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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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读小说，也爱读散文。小说精彩的故事情节，

宛如经验丰富的长者，助我成长；散文里众多优美的

词句，有如新鲜活泼的青年，催人奋进。” 

同学的周记: 

——是啊，好的散文不仅以词句的优美动
人，更能用真情触动人的灵魂。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朱自清的写景散文，让我们的心
灵接受一次洗礼。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

自称江南人。（1）19岁考入北大哲学系；（2）27岁

任清华大学教授；（3）毛泽东曾高度的赞扬朱自清“表
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朱自清的散文秀丽朴

素，独树一帜，“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这

源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对世情精细的观察和感

受及朴实、忠厚、平淡、刚正的性格。

作者简介：



听配乐朗读： 

闭上眼睛欣赏美感，体味感情。 

自由朗读课文，思考问题： 

 ⑴本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理由是什么？ 　　

⑵划出文中直抒胸臆的句子，思考这些句子表达   

  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理清结构：

 出家门——走小路——观荷塘-观四周——回家门 

（1自然段） （2~3自然段） （4~6自然段） （7~10自然段） 



方法指导：

写景抒情散文中写景的目的是为了抒情，作者思想感情总是借助

于生动的景物来表达，情景交融，才能创造出深远的意境，产生

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欣赏写景的文章就要披文以入情。 

散文中除了写景的语句还有一些议论或抒情的句子，这些句子就

是理解作者感情的关键句。尤其是主旨比较含蓄的散文不仅要结

合课文关键语句还要联系文章的写作背景来分析。 



方法训练引导：

首先找直抒胸臆的关键语句： 

①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②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
另一个世界里。 

③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④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⑤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⑥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
是自己的门前。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一：结合背景 

①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被称为本文的“文眼”。什么是“文眼”呢？ 就是主题思想的聚焦
点。找到它，就能了解文章的感情基调——内心有苦闷，心绪
烦乱。“颇不宁静”是关键词，“颇”字表明程度之深。作者不宁
静的心绪是笼罩全篇的。 

作者为什么“不宁静”呢？是家庭矛盾吗？ 

——结合当时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来解释！ 



方法训练引导：

1927 年7月正是朱自清思想极端苦闷的时期，“五四”以后，革命斗争深入 ，

原来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阶层也发生分化，有的高升、有的引退、

有的堕落、有的前进。朱自清不满黑暗的现实，又没有勇气投入斗争。“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关于朱自清当时的思想情

况，他的夫人陈竹隐女士有过具体的描述，“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统治了

全国。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

大。他又在苦闷中彷徨了。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

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两条路都没有走，而是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他先前曾

说过：“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中和主义。”他还没能摆脱

这种思想，又顾虑着“ 妻子儿女一大家”。
作者只是想用超脱尘世的中和主义来排遣解脱自己的不安和彷徨。他没有

拿起枪杆冲向前线，本文可以说是朱自清付诸行动的艺术表现。 

写作背景交代：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二：根据语言环境 

②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
另一个世界里。 

不自由。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都是不想做不想

说而有不得不做的。“超出平常的自己”就是说自己是自由的。

这表面作者去荷塘是为了排遣。排遣自己内心不宁静的情绪，

让心情得以释放。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三：抓住“实词”“虚词”等关键词 

③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且”在课文中可以理解为“暂且，暂时”的意思，这个字表现出

作者怎样的的心态？是一种极欲逃脱现实，明知只是暂时解

脱、也不得已而为之的复杂心态，同时“受用”二字也点明了作

者这一举动的效果暂时超脱了，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 。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三：抓住“实词”“虚词”等关键词 

 ④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句中“但”的效果强烈，热闹的蝉声蛙声反衬周围环境的寂静和作

者内心的寂寞。作者在受用了荷香月色之后，心里又不宁静起

来。“什么也没有”极写出了作者内心的失落和空虚。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三：抓住“实词”“虚词”等关键词 

⑥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
是自己的门前。 　 

“到底”表示的意思是经过种种变化后最后的情况。江南是作者

的故乡，毕业后作者又曾经在浙江任教，写过不少赞美江南

的文章。到了清华之后，常流露出思乡之情，“今晚”寻求佳境，

意在摆脱“不宁静”的心情，但难以摆脱，身处烦忧，忆往怀旧，

想借此超然于现实的重压之外，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与“颇
不宁静”遥相呼应。



方法训练引导：

品析关键语句方法四：综合运用方法二、方法三 

⑤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联系上下文是由于这荷香月色不能真正的排遣内心的不宁静，

所以才怀古思乡。同时这段中描写的古代江南采莲习俗的热

闹、风流、有趣，正反衬出当时作者现实生活的死寂、无趣。 

“无福消受”可不是作者的凭空的感慨，作者是有的放矢，他

用这一句来暗示重新面对现实时的无奈和悲哀。这时作者的

心情“又颇不宁静”了。 



方法训练引导：

分析关键语句在文中的作用： 

 不平静——求平静——得平静——失平静 

（①） （②③） （④） （⑤⑥） 



小结：

总结散文阅读与欣赏的学习方法：

把握线索，理清结构；结合课文中议论抒情的关键句揣摩作

者情绪的变化；结合写作背景把握作者感情变化的原因。 

以后我们学习写景散文，就可以采用这种欣赏方法。 

人文教育：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事，一个排遣忧愁，让自己冷静的

好办法，那就是走进自然，融入自然！试试吧，希望到时候

我们都能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品味文章的4-6 自然段

 2．完成课本思考与练习1.2 题



谢谢同学们的配合

我们的成绩积累

            在每一节课堂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