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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

历。 

        2、了解毛泽东的叛逆的青春期行为

与后期的革命经历的联系。 

        3、训练整体感知、揣摩语言的能力

。 



过程与方法： 

       1、学习并体会口述性自传的写作特点。

        2、体会作者的主观视角观察传主是如何

凸显人物的精神气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学生了解伟大领

袖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 

        2、了解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叛逆性格并非

如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而是与健康的人生目

标联系在一起。



作者简介

       埃德加·斯诺（1905—197
1），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

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

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

个。他父亲开了一家不大的

印刷厂，家里过着比较富裕

的生活。性格坚毅的斯诺，

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
的道路，成为20世纪享誉世

界的著名记者。



       他于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

他亲赴前线采访，写下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有

关中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他撰写了轰动世

界舆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
派色彩，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

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信任。 



        斯诺一生共写了11部著作，大多是长篇

纪实和新闻报道类的。内容多数是根据采访而

来，有些是辗转的传闻。除《西行漫记》外，

还有《远东前线》《活跃的中国》《为亚洲而

战》《人民在我们这边》《红色中国随记》

《旅行于方生之地》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

斯诺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

村去世，两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斯诺去世后，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

遵从他的遗嘱把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

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个小花园中，这个

小花园一度是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汪衡（1914年8月29日
——1993年1月）出生于北

京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排行老三，族名汪椿宝。
汪衡4岁时就入家塾，读四
书五经。12岁时，汪衡考

入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
部五年级。中学毕业后，
1935年汪衡考入上海复旦

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又
转入经济系学习。　　

译者简介



         1937年，7月份，孙寒冰看到美国

《ASIA》月刊开始连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的《毛泽东自传》，便请汪衡翻译。同时，

汪衡还翻译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也是

斯诺写红军长征的最早中文译本。后来，汪

衡还编辑、翻译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

《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

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 



        汪衡还曾于1938年1

月12日上午11时至12时在

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

武汉办事处采访过周恩来，

并在《文摘战时旬刊》第

九号发表了《周恩来访问

记》。这是当时在国统区

最早发表的一篇专访周恩

来的报道。　　



　    1946年7月，汪衡作为英文秘书和翻译，随
冯玉祥的水利考察团赴美。1947年夏秋，汪衡
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汪衡于1951年1月到达北京。回国后的汪衡

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之后到《争取持久和
平、争取人民民主! 》报中文版翻译部工作。汪

衡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人民出版
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国家新闻
出版局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期间，
汪衡主要从事外国学术、政治书籍的审、选、
编、校工作，完成了专供中央领导参考的全套
“灰皮书”的编译。　　



写作背景

        斯诺自己在《西行漫记》说：他和成千上万

的人一样，脑子里总是在想，在“中国工农红军
”和“红色中国”中，“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
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
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
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
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
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
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这一连串的
问题，是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



        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和谜底，惟一

的办法，就是必须亲自到红色根据地去走一趟。

斯诺解释说，可是这种办法“有少数人尝试过，
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

认为没有谁能够进入红区后活着回来的。”
         1936年6月，斯诺的一位中国朋友给他带回

了一个使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消息，就是张学良

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已经在陕北“剿共前线”处
于停火状态，斯诺以其极强的政治敏感和洞察

力，立即做出了准确而及时的判断，是到了进

入红军后方采访的时候了。



        他千辛万苦地到了陕北延安， 但是，
直到几个月后的1936年10月，毛泽东才正式

接受了他的采访。



       本文节选的是美国作家进步记者斯诺的

《毛泽东自传》，主要讲述了毛泽东青少年

时期的生活求学经历。

    精读课文，体会一下毛泽东青少年时期

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从事革命之间的联系。

简析

课文讲解



    毛泽东（1893年
12月26日——1976年9

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
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
人。湖南湘潭人。1893

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

民家庭。 

传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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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的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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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年诞生，1893年12月26日出生

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

咏芝，后改为润之。

        1902年九岁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

山，入南岸私塾读书，启蒙教师邹春培。

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便要他习珠算，

并给家里记账。此后一直在韶山冲上私

塾。



         1907—1908年十四岁—十五岁停学在家
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间替

父亲记账。这期间，看了郑观应所著《盛世危

言》和一本为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著《校邠庐

抗议》，该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表示不

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毛泽东读了

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

恢复学业的愿望。



        1909年十六岁复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
就读，塾师毛岱钟(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 
        1910年十七岁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
麓钟(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家里读书。选读

《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
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
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
印象。后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在东山学堂期间，读了关于康梁变法的书

报，他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毛泽东并不

反对君主制度，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赞成君

主立宪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

派进行改革。

    毛泽东后到长沙学习，考入湖南师范，在

湖南的日子，他结识了很多以后革命时期的伙

伴，奠定了他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正是有了

游学与湖南，北京各地的经历还有与广大农民

深入接触的经历，才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



        本文是毛泽东与记者斯诺之间的访谈整理。

因为斯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毛泽东回答，因
而自传中的条理是相当清楚的，但又不乏口头
交谈的痕迹，以及毛泽东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
下的“发挥”，因此非常生动。

    《西行漫记》在当年之所以极为轰动，与
这种生动真实的文风也有很大关系。而斯诺对
毛泽东个人经历的询问，也同当时外界对毛泽
东的好奇相关。这里展现出来的毛泽东形象，
成功地颠覆了当时国民党对毛泽东及苏区的“
妖魔化”宣传。 

资料链接



人物年表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

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
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
主义。

        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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