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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021_2022__E3_80_8A_E

9_99_88_E6_B6_89_E4_c38_57851.htm 教学目标： 一 了解陈涉

起义的原因及起义后的主要情况 二 理解记事详略得宜的剪裁

方法。 三 体会小说与史传的异同。 教学设想： 一 安排三课

时 二 采用整体入手的方法，每一“循环”都做到完整地阅读

、朗读、讲述、分析。 三 重点地突出一些字、词、句，避免

逐字、逐句、逐段平均主义地讲解。凡有注解的，不讲，由

学生利用注解读懂课文。用一个不同断句的例子扩大视野，

积累知识。 四 介绍阅读与课文有关的文学作品，培养阅读兴

趣，提高阅读水平。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一 了解《史记》

的一般情况。 二 读通课文，理解词语，明确层次。 教学内容

和步骤： 一 导入新课（结合检查预习中看阅读提示和注解自

读课文的效果），教读。 提问：1.《史记》的作者是谁？他

是哪个时代的人？2.《史记》的“世家”部分是记什么人的

？作者为什么把陈涉列入“世家”中？3.课文中记述陈涉起

义的经过，同时又记了哪些有关的人物？这些人物中与陈涉

关系最密切的是谁？要求：学生不看课本能简答，并能板演

“吴广”、“葛婴”，字形笔画无误。随后，引导看阅读提

示和题目注解，既加深印象，又从注文“他用毕生精力著成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句引发求知要求，介绍《史记》

。 讲述：关于《史记》 汉朝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过太史令

，死后，司马迁继任这个官职。太史令是管天文、历法、国

家典籍、编写史册的官。司马迁46岁时，因李陵事件牵连（

只宜简介，作最低限度的说明，不必多讲），下了大狱，受



到惨重的刑罚。后来，汉武帝因司马迁很有才能，赦了他，

任命他为中书令（管皇帝的文书诏令）。受刑后的司马迁，

决心继续父亲的事业，编写史书。最后，终于写成上起自传

说中的黄帝直至当代为止约三千年左右的中国通史。全书包

括12世纪（记帝王事迹），30世家（记诸侯世系）70列传（

记个人和少数民族事迹），8书（记经济、天文、历法等情况

），10表（用表格形式编排史料）。其中，列传的最后一篇

为《太史公自序》，是自传。《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

中心来记载历史这一“纪传体”的体裁。（联系旧课：我国

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是《左传》）讲述时，学生简要笔

记；讲述后，学生（邻座）互对笔记。指名复述笔记内容，

师生共同订正。 朗读：指名（水平属于中等的学生）通读全

文，读时如个别字、词有障碍，要及时帮助“过关”，以保

持课堂良好气氛。要求：在预习初读的基础上，再次加深对

课文的印象。读后，了解有什么疑难，及时解答，并由此导

向课文后的习题，解决“比较辨析”的第三题（口头）、第

五题（书面）。（可参看《教师教学用书》，此处不重复抄

录）两题解决后，即提出新的练习内容。 二 练习 提示：词有

本身的词义，但要理解还须把它们放在句中、文中。下边所

举的词，在不同组合时有不同的解释。 提问：楚人怜之，卜

之鬼乎，杀之以应陈涉，这三个词句中的“之”的解释与上

举1－4例中哪一个相同？（答案：4） 这里的练习，作用是：

（1）统观全文，前后对照，易于分辨。（2）全面掌握，突

出个别，有助巩固。作练习时，不仅答案由学生说，举例语

句的解释，也可鼓励学生说。应注意的是，把字放在句中、

文中，避免多讲古汉语语法的倾向。虚词“乃”也可用同样



方法。 列出“乃谋曰”、“乃诈称公子扶苏”、“乃令扶离

人葛婴”，答案选取“2”。 除以上的“之”、“乃”之外

，理解文中的“数”也可用这个方式来达到巩固的目的。比

较了“数有功”、“数万人”音义的不同，就可找到“以数

谏故”、“数言欲亡”的“数”与“数有功”的“数”同一

音义。 三 再次导向课文，教读。 提示：原文不分段，现在，

编入课本，分了段，对阅读理解有帮助。要求：提摄出每段

主要内容。默读，速度可较快，发言，明确本文层次：1.用

内心动态、对话、动作写出陈涉情态，表现传主陈涉的大志

。（说明：本篇不是合传，传主只是陈涉一人，因吴广与陈

涉起义和后来行事的关系密切，所以也在开头叙及里籍）2.

以对话为主，详写起义前的准备，包括所处环境、分析形势

、共同谋划、制造舆论等。3.用对话和叙述的方法，写起义

的经过和起义后的大好形势。叙事真切、生动，有条理，是

《史记》的特色，所以，人们不仅把它视为不朽的历史著作

，而且评价它是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作品。 分散快速默读，体

会层次和叙事生动性，并注意字音。读后指出：借，是籍（

藉，文言文中通用）的简化字，常解释为“假使”，读，不

读。但书籍的“籍”不简化，读。，读。度已失期的“度”

，读。，是“谪”的通假字，读，在文中与“适”无关。适

有两音：读，常作人名；现又作“”的简化字，应读。“适

”不能代替“谪”的通假字而读成。 四 讨论（此内容适用于

水平较高的班）。 文中“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戍渔阳九百

人，屯大泽乡。”据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是这样断句的：“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比较

一下，哪一种断句文意更明确？思考、议论、发言、结论：



后者较好。据历史，秦兴徭役，发民谪戍，民不堪命，屯大

译乡的九百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把“九百人”三字连下读

较能明确当时史实。如果“九百人”三字属上，可以理解为

当时只征发九百人到渔阳去而已。由此可见，读古籍断句，

要反复思考斟酌，要结合历史事实。这是阅读中应当懂得的

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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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