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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五柳先生传》 是陶渊明托“五柳先生”
为自己写的一篇自传。预计用两课时完成学习

任务。第一课时在引导学生诵读课文、疏通文

意、整体感知内容的基础上，我给学生布置了

一项预习作业：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眼中陶

渊明的形象。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大家对人物

性格上“不慕荣利”和生活上“安贫乐道”的

特点把握得很准，因为这两点可以原文摘录或

很容易概括；但是对于人物“爱好志趣”的理

解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有的人对“好读书，

不求甚解”理解肤浅，有人对“性嗜酒，期在

必醉”观点偏激。据此，我决定第二课时从分

析人物志趣入手，感悟人物精神品格。

2 实施措施

通过设计核心问题，引出要解决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交流，激发辩论、探究，来分

析问题，再以资料助读的方式，深化理解，进

而解决问题。

3 具体过程

上课伊始，我先出示主问题：勾画出表

现五柳先生爱好（志趣）的语句，说说你的体

会。学生通过读文很快就找出了人物的三大志

趣：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我进一

步追问：“对于五柳先生，也就是陶渊明的这

些志趣，你是怎样看的？”

生：陶渊明好读书，但不求甚解，表明他

喜欢读书，但不在一字一句上过分死抠，可见

他读书灵活，不死板，不是古代常见的书呆子。

师：“不求甚解”是否说他读书只满足

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呢（引出问题一）？

生：不是的。陶渊明读书讲究“会意”

即体会书中要旨，就是说他能领悟文章的精髓，

只是不过分的咬文嚼字。

师：这一点有何可贵之处？

生：读书方法值得借鉴。

师：除了方法之外呢？

生沉默。

师：可联想古人读书的目的来谈。

生：古人读书多是为了求取功名，升官

你了解陶渊明吗 ？
——《五柳先生传》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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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五柳先生传》进行

了案例分析，并对一些教学问题

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摘  

要

发财。因此为了金榜题名，读书就得“死抠”

字句；而陶渊明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既不求名，也不逐利，只为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这一点很超凡脱俗。

生：我补充，他“常著文章自娱”也表

明他读书写文章都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而不是为了名利。

师：你们说得很好。古人读书追求“学

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

多数读书人的理想。而陶渊明反其道而行之，

体现了他性格中什么特点？

生：正如文中所说：“不慕荣利”。

生：厌倦官场，远离世俗。

……

师：关于五柳先生“性嗜酒”这一点，

你喜欢吗？请自由发表见解（引出问题二）。

生：我喜欢。五柳先生喜欢喝酒，虽“家

贫难致”，但有亲朋邀约，他就“造饮辄尽”，

“期在必醉”，醉了就走。为人多洒脱豪放啊！

生：我不喜欢。你喜欢喝酒没问题，但

不能“期在必醉”吧，人家好心请你喝酒，你

喝醉了多失态，应该适可而止。

生：我也不喜欢。他都辞官归隐了，生

活穷困潦倒，还总是沉浸在醉酒的世界里，未

免显得颓废糜烂，他就没有顾及到家人的感受

吗？男人总该有点责任感吧？

（由于学生的兴趣被激发，发言越来越热
烈，学生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形成辩论的局势 ）

生：我同意刚才同学的观点。陶渊明当

上彭泽县令后，下令把三百亩公田全部种成酿

酒的秫谷，他还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

平生足矣”，可见他已经嗜酒成疯。

生：我不觉得陶渊明嗜酒有何不妥。古

代文人有几个不好酒呢？酒与文化密不可分，

“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后才会绽放才华，才

会诗意大发，再说这也是性情率真自然的体现，

我觉得挺可爱的。

生：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用酒精来麻醉

自己，借醉酒来忘却现实的不幸和痛苦，这难

道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消极逃避吗？和苏轼面对

苦难的乐观豁达比较，陶渊明未免懦弱。

师：同学们讨论得很激烈，也很有自己

的见解。我觉得要深刻理解“陶渊明与酒”，

还需要通过阅读其他相关的作品，透过文字去

走进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和领悟。（出示链接材料）

4 课后反思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本人的自传。

关于陶渊明，他身上有太多丰富的精神内涵，

他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他用性灵、

用良知为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世界里建成一座坚

不可摧的堡垒。作为初中生，因为缺少丰富的

阅读积累，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对人物

的认识要么来自参考书上毫无价值的过滤，要

么理解肤浅，流于表面，更甚至于认识有偏歧。

结合本节课，我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一下自

我反思：

首先，预设问题，为学生创设问题的情境。

学习本文前，因为有《桃花源记》和《归

园田居》做基础，我以为学生对陶渊明应该会

一定的认识，因此在前一节课整体感知文意后

用人物形象赏析（《我眼中的陶渊明》）来“投

石问路”。从发现的问题来看，预习作业是有

价值的。我可以根据出现的问题设计本节课的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

其次，分析问题，为学生打造思维碰撞

的平台。

我没有像以往讲古文那样，为了迎合中

考，就课本而讲课本。而是用一个主问题激发

学生的发散思维，让学生独立思考，个性化解

读人物，构建对人物的立体认识。对于学生存

在的认识上的分歧不回避，不怕“偏离轨道”，

巧妙地把问题引导到探讨的轨道上来。“好读

书，不求甚解”是理解的重点，学生很容易把

它仅理解成一种读书方法，而忽略其与人物精

神品质的关系。我用“这种读书法有何可贵之

处”来引导，学生从古人读书的目的自然就感

悟到了人物的精神品格；关于五柳先生“性嗜

酒”这一特点是理解的难点。对于学生众多的

微词我先不置可否，而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给

学生提供一个激辩的平台，让学生的思维在碰

撞中产生火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

再次，解决问题，为学生提供升华理解

的阅读资源。

当学生的理解陷入困境或僵局，先不忙

于做结论，而是给他们提供丰富的素材去帮助

他们深化理解。萧统的《陶渊明传》是从第三

者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更全面客观的评述，与陶

渊明的几篇诗文一起更有助于学生理解陶渊明

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语文学习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课堂的內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不能

把哪一篇文章割裂开来理解，只有广泛涉猎大

量阅读才能加深体验，才能灵犀渐至，才会有

豁然开朗。正如语文主题学习提倡的“语文不

是讲出来的，是自己读出来的。”

本节课最大的不足，是在实施教学措施

的过程中，教师在关键处对学生思维的激发不

够巧妙，点拨也不够有深度，在追问理答的技

巧上不够游刃有余。教师高超的教学技巧和过

硬的基本功是活力课堂、智慧课堂的保障，我

自己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加强。“教然后之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学习”活水来。读书

学习仍是我专业化成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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