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蚕和蝉教学教案 观教案心得体
会(优秀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一

教案是教师备课必要的步骤之一，也是教师教学质量保障的
重要环节。在教育教学中，教案具有记录教学的内容、目标、
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等重要信息的功能。本文就学习观教
案并随之写下感受的体会谈一谈。

第二段：认识教案

我们知道，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的因素多样，而
教案则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指导和协助作用的工具。教
案的制定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建立完整
的教学设计写好教案来确保教学的有序推进。学习观教案的
办法可以有很多种，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学生
的目标、教学内容的了解、教学方法的了解，以及评价方法
的使用。这些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教学的持续性和
由浅入深的方法。

第三段：观教案的体验

在观摩教学之前需要深入理解教案的内容，可以从教师对待
教案的态度、所使用的措辞、教学目标、策略、评估等方面
着手。结合现实情况，发现教师设计教学环节时非常缜密，
真正做到了对每个学生尽量都有所贡献。我认为教学中教科
的行为表现和做法不仅能够切实地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而



且还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教学水平。

第四段：教案的实际应用

教案不仅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更是一种对教学效果
进行前瞻性预测的效率程序。因此，制定教案往往是之后课
堂教学的衡量手段之一，在教学中应将教案作为课程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实际环境和应用教学效果方面来推进教
学内容的实践切实有效地学会观教案应用。

第五段：总结

观教案心得体会，对参与者的教学能力、教学体验和教学理
念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前制定教案，不仅能
够更好地分析学生的实际需求，也能够更好地解释课程的要
求和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因此，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加
以扎实认真地应用观教案，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质量和
数量，同时让教师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二

主要的一些观点

屈原在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一位“忠君爱国”、“忠信、廉
洁、正直”的爱国忧民的诗人；被誉为“虽可与日月争光可
也”的伟大历史人物。殊不知，屈原作为一位诗人是成功的；
但作为一位政治家却是失败的。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把自己的
命运与楚国的国运紧密的联结起来。他爱楚国，是爱的那么
的深沉和执着。他深深地爱着楚国的文化，这一点造就了他
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深地迷恋着楚国的腐朽的、没落
的政坛，这一点铸成了他只能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从
而他的国家的毁灭，连带了他政治信仰上也彻底的毁灭。

因此，被后人所称赞的爱国主义思想，实质上只是愚昧



的“忠君”思想。它并非是一种代表先进的思想意识，而且
与历史的发展潮流恪恪不入。正是愚昧的“忠君”思想注定
了屈原一生的悲剧命运。但我们不能按今人的民主观念来勉
强屈原！在他那个时代“爱国”只能通过“忠君”来实现，
可以说，“爱国”必须忠君！屈原的爱国思想也是无可置疑
的。

我认为，屈原之死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活着必须
有所追求，否则，他的人生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场梦！振兴楚
国是屈原一生的最高理想。当这个理想破灭，他的人生还有
何意义！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一死以明志！“幸福是非死得
不到的！”屈原以死抗争，是为了唤醒民众，死得其所。屈
原是有气节的。

闻一多先生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
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
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
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
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又是对黑暗政治最强烈的控诉、最有
力的抨击!表面看来他是自杀，实际是奸党小人夺去了他宝贵
的生命。

屈原的死没有价值！屈原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根本不应该把
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楚怀王那个昏君身上。他完全有理由弃暗
投明，辅佐秦王，或著书立说都比投江能更好地实现其人生
价值。虽说人活着要有气节！但有气节并不一定要以死殉国。
他最主要的才能表现于文学创作上，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政
治理想，而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如东晋的陶渊明，寄情于山
水，对他自己，对后人都更为有价值。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人人都像屈原那样，谁来
继续斗争?”



屈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因为当楚国灭亡时，他
作为一个楚国人，应该勇敢地站起来积极组织反抗斗争才是，
而屈原却自杀了。他这是为了逃避现实，是懦弱的表现。”

屈原虽遭楚王放逐但楚国人民并没有抛弃他，他自感面君无
望，心中的理想无法实现，便抱石沉江，这其实是文人心理
脆弱的表现。他应坚强地活下来，活着便有希望。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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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和蝉教学教案篇三

——李白

录自“语文报杯”教学大赛

安徽南陵一中汤国来主讲    辽宁开原高级中学 李莹 王
玉忠笔录

比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感情浅舔一舔，没感



情也要赏个脸。现代人已经把喝酒上升到感情的高度，相对
于现代人，古人劝酒就优雅诗意得多。

大家读过吗？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b：“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

a：王维劝酒的理由是什么？

b：“西出阳关无故人”。

a：对，再看白居易的《劝酒诗》

p：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 劝君三杯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

身後金星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a：他劝酒的理由是什么？

b：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身后金星挂北斗，不
如生前一杯酒。

a：为什么“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身后金星挂
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呢？

b：“心中醉时胜醒时” “面上今日老昨日”。

a：慨叹岁月易逝，年华老去。



许多人写劝酒诗，但名气最大，价值最高，个性最强的却是
李白的《将进酒》。

老师给大家朗读，大家看屏幕的容易读错的字音。

a：下面大家读，读他的诗就要放声的读，旁若无人的读。

a:大家气势没有读出来。那好我们看，李白劝谁喝酒？

b:岑夫子、丹丘生。

a：就是朋友。

b：杯莫停。

a：喝得怎样？喝得快，喝得急，量怎么样？

b：“会须一饮三百杯”。

a：就是能喝多少喝多少。那李白怎样饮？

b：纵情，放纵，“斗酒十千恣欢谑”。

a：纵情到什么程度？读后几句，从“五花马，千金裘”开始
读。

用名马、皮裘换酒，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喝酒喝得这么专
注，这么任性，这就是李白。

李白为什么让人这样喝酒？如此的豪饮、狂饮？

欣赏朗读录音，然后讨论这个问题。

b：自己身世，所以郁闷，借酒浇愁。



a：什么心情？

b：愁，忘了一切。

a：是不是也说到了乐？

b：及时行乐，饮酒无比快乐，所以要狂饮。

b：时间一去不复返。

b：“暂且”“姑且”

a：可见这“为乐”是刻意追求的，营造乐的氛围。

前面要表现他内心的悲愁，他愁的根源何在？

b：“天生我才不得用”，期待“千金散尽还复来”。

b：政治上。

b：与前面的话有矛盾。

a：有矛盾，其中必有一假，哪个不是发自内心的呢？哪个是
真正的想法？

b：“天生我材必有用”是真的，后面的是醉话。

a：那么“古来圣贤皆寂寞”怎么理解？

b：心灵寂寞，抱负无法实现。

a：才干无法发挥，但李白是以圣贤自况的，所以他

b：难过、悲凉、逃避。



a：还有无奈，还读到了什么情感？

b：激愤，怀才不遇，抱憾终生。

a：李白这次到哪家宴酒？

b：元丹丘。

b：不会，李白豪放而浪漫。

a：这里我们看到李白的个性，豪放，率真，作为诗人的狂放
不羁让世俗的礼法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哪里是在劝朋友喝酒，其实分明是痛苦的心需要麻醉，不
平的心需要滋润，内心不平，愤激，感情很激烈。

请同学们大声地、毫无顾忌的、旁若无人的读一遍。余光中的
《寻李白》中说“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
啸成剑气，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感觉有愁，有激情，有自
信，也又倔强。

a：看晚唐于武陵《劝酒》，比较格调有什么不同。

p：劝酒

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

b：……

a：齐读

------------------------------------------------------------”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四

近年来，评教案在中国各级教育机构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评教案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为目标，深受学生、教师和教
育管理者的关注。我曾参与了一次评教案的实施，并从中获
得了许多宝贵的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评教案
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在实践中所体悟到的一些心得。

第一段：了解评教案

评教案是一种通过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价的方法，主
要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
指标。评教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使
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同时评教案也可以为教育管理者
提供决策依据。评教案通常由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共同
参与构建，形成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体系。

第二段：重视评教案的重要性

评教案对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评教案可
以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帮助教师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及
时改进。其次，通过评教案，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找
到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提升学习效果。最后，评教案可以为
教育管理者提供数据支持，为学校管理和教师培训提供方向。

第三段：评教案的实施体验

在一次评教案的实施过程中，我参与了教学目标的设计和教
学评价的制定。经过团队的讨论和协商，我们制定了一套符
合学科特点和学生需求的教学目标和评价指标。在实施过程
中，我们将评教案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项目和课堂观察、
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数据。此外，我们还和教师进行了
反馈和沟通，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第四段：评教案的意义与挑战

评教案的意义不可忽视，它能够为教育质量的提升发挥重要
作用。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
先，评教案的实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其次，
由于评教案涉及到多个方面的指标和评价标准，因此在制定
和实施过程中需要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最后，评教
案的实施需要学生和教师的共同配合，他们的参与和积极反
馈至关重要。

第五段：评教案的未来展望

评教案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首
先，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评教案的指标和标准，使其能够更
好地适应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学科特点。其次，我们还需要加
强对评教案的培训和宣传，以提高评教案的实施效果。最后，
评教案的应用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反馈机制，将评教案的
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促进持续改进和
发展。

总结：

评教案是一种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它的实施对于学生、
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评教案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不仅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挑
战。然而，评教案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各方的共
同努力。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评教案一定能够为
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五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老师
教学过程中的一份指南，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笔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感受到了教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积累了一些观念和体会。
下面，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谈一下关于“观教案心
得体会”的一些看法。

一、教案的制定是整合教学资源的过程

教案的制定是授课教师走进教室的第一步，它所实现的对教
材、学生、环境等方面的可控性，是整合教学资源的重要过
程。教师在制定教案时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当前状态、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同时，还需了解学生的兴
趣爱好和知识水平，结合教学实际场景，通过设立相应的教
学目标、课程内容，来实现课程的目标、实现教与学的有效
对接。

二、教案的制定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教学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执行了高质量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而教案的制定恰恰是一种提高教学效果
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课前准备的阶段，老师需要设定合适
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精心策划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以提高教学效果和课堂氛围，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促进他们的学习效果。

三、教案的制定是知识储备的体现

教案制定最终体现的是教师对知识的深刻领悟和掌握程度，
准确知道学生需要学习什么、如何学习，以及学习的内容和
方式。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度剖析
和梳理，构造一个合理、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案，来实现全
面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四、教案的制定是教师职业成长的体现

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而制定教案的过程则是教师成长和提



高的过程。教师可以通过不断地优化和完善自己的教案架构
和教学方法，不断更新知识和掌握。因此，教师不但需要注
重课程知识、教学方法、变化、更新和改进，建立正确的教
育观念，应用新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技术。

五、教案的制定是促进教师与学生互动的重要环节

教案在教学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让
学生在课前通过自己的预习，从而在课堂中掌握了更多的知
识。教又致革的作用，借助教案的准确指导，学生可以受到
更优质的教学体验、更加灵活多样的课堂互动。因而，教案
的制定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参与度的首要环节，以此来开
启教师和学生之间积极的互动。

最后可知，教案制定对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力，有助于教师通过科学严谨的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实现学生更好的掌握教学内容，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良好的
互动，使教育教学达到更高质量的成果。同时，教师也应注
重对教案的制定和不断实践、总结，从而更好地推动自己职
业进程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因此，教师应该不断学习、不断
求索，坚定自己的教学信念，把自己打造成更好的教育工作
者和社会公民。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六

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步伐持续推进，各种教育教学改革也
越来越频繁，而教案则成为了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
师们认真编写教案，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评估学生
的掌握程度。然而，良好的教案编写并不容易，教师需要不
断地研究、反思、沉淀，才能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案。

第二段：教案对教学的重要性

教案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教学设计和教学



实施的指导性文件。好的教案可以提高教师的备课质量，使
教学过程更加科学有效，更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教案中
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设计、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
都需要考虑到学生的特点，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因此，
要想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必须认真对待教案编写这一环节。

第三段：心得体会

在编写教案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重要性。首先，
教师需要仔细查阅学科相关教学大纲，从中挑选出与教材相
适应的教学标准与目标。其次，需要对学生进行分析，设想
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再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适宜
的教具材料。最后，教师还应该规划好课堂教学完整流程，
留出必要的时间用来复习总结、评估检查等。总之，教案编
写需要教师有充足的教育教学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除此之
外还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

第四段：如何改进教案编写质量

为了更好地编写教案，我认为教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方法，以期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
平。二是多与同事沟通交流，并汲取共同的经验和技巧。三
是不断反思自身的教学过程并进行总结，以期不断完善自身
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指导。四是重视学生的反馈和评价意见，
并根据学生的反应进行不断调整，以期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五段：总结

教案编写虽是教学中的小环节，但是它对提高教学质量、加
强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教师应该
把教案编写工作认真对待，注重教学实效，尽可能的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努力为社会输送更
多的优秀人才。



蚕和蝉教学教案篇七

一、诵读提示——（先范读；再指导；再范读；再生读）

这首诗的旨趣跟《蜀道难》不同，它着力刻画的是诗人的自
我形象，其实是借劝酒为名吐胸中块垒。全诗的基调是豪放
的，但思想感情却十分复杂。诵读时应当伴随着诗人感情的
发展变化，适当地变换声调和节奏，力求再现诗人的形象。
指导诵读的要点如下：

1.开头两联均用“君不见”领出，“君”，揭岑夫子、丹丘
生。要读得从容、亲切。“黄河”一联用的是古代民歌中的
比兴手法，即用眼前景物起兴而又具有比喻的作用，诵读时
头脑中须有黄河奔流的视象。“天上来”极言黄河源头之高，
“不复回”隐含韶光易逝之意，均须重读。“高堂”一联系承
“不复回”而来，说及人生。“悲白发”，犹言人生易老，
叹意极浓，“悲”字当重读，再用“朝如”句补足其意。这
两联把天地人生都说到了，境界极其阔大，应当读得很有声
势，有慷慨生悲的韵味。

2.以下节奏逐渐加快。“人生”一联为人题语，重音当落
在“尽欢”和“空对月”上。“天生”一联说明“须尽欢”
的理由，显示了诗人对未来的信心，应当读得掷地有声；读
后宜作一顿（这里的潜台词是“既如此，那就……”），为
诗中策一个高潮蓄势。第一个高潮在“会当一饮三百杯”这
句上，应当读得豪气十足，要用升调读，“三百杯”一语尤
当着力加以渲染；为突出这一句，上句“烹羊宰牛且为乐”
宜轻读。

以上是诗的铺垫部分，读后可作稍长停顿。

3.“岑夫子”以下六句为诗意转换处，亦可视为下面劝酒歌
的引语，应当读得亲切，节奏逐渐加快，重者依次落
在“将”“莫停”“歌”“倾耳听”请字上，突出拆请之意。



读完，稍作停顿。

4“钟鼓”一句至结尾为诗的主体部分，诗人借此尽吐胸中块
垒，必须读得酣畅淋漓，再现诗人狂放不羁的个性。

“钟鼓”二句是这支劝酒歌的主题，也是全诗主旨所在。诗
人说这话时，其愤激之情必当见于辞色，应当读得从
容。“不足贵”“不复醒”二语当用极强音读，以见其憎恶、
鄙弃之深。其下“古来”二句是以抒情方式说明“不复醒”
的理由，亦可见诗人盖世之气和狂放之态。两句之中，上句
为宾，宜轻读，略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
舟》）之意；下句为主，宜重读，要表现出十足的自信。

“陈王”二句援引古人饮酒情形为例，可用叙述调读而略带
感情色彩。重音当落在“恣欢谑”三字上，但欢中有悲，因
为诗人说陈王，其实又是说自己，不过是怀才不遇借酒消愁
而已。其下两句也是有主有宾：“主人”句为宾，宜轻
读；“径须”句为主，诗人反客为主，直命沽酒，豪放之态
如见，直重读。读后应稍作停顿，为结尾的抒情高潮蓄势。

结尾前三句当快读，至“与尔同销”可两字一顿并放慢速度，
再用夸张语调读最后三字，“古”“愁”之后皆当有延长
音——这是全诗的高潮，须有强大的声势，才能显示诗人的
飘逸的风格，不是一般的儿女愁情。

二整体感知

《将进酒》是汉乐府曲名，古代的歌辞，有以饮酒放歌为言
的，有以濡首荒志为戒的。李白这首诗虽用了旧题，却能跳
出前人窠臼，自创新意，把饮酒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结合起
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个历来被许多诗人歌唱过的诗
题以积极的内容，这是值得重视的。要点有两个：

首先要看到“钟鼓”两句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概括方式，是当



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在诗人心灵中的折光反映。这
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前四五年光景，当时唐玄宗耽于女色，
先后将政事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官场一片黑暗，豪门
贵族只顾寻欢作乐，不以国事为念，社会腐败到了无以复加
的地步。诗人对此极为不满，所以才说“钟鼓馔玉不足贵”，
实际上是对当权者和豪门贵族的否定；但他又无力改变这种
状况，只能用消极的办法进行反抗，因而又写道：“但愿长
醉不复醒。”这种概括方式，跟《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借寻
他表现不事权贵的意志的写法颇为相似。

其次，“古来”二句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对封建统治阶级
埋没人才的揭露。“古来圣贤”，至高至大莫若孔子、孟子，
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辛苦备
至，可有谁听他们呢？真是“寂寞”得很！诗人着穿了这一
点，对统治者不再抱有幻想，决心逃于酒乡，所以接着就说：
“唯有饮者留其名。”

这首诗也流露出诗人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他有用世的想
法，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另一方面，他又想用饮酒的
办法使自己从怀才不遇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崇拜曹植，赞
扬他“斗酒十千恣欢谑”的做法，也证明了他这个思想矛盾
的存在。

李白的狂歌痛饮毕竟是一种消极行为，但这是他的傲世态度
和豪放不羁的个性所使然，是无法改变的。杜甫在结识他之
初就看出了这一点，曾试图说服他，写道：“痛饮狂歌空度
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杜甫这个批评是正
确的，但我们也不可忽视李白的饮酒诗中仍包含着积极的内
容。

三鉴赏要点

1.感情上大起大落



这首诗中，诗人感情的发展变化极快，可分四个层次：

开头四句写悲。

一落笔就写黄河景象，有慷慨生悲之意。这是非同寻常的。
诗人写黄河，颇能显示它的宏伟气魄和浩大声势，如“黄河
如丝天际来”“洪波奔流射东海”（《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
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
河》）等，其基调是壮；这次则不同—一诗人仿佛站在高山
之巅，顷刻间就着遍了它的万里流程，因有“不复回”之叹，
尽管也写出了黄河的气魄之大，其基调却是悲。由此联想人
生，诗人头脑中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高堂之上，人们对
镜自视，“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浦歌·其十
五》）。真是流光易逝，人的一生竟像朝暮之间一样短促啊！
至此，诗人的悲意更浓了。

“人生”以下六句写欢。

但诗人深知“白发如丝悲何益”（《前有樽酒行》），因而
立即转悲为欢。尽管诗人在政治上并不“得意”，但在他看
来，朋友间的聚会也同样是人生中的快事，大家何不高高兴
兴地痛饮一场呢！想到这，他顿生豪情，相信自己将来必能
作出一番事业，对区区金钱也毫不在意。于是连呼“烹羊宰
牛”，准备像东汉大学者郑玄那样“一饮三百杯”。诗人这
种欢乐感情是真实的，也是高尚的，不同于凡夫俗子的只图
一醉方休，因为他说出了“尽欢”的正当理由。

“钟鼓”以下六句写愤激之情。

待到酒宴开始，诗人举杯劝饮，他的感情突然由欢乐转为愤
激，这是因为他要借此把长期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一齐渲泄
出来。他鄙弃那结党营私、排斥贤能的豪门贵族集团，因而说
“钟鼓馔玉不足贵”；他憎恨这些人的黑暗卑污行径，因而说
“但愿长醉不复醒”—一这两句诗可以说集中地表现了他自



离开长安至今的愤激之情。但这又不仅是为了一己遭遇，他
还想到了“古来圣贤”（其中大概有孔子、孟子一类人，也
有屈原、贾生一类人），他们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而不为统治
者所用。诗人说他们“寂寞”，不是否定他们，而是为他们
惋惜乃至抱不平。尤其是曹植——这是他十分景仰的人，他
赞扬曹植的豪华酒宴，其实是为曹植的怀才不遇抱恨终生而
叹惋，兼以自况。这就加深了诗人的愤激之情，为结尾说
的“万古愁”埋下了伏笔。

“主人”句至结尾写狂放之情。

这一层写诗人要将一切价值昂贵之物都拿来“换美酒”，真
是狂放到了极点。这是可信的，因为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
复来”。这种狂放，从实质上看，是诗人的悲之重、欢之浓
和愤激之深的集中表现。至此，再用“同销万古愁”来结束
全诗，自有水到渠成之效。

2.夸张的写法

诗中的有些夸张写法是凭借数字来表现的，例如用“一饮三
百杯”表现豪饮，用“斗酒十千”表现酒价的昂贵，用“万
古愁”表现愁的深广；有些则属于感觉的夸大，如“黄河之
水天上来”极言黄河源头之高，“朝如青丝葛成雪”极言人
生短促。诸如此类的夸张句都有力地说明诗人横放杰出，用
辞大胆，他人莫及，也表现了他那豪放飘逸的诗风。（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