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梳理

三、山水田园类(10首)



特点

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山林、田野，

借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及

自己遗世独立的高洁情趣

常见

情感

①表达对田园(归隐)生活的喜爱和向往之情，流露出作

者悠然自得的心境；②对官场(仕途)的厌倦；③对农家

淳朴民风的赞赏



常见

意象
飞鸟、莺、燕、菊、明月、古寺、流水、小桥等

常见写

作手法

    衬托、对比、动静结合(以动衬静)、虚实结合(化虚

   为实)、直抒胸臆等



答题

思路

1.分析画面、意境类：①描图景；②析特点(常用词：恬

静优美、清新明丽、生机勃勃，孤寂清冷、萧瑟凄凉，

雄浑壮阔)；③抒感情(常用词：闲适恬淡、喜悦、热爱，

孤独、凄凉、伤感，胸襟开阔、内心豪迈)

2.表达情感类：①点手法(衬托、乐景写乐情、乐景写哀

情……)；②析意境(通过……景，营造……氛围)；③

说情感



具体篇

目及表

达情感

七下

《竹里馆》(P46)：刻画了一个高洁脱俗的隐者形象，

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境，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

脱俗的境界。

《晚春》(P46)：表达了诗人惜春的思想感情，同时也

蕴含应珍惜光阴，抓住时机，不失时机的人生态度。

《游山西村》(P43)：表达了诗人对古风犹存的农村及

淳朴农民的热爱，也表现了诗人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向

往之情。



具体篇

目及表

达情感

八上

《野望》(P43)：全诗于萧瑟恬静的景色描写中流露出

诗人孤独、抑郁的心境，表现了诗人惆怅、孤寂的情怀。

《钱塘湖春行》(P44)：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钱塘湖早

春图，表现了诗人无比喜悦的心情和对钱塘湖早春盛景

的喜爱之情。

《饮酒》(其五)(P45)：歌颂了田园生活的恬静闲适，表

达了作者厌倦官场腐败，决心归隐田园的思想感情。



具体篇

目及

表达

情感

八上

《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P47)：通过描写多姿多彩的

景物，抒发了作者流连西湖春景的愉快心情，表现了其追

求自由自在、悠然恬淡生活的情怀。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P47)：描绘了李清照早期生活

的情趣和心境，反映了词人早年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表

达了词人愉悦、欢快、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心境。



具体篇

目及表

达情感

八下

《题破山寺后禅院》(P48)：通过对破山寺后禅

院清幽脱俗景致的描写，营造了一种清幽寂静、

安详平和、自然高远的境界，抒发了诗人忘却

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

九上

《行香子》(树绕村庄)(P48)：这首词勾勒出一

幅春光明媚、万物竞发的田园风光图，表达了

词人对田园春光的喜爱以及享受田园风光时内

心的快意与舒畅。



• 第29首　 游山西村 南宋·陆游
• 　写作背景　山西村是诗人故乡山阴的一个
村庄。本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初春，

当时陆游因极力支持抗金将领张浚北伐被罢
官，闲居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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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莫笑农家腊酒浑①，

丰年留客足鸡 ②。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在

丰收年里待客备足鸡肉、猪肉。山

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

走，柳绿花艳间，忽然又发现一个

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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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箫鼓追随春社③近，衣冠

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④，拄杖

无时⑤夜叩门。

将近春社日，一路上迎神的箫鼓声

随处可闻。村民们衣冠简朴，古代

风气仍然保存。今后如果还能趁着

月明来闲游，我一定拄着拐杖随时

来敲你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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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重点注释】①腊酒浑：腊月所酿的酒，称为“腊酒”。浑，浑

浊。酒以清为贵。②足鸡豚：备足鸡肉、猪肉。豚，小猪，这里

指猪肉。③春社：古代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日，祭社神(土

地神)，祈求丰收。④闲乘月：趁着月明来闲游。⑤无时：没有

固定的时间，即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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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主旨】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出一幅
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图，表达了诗人对古风
犹存的农村及淳朴农民的热爱，也表现了诗
人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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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探究】
• 1.(词句赏析)首联中的“莫笑”“足”表现了

诗人怎样的心情？
答：“莫笑”突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足”字写

出了农家待客的盛情，也表达出诗人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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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容理解)“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一联写景中蕴含哲理，耐人咀嚼。请
简要分析。【教材课后题变式】答：诗人描述了山水萦绕的迷路之感与移步观新景的经历，写

出了路疑无而实有，景似绝而复出的境界。蕴含的哲理－－在

困境中坚持下去，终究会出现豁然开朗的境界，世间事物是消

长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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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旨情感)后两联描写了什么内容？抒发了

诗人怎样的感情？

答：后两联主要写了古朴的风俗，淳厚的农民，这些使诗人流

连忘返。抒发了诗人悠闲惬意之情，以及对古风犹存的农村农

民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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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首　 野　望 唐·王绩
• 　写作背景　王绩在唐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
后辞官还乡。此诗便作于诗人隐居东皋(今属
山西万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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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东皋薄暮①望， 倚②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傍晚时分站在东皋纵目远望，

我徘徊不定，不知该归依何方。

层层树林都染上了秋天的色彩，

重重山岭都披覆着落日的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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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牧人驱 ③返，猎马带禽④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⑤。

牧人驱赶着牛群返回家园，猎

人骑着马带着猎获的鸟兽回归

家园。大家相对无言，彼此互

不相识，我长啸高歌来怀念古

代采薇而食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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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重点注释】①薄暮：傍晚。薄，接近。②徙倚：徘徊。③犊：

小牛。这里指牛群。④禽：泛指猎获的鸟兽。⑤采薇：采食野菜。

据《史记·伯夷列传》，商末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在商亡之后，

“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后遂以

“采薇”比喻隐居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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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主旨】　这首诗写的是山野秋景，
全诗于写景中流露出诗人惆怅、孤寂的心境，
表现出作者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始终不
得志的迷茫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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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探究】
• 1.(写作手法)请从“景”与“情”的关系的角

度，赏析本诗的颔联。

答：诗歌的颔联妙在融情于景。诗中描写了漫山遍野的树都染

上秋色，残阳尽覆的萧瑟静谧景象，景中寄寓了诗人孤独落寞

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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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容理解、主旨情感)结合全诗内容，简析

诗人“长歌怀采薇”的原因。

答：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彷徨苦闷，找不到精神归宿，又没有真

正的知己，借用伯夷、叔齐归隐首阳山，采薇而食的典故，表

现了高洁的品质、孤独抑郁的心情和避世归隐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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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旨情感)本诗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联系作者的生平，说说你对诗作思想感情的
理解。【教材课后题】答：本诗描绘了诗人薄暮时分于东皋所见的田园风光。夕阳余

晖晕染下，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呈现着浓浓的秋意；放牧

的人赶着牛返回，猎人骑着马带着猎获的鸟兽归来。整个画面

形象、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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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徙倚”二字，点明作者徘徊无依的孤
独心境。颔联和颈联写的都是恬淡自然的田
园景物，但因作者心绪的原因，都染上了一
层忧郁、孤独和清冷的色彩。尾联抒发感情，
田园生活的静谧和安闲冲淡不了诗人的忧郁，
他感觉自己并不能融入这诗一般的田园山水，
只好从先贤那里寻找慰藉。诗人的彷徨、孤
独和苦闷，可能是因为仕途的不得志，感觉
前途渺茫，所以他三仕三隐，寄情于诗酒。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 第31首　 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 　写作背景　长庆三年(823)春，白居易任杭

州刺史之时到西湖游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
七言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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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

平①云脚低②。

几处早莺争暖树③，谁家

新燕啄春泥。

行至孤山寺北，贾公亭西，见春天湖

水初涨，水面刚刚与湖岸齐平，白云

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浪连成一片，

看上去浮云很低。几只早春的黄莺，

争先飞到向阳的树上栖息，谁家新飞

来的燕子为筑新巢衔来了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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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 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 。

乱花初放，渐渐地会使人眼花缭乱，

野草青青，尚未长高，刚刚能遮没马

蹄。最喜爱湖东的景色，令人流连忘

返，绿杨树荫里穿过一条白沙堤。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重点注释】①水面初平：春天湖水初涨，水面刚刚与湖岸齐

平。初，刚刚。②云脚低：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浪连

成一片，看上去浮云很低。③暖树：向阳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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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主旨】　这首诗处处紧扣西湖早春
的明媚风光，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钱塘湖早
春图，即春水初涨、莺争暖树、新燕衔泥、
春花初绽、草没马蹄、绿杨遮堤六幅画面，
表现了诗人无比喜悦的心情和对钱塘湖早春
盛景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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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探究】
• 1.(内容理解)本诗写的是初春景色，诗中哪些

词语透露出这一点？【教材课后题】

答：如“早莺”“新燕”自不必说，“几处”说明早莺尚少；

“争暖树”说明是乍暖还寒时候，早莺争夺向阳的树木；“谁

家新燕”说明燕子始回，尚未筑巢。“乱花渐欲迷人眼”说明

花儿还未盛放，但盛放可期；“浅草才能没马蹄”说明芳草才

生，尚未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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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词句赏析)诗句“几处早莺争暖树”中，“

争”字用得好，好在哪里？

答：运用拟人的修辞，准确地描绘出早莺争先飞向向阳的树木

的景象，生动地展示了初春的蓬勃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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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词句赏析)请赏析“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才能没马蹄”。答：这两句诗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西湖早春的妩媚和生机，“乱

花”“浅草”写出了初春时花儿初放、野草渐长的景象，“渐

欲”“才能”表现了春天的发展变化，这些词语突出了春天的

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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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首　 饮酒(其五) 东晋·陶渊明
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结庐①在人境②，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③？心远地自偏。

在喧嚣扰攘的尘世建造房舍，

却没有车马的喧嚣。问我为何

能如此？只要心志高远，自然

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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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采菊东篱下，悠然④见南山。

山气⑤日夕⑥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

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傍晚，

山间的云气十分美好，飞鸟结着

伴儿归来。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

真正意义，想要分辨清楚，却已

忘了怎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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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文 参考译文

【重点注释】①结庐：建造房舍。结，建造、构筑。庐，简陋

的房屋。②人境：喧嚣扰攘的尘世。③尔：如此，这样。④悠

然：闲适淡泊的样子。⑤山气：山间的云气。⑥日夕：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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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主旨】　这首诗融情入景，歌颂了
田园生活的恬静闲适，表达了作者厌倦官场
腐败，决心归隐田园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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