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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种体验，没有审美主体或美感的眼光，事物

的客观存在便仅是存在，扁平而无趣。有审美的眼睛才

能见到美①，而审美本质上就是审视事物本身所带有的纯

粹的美感。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在于学生能

够直观感受语言文字与其背后的言语形式本身的独特魅

力。学生循着文字，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性情的浸润，

产生共鸣以达到情趣相融的境界，获得真正的美感经验，

在语言学习与运用中体验美感，这也是语文教学的应有

之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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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第三单元选文的体裁是山川之美古诗文，古代

诗文是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文化瑰宝，具有独特神韵且

承载着作者的情怀与精神，在陶冶学生心性、培养良好

的道德情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一切都应该

是在学生阅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是在学生感受作品美

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②，而不是由教师直接“嫁

接”的。

本单元整体设计以“策划‘灵秀一方’沉浸式体验

观景游戏”为主要任务，开发一个融旅行、社交等玩法

为一体的云游体验游戏。通过《三峡》、《答谢中书书》、

《记承天寺夜游》、《与朱元思书》四篇课文的学习，梳

理其中的景物及其突出特点，提炼关卡素材及具体设计

方案，透过景物感受其背后寄寓的文人胸怀与志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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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此基础上学习描写景物的方法和技巧以撰写游记

式的景物散文，统整后充实游戏后续支线“锦绣风物”，

云游在古今的大好河山之中，见其景，感其情，品其美。

表1　统编版八上第三单元单元学习目标与核心任务

单元学习目标 核心任务

◆梳理四篇课文中的景物，理解并积累常

见文言实词和虚词，可独立制作文言字词

卡片，提高自主阅读古诗文的能力

◆反复诵读，分析课文中观察景物的方法、

特点及写法，从修辞、视角、感观、融情

等角度品析表达效果，进入诗文意境

◆从歌咏山水的诗篇中加深对自然山水和

文人之趣的认知，体会文人胸怀，建立净

化心灵、陶冶情操的审美趣味，为审美创

造奠基

◆从诗篇中析出多角度观察、描写景物的

方法与技巧，融情于景，学会描写景物，

使景物生动鲜活

策划设计“灵

秀一方”沉浸

式体验观景游

戏，提供具体

策划方案和学

生个性化创作

的山水游记散

文，为游戏的

初步开发提供

素材与制作参

考。

以《与朱元思书》为例，该文为自读课文，教师应

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引导学生通过朗读，从文字间体现

文人高尚情趣及审美趣味，提高学生的感知美、鉴赏美

的能力，为后续支线的审美创造提供有效路径。

【教学目标】

有节奏地朗读课文，明确骈文特征，体会奇山异水

之美。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运用联想和想象，自主提炼

景物特点。了解创作背景，感悟作品意境，理解景与情

之间的关联，在情志表达中体会文人胸怀及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朗读、赏析以体会奇山异水之美，品析作者的笔法

之妙。发挥联想与想象体会景情相生。

【教学难点】

通过“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

忘反”的理解，明晰“天下独绝”的深层含义，体会文

人胸怀与志趣。

【课时安排】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学，从信生发

前几节课我们以《三峡》、《答谢中书书》为制作

底本，通过反复诵读、品析字词、想象画面等方式完成

了“奇绝三峡”“欲界仙都”关卡的游戏策划。天下佳山

水，古今推富春，今天让我们来品读一封南朝梁吴均的

来信《与朱元思书》，他用文字描绘了“小三峡”富春江

奇丽的山光水色，将他眼中的美与友人朱元思分享，把

自己的胸怀志趣也融于精炼的文字之中。让我们与吴均

同游富春江，感受其中的秀丽风光。

二、自由朗读，初遇富春山水

播放缓慢流动的江水声，模拟“从流飘荡”之状，

引导学生自由、完整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感受美景画卷，

品味其中的情境美。阅读过程中，有疑惑的字词可以借

助工具书与文下注释进行释义。

请两位同学展示朗读，其余同学自由点评。引导学

生关注节奏变化、停顿处理，学生以此掌握骈文的特点：

声韵整谐、讲究平仄、富有节奏，掌握朗读技巧的同时，

去感受山水骈文的美“韵”。

读后交流，引发思考：

①这幅山水画卷给你何种感受？

②作者面对眼前美景又作何评价呢？

明确：作者将评价“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前置作

为小引，将感受直观摆在读者眼前，读者带着直觉思维

与形象思维，在下文中品味水异在何处、山奇在何处。

那在“灵秀一方”云游世界中我们应该作何设计？

提示：关注文本视角及作者游览的心情。

预设：保留这种形式。进入关卡，先呈现远观大景，

晴朗天空和群山是同样的颜色，明净清爽，浑然一体，

将玩家带入情境中，拉近景与人的距离，而后归于玩家

视角。“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进行游览方式“小船只”

的沉浸体验（配上船只飘于水面发出的水波声），然后进

行地点简介，过程中的配乐皆缓慢悠长，呈现完画面后

稍停顿，船只顺水流而下，让玩家（同船游客）更充分

地感受。之后自由抒发感受，最后呈现吴均的评价：“奇

山异水，天下独绝。”

随文点拨：

①“东西”是词性活用，方位名词作动词，解释为

向东或向西漂流；

②体会“任意”背后承载的作者赏景心情。

场景界面已经策划好了，除了船只漂流的水波声，

还可以配上原声朗读，让我们带着游览时的这份愉悦与

惬意，注意节奏停顿，齐读第一自然段。

三、品析字词，感受山水之妙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可谓是极高的评价，那富

春江的水异在何处、山又奇在何处呢？让我们顺着水流，

一起来观赏。请大家看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作者写的

是？【异水】

随文点拨作者的写作顺序遵从其游览方式与视角。

在游戏设置中也应考虑观察先后顺序进行合理设计。

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眼前异水中的景物元素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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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朗读第二自然段，去看看富春江的水究竟异在何处？

【预设回答】①异在水的颜色和深度。“缥碧”是浅

青色，水的颜色像是碧玉一样有光彩、饱满。而且水很

深，吴均夸张地用了“千丈”来形容。

②异在水的清澈。就像刚刚那位同学说的江水虽有

浅青色、有深度却还能“见底”，连“游鱼”、“细石”都

看得一清二楚，说明江水极为清澈。

③异在水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表现出水急，

急到比箭还快，水势猛烈像是飞奔的马。

总结补充①、②，补充③水色、水深、水清表现出

的都是静态、平静的样子，而后水“甚箭”“若奔”，水

势浩大猛烈，存在反差，因此不仅异在水急，更异在富

有变化。

点拨：联系《三峡》中“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的“奔”，点出与此处的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都找到了水异在何处，并进行了分析。接下来，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同桌进行探讨，结合前两关卡的制

作经验，完成本关卡中“异水”后期制作脚本表。

表2　《与朱元思书》关卡场景制作脚本1——碧水游鱼

具体场景 拍摄与后期制作脚本

水皆缥碧，

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

直视无碍。

碧 绿 水 波 荡 漾， 晶 莹 清 澈， 好 似 透 明 一 般，

一眼见底。设置近距观察按钮，玩家可选择

细 察 江 水， 游 鱼 静 止， 而 后 缓 缓 悠 悠 游 动，

加入水中微波特效与轻微水声，动静结合，

更具惬意与趣味。游鱼之下，水底累累的细

石也一览无余。

大家通过联想与想象，基于作者的文字与自己的理

解进行了关卡场景制作脚本的设计，既把握住了景物的

特征，也学习了作者写水景时的手法及观察角度。那这

一场景中除了画面及其的组接，我们还应配上怎样的大

自然之声呢？

预设回答：富有变化的水声，起初缓缓流淌，轻柔

缓和，时不时有鱼儿激起的水波声。稍停几秒，渐入较

为湍急的水流声，水势浩大，急促响亮，滔滔不绝。

那在这样变化着的水流声下，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朗

读呢？【提示：可以从语气、语速、语调等角度进行设

计，处理好节奏与停顿】

预设回答：

①在读“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注意句子停顿，在

水后稍停，可以突出“皆”，采用重音，“缥碧”可轻柔

一些，“千丈”读的稍慢，给玩家留下体味空间，“见

底”则需连贯诵读，体会水之清和净。

②在读“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时，将“游鱼”读

的灵动一些，突出水中的生气。“直视”后停顿，“碍”

可稍轻，与后面“急湍”的转变做好衔接。

③在读“急湍甚箭，猛浪若奔”时，在注意节奏的

基础上，用渐快的语速、较重的语气，字字不拖沓，读

出水流的迅疾、迅猛之感。

总结朗读要点，学生齐读第二自然段，将录音作为

游戏中的原声朗读的素材。

玩家与吴均同游，对非同一般的水景已然有所感受。

放眼远望，富春江沿途的山又奇在何处呢？自由朗读第

三自然段，感受山之奇。

有没有哪位同学来说说吴均眼中的奇山之景是什么

样的呢？

自由回答并明确：抓住“寒树”“竞上”“千百成

峰”“泉水激石”“好鸟相鸣”和“蝉转”“猿叫”等词进

行了画面的描述，并作提示：

①注意“轩邈”的词性。轩、邈作动词，解释为向

高处延伸、向远处延伸。

②《三峡》中也出现了猿的叫声，试比较两者区别：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

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

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

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

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与朱元思书》）

明确：在吴均耳中，蝉和猿啼都是山间的天籁之音，

配上泉水与石头相碰时发出的清脆声，鸟儿的歌唱声，

都有欢快自得的气象，颇有自由灵动之感。

追问：那你能提炼出吴均从哪些角度来描绘山之奇

的吗？

【总结：山色寒、山势高、山峰连绵、山音妙】

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时间，与同桌共同探讨完成

“奇山”的后期制作脚本表，提示：游览方式是漂流，

因此作者和玩家的立足点仍然是船上。

表3　《与朱元思书》关卡场景制作脚本3——争高奇山

具体场景 拍摄与后期制作脚本

夹 岸 高 山，

皆 生 寒 树，

负 势 竞 上，

互 相 轩 邈，

争 高 直 指，

千百成峰。

使用长镜头，从水流慢慢放远到山上寒树，

树的密度和色彩要做特效处理，突出冷色调，

玩家可以自由移动左右视野。玩家观察后，

将视线由低往高移动，到达山巅，山尖超越

云层，云层设为动态，轻柔缥缈。随后视线

扩展到座座高山，山峦连绵不断，画面壮观。

再从局部扩展到整体，随着船只飘动，以此

为参照，山似乎也在与玩家同游，无生命的

山，无不奋发向上，富有动感



35

教育发展研究 4卷9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基于以上品析，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朗读呢？全班齐

读，从语气、语速、语调中读出景物的特征。

四、感通创造，寻觅山水知己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自然本身并

没有美丑，景色之所以美，是我们欣赏景色时，唤起了

生命里的某种感叹，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情感和生命。”

我们留意这两个动词“息”和“忘”，请结合这两个字的

来历、演变过程（出示演变图）及吴均 NPC 资料卡，谈

谈你品悟出作者的何种情感和志趣。

 吴均 NPC资料卡 
· 姓名：吴均 
· 朝代：南朝梁 
· 官职：原为奉朝请（闲职），后因越权私撰历史，实录梁武帝痛处被罢官。 
· 时代背景：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当时士林崇尚清淡、鄙弃世俗，有着流连
光景的生活情趣和回避现实的清高隐逸思想。 
· 个人简介：一生如同中国古代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寒门，虽满腹诗书，才
气过人，但仕途多舛，抱负难施，终未显达。梁武帝曾经斥责吴均，“吴均不均”
活化出他的性格。不仅越职私撰写历史，而且偏实录梁武帝的痛处，文如其人，

虽用当时盛行的骈体，但是却别具一格，骈中带散，一任性气自成一体，谓之

曰“吴均体”。后受到佛、道家思想的影响，萌生了拂袖绝尘的隐居志趣。 

图3　吴均NPC资料卡

明确：他徜徉于富春江的奇山异水、险峰幽谷时，

心境平和，随缘而适，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愁绪，

进入了绝对自由的独立的精神境界。抒发了作者对世俗

官场、利禄的“息”和“忘”，“息心”以致“心静”，内

心的宁静才能“任意”、“从流”，由此所见山水也便澄

清，含蓄地流露出爱慕美好大自然、向往自由、避世退

隐的人生态度与高洁志趣。

桐庐山水的惊人之美，具有移情易志的巨大魅力。

山水好似他的知己一般，可为玩家设置走近作者按钮，

听一听他在与“山水知己”倾心感慨着什么？梳理完成

吴均 NPC 感慨要点和其神态、动作设计要点。

预设：

·吴均 NPC 感慨要点：

（1）赞扬富春江奇山异水之美。

（2）感叹自己的仕途之路与人生经历。

（3）劝勉友人及追逐名利或热衷官场的人放下争名

夺利之心，忘情天地大美之中，共雅高洁之道。

·吴均 NPC 神态、动作设计要点：

（1）赞叹时，可作沉醉状，双臂自然打开，似拥抱

美景；也可伸右手合指指向山峰，似与玩家介绍美景之

态，津津乐道。

（2）感叹时，可长舒一口气，将往事娓娓道来，始

表情沉重，后带着一丝释怀的笑容。

（3）抬头远望，进而环顾富春江畔，忘忧一笑，恳

切、自豪地劝勉友人及“世俗”中人。

“奇山异水”，异在山水之外显美，更异在山水反射

之下作者心境的内在美。景中有情，情融于景，景情相

生。让我们伴随着悠悠水流声，再次齐读全文。

最后，学生总结，拟定关卡名称。【预设：独绝富春】

【作业设计】

本文是吴均给友人朱元思的信（节选），基于对作者

的胸怀、情感的感受之上，开展“见字如面”的游戏情

节设置，朱元思收到其信后颇有感受，请以朱元思的身

份，给吴均写一封回信，投入到游戏的速递信箱。

该教学设计围绕“山水之美”这一人文主题，指向

学生的审美素养提升与发展，通过朗读让学生感受文言

文语言独有的言语形式与韵律，组织学生在品析字词时

通过联想与想象将文字转化为脑海中一幅秀丽俊美的山

水画卷，助推学生感受寄寓其中的缕缕情思，吸纳源自

我却高于我的精神品质，获得审美体验与人生启迪。

注释：

①谈美 . 朱光潜 P11

②陈柳 .“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文字趣味观

初探，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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