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句
极富表现

力的字词
表达效果

看万山

红遍,
层林

尽染

看、万、遍、
层、尽染

“看”字作为领字,写出了作者通

过远眺、近观、仰望、俯视,看到的

生机 盎 然、色 彩 绚 丽 壮 美 的 秋

景图。
“万”字写出了山之多;“遍”字写

出了红之广;“层”字表现出树木

的重重叠叠;“尽染”则活画出山

林仿佛人工染就的壮美景色

漫江碧

透,百
舸争流

鹰击长

空,鱼
翔浅底

万类霜天

竞自由
竞

“竞”字有力地突出了在寒秋严霜

下万物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让读

者感受到词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

爱和由衷赞美

忆往昔峥

嵘岁月稠

▶
 

微任务四　情景交融，鉴赏技巧

6.在上阕中,词人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勃勃

的秋景图,请结合内容分析上阕的写景有何特色。

 

 

 
7.《沁园春·长沙》上阕重在写景,景中有情;下阕

重在抒情,情中见景。结合本词内容分析词人是如

何做到景情的统一融合的。

 

 

 

▶
 

微任务五　主旨情感，多维探究

8.本词表达了怎样的主旨?

 

 

9.对“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怅”字所

包含的思想情感,读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你是怎么理

解的? 谈谈自己的看法。

 

 

 

湘江北去万山秋

《沁园春·长沙》是青年毛泽东的一篇力作,
是一篇游故地而观秋景、忆同窗而思往事、励斗志

而抒豪情的壮美辞章。综观全词,写景、叙事、抒

情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无论是数词还是动词的选

用,呈现的都是一种豪迈的气势。写秋景而不衰

飒,忆往事而不惆怅,景、事、情紧密交融,汪洋涵

汇,大气磅礴,实开临秋抚事词篇之大观。
词的上阕借秋景抒发革命激情。毛泽东伫立

橘子洲头,眺望岳麓山枫叶秋红的景象,凭吊杜牧

《山行》遗曲,目送滚滚北去的湘江水,举目仰观天

空展翅的雄鹰,俯首察看碧水跃动的游鱼,感天地

万物生机勃勃的竞争,生发了“谁主沉浮?”的感喟。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三句,点明

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环境。毛泽东独自伫立于寒

气袭人的萧瑟秋风中,见湘江经过橘子洲头向北

流去,想到它一进洞庭湖,便会与长江合流,将出

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浩大气

势;想到自己即将南下广州,投身革命的洪流,必

会做出“驾长风破万里浪”的壮举。“寒秋”一词给

人一种寒气扑面、秋风凄厉之感,既点明了作者到

达长沙的时间,又暗示了当时军阀混战、社会黑暗

的现实,更是作者对自己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切

肤感受。“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给人一种大河之

中、小洲之上的空旷感。
一个“看”字,总领以下七句,山水尽收眼底,

描绘出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姿的湘江秋景,不

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大手

笔。这幅秋景图异常壮美而富有活力。远看“万

山红遍,层林尽染”,立体的岳麓山群峰耸立,层次

分明,都染了红色,真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近观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练,秋江碧波,从岳

麓山下蜿蜒流过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

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百舸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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