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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重庆、四川
两国存于商周时代，后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事中灭于秦国之手。而巴国位于现在的重
庆地区，蜀国位于现在的四川地区。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



一问：四川如何成为天府之国？蚕、锦、绣、茶、盐。

都江堰，盐井（秦代.李冰父子） 成语：蜀犬吠日

四问“四.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2W9GZGAdjA

都江堰讲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

KPlyA6Hb8茶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2W9GZGAdj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KPlyA6Hb8


二问：“四川”是指它有四条河吗？敕勒川、
银川也是河吗？
分辨成语：“海纳百川”、 “一马平川”。



三问：成都为什么叫锦官城？为何这里也有条
丝路？蜀锦，蜀绣。

南方丝绸之路----蜀身（yuān ）毒（dú）道





四问：蜀道在哪里？为何古人会说蜀道难？
蜀道，是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道路的总称。关中与四川盆地相
隔着秦岭、汉中盆地、大巴山，蜀道也因此分为两段：关中—
—秦岭——汉中，汉中——大巴山——四川盆地。





yī xū xī， wēi hū gāo zāi！ shǔ dào zhī nán， nán yú shàng qīng tiān！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 道 之难， 难于 上 青 天！
cán cóng jí yú fú， kāi guó hé máng rán！

蚕 丛 及鱼凫，开国 何 茫 然！
ěr lái sì wàn bā qiān suì， bù yǔ qín sài tōng rén yān。

尔来四万八 千岁，不与秦塞 通 人 烟。
xī dāng tài bái yǒu niǎo dào， kě yǐ héng jué é méi diān。

西当 太白有 鸟 道，可以横 绝峨眉巅。
dì bēng shān cuī zhuàng shì sǐ， rán hòu tiān tī shí zhàn xiāng gōu lián 。

地崩 山 摧 壮 士死，然 后 天梯石栈 相 钩 连。
shàng yǒu liù lóng huí rì zhī gāo biāo， xià yǒu chōng bō nì zhé zhī huí chuān

上 有六龙 回日之高 标， 下 有 冲 波逆折 之回 川。
huáng hè zhī fēi shàng bù dé guò， yuán náo yù dù chóu pān yuán。
黄 鹤之飞 尚 不得过， 猿 猱欲度 愁 攀 援。

蜀道难（节选）
唐.李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2cfnvWqeh0&list=LLmNr5EaCbszZe4lmVB3v

dvw&index=581歌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2cfnvWqeh0&list=LLmNr5EaCbszZe4lmVB3vdvw&index=581


为何古代都城规划大多方正，以中轴对称为主？

古代建城规划来源于春秋末期齐国《考工记》一书，这是一本用于各类工
艺指导的官方书籍。书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篇，是现存最
早的城市建筑及其规划方面的史籍之一。按书中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来建造都城是后世以来大多数设计者所遵循的规则。（都城九里见方，每

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
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宫室，后面是市场，市场距离宫城为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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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语
jǐng jǐng yǒu tiáo

井 井 有 条
出自《荀子．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形容处事条理分
明，事物整齐有序。
井井：形容不易改变。条：枝条或条状物。



按图索骥

看图片，
猜成语，
找出处。



1、欣赏及寻宝作业：

■ 欣赏《蜀道难》的歌曲（诗歌页面上有链接）。

■ 回答“按图索骥”中的问题（不必写，仅在下节课课堂上作答）。

2、诵读及抄写：

继续复习本学期上半期知识点（见书院网站资料）。

小乐、舒豪和洲洋三位同学每日抄写“井井有条”一遍，共五遍；读
熟《春夜喜雨》一诗。

其余同学抄写《春夜喜雨》一诗，并背诵，于周六前发至‘周六学习
群’。

注：周二和周六皆有课的同学，诵读和抄写以张老师布置的作业为主，可不
必做本课中所提及的诵读抄写作业。

《蜀道难》欣赏和了解即可，不必抄写与背诵。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课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