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沁园春·长沙

青春的价值



（一）读点文化常识

（1）词

词是诗的别体，起源于隋唐，盛行于宋，又叫诗余、长短句、乐府、曲子词等。词

的特点是，词有定调，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小

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长调（90字以上）；按段落多少，可分为单

调、双调、三叠、四叠等。“沁园春”属于长调；分上下片，为双调。



（2）词牌

词牌，最初是特定的词乐曲调的名称，后成为特定的词体格式的标目，即一首词的

词牌限制这首词的形式（句数、平仄、押韵等）。紧连着词牌的词题就是这首词的

内容，也就是说词牌表明形式，词题表明内容。《沁园春·长沙》中，“沁园春”

是词牌，“长沙”是词题，揭示词是一首写景抒怀词，地点是长沙。



1.独领一代风骚的伟大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

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理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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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书法家。被视

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

之一。

课前背景



        长沙，是毛泽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驿站。从1911年到1923年，他在此度过

了长达13年之久的青春岁月。他先后在此读书、任教，创办新民学会，主编《湘江

评论》，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1923年4月，他离

开长沙，赴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春，他回到老家韶山指导农民运

动。同年秋，他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游橘子洲、岳麓山，追怀当年的“峥嵘

岁月”，因有此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



（1）百舸（ɡě）争流：上百条船争着在水上疾驰。意指很多人都在奋勇前进。

（2）风华正茂：风采才华正盛。

（3）峥嵘（zhēnɡ rónɡ）岁月：形容不平凡的岁月。

（4）指点江山：评论国家大事。

（5）挥斥方遒（qiú）：指的是青年人热情奔放，劲头正足。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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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寒秋，湘江 北去，橘子洲 头。看 万山 红遍，层林 尽染；漫江 碧透，

百舸 争流。鹰击 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 霜天 竞自由。怅 寥廓，问 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 百侣 曾游。忆 往昔 峥嵘 岁月 稠。恰 同学 少年，风华 正茂；书生 

意气，挥斥 方遒。指点 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 当年 万户侯。曾 记否，到 中流 

击水，浪遏 飞舟？

/ / / / / / /

///////

　 　 　
　　

/ / / / / / /

///////

/ / /

/

/

　 　
　　

　



读准领字

请找出全词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字，看看该如何诵读。

“看”“恰”。

本词善用“领字”（指能领起一两句乃至三四句内容的字），上片中“看”领起后面七

句，下片中“恰”领起后面七句。

所谓“领字”，就是位于句子的最前面，用来带领句子的

字。它是指将一个字或两三个字用在一句词的开头，以领

起下文，贯通词意。它可以领起本身这一句，也可以领起

下面两三句甚至更多的句子。一般在诵读时，应在领字后

稍作停顿，由此形成顿挫与流利相结合的乐感。



读领字时应注意：

①凡领字，都要单独成拍，后面要稍作停顿；

②领起内容要读得稍快有力，当一气呵成。“看”字后面的内容当一气读之，要读出

一种气势，一种壮阔的气势、自由的气势、奋发的气势；“恰”字后面的内容当一气

读之，读出一种接涌而来的当年情景，一段奔腾激扬的少年岁月。



独立 寒秋，湘江 北去，橘子洲 头。看 万山 红遍，层林 尽染；漫江 碧透，

百舸 争流。鹰击 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 霜天 竞自由。怅 寥廓，问 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 百侣 曾游。忆 往昔 峥嵘 岁月 稠。恰 同学 少年，风华 正茂；书生 

意气，挥斥 方遒。指点 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 当年 万户侯。曾 记否，到 中流 

击水，浪遏 飞舟？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整体把握

1、在上片中，作者主要选取了哪些意象？描绘了怎样的画面？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2、词的下片，词人描写的“同学少年”有什么形象特点？

3、词的上片提出“谁主沉浮”的问题，下片回答了吗？





在上片中，作者主要选取了哪些意象？描绘了怎样的画面？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1）选取的意象：万山、层林、漫江、百舸、鹰、鱼等。

（2）描绘的画面：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姿、壮阔高远而又生机勃勃的湘江秋景图。

（3）抒发的情感：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作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祖国的命运和革

命的未来，于是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和以天

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同学少年”有着什么样的形象？请根据提示填写下表。

相关词句 形象特点

风华正茂 青春年少，才华横溢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热情奔放，敢想敢做，以天下为己任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激昂慷慨，奋笔疾书；关心国家命运，针砭时弊，宣传真理

粪土当年万户侯 蔑视官僚军阀，救国救民，敢于斗争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激流勇进，甘为中流砥柱

3、词的上片提出“谁主沉浮”的问题，下片回答了吗？



深度探究

古人笔下的秋景大多是肃杀悲凉的，而毛泽东笔下的秋景却与古人的传

统咏秋在感情色彩上有明显的不同，为什么？



（二）品味语言之美——“炼字”

结合全词，赏析“独立寒秋”中“独”字的妙处。

①“独”字表现出作者面对湘江滚滚北去时那种顶天立地、中流砥柱的英雄气概；

②与下片中“携来百侣曾游”中的“百侣”形成对照，由上片中的个体诗人形象过

渡到下片中的群体青年形象。

链接考点



赏析炼字之妙，需从以下五个角度入手：

（1）看表意是否丰富凝练。诗歌语言，贵在字约意丰，以少胜多。不少字词之

所以用得好，就在于用最少的语言传达出最丰富的意蕴。有的字词有表面意与暗指

意、双关意等，赏析时，要赏出其丰富意蕴，要读出其弦外之音。

（2）看传情是否准确精妙。诗歌语言既注重生动形象、凝练传神，更要借助字

词来表情达意，要善于结合全诗揣摩它准确传达出作者什么样的情感意愿。

（3）看是否能营造意境。所谓“造境”就是利用词语的凝练与含蓄来营造诗歌

的意境。古人写诗很讲究意境，而字词的妙用就能给全诗营造美好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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