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习目标
1、读对字音、句读；
哪些字的读音需特别注意？
2、借助注释、读通文意。
继续标注不理解字词并尝试解释。
（结合语境·结合所学·同伴互助）
3、用红笔标画直抒胸臆的句子。

自主预习·读懂课文



导学导议，整体感知

兰亭集，可谓（    ）矣；
兰亭思，可谓（    ）矣；
兰亭悟，可谓（    ）矣。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乐”

集在何时？
集在何地？
集来何由？
集来何人？
集地何景？
集来何事？
集会何天？
集会何乐？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信可
乐也。会与会稽山阴之兰亭，信可乐也。修
禊事也，信可乐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信可乐也。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激，映带左右，信可乐也。引以为
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信可乐也。是
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信可乐也。仰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乐”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汤显祖《牡丹亭
》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乐”



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思考：作者因何而痛心？）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
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
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岂不痛哉！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岂
不痛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岂不痛哉！况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岂不痛哉！古人云：“死生亦大
矣。”岂不痛哉！



讨论思考：作者因何而痛心？

从（  ）字读出（        ）之痛

从（倦）字读出（难以珍惜或难以满
足）之痛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从（老）字读出（人生苦短）之痛 

                光阴易逝
                老之将至   

从（倦）字读出（难以珍惜）之痛
从（陈）字读出（美好不再）之痛
                美好短暂  

从（尽）字读出（生命无常）之痛
                生命短暂 

从（  ）字读出（        ）之痛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
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
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
大矣。”岂不痛哉！



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静

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躁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或晤言一室之内——静

清谈：谓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空谈玄理
的风气。亦称玄谈。清谈重心集中在有
无、本末之辨。始于三国魏何晏、夏侯
玄、王弼等，至晋王衍辈而益盛，延及
齐梁不衰。

——清心寡欲，谈玄悟道——清谈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人数——
地点——
时间——
内容——
方式——

或—静—清心寡欲，谈玄悟道—清谈

能来就好
舒服就好
随时就好
莫谈政事就好
能谈就好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或—静—清心寡欲，谈玄悟道之人—清谈

清谈是两晋的特产。

导学导议，探究“兰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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