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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学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三单元《兰亭集序》《赤壁赋》《游褒禅山记》

三篇古代山水游记散文，在处理语文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生涯规划实

践活动：一是领悟生命的意义，早作生涯规划。二是勇于直面挫折，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三是明确生涯目标，行事当“尽志”而“无悔”。四是“深思而

慎取”，走稳漫漫生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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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三单元安排了《兰亭集序》《赤壁赋》《游褒禅山

记》三篇古代山水游记散文，它们借游赏之事，探索生命的意义、治学的道理。

作为学生人生道路上摆渡人角色的老师，尤其是作为语文老师，有责任有义务在

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起积极的生死观，培养学生直面挫折的勇气，掌握多角

度看问题的正确的思想方法等，助力学生更好的规划人生。结合本单元教学内容，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方面的引导。 

一领悟生命的意义，生涯早规划。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面对宇宙和历史时都会感叹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常。

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杨

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教学本单元前，

就这一问题，我在班上作了个随机调查。有的说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有的说生

命只有一次要活得有价值；有的说多挣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更多的是一脸的茫

然。生命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也正因为这千差万别的人生

才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但并非所有的人生都是值得称道的。人到底

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教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时，我和学生作了这样的探讨： 

1.提问：《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批判庄子“一生死，齐彭殇”的消极生死观，认为“一

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试问庄子是从什么角度看生死问题，王羲之又是从什么角度

看生死问题？ 

讨论明确：王羲之是从生命的社会意义角度看生死问题，提出“生死亦大矣”“将以有

为”的积极生死观；庄子仅从生命的生物意义角度看问题，将生命物化，认为生死都只是生

命的物理转化过程，它们一样都是生命的存在形式。 

2.王羲之认为“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但没有具体说明理由，现在请同学们

帮王羲之写一段批驳庄子的文字。限时 6 分钟。（即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生死？） 

请学生展示成果：…… 

示例：古有庄子云：“一生死，齐彭殇。”这得到部分人的认同，但我不敢苟同，生死

岂能相等？人生在世，当运用毕生所学服务人民、造福社会，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司马

迁若不忍辱苟活，又哪有《史记》如日月光芒照耀历史长河？邓小平若经不起三起三落的折

腾，又哪有现今的中华盛世？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同样是死，尚且有这

么大的区别，更何况生死乎？ 

通过这样的引导，相信学生更能明白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该如何正确看

待人生，如何更好的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是过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庸庸碌碌的过

一辈子，还是让自己有限的生命绽放光彩，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每个人的人生之

路的是自己选择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王羲之用他的书法给我们作了很好的诠



释。希望通过这样的引导，能让学生多想想自己的未来，早作生涯规划。 

二勇于直面挫折，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世间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在生涯旅途的各个阶段，每个人都会遇到这

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挫折。当遇到挫折时我们该如何才能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保

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呢？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修行。青年学生人生阅历尚浅，

他们需要懂得如何去直面挫折，更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应该怎样

去应对。要说这方面的人生导师，曾被迫辗转于“黄州惠州儋州”的大文豪苏轼

当是不二人选。苏轼一生坎坷，却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人生大境界，他是怎么做

到的呢？我带着学生从本单元的《赤壁赋》中是这样寻求答案的： 

师：从文中看，苏轼由“乐”而“悲”，那么他的“悲”从何来？ 

生：一悲人生的平凡，功业无成；二悲个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三悲欲求仙而不得，

仕途失意理想难以实现。 

师：“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旗帜蔽空”，场面何等壮观，在江

面上洒酒祭奠，横执长矛吟诵诗篇，一代枭雄何等气魄。一句“而今安在哉”？英雄豪杰不

过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灰飞烟灭风流散尽。贬谪中的苏轼哀叹：生命如此虚无，

个人如此渺小，生命如此短暂，怎能不令人悲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苏轼是如何走出悲伤情

怀的？ 

生：苏轼举“水”和“月”为例，“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由变者观之，生老病死

乃人生常态。从不变的角度来看，人类像水和月一样，“而未尝往也”“而卒莫消长也”，是

代代相传的，是可以永恒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师：这种理性的思辨使苏轼更加乐观。既然万物都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那么

用不着羡慕长江的无尽，哀叹人生的短促，而应该保持乐观旷达的心态。（过渡）解脱了，

不羡慕了，那么再从哪里去找精神的寄托呢？ 

师：大家齐读“且夫天地之间……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这段话里苏轼认为取什么，

不取什么呢？ 

生：不取，“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即不争名利、随遇而安；取，清风明月，

在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到精神寄托。 

师：换个角度看问题，心境往往就大不一样了。苏轼最终在哲学的领域中寻求到了他精

神的永恒解脱，在大自然的山水中寻求到了他真正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从他多次遭贬的怀才

不遇中突围出来。同学们，当我们遇到逆境时，该如何选择智慧的人生呢？ 

生：比如当我们考试考差了，难过是肯定的。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这是把我知识的

不足暴露出来了，让我提前弥补，等到高考我可能遇到的问题不就少了吗。若能这样想，还

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才可能有下一次的好成绩。 

师：著名的美学教授和著名散文家周国平说过这么一句话：“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

死去──所以我要执著生命，爱护自我，珍惜今天，度一个浓烈的人生。今天我活着，而明

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超脱生命，参破自我表现，宽容今天，度一个恬淡的人生。”江水

东流、明月长存，而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那么就让我们珍惜眼前、把握今天，微笑面对挫

折，乐观面对困难，创造生命的价值，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飞过的痕迹！ 

“态度决定高度。”对待人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将来的生活质量程度。

通过这篇课文，让学生能理性的看到世间万物，明白“变”与“不变”、“取”与

“不取”的人生哲理。勇于直面挫折，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是走出人生低谷，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的一大法宝。 

三明确生涯目标，行事当“尽志”而“无悔”。 

英国有句谚语：无目标的努力，有如在黑暗中远征。这句话正是我们身边不



少学生现状的写照，他们学习很努力，对人生目标却缺乏明确的规划。学习上或

生活中一旦遇到点困难，就很容易丧失斗志。正所谓“胸中没有大目标，一根稻

草压弯腰”。本单元的《褒禅山记》，作者王安石记述了自己一次没有尽兴的游

历，曾为自己轻易地放弃而懊悔不已。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世之奇伟、

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故行事当“尽志”而“无悔”。这正好能给学生上

一堂生涯规划的课，让他们明白确立生涯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处理好“志”“力”

“物”三者的关系对生涯规划的重要意义。课堂上我是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师：反复诵读课文“于是余有叹焉。……此余之所得也”，说说对这段话的理解。 

生 1：王安石这段议论，意义深刻，既说出了不怕艰难，勇往直前，领略险峰上的无限

风光的人生态度。也说出了“尽吾志而无悔”改革决心。 

生 2：王安石把游山（准确说是游洞）的成功归为三个条件：一是有志；二是有力；三

是有物；三者缺一不可。但是他最强调的是志，在物和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吾志而无悔”。 

师：作者借这篇游记，向我们说出了他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那么在王安石看来，一

个人做事的成功和失败，怎样的归因才有意义？ 

生 3：“多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四“深思而慎取”，走稳漫漫生涯路。 

《游褒禅山记》中，作者不仅说明了无论是建功立业、治学或是办其它事情，

都要矢志不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还有感于仆碑之“华山”音误，后世谬传“何

可胜道”。作者用亲身经历告诫后人，治学当讲究方法，“深思而慎取”。在我们

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深思慎取的。比如交友，就必须深思慎

取，多交善友，远离损友。作为学生，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在面临各种

选择时，必须思而后行，才能避免做出蠢事，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懊悔不也。凡事

多想想，提前做好生涯规划，“深思而慎取”，走稳人生的每一步。 

本单元的三篇教材选用的都是历史经典名篇，每一篇都闪耀着儒释道等光辉

的思想。无论思想境界上还是学习生活中，都能带给学生的生涯规划带来诸多启

迪。语文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更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语文老师除了“传道受业

解惑”外，也要让学生通过语文的学习，交给他们一把开启智慧人生之门的钥匙，

引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在人生路上少走弯路，努力实现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