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 记承天寺夜
游教案(模板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一

精读

1、掌握重要的文言字词。

2、理解文章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感情。

1、掌握重要的文言字词。

2、理解文章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感情。

《记承天寺夜游》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
象的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
他在贬谪中感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在学习时，除了对字词的疏通外，重点是体味文章凝练含蓄
的语言，并从中感觉作者的特殊心境。

学生自己合作探究式学习基础上，教师加以引导。

一课时：

一、导入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就对月有一种特别的青睐，月极易勾起人
的想象，（足以使人忧伤、惆怅），这是古人对月亮的特殊
情结，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宣泄与洗礼。

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到承天寺与苏轼一起夜游，
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二、新授课程

（一）初读课文，疏通文意，初步把握文章的内容和情感

1、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自己确定字词的读音和句读。

2、听配乐朗诵，确定字词的读音和句读。

3、请大家在音乐声中，轻声朗读课文，做到读通、读懂意思，
如果有不理解的字词含义，句子翻译可以和同学交流一下，
或者举手问我。

4、齐读课文

（二）再读课文，深入感受

1、一个深秋的夜晚，苏轼为什么会想到夜游？结合文句来谈
一谈你的理解。

生交流

师组织：

生交流

师组织：

“欣然起行”面对如此之美的月色，作者一天的疲倦一扫而



光，睡意顿消，披衣而起，充分显示了月光带给他的喜悦，
苏轼的自得其乐，辛性而为，随意而行。（衬托月色的美妙）

如此美的月色，若有人能共享，更是一件乐事，但苏轼为何
会单身想到与张怀民一同夜游呢？你能否结合文章来谈谈你
的感受。

生交流

师组织：

张怀民与苏轼是一类人，品格清高超逸。

“遂至承天寺”遂至二字表面看来很轻淡，好像不假思索，
实际包含能一同赏月者只有一个人，非张怀民不可，可见张
怀民在作者心中地位。

“寻张怀民”面对如此良夜，张怀民一定不会蒙头大睡吧，
他很可能也在赏月，只是不知他是庭中赏月，还是出门赏月，
因此需要寻他一寻，两人交往很深。

“怀民亦未寝”“亦”一种如我所料的自得感，体现两人心
意相通，因此可见，苏轼认为他与张怀民是一类人，志趣相
投的人，因而选择与怀民一同夜游。

投影张怀民资料：

1083年贬黄州，初寄居承天寺，张怀民虽屈居主薄之类的小
官，但心胸坦然，绝不挂怀于贬谪之事，公务之暇，以山水
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是位品格清高超逸的人。

2、两个志趣相投的人夜游时，看到怎样的景致呢？

生交流



师组织：

学生赏析、交流（2-3个学生）

（可以轻读，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生交流

师组织

（1）比喻以隐喻先声夺人，造成一种庭院积水的错觉，令人
有水月莫辨之感。

（2）以实写虚，以有衬无，创造一个澄沏空灵的透明世界。

这正如后人“不着一学，尽得风流”

3、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作者无意识中写下
的景色会透露他的内心世界，那么，东坡所写之景表现了他
怎样的内心世界？（心境）

生交流

师组织

他能抛开世俗的烦恼，忘却了自身被贬谪的不幸遭遇，只有
眼前这片美妙空明的世界，可见他的内心是平静，纤尘不染
的。

生交流

师组织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那么，
我们怎么理解苏轼的这一番感慨呢？说说你的看法。



理解：“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象征美景处处有。

“闲人”（1）字面意义上：身为闲官的事实，自嘲

（2）安闲自在的心境

（3）淡淡的惆怅，空有一腔抱负

（4）对当时人汲汲于名利的不屑

5、回头看课文短短84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是一种怎
样的人生态度？

生交流

师组织

豁达、乐观

这种豁达、乐观的处世态度在逆境中尤为可贵、可敬，我们
一起看看他的一生吧打出投影：

他频遭贬谪，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走过无数穷山恶水，
却都如处天堂，他说：“此心安处是吾家。”

他被无数小人中伤下狱，朋友背叛，同道反目，见识了人间
万千丑态却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师：他在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人生
态度，折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将近千年之后，的另一位文
学大家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说“我们所得的印象是，
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不仅人对苏轼有着近乎崇拜的感情，法国《世界报》在评
说“影响世界十大名人”时，这样他“他俯仰无愧于天地，
心无名利杂念，遂有闲心领略江山风月，写下无数传世杰作。



”

三、

短短84字让闲人苏轼踏着如水的月光步入了经典，他空明的
心境，豁达的情怀亲耀着独具魅力的光彩！

同学们，面对生活的风雨坎坷，让我们常读读苏轼吧，愿我
们的心灵永远澄澈明净，愿我们的人生更加豁达从容。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二

生1：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生2：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生3：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师：好，看来同学们对古诗文名句积累很到位。是啊，这轮
明月曾牵动了无数古人的情肠，他们或借月抒发思乡之情，
或借月表达美好祝愿。当苏轼被贬黄州，面对承天寺的这轮
明月他又抒发了怎样的情怀呢？今天，我们就同游承天寺，
赏明月清辉朗照大地，品经典美文感悟情怀。（板书课题、
作者）

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
之一，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收录在《宋学士文
集》里。

师：对于本文的写作背景，哪位同学知道并能介绍给大家呢？

生：宋神宗时期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政敌就借其讽刺
新法的诗，以“讪谤朝政”的罪名把苏轼投进监狱，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成为黄州团



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近乎于流放。

师：升入初中以来我们学习了不少文言文，回忆一下我们都
用了什么方法来学习它呢？

生1：读课文，翻译课文。

生2：赏析文中的句子，感悟作者的情感。

生3：需要背诵。

师：好，归纳起来就是读－译－赏－悟－创，这既是我们学
习文言文的方法，也是我们学习的环节。

师：首先我们来听读，注意读音、停顿。

师：本课有哪些字我们第一次接触，停顿有哪些句子需要注
意呢？

生1：藻、荇这两个字注意字形，记住读音。

生2：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生3：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师：同学们节奏划分得很准确，下面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
文，注意字音、停顿。

生4：读得很好，音很准，停顿很正确。

师：下面请同学们按照老师的刚才要求，齐读课文。

师：同学们读得很棒，对于本文的`你们是否有深入学习的欲
望呢？接下来我们疏通文意，请同学参看课下注释，借助工
具书，翻译课文，如有疑难提出大家共同解决。



师：哪位同学有不理解的字词？

生5：“相与”是什么意思？

生6：“庭下积水空明”怎么翻译？

师：那位同学知道并予以解答？

生7：“相与”是共同、一起。

生8：月光照在院子里像水一样澄澈透明。

师：解答得很好，下面请一位同学完整的翻译课文，对课文
内容充分了解。

师：译得很好，下面请同学们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再次齐读
课文。

师：同学们，本文是一篇写月夜小景的美文，那么文章中的
哪个句子是描写月夜美景的呢？

生1：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师：你们喜欢这个句子吗？如果喜欢请说明理由。首先把你
的想法说给你的左邻右舍听，然后说给全班同学听。

生2：我喜欢这个句子，因为作者采用了两个比喻来写月光，
写出了月光空明、澄澈的特点。

生3：这个句子写出了月色之明，月色之清，月色之浓。

生4：这个句子采用了侧面描写，全文无一字写月，却不无一
字不是在写月。

生5：这个句子既有动态描写，又有静态描写，有一种动静相



承之美。

师：在同学们的品评中，我仿佛看到九百多年前的那轮明月
正穿过时间的千山万壑向我们走来，它以动静相承的诗意之
美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淡雅而具有风韵的透明世界，在这样的
世界中岂不让人达到物我两忘、天地相容的境界，岂不让人
感到欣喜和愉悦呢？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感情再次齐读课
文。

师：如此的美文，传达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请同学们
看大屏幕，共同讨论这几个句子分别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感情？结合写作背景分析。

生1：“欣然起行”表现出作者的欣喜之情。

生2.“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表现作者孤独、
寂寞之情。

生3.“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表现了他的宽慰之情。

生4.“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表现了他的被贬的悲凉。

生5.这句话的“闲人”表现了他失意的落寞。

生6.“闲人”表现了他悠闲赏月的欣喜。

生7.“闲人”还表现了他自我排遣的达观。

师：同学们分析得很对，苏轼20岁即中进士名震朝野，才华
横溢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在城外租了50亩土地耕种借以
养家糊口，生活非常窘困。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他的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梦想落空了，他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
北望、射天狼的报国理想破灭了，他的一腔忠诚热血就这样
被生生冷却在了黄州的田垄中，怎能不感受到悲凉和失意的



落寞呢？难得的是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在人生失意之时，发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叹，也没有像柳
永那样在不被赏识之际，甘心“偎红依翠”，忍把浮名换作了
“浅酌低唱”而是以一种达观的心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以一
颗从容的心态欣赏到这样的月白风清之景，这是多么的难能
可贵呀！下面就请同学们把自己当作苏轼，再次齐读课文！
同学们，如此文质兼美的文章同学们是否想把它永远记在心
里呢？那么就请同学们参看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提纲快速背诵
课文。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三

在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我解开衣服刚想躺下睡觉，突
然看到皎洁的月光很淡很淡的照在窗户上映射进来。突然一
下子间似乎想到什么，急穿上鞋子，穿好衣服，往承天寺去。
路上心里想着，最近的日子中太过无聊，没有可以交谈的朋
友，今天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前跟我同样遭遇的张怀民。走到
寺门口有两个和尚走了出来“施主，请问你想找谁？”我停
顿一下，深情淡定的回了：“我来找张怀民！”和尚恭敬的
回答：“施主请进”

我走进寺中，看到怀民的房间也未熄灯，径直朝前走去。轻
轻敲门，只看到房间的身影朝门口走来，打开门后，也是呆
了一下，微笑示意之后，张怀民收拾衣服，和我一起在院子
里漫步。

我们一起在院里走着抬头看到天空中灰暗一片，有一点星星
挂在远方，最耀眼的哪个月亮也安安稳稳的挂在天上。我不
禁感叹：“哎，怀民兄，今晚的月亮多么皎洁，又不禁让我
想到了从前。”我脸上浮现了淡淡的伤感，悲痛。怀民定定
看向月亮，支声到：“谁说不是呢？如此景色怎能不令人伤
心！想到家中还有年过80的老母就很担忧，不知她现在过的
好不好。我听完之后，也不断摇头，似乎这么无可奈何，说
道：“家中有妻儿老小，叫我如何放心，也更是思念着家乡



的土地，如今被贬至此，我只能与你发泄心中思乡思亲之情。
”怀民点头。我们坐在庭中，找来酒杯，一同在月光下喝酒。

水里的植物纵横交错，漂浮不定，，那些竹子，松柏也倒影
在水光中。我们都不禁感叹着：“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哪个
地方没有这样的竹子，松柏。只是少了现在像我们这样的闲
人而已。”

谈到这而，我们更是对现在的宋朝皇帝，百姓谈论一番，怀
民叹息：“我们闲来无事，却得不到朝廷重用，被贬官至此，
渴望报效朝廷却是有心无力！可悲！可悲！”我们心中都黯
然伤神。

我们坐起身来，突然想往湖边散步，走在路上，看到了这片
江山现在的处境，不禁感慨，不能为国出力，实乃大不幸。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四

1．熟读课文。

2．积累常见的中考题。

3．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1．解释重点字词，翻译句子。

2．积累常见的中考题。

3．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体会作者特殊的心境。

1．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
行。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里，（我）解开衣服准备睡觉，看
见月光照进堂屋的门户，便很高兴地起来走动。

户：门； 欣然：愉快地，高兴地；

2．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因为想到没有可以共同游乐的人，于是我就到承天寺去寻找
张怀民。

念：想，思考； 遂：于是，就；

3．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怀民也没有睡，我们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

寝：卧，睡； 相与：共同，一起；

步：徒步而行，散步； 庭：庭院；

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月色洒满庭院，如同积水自上而下充满院落，清澈透明，水
中水藻、荇菜交叉错杂，原来都是竹子、柏树的影子。

空明：清澈透明； 藻荇：泛指水草；

交横：交叉错杂； 盖：原来是，

5．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哪个夜晚没有月色？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

6．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只不过少有像我们这样的闲人罢了。

但：只是，不过； 耳：而已，罢了”；

闲人：这里指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五

1、 反复朗读课文，熟读成诵。在读中把握文章，理解文章
的意境和感情。

2、 联系写作背景，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理解作者丰富微
妙的思想感情。

重点：结合课文来理解一些词和句的含义。

难点：理解作者丰富微妙的思想感情，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
方法。

一、导入新课

1、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词、
散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
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有不少随笔式
的散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渲染出一种情调，
或表现一片心境。本文就出自苏轼的一部笔记《东坡志林》，
仅83字的写景小品，看似单纯写景，实则是有寓意的，要耐
心寻味。

2、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谪到



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
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
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丢了脑袋。十二月作者获释出
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
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
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
活的一个片段。

二、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清停顿，读通文句，读出
文章的韵味）如：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庭下/如积水空明，念/无与为乐者 ，
水中/藻荇交横

三、积累文言词汇，翻译理解 ？给加点字注音。

解（ ）衣 藻荇（ ） 遂（ ）至 未寝（ ）

看课文注释，了解大意。小组合作，结合注释，翻译全文，
深入理解文意。

四、研读赏析，合作探究 思考

1、 作者为什么会想着夜里去寺庙游玩？

因为月色很美，去寺庙寻张怀民一起赏月。

2、作者是怎样描写月色的？

发挥奇特的想象，用了两个新奇的比喻。月色如积水空明，
竹柏如藻荇交横。

3、作者描绘的这幅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人怎样的感受？

月色皎洁，空灵。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耳。”

月光虽非夜夜明，竹柏亦非处处有，但大自然。的美景却时
时能觅，处处可见。只要心胸开阔，淡泊名利，无论到哪里，
都能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作者正是借“何
夜”、“何处”句点明了这一真谛。这也正是作者能保持乐
观进取精神的缘由。

6、文章的结尾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流露出作者怎样的
情绪？

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看似平淡，意在点睛。这句话至少有
两层意思：一是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
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
境？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
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五、小结

这篇短文，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
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透露出他在贬
谪中感慨深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六、布置作业 背诵课文。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六

踏着凄寒的落叶，任秋风拂面，路道旁生长着微小青苔的石
壁散发着细微而又奇怪的香味。已是农历十月十二日，一位
面容镇定的士者向前缓缓地踱步。



这便是苏东坡。很好的月光，令人诧异的月色，街道上的人
仿佛是有什么避讳甚至畏惧的念头，寂寞，凄愁。也许是遥
远的京城繁华热闹到达万人空巷的地步，才使得这个配青刺
字的行者无人在意地来到承天寺。

“张贤弟，张贤弟？不好意思打扰了！”“哪里，我也正寂
寞的甚，权且入座，权且入座！”迎面一位同样憔悴而银丝
略少的的士人，打着圆而深的揖，迈着缓稳的步伐，引苏轼
来到寺庙内。

“我说，您这庙该修修了。”

“是该修修了。”

打趣一番后，愁容随着月光涌上那位“张贤弟”的脸
上。“东坡兄，这月，您看圆不圆？”“至十五，仍欠二日，
尚缺。”苏轼用袖子抚了抚石台，坐了下来。

张怀民看到苏轼毫无愁绪的表现，努力寻找苏轼脸上的丝毫
愁容。尔后无奈的叹了口气，用手掩着嘴巴，佯装打了个呵
欠。

苏轼看张怀民哀叹，愈加爽朗的笑了。闲谈数句后，怀民逐
渐携苏轼之袖踱到了院子里。

月色如清澈的明胶，空明而又透彻。徜徉着婆娑树影的月亮，
却如此的空明，如此的清澈见底。

“怀民啊，你这院子回潮啦。”“哪有，梅雨季早过了。好
了，上回说李定，他现在怎样了？这个孬瓜……”

“你看，这月光多么的矜持，多么的高洁傲岸，正如驿外断
桥的霜雪，覆在这个灰蒙蒙的世界上。”“是，对啊……那
个你那句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打入牢狱了呢？”



“兴许是清风作乱吧！‘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
招’，哈哈，哈哈！看看这竹柏的影子多像水中的藻荇
啊。”

望见苏轼热情地凝视着这个常见的景色，张怀民也若有所思
地观望。二人静立了一会。”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啊！”张怀民哀叹道，但有
了几分欣喜。“苏轼抖了抖麻衣，用委婉的声音唱到。“为
何吟如此晦气之诗词？这是王安石的劣作。”“你可别讥讽。
千百年后，说不定王安石在近几个朝代的诗词创作方面还真
能排个前十前八的呢。而我俩，说不定还进不去呢。”苏轼
拍了拍张怀民的肩。

“要进也是我进，”张怀民道，“像你这种人人皆知的‘敢
称皇帝为吴儿’的人，九族都给你诛掉！”

二人在月下，谈论着生平，探讨着往事；讲述着以往之苦，
赞叹着对方的诗词。

“月光如空明的积水，却施德于鄙人的破寺。那些追名逐利
的人；那些卑鄙的人是懒得看的。”张怀民三分悲凉，七分
悠闲地说道。

“谁说看不到？他们那精明的老眼，是看不清这空明澄澈的
月光的！”苏轼抚掌大笑道。

月下孤零零的寺院仍然被深夜的寂静埋没着，仍在打更的声
音中静默着，仍被空明澄澈的月光笼罩着。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七

1．重点词、句的理解与翻译。



2．学习抓住特征描写景物的方法。

3．学习古人写景抒情的方法。

1．品析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在夜深人静、皓月当空的夜晚，月光如流水般洒落大地，一
切都像笼着轻纱，若隐若现，连坚实的大地似乎也溶成了一
片浮动的云烟。面对如此美景，你是否想出门欣赏一番？今
天我们来学习苏轼的一篇《记成天寺夜游》，看看苏轼在美
丽的月色中会发出怎样的人生感慨。

1．给生字正音、朗读课文、听录音确定朗读的节奏，再次朗
读。

2．请一位同学范读，大家评价。

3．质疑：把预习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同学解答，全班共同关
注、探讨。

户：门；遂：于是；盖：大概；但：只是；耳：语气词

4．听音乐《二泉映月》品味月色描写，用自己优美的语言复
述描写月色的文段。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5．小组商量，以各种方式（如：小品、诗歌、散文等）复述
课文内容。

6．表演。

1．作者为什么想着在初冬的夜里走出户外？



一方面作者被贬，心情郁闷，想出去走走，另一方面因为月
色很美，想去赏月

2．作者是如何描写月色的？（去一去关键词，品修辞）

绘景：月色—积水空明，竹柏—藻荇交横

把“如”、“盖……也”去掉，和原文相比，句子的意思有
无改变？

变了。原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如临其境

3．月夜图有什么特点？给人怎样的感受？（添一添，品意境）

皎洁、空灵、清丽、淡雅

不好。改变了原文明净幽闲，清丽淡雅的味道。

4．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5．结尾句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贬官的悲凉、落寞，赏月的欣喜，自我解嘲的达观

6．小结：《记承天寺夜游》这篇通过对庭中优美月色的描绘，
让我们感受到苏轼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事物的执着，面对逆
境达观处世、潇洒人生的难能可贵。

一切景语皆情语，看图写景抒情。

阅读古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体会作者在诗中所



抒发的情感。

水调歌头[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阕，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
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八

今天正逢1083年10月12日夜晚。

我正想脱衣入睡。可转眼间，看见残缺的明月，贬官黄州一
事便涌上心头，心里一紧，十分不是滋味。

要不，去散会步？

想到能和我享乐的人，也就只有住在承天寺的张怀民了。

于是动身出发承天寺！

走着走着，便到达了承天寺，令我欣慰的是，怀民也还未入
睡。我便叫上他，和他一同到院子里漫步。

果真，承天寺名副其实！院中小池子的水波在月光照耀下显
得十分清澈，仿佛整个月亮都被镶嵌在里面，好一幅《水中
月》。其中水藻和水草纵横交错，仔细一看，原来这并非是
水藻和水草，而是院中竹子和柏树的倒影罢了。这幅美景真
让我尽兴！

看完夜色，我在清凉的石板上一躺，脑海不禁诞生出一种想
法：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哪一个地方又没有竹子和松柏呢？



其实，只是缺少我们两个如此清闲的人罢了。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九

小雪似乎已是几天前，如今已经到了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
伴随着冬至愈发沉重的脚步声，长夜漫漫也愈来愈难以打发
了。

已是深夜，万籁俱寂中，苏轼解开外衣，躺在床上。本以为
已经释怀的辛酸又浮上心头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做闲官，已
整整四年了---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回放。心被涌动的暗潮拍
击，他转辗反侧，久久无法安枕。一个翻身，牛奶般丝滑的
月光从雕花的窗棂无声无息地挤了进来，同来看清寒之气的
微风，一起抚平苏轼邹着的眉毛。他豁然开朗，愉悦地坐了
起来，凝视着亲切的，熟悉的月光，打开了落了薄薄一层尘
埃的窗户，月光刷地一声涌了进来。

苏轼望着被窗户框起来的夜景，那一轮明月高傲却寂寥地悬
在空中，它周围星光黯淡，只有墨一般化不开的夜色包裹着
它，云也妄图遮挡他，将它埋葬。可哪怕身陷黑暗中，它也
慷慨地将光辉洒出；可哪怕被云朵遮挡，它的光芒也依然到
达每个角落。这是一种怎样的清高和豁达啊！

苏轼立刻简单穿戴整齐，去往承天寺找张怀民。没有惊动一
人一马，他独自步行。已到承天寺，果不其然，遇到了同样
难以入睡的张怀民，各怀心事的两人，便在月下的庭院，一
边闲话，一边散步。

停下的地面光滑二皎洁，如一潭清澈的水，往上踏的每一步
都仿佛能生出莲花。每一朵都不染纤尘的洁白，神圣而纯净，
如白玉雕琢。

苏轼和张怀民从古说到今，从治国方针讲到生活琐事。两人
无话不谈。那一刻，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和唯美的夜景。一



切烦恼都遗落，被风吹散。月光的洗礼下，只余下美好，没
有任何事情将干扰两人的雅兴。

地上映出竹柏斑雀动的影子，渲染成惊心动魄的墨点。又仿
佛水中交错纵横的水藻，缠绕成密密麻麻的一片。引得两人
驻足观赏了起来。

张怀民先打破了寂静，感慨道：何时缺少有如此夜色的夜晚？
那里又没有月光下成片的竹柏？美景一直都在啊！

苏轼摆了摆手唉，美景在又怎样呢？若缺少我等这样肯抛弃
名利，又有闲心观赏这美景的人，景色再美，再震撼，也敌
不过那几捧黄金，几个名号，几张令牌对人们的吸引力与诱
惑啊！

苏兄此言甚是！

两人走进了竹柏林，身影渐渐消失在月光下的竹林里

是啊！不是缺少月色！不是没有竹柏，只是缺少了在逆境中
自得的人，在初冬里清闲的心！

记承天寺夜游写法特点篇十

教学目标：

1、掌握重要文言词语。

2、理清“记”文体中包含的记叙、描写、抒情表达方式的运
用

3、体会诗人复杂的情感。

教学重点：体会诗人复杂的情感。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审题

从题目中你获得哪些信息？

明确：时间、地点、事情。

“记”记叙了一件事情。

在承天寺那天晚上游玩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走
进这篇文章。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朗读课文，要求将字音读准确、清晰。

2、再读课文，读出文中苏轼具体记了什么事情？

明确：记了承天寺夜晚游玩的一件事；记了当天晚上的景色；
记了自己的情感。

三、深入课文

（一）记了游玩的事情。

1、“游”是一个过程，你能具体说说游玩的过程吗？

明确：欣然——无与——亦未寝——相与

明确：欢喜——失望——喜悦

4、在叙事中作者的情感在逐渐展开于我们的眼前，下面请一



个同学为我们朗读叙事部分，读出一种情绪的变化。

提示学生：夜、无与、亦、相与

（二）记了景色

1、请同学读读描写月色的句子。

2、在这段话中描写了怎样的一幅月夜图，请你为我们描写一
下。

3、在这样的描绘中，你们觉得当晚月色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空明、清澈、透明

5、让我们在朗读中把月色之美表现出来

提示：如、盖

（三）记了情

1、苏轼眼中的景很美，他为什么能欣赏得到这样的美景，请
从文中找出原因。

明确：闲人

2、何为“闲人”？

明确：清闲

3、看材料，探究苏轼黄州生活清闲吗？

4、如何理解这个“闲人”一词？

明确：对自己一种自嘲，被贬官无事可做。



心中的一种悠闲自得。

6、朗读“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耳。”读出苏轼的情感。

提示：自嘲是因为心中有悲伤，悲伤是因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从上文中寻找。）

念无与乐者水中藻荇交横

补充资料：

心中的壮志难酬

7、再读抒情句式，读出苏轼复杂的情感。

四、拓展

苏轼是个很细化写月的诗人，在他的笔下月有很多形态与情
感，下去之后请同学针对苏轼笔下的月进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