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 与朱元思书教
案(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篇一

景——异水：“清” (千丈见底、直视无碍)动静

“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结合

奇山：形奇 (高山寒树，轩藐成峰)视觉

声奇 (泉水作响;好鸟成韵。蝉鸣不穷，猿叫无绝) 听觉

色奇 (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视觉

志——无拘无束、任性自得 清高隐逸(负势争高，息心忘反)

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篇二

移情移景赏读法

1课时

１、读出本文生动形象、优美传神而富于意蕴的特点。

２、调动丰富的想象拓延本文的意境。



３、了解作者的感情。

一、导入新课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要有仁智之人的修
养，就要会醉于山水。好，就让我们跟随散文家吴均，让他
带我们到富春江那奇山异水去走一走，看一看。

二、教学新课

（一）读文解义

1、对于这样出色的写景美文，需要我们好好品读吟诵，就让
老师打先锋，先示范读一遍，同学们仔细听，认真品味。
（老师示范读，配乐《高山流水》）

面对如许美文，不亲自品读品读，岂不遗憾？还是让同学们
也来享受享受吧！一起来读一遍，读时一定要以“乐山水”
之心去读，节奏要随情景而易。要读其文，感其美，汇其情。

２、听着你们动听的朗读，享受着如此优美的文章，老师都
有点陶醉了，但还是别忙，为了更好理解文章，下面我们还
是先来疏通文意，请同学们结合课下注释，四人一小组合作
交流，如有困难词句，可随时提出来，老师愿和你一起分享。

（学生分组活动）

有什么问题吗？请提出来。下面我想请三个同学来翻译一下，
一人一段，请大家来做裁判，看谁翻译得最好，如有错误，
请指正。

老师在屏幕上打出了课文中一些挺重要的词句，和大家一起
交流。

（二）神游佳境



让我们就带着这一份美感再次品读这篇文章，然后分四人小
组在一起交流，采用“我读 ，感受到 。”或“ 字词甚妙，
写出了 。”的模式交流对美文的感受。

（三）体情品意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么作者寓于山水
间的感情是怎样的呢？思考半分钟后，开通我们的“自由论
坛”。

（学生讨论）

整理学生发言得：本文抒写了富春江山水之美，也抒发了作
者对世俗官场和追求利禄之徒的蔑视之情，含蓄地流露出爱
慕美好的大自然、避世退隐的高洁志趣。

你是从文中哪一句话中看出作者崇尚清高隐逸、鄙视世俗官
场的思想感情的？（学生可结合“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
有时见日。”自由探讨在当时一定程度上黑暗的封建社会，
避世退隐的积极性及消极性。）

（四）拓展延伸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山随平野尽，江如大荒流。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五）小结本文

学习了这篇课文，同学们一定有不少收获，你能.总结这节课
你们都收获了哪些？

学生甲：学了这篇课文，我欣赏到了富春江奇丽的自然风光，
增添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我想长大了我想当个导
游，去周游名山大川。

学生乙：学习了这篇课文，写景散文的秘诀就是要善于抓住
景物的。

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篇三

1、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祖国语言文字和文学的热爱，
培养健康的审美水平；

3、进一步进行朗读训练，除表情达意外，还要求表现出作品
的音乐美。

2、引导学生自己通过文学与形象的转换，通过想象与联想，
通过一些具体方法来感受语言的表现力，能在独立阅读的过
程中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一课时

1、设计并制作多媒体。课件

2、给学生分组，每组推选出以为能代表自己水平的嘉宾。

（师）课前我们各族已经推选出今天的嘉宾，我相信大家一



定不会辜负自己小组的希望，会有很好的表现，待会儿我会
请听课的老师评价，那一组表现最好，那几个同学表现最出
色。

一。导入

（多媒体）中国政区图

（师）这是一张中国地图，这儿是浙江，在浙江境内有一条
河，叫富春江。

（多媒体）富春江地图

方景物美吗？请大家迅速读课文，告诉我，这篇文章都写了
些什么样的景物？

（多媒体）简单的景物结构图

（师）这并不是富春江一带独有的，咱们张家界也有。为什
么这些诗人偏偏对这篇文章所描写的地方――富春江一带情
有独钟呢？我想，这主要得益于这篇文章语言所具有的特点。

（多媒体）语言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吧！

二。初读课文

配乐配画面朗读

三。语言鉴赏

（师）景色真是美极了！可是，唐朝的那些诗人可没有看到
这些画面。在去富春江之前，他们看到的只是吴均的文章。
可是我想，他们看到吴均的这篇文章时，一定就象看到真的



景物一样，读到“风烟俱静，天山共色”的时候，他们一定
会想象到眼前广阔的视野、明净如洗的天空，感受到作者阔
大的胸襟以及从容出游的舒畅心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
富春江如此的神往啊！那么，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
也有象看到真的景物一样的感觉呢？读到哪些地方的时候特
别有这种感觉？给大家两分钟时间自由读课文，然后大家发
言，看哪一组说的最多，说的最好。

（一）体会其“描写生动”的美

学生讨论发言

（师）引导小结：吴均的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描写生
动。

（多媒体）描写生动

（师）听了刚才同学们的发言，我真的感叹：吴均这个作家
水平高，同学门这些读者水平也高！刚才我们说了这篇文章
语言上的一个特点：描写生动。下面，我想大家一起看看这
段文字：

（师）把这段文字和课文比较一下，说说这段话写得怎么样？

学生讨论回答。

教师明确：语言空洞抽象，不生动。

（师）那么，我们能不能象吴均那样，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把
这段话改写得更具体、更生动些？看谁先改好，念一念。

学生念，教师点评。

（二）体会其“音韵和谐”的美



（师）我们讲了这篇文章词语用得好，描写得生动，那么它
的句子又有什么特点呢？请大家先齐声把这篇文章朗读一遍，
然后我请同学们说说。

学生回答，教师引导。

（师）这样的特点是骈文独具的，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
候感觉到音韵和谐，琅琅上口。

（多媒体）音韵和谐

（三）体会其“感情真挚”的`美

（多媒体）感情真挚

（师）这又反映了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四，。总结评价

（师）这篇文章的语言多美啊！既然这篇文章的语言如此优
美动人，我们不妨来读一读，首先我们推荐一个同学配合着
音乐和画面朗读，同学们可要认真听啊。

学生评价

全班齐读

（师）吴均的文章正因为做到了这三点，读了他的文章之后，
那些唐代的诗人才那样的对富春江神往不已，这篇文章也才
能历经时间的挑选而流传千古，那么，我们以后在。写作文，
特别是写游记类的文章时，也要注意把景物描写的生动具体，
注意适当的运用整齐的句式，注意在。写作中倾注自己真实
的思想感情。我相信大家也能写出和吴均的这篇文章一样优
美动人的作文。



全班齐读

评委点评，师生用掌声表示感谢

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篇四

1.烟雾都消散净尽，天空和远山呈现出相同的颜色。（我乘
着船）随着江流飘流荡漾，任凭船儿东西漂泊。从富阳县到
桐庐县（相距）一百里左右，奇特的山异丽的水，是天下绝
无仅有的。

江水清苍碧绿，（清澈得）千丈深也能见到水底。游鱼和细
石可以看到清清楚楚，毫无障碍。（那飞腾的）急流比箭还
快，汹涌的波浪猛似奔马。

两岸的高山，都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使人看了有寒凉之意，
（高山）凭依着（高峻的）地势，奋力直向上耸，仿佛竞相
向高处和远处伸展；（它们）争相比高，笔直地指向（天
空），形成了成千成百的山峰。泉水冲激着石头，发出冷冷
的清响；爱唱歌的鸟儿相向和鸣，唱出和谐而动听的声音。
（树上的）蝉儿长久不断地鸣唱，（山中的）猿猴也时刻不
住地啼叫。那些像鸢鸟一样怀着对名利的渴望极力高攀的人，
看到这些雄奇的山峰，就会平息热衷于功名利禄之心；那些
整天忙忙碌碌，办理政务的人，看到（这些幽美的）山谷，
也会流连忘返。横斜的树枝在上面遮蔽着，即使在白天，也
象黄昏时那样阴暗，稀疏的枝条交相掩映，有时可以见到阳
光。

2.风尘烟霭全部散尽，天空与山峰显露出同样清澄的颜色。
让船随着江流飘浮荡漾，任凭它或东或西。从富阳到桐庐，
一百来里水路，奇峭的山峰奇异的流水，天下独一无二。

江水全都呈现出一片青苍之色，千丈深也能见到水底。游动
的鱼和细细的卵石，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湍急的流水快于



飞箭，汹涌的江浪势如奔马。

两岸夹峙的高山上，全都生长着耐寒常青的树木。山依恃地
势争着向上，互相比高比远。争着向高处笔直地指向天空，
形成千百座峰峦。泉水冲击着石块，发出泠泠的声响；好鸟
彼此和鸣，织成嘤嘤的谐美旋律。蝉儿则无休止地鸣叫不停，
猿猴则千百遍地啼叫不绝。在仕途上鹰一般冲天直上的人，
望一眼这么美的峰峦就会平息热衷名利的心；整天忙于筹划
治理世俗事务的人，看一看如此幽美的山谷就会流连忘返。
横斜的树枝在上方遮蔽天日，即使白天也像黄昏那样阴暗；
稀疏的枝条交相掩映，有时也会漏下一些光斑。

作者邮箱：yuan@

[《与朱元思书》译文(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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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元思书完整版写信篇五

与朱元思书》是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本
单元共选了九篇古代诗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或写景、
或状物、或咏史、或抒写人生志趣、或表现亲朋情谊，无不
渗透着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感情和深入思考，表
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作为本单元第一篇
选文，可见其在本单元及本册的地位。 《与朱元思书》是作
者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它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富阳至桐
庐一百余里秀丽的山水景物。文章从行船游江的实见实感出
发，着重写了“奇山”和“异水”两个方面，抒发了作者寄
情山水，厌恶世俗官场的清高思想。文章骈散相间，清新隽
永，历历如绘，是六朝山水小品中的佳作。新教材入选这篇
文章，意在让学生学习名家名篇，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
品味文章的优美意境，提高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按照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学习文言文，
要能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背诵一定数
量的名篇。”“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积累、感悟和运用
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等要求，根据单元学
习要求和课后练习安排。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1、看注释后积累课下文言词语，重点掌握以下词语的含义和
用法：缥、湍、轩、邈、柯、泠、嘤、鸢、窥。

2、借助工具书和课文注释，初步感知文章大意，反复诵读，
达到熟读成诵。

3、诵读课文后，谈谈文章的结构美，意境美，志趣美，语言
美。养成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文学的情感，养
成健康的审美情趣。

4、探究本文对景物作生动逼真描绘的特点后，做口语复述练
习。教学重点是：积累文言词语，读懂读熟文言文。 教学难
点是：把握课文的主旨。谈谈文中流露出的作者对功名利禄



的蔑视和避世隐退的高洁志趣及追求自由的.情怀。

二、说学情：我任教的对象是乡镇中学的学生，学生厌学，
缺少学习热情，尤其是对语文科，而对于难读难理解的文言
文更是提不起兴趣。同时，班级人数多，且学生语文素养参
差不齐，只有极少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乐于表达自己的阅读
体会，大部分学生则习惯在课堂上保持沉默，甚至思维“休
眠”，因此不断激发学习兴趣，获得成就感尤为重要。

三、说教法：本文教学我采用诵读法、质疑法、辩论法、复
述法及练习法。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体现学生自主学习，教师
“授之以渔”的教学理念。教学千法，朗读为本。叶圣陶老
先生根据文言文学习的特殊性，曾经说过：“学习文言，必
须熟读若干篇，勉强记住不算熟，要能自然成诵才行。”也
就是说，学生对课文的感知是通过读来完成的，尤其是文言
文的教学诵读尤为重要。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则诱发探
索，通过探索才能发现真理，才能有所创新。对字词的疏通，
采用质疑法，让学生利用注释，借助工具书，自主学习，将
自学中遇到的难词、难句摘下来质疑问难，通过生生、师生
之间的交流加以解决，教师在点拨时授以学法指导。在突破
教学的难点上，采用辩论法，对文章的结构美、意境美、志
趣美、语言美，引导学生开展辩论，训练学生发散性思维的
能力。进行拓展训练时，采用练习法，培养知识的迁移能力。

四、说学法：新课标提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对于
初中学生来说，学法的指导和习惯的培养尤为重要，这是他
们走向主体性学习的最根本的途径。通过教学应使学生能熟
练朗读课文，并能背诵，能运用已有的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
法进行自主的学习。在本课教学中贯穿自主、探究，引导学
生自学，教会学生学习是我们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
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为此，我设计的学法有：

1、多形式朗读课文，培养语感，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2、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在自己领悟的基础上与学习伙伴合作
疏通文意，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利用合作，讨论、探究的方法，采取师生互动的方式，走
进范仲淹的生活，理解作者的豪情壮志和社会责任感。

五、说设计：《与朱元思书》教学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以
疏通文字，感知教材为主。第二课时以讨论理解，拓展训练
为主。教学过程分六步完成。

第一步：温故知新，激趣导入。古人描写山川景色的文章浩
如烟海。大家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一篇文章《三峡》吗？(展示
三峡风景挂图，播放《高山流水》曲。)文章描写了三峡两岸
高峻的山势，奔流的江水以及三峡中四时景色的变化，充满
了诗意，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类似
的文章《与朱元思书》。因为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设
计的导语既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又激发了学习新课文的兴
趣。

第二步：检查预习，识记生字 。主要掌握：缥、湍、轩、邈、
柯、泠、嘤、鸢、窥。我指导学生结合课文内容，从字的音、
形、义三方面理解、认记。让学生大声读一读、动手写一写。
这是读顺、读懂、读熟文言文的必然步骤，尤其是我们乡镇
中学的大多数学生。

第三步：朗读课文，疏通文意

1、朗读课文 ，采用多种形式反复朗读，感知课文内容。注
意语气，突出重音，节奏鲜明，速度稍缓。

2、疏通文意：a、先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自主学习。b、对搞不懂
的问题，通过师生合作探究，相互质疑解答。c、课堂交流，翻
译全文，教师点拨。d、继续朗读课文，以至成诵。这一步是完
成学习重点，我始终贯穿自主、合作、探究，引导学生自学



为主，实现和谐的生生、师生互动。

第四步：理解内容，欣赏课文：通过以上学习，学生疏通了
文意，对这篇课文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接着引导学生对文
章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探究。首先让学生背诵课文，然后抛出
问题：同学们喜欢这篇小品文吗？能说出你的理由吗？让学
生通过合作探究，说出自己的感悟。我适当引导学生从结构
美、意境美、志趣美、语言美等方面去理解课文，去欣赏课
文的美。 我设计下面问题加以引导：

1、试找出全文的中心句。文章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写景顺序和详略上有何特点？（结构美）

2、山水到底“奇”在哪里，“异”在哪里？你从泉声、鸟声、
蝉声、猿声中听到了什么？（意境美）

3、文章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从哪些句子中可以看得
出来？（志趣美）

4、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语言美）这几个问题的设计
涵盖了整篇课文的内容，而且又紧扣教学目标，有利于学生
思维能力的训练。

第五步：探究描写，口语复述：抛出问题：同学们，假如我
们是富春江漂流公司的导游，我们应该怎样向游客介绍“自
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的山水风物呢？提示：

1、抓住景物的特点，突出 “奇山异水”。

2、按地点转移，由近及远的顺序写：从流飘荡、俯视碧水、
仰观青山。

3、采用多种修辞手法使描写对象形象鲜明，富于生机。



4、详写山，略写水。疏密有分，轻重有度。

5、展开联想和想象。这一环节，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内化课文的表达方式和技巧，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学会复述，是学会写作的一个中间环
节。

第六步：拓展延伸，比较阅读：我首先让学生集体背诵《三
峡》，熟悉文章的内容。然后让学生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谈
谈两篇文章的异同。鼓励学生放开谈，随意谈。这一环节，
学生能指出多少就指出多少，不必强求。我略加点拨，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对课文有更深的理解，温故知新，提高学生的
鉴赏能力。

五、说板书 与朱元思书

本板书反映的是本文的结构内容和主旨，力求体现板书设计
的简洁性、直观性原则，旨在更好的落实教学的重点、难点。
我的教学设计体现了：认认真真地读，深深入入地想（讨
论），扎扎实实地练的阅读教学规律。力求通过教师的引导，
学生的读、想（讨论）、练，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