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

导入

“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林语堂

“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

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

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





✓ 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赏析诗歌内容。

✓ 分析诗中的景物描写，体味情景交融的意

境，领会诗人的田园情怀，追求自由的精

神品格。

✓ 感悟作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内心世界。

学习目标



陶渊明

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情感真

实，诗味醇厚，风格平淡，语言清新自然。

作者简介

又名 潜

字 元亮

自号 五柳先生

谥号 靖节先生



田园诗派、隐逸诗人

诗派风格

开创田园诗一派，又称田园诗人，为古典诗

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唐代山水田园诗奠

定了基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

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皈依，陶渊明是

中国百世田园之主，隐逸诗人之宗。



晋

陶渊明

田园诗

南朝·宋

谢灵运

山水诗

唐

王维 孟浩然

山水田园诗

山水田园诗发展脉络



不为五斗米折腰

典故

陶曾祖是高官，然而到了陶渊明时，家世

没落，得不到社会的重视。陶到29岁时才出

仕，不久又归隐。后又时隐时仕。公元405年，

在41岁的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郡督邮来县

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

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

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辞官归田。

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

老田园。



《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

陶渊明——他是滔滔浊
流中的一泓清泉，“大
伪斯兴”时代里的一位
真人，他超脱的人生韵
味、洒落的生命境界，
以及体现这种人生韵味
和生命境界的诗风、诗
境，便是我们应该吸取
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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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适应，迎合 气质，本性

笼中鸟

愚拙

遮盖
昏暗
模糊

轻柔缓慢的上升

空寂的屋子

疏通诗意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从小没有迎合世俗的气质，天性热爱山川田园。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错误地陷落在尘世的罗网中，一去就是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树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住宅四周有十多亩地，茅草房子有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榆树、柳树遮掩着后檐，桃树、李树罗列在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远远的住人村落依稀可见，村落上的炊烟随风轻柔地飘扬。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狗在深巷里叫，鸡在桑树顶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门庭里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空室里自有余暇清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我曾长久地被困在笼子里，现在总算又能够返回到大自然了。



“归园田居”的意思明确告诉我们要回到田园生活,那么它的题眼是

什么?

全文感知



在“归”这个明示信息下还潜藏着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朗读课

文，用原文的话回答下列问题。

全文感知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官场尘网 樊笼

(2)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对官场生活的厌恶

比喻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找出其中的手法

(3)如何理解“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用夸大的数字，说明误入时间之长、痛苦之深，
是作者对前半生的摇摆、痴迷表示深沉的悔恨。

全文感知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读山海经》

“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

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袁行

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



(一)初入世，温饱不足

公元393年，陶渊明(29岁)任江州祭酒，这是他初次为

官。此次为官以“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告终。告别田

园生活步入官，本是为了“稻、粱”等俗物，“畴昔苦长

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不久之后，

陶渊明就辞官归家。虽闲居在家，但他仍存有建功立业的

念头。



(二)再为官，失望而归

大约在公元398年，陶渊明再次为官，成为桓玄的幕

僚，他想实现大济天下的心愿。但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桓

玄，并没有安定社会的想法，反而滥杀无辜，忙于培养亲

信，扫清夺权路上的障碍。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适逢其

母去世，他便借服丧的机会结束了再次为官。



(三)三为官，无奈而归

公元404年2月，刘裕等人反对桓玄称帝并对其进行讨

伐，40岁的陶渊明任镇军参军。陶渊明相信在铲除桓玄势

力后，自己有机会实现济世安民的抱负。可世事难料，刘

裕稍稍取得成绩就沾沾自喜，耀武扬威，陶渊明隐隐担心

刘裕日后会走上桓玄的老路，于是动了辞官念头。



(四)四为官，被迫卸任

公元405年，陶渊明投奔刘敬宜，并担任参军。此次任

期约四个月，后因刘敬宜被皇帝撤职，只得自动解职回家，

第四次短暂的官场生活就此落幕。



(五)不违己志,决裂官场

返乡后，陶渊明又恢复了穷困潦倒的生活，“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后来在叔父陶夔的推

荐下，陶渊明做了彭泽县令。当时社会风气浮躁，利益至

上，上级官员讲排场，下层官员忙奉承。虽然出任彭泽县

令的主要目的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可他还是无法为

五斗米折腰，于是愤然辞官。自此陶渊明彻底退出官场舞

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如何理解“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羁鸟”、“池鱼”含义、特点、情感。

特点：失去自由，失去最适合它们的生活环境。暗示诗人在官场中

如同“羁鸟”、“池鱼”一样失去自由。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全文感知

羁鸟：笼中的鸟

池鱼：池中的鱼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提问：归园田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理解“守拙”，言外之意是什么？
（不归园田就无法守拙？）

明确：守拙，即守住“正直善良”的本性。

东晋末年权力之争剧烈，官员皆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没有这种本领就无
法得意于仕途。所以，正直良善之辈就会感到压抑束缚，为了守住自己的本心，
不被世俗沾染，归园田是他最好的归宿。

故而得出：
根本原因：保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全文感知

归向“田园”



全文感知

思考：找出描写田园景色的句子？并指出描

写了哪些具体的意象。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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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吠深巷间，鸡鸣桑树颠



土地、草屋

榆柳、桃李

村庄、炊烟

狗吠、鸡鸣

近

远

视觉

听觉

静

动

寓
情
于
景

思考：诗人运用了哪些艺术技巧把农村中最常见的事

物，描绘成一幅优美的图画？

全文感知

白
描

优美宁静、恬淡自然、闲适自由 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意境： 情感：



白描原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指描绘人物和花卉时用墨

线勾勒物象，不着颜色，称为“单线平涂”法。它源于古代

的“白画”。 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方法。

是指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描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



自由、安逸、喜悦

•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的结尾抒发了回归园田的乐趣，与开头的“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是相呼应的，使全诗有首尾呼应之妙。

无尘杂、有余闲、返自然

1. 从何而归？

2. 为何而归？

3. 归向何处？

4. 归去何感？

全文感知

蕴含诗人情感的词语：

情感：



思想情感

➢摆脱官场羁绊的欣喜愉悦

愉悦、豁达、释然、返璞归真。

➢对误入官场的痛心悔恨

➢对黑暗官场的鄙弃厌恶

➢对田园生活的由衷喜爱

诗人归后与归前心情的对比：

无奈、后悔；归前——

归后——



艺术手法

➢ 白描的手法

➢ 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 动静结合、以声衬静，远近结合的手法

➢ 生动形象的比喻

➢ 首尾相应，结构巧妙



拓展延伸

【讨论】

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是消极避世，不敢直面现实，不思进取

的表现。有人认为他的归隐是对自我本性的皈依，他在感受自然

万物和艰难的躬耕生活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新的意义。你如何

看待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呢？

（可从社会责任感、个人追求、当时的社会环境等角度思考）



专家看法

“在古今诗人之中，能够直接面对人生的苦难悲哀，而且真正找到
了一个解决办法的，只有陶渊明。当然，他也不得不为自己所选择
的这条道路付出了劳苦饥寒的代价。”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陶渊明的一生表面上过得那么平淡，但却是一个深刻的、豪壮的悲
剧。陶渊明的 悲剧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伟大的诗人和渺小的社
会的矛盾，是美与丑的矛盾。

-- 张铨锡《陶渊明的悲剧及其诗的思想和风格》



1. 从当时的社会来看,陶渊明坚持高尚的志趣，是一种对黑暗官场的反
叛，具有积极意义。“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辞官归隐是
陶渊明在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绝望之后选择的一条洁身自好、追求恬
静的田园生活、完善独立人格、渴望自由的道路，与当时社会的
“学而优则仕”是格格不入的。

2. 陶渊明放弃了大济苍生的理想则有其消极的一面。要改造社会，要
清除污浊，不能单靠“归隐”与“善”，应该兼济天下,积极地参加
社会活动。

3. 成因分析：陶渊明兼有“儒”“道”两派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
大济苍生，这曾为陶渊明的人生追求。而道家消极避世的思想使他
在“误落尘网”13年之后，“悟已往之不谏”，改“心为形役”为
“形为心役”，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率性自然。

拓展延伸



价值升华

不沉迷物欲，崇尚精神。

不摧眉折腰，坚守节操。

不随波逐流，坚守本性。



拓展延伸

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黄文焕

在《陶诗析义》中说：“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

，各生趣味。”结合两首诗歌(《短歌行》《归园田居<其一>》)

，谈谈自己的体会。



拓展延伸

1. 《短歌行》以感人的真诚和慷慨悲凉的感情吟咏了生命的忧患，以貌

似颓废的意态来表达及时进取的精神，以放纵歌酒的行为来表现对人

生哲理的严肃思考，以觥筹交错之景来抒发心忧天下和渴慕人才之情。

全诗以感慨开篇，继之以慷慨沉吟，再以忧愁接之，后以开朗收尾，

忧乐夹杂，忽徐或忽，想象丰富，古朴悲凉，气魄宏大。

2. 《归园田居》写的是隐退丘山之志，作者用“误落”“去”“旧

林”“故渊”等语，说明其原为世外之人，尘俗生活有违本意，不是

来处。所以他无比向往回归田园，其笔下的田园之景，方宅草屋，榆

树桃李，人村墟烟，狗吠鸡鸣等，全在作者不动声色的白描中一一写

出，都带有自己的色彩，以景之闲雅宁静，见我之旷达冲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