合理的联想、想像，不仅能与故事情节或衬托或对比或宕
延或切人和谐组合，而且由于大背景和小环境的敷设，主人
公庄子的形象因而更加厚实凝重、生动传神，那积淀着民族
传统、渗透着文化观念和社会心态的一个个画面层现叠印，
如同在读者面前播放了一集电视剧。可以说，不作如此处理，
庄子的精神品质的难以企及，他的个性、他的哲学的“外曲
内直”“外化内不化”的特征就无从突出表现出来。

语文教案－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由本站会员分享，
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六

汪南松

一、课文悟读



当然，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许多不愉快的东西，有的已成过
去，有的即将消逝，庄子和庄子哲学的本来面目正在世人面
前清晰地显现。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史研究专家的
辛劳业绩不容低估，但真正为庄子和庄子哲学提供确凿证据、
使世人幡然省悟的则是现实的发展、历史的运行。发端于20
世纪初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高度的物质享受，也
给人们造成心灵的空虚，使人在精神上陷入难以摆脱的烦恼
与困扰。于是，以领导科技新潮流自居的西方人开始把目光
转向东方哲学，解读《庄子》成了他们的热门功课。在我国，
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权钱交易、物欲横流、人格扭曲、道
德沦丧等社会弊端同样让有识之士忧心如焚。我们深知，庄
子不是神，庄子哲学并非灵丹妙药，但庄子精神给了我们深
刻的启迪，让我们开始反省生命何以如此陷溺，理想的人生
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我坚信：只要我们正视现实的教训，不忘对历史所作
的承诺，真心实意地想从庄子思想宝库里觅取为我所用的精
神资源，而不是把今天的.重读庄子当作“与世界接轨”的一
种表示，我们就会摆脱目前的窘境，就会沐浴着新世纪的和
风丽日，逐渐使自己的生命清新澄澈，把我们的精神家园重
新构建起来。

二、亮点探究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七

“庄子持竿不顾。”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你们走吧！我也是这样选择的。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
故事，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汗颜。这是由超凡绝俗的大
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
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悬的，来要求心
智不高内力不坚的芸芸众生，但我仍很高兴能看到在中国古



代文人中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媒聘、坚决不合作的例子。是
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
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
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
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21．文中划线句“清洁的精神”的意思该怎么理解，请简要
回答。（4分）

答：

22．文中加点的“深夜”和“心灵月亮”两个词用了什么修
辞手法？有什么含义？（3分）

答：

23．在作者看来，庄子的心灵世界有着两面性，请写出这两
面。（2分）

答：

答案：

21．指：庄子鄙弃富贵权势，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
和品格高洁的精神

22．比喻；分别比喻“污浊的社会”、“独立的文化精神”

23．表面“无情而坚强”；内里“最多情而最虚弱”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读后感篇八

1.积累文中词语，掌握并熟练运用成语。

2.深入研究关键语句，整体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

3.体会优美的语言。

思路：

1.阅读《庄子》的感受

2.解读《秋水》中的故事

3.用庄子的心灵和历史背景解释《庄子》

归纳整合

（一）研读首段：

1．作者认为庄子的意象是怎样的？

2．作者认为庄子的作品有着怎样的意蕴？

3．具体而言，作者读庄子作品有着怎样的感受？

4．作者以为庄子有着怎样的聪明才智？

（二）研读2～7段：

1．译读文段：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
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千岁矣。
王中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



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2．庄子拿乌龟的选择来打比方，说明他鄙弃的是什么？追求
的是什么？

3．作者所说的“清洁的精神”的含义是什么？

（三）研读8～10段：

1．怎样理解胡文英一段话中的“是非不管”与“终不下手”？

2．怎样理解作者对庄子怪诞的解释？

1．作者何以将题目命名为“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
候”？

4．揣摩下列句子，回答句后问题。

(3)“造化钟神秀”，造化把何等样的神秀聚集在这个“槁项
黄馘”的哲人身上啊!

这一句里有两个明引，是一个不能少，还是可以去其一或同
时去掉?

(4)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
然起敬，油然生爱?

“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三个短语的顺序能
否变动?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