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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先秦历史散文《左传》，本篇所

记述的是秦晋联合攻打郑国之前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郑国

被晋、秦两个大国的军队所包围，国家危在旦夕，烛之武奉

郑君之命，去说退秦军。烛之武巧妙地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

，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说服了秦伯。秦伯不仅撤走了围郑

的秦军，反而派兵保卫郑国，最后晋军也不得已而撤退，从

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文章赞扬了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

能够临危受命，不避险阻，只身去说服秦君，维护了国家安

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代各诸候国之间斗

争的复杂性。 2、该课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烛之武退秦师

》是新编高中语文第一册第四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该单元

的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掌握文言词语的含义及

其在课文中的用法。课文安排在单元的首篇，如何指导学生

学好这篇课文，实现"由教到不教"，树立学生学好文言文的

信心，这是一个关键所在。 3、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大纲要

求，结合该课的特点以及所教班级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如

下教学目标： A、基础知识目标：了解《左传》有关知识，

解决几个生字，积累文言实词、虚词和句式。 B、基本能力

目标：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用现代汉语复述课文内容。 C

、思想教育目标：学习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标置个人安危于

不顾，维护国家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 4、教学重点与难点

：文章虽然作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但内容生动有趣，



语言也比较浅显，且新大纲对高中阶段文言文教学只要求具

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不必对艺术特色等作过多的分析

。因此，我把该文教学重点确定为：诵读复述课文，背诵课

文，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理解词句，把理解词句与理解文章

统一起来，积累一些文言实词、虚词和句式。 烛之武的说解

是一篇非常漂亮的外交辞令，短短125个字，却说了四层意思

，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艺

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把此定为教学难点。 二、说教法 教

学是一门艺术，应变是教学艺术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所谓应变，就是根据不同的班级、不同的授课内容以及教学

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处置措施。因

此，教师要本着"因材施教"以及"教学有法，但无定法"的原则

，慎重地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根据该课的教学目标、

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年龄及心理特征，我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教

学： 1、学生诵读、教师范读，整体感知的教学方法。 2、语

言、动作，形象激情的教学方法。 3、点拨词句方面的一些

知识，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教学方法。 选择以上教法的依

据：语文教学应重视整体教学，重视积累、感悟和熏陶，重

视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要做到这些，最有效的手段

是诵读。在诵读的过程中去感悟，并初步把握文章的字词句

、结构内容以及语气语感，为进一步理解课文奠定良好的基

矗据此，我在教学本课时主要采用诵读的方法，使学生初步

整体感知课文。同时通过个性化语言以及动作演示等形象激

情的方法来辅助教学，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积累文言词句。 

三、说学法 新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要重视师生的语言交



际和心灵沟通。""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据此，我确定

了以下学法及能力培养： A、圈点、勾画、批注的方法。 B

、参照注解，动口动脑，培养学生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 C

、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诵读。 四、说教学程序 第一课时 （一

）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导入新课的开场白就

显得十分重要。好的导入语，能营造适宜的课堂氛围，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设计

的导语是： 同学们，古代兵法著名的"三十六计"中有一计，

大意是利用、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取胜的目的，这就

是俗称的"离间计"，其实，在"三十六计"中称作"借刀杀人"计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烛之武巧妙地利用秦晋两国的矛盾，说退秦军，迫使晋军

也不得不撤兵，从而消除了郑国的危机。那么，烛之武在剑

拔弩张的敌对情势下，是如何说服秦伯不仅撤走了围郑的秦

军，反而派兵保卫郑国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学习

新课《烛之武退秦师》。 （二）预习指导：借助《高中语文

词语手册》，参看提示、注释，通读全文，初步了解课文内

容。 设置以上预习的依据是：①大纲要求培养学生自学语文

的习惯，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

习、探索。②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总是由一般到特殊，或由

整体到具体。学习课文也是如此，先对课文整体感知，然后

再精读细研。 （三）检测预习，出示练习：完成教学目标A

中关于文学常识以及识记实词、虚词和文言句式的要求，结

合第一自然段，了解故事背景。教师小结，补充。 （四）教

学新课： 1、教师范读全文，进一步整体感知课文。这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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