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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3_80_8A_E

5_AD_99_E6_9D_83_E5_c38_56698.htm 【自读导言】 自读要

求 1.朗读课文，正确断句、停顿； 2.理解文章大意； 3.体会

对话中的不同语气，揣摩想像人物当时的神态和心理活动；

4.领悟并学习文章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 学习侧重点 1.朗读

要读出人物的不同语气，并能熟读成诵； 2.学习文章以下几

点：语言上的言简意赅，选材上的详略得当，人物塑造上的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及对比手法的运用。 (解说：本单

元提示中明确要求"理解各篇文章的内容，注意它们各自的写

法"，故"自读导言"旨在引导学生以读为突破口，在理解大意

的基础上，体会课文艺术上的特色。) 【自读程序】 1.初读。

整体感知课文，有不认识的字查工具书解决，结合注释粗晓

大意。教师适时点拨作者及《资治通鉴》的有关常识。 2.速

读。理清故事情节的发展情况。 3.竞读。看哪位同学将对话

的语气读得最到位。 4.研读。读自"及鲁肃过寻阳"至文末一段

，思考吕蒙有了怎样的变化，给人怎样的启示。 5.背诵。 (解

说：以上的程序设计体现了读思结合的阅读原则。在整体感

知课文的基础上，借速读来加深对课文故事情节发展的认识

。如：孙权劝吕蒙学习，吕蒙是一开始就马上听从的吗?他本

人在学习前后有何变化?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竞读则既检验了

同学们对人物语气的把握情况，又是对朗读水平的一种促进

与提高。第四步的研读则重在让学生体会孙权的"孤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中的"益处"是怎样在吕蒙身上体现的，并使

学生联系自身实际，谈对读书的认识，激起他们对读书学习



的兴趣。最后的背诵是对以上四步阅读的一个总结深化，使

阅读过程中的诸多收获得以巩固与积累。) 【自读点拨】 1.资

料补充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

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 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

安徽省阜阳县南)人，三国时吴国名将，从孙权攻占各地后随

周瑜等破曹于赤壁，又定计取荆州，擒关羽。授南郡太守，

封居陵侯。 2.重难点分析 ①以对话为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

地塑造出了三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王，他能

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

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

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

而是在博览群书中了解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

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

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中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

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读书大

有益。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

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

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

。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

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有对鲁肃大惊

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自信

，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②除正面记言外，对吕蒙这



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

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

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

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

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③文章材料取舍精当，详

略安排得当。 课文以对话为主，其他内容均一带而过，或简

说，或不说。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

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

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

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

。详略的安排非常精当。 ④语言精练，情节发展环环相扣，

自然而紧凑。 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

繁之处。其中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

流传运用至今。除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情

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

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

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 (解说：本点拨内容首先以补充资料的形式将课文注释中尚

未交待的内容展示出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其他则重在帮

助学生完成"自读导言"中的自读要求4和学习侧重点2，目的是

使学生透彻地理解课文内容，认清人物形象，帮助其从艺术

上掌握文章的特点，以便于在写作中模仿和借鉴。) 【自读思

考】 l.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的字 ①卿今当涂掌事 ②孤岂欲卿

治经为博士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