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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3_80_8A_E

9_99_88_E6_B6_89_E4_c38_60075.htm 教学目的 1．了解陈胜

、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2．领会课文

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写作特点。 3．初步了解文言文中

一词多义、成分省略等语言现象。 课时安排 3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解题，了解课文的内容结构，分析课文第1段。 

教学步骤 1．导入新课：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为残酷的封建统治所迫，充分说明了它通民

反的理。每次农民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黑暗的封建统治，有

的甚至推翻了封建王朝，是推动历史前进，促使变革封建生

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

义是发生在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这次

农民起义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给予秦朝

的暴政以致命的打击，促使了秦速亡，使由秦始皇开始的而

想万世统治中国的秦王朝只存在短暂的15年便被刘邦的西汉

政权所取代。陈胜、吴广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在什么情况

下发动起义的，起义的经过怎样，我们学习了司马迁写的《

陈涉世家》就知道了。 2．解题。学生阅读注释①，教师可

作如下补充。 ①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在汉武帝

时就任太史令（史官），掌管秘籍、史料、职司记载等。司

马迁自幼受父亲熏陶，10岁就到长安学习，20岁起曾多次到

南北各地游历，观察各地的风俗人情，采集传闻异说，为后

来写作《史记》打下基础。38岁时继任太史令，更有机会博

览皇家藏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42岁时开始写作《史记》



。后由于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而触怒是上，获罪

下狱，被处官刑。为完成《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

著书，历时10多年，终于写成历史巨著《史记》。 （2）〈史

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

这部书记载了上自黄帝不至汉武帝的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包

括十二“本记”（记历代帝王政迹），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三十“世家”（记诸侯

国兴亡）、七十二“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

。书中史料翔实，作者思想倾向也极为鲜明。例如课文《陈

涉世家》，作者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的传记列在“世家”

里，足见他对陈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看重。鲁迅先生曾称赞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③秦始皇统

一中决定起义后，陈胜、吴广首先分析天下形势，拟定斗争

策略。“天下苦秦久矣”，简明而又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

势，揭露了秦王朝的苛政，表达了人民群众积蓄已久的不满

与反抗情绪，揭示了暴发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在这种形势下

举行起义，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陈胜又分析

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制定了借深得人心的扶苏、项燕的

名义号召群众，发动起义的斗争策略。陈胜坚信，这样做一

定会得到“宜多应者”的效果。然后为起义作舆论准备，他

们运用问卜、念鬼、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等方法制造舆论，

鼓动人心，树立威信，使人们相信“大楚兴，陈胜王”的必

然趋势，结果在士卒中很快得到反应。陈胜的做法虽然是借

助鬼神迷信来争取群众，但作为一种策略，充分显示了陈胜

、吴广的斗争才智。 3．学生齐读课文，体会课文记叙方法

上的特点。 本段仍以人物对话为主，间以叙事。陈胜和吴广



商议大计，分析天下形势，制定斗争策略等，都以他们对话

的形式向读者表达，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情，对他们的

性格理解得更透彻。 三、分析课文第3段 1．教师领读或由学

生自读课文后，参阅注释理解文义，并注意下边加点词的意

思： 吴广素爱人：一向。向来。广故数言欲亡：故：故意。

亡：逃跑。陈胜佐之：帮助、协助。成死者固十六七：固：

本来。十六七：十个里面有六、七个。从民欲也；顺从。为

坛而盟：建筑。祭以尉首：用。将兵徇蕲以东；率领。车六

七百乘：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骑千余：古时一人一马为称

骑。将军身被坚执锐：通“披”。陈涉乃立为王：于是被拥

立。诸郡县苦秦史者：被⋯⋯压迫的。杀之以应陈涉：虚词

“来”。 2、这段文字记叙了陈胜、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

起义后的浩大声势，以及建立农民政权的情况。可讨论如下

问题： ①陈胜、吴广是通过哪些步骤发动起义的？ 陈胜、吴

广发动起义通过王个步骤：“并杀两尉”揭开了起义的序幕

，接着发动群众参加起义，然后建立领导系统。“并杀两尉

”选择了“将尉醉”的适宜时机，又设下激尉要杀吴广的圈

套，使众人认为杀之有理。这又表现了起义领袖的机智。杀

尉后陈胜当即号召群众起交，他先晓以利害，指出如不起义

，只有死路一条。再提出“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

，激励众人立下雄心壮志，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尤其提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道出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心声，显示了对起义胜利的坚定

信心和要做天下主人的英雄气概。陈胜的这些话，说得慷慨

激昂，激动人心，果然得到众人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起义队

伍很快组织起来了。 ②起义发动后，起义队伍为什么能形成



浩大的声势并建立起农民政权？ 起义发动后，起义军斗争矛

头直指秦政权，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战斗中

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建立了农民政权张楚。究其原因

，除起义领袖敢于反抗，胸怀大志，正确谋划，策略得当外

，还有九百徒后的热烈响应，勇敢战斗。然而最根本的原因

是秦的暴政逼得人民不得不反。“天下苦秦久矣”，深刻揭

示了秦王朝对贫苦人民的压迫剥削程度之深，致使怨声载道

，人心思变，使农民起义有着坚实的基础。三老、豪杰的话

“伐无道，诛暴秦”就点明了起义的性质，也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农民起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故而陈胜、吴广发

动起义后，很快就形成了法大的声势，不久农民政权也建立

起来了。 3．学生齐读课文后，讨论这段文字在材料安排和

记叙方法上有什么特点？ 材料安排上的特点是洋略结合。详

写起义的发动经过，对陈胜、吴广“并杀两尉”、发动群众

等都详细描写，并把叙事和对话结合起来，让起义领袖的机

智勇敢，强烈的反抗精神得以充分的体现。而对起义后的浩

大声势及建立农民政权则略写，省去了战斗情况和筹建政权

的描写，因为从上文看来这已是情理中的事。记叙方法上的

特点是，以侧面描写表现陈胜、吴广的功绩。借三老、豪杰

的嘴，赞颂农民起义的功业，以诸郡县杀秦朝酷交响应陈胜

，表现农民起义得到全国各地的拥护。 四、概括课文内容和

中心思想： 课文记叙了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农民起义的原因，经过和浩大声势，表现了农民起义的伟大

力量，赞颂了陈胜、吴广的反抗精神及历史功绩。 五、课后

练习与思考： 复习课文，注意保文中一词多义，成份省略等

语言现象。 第三课时教学内容 领会课文以对话表现人物性格



的写作特点，了解文言文中一词多义，成份省略等语言现象

。 教学步骤 1．导入新课： 前二课时我们分析了课文内容，

了解了陈涉起义的原因，过程和起义后的浩大声势。这次农

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政，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也让读者了解了起义领袖敢于反抗，善于斗争，要为国家干

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志。那么课文在记叙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是

怎样刻画人物形象的，作为起义领袖的陈胜的性格是通过什

么方法表现出来的呢？本课时我们先来讨论这一问题。 2．

学生默读课文后，讨论课文表现人物性格的写作特点。 表现

人物性格的方法很多，一般通过人物的育行来表现。课文刻

画的主要人物是陈胜。从课文内容看，陈胜表达志向、谋划

起义、发动起义等都是透过他的语言来表现的。可见识文主

要是通过语言，尤其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的

。纵观全文，陈胜参与对话的共有三次，第五段中，陈胜同

其他佣耕者的对话，表现了陈胜的远大志向和对封建统治阶

级的反抗精神。第2段中，陈胜同吴广的对话，表现了他们组

织起义的谋略才智。他们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分析、起义策略

的确定、怎样制造舆论等都是通过对话表达出来的。第3段中

，陈胜同成卒的对话，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

斗争，充满英雄气概的起义领袖形象。可见保文就是通过人

物对话把陈胜等人的性格极为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3．

选读课文中有关陈胜参与对话的内容，找出最能表现他性格

的语言，并加以适当的评论。最能表现陈胜性格的语言有 

；1）苟富贵，无相忘”。②“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③“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④“壮志不死

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①句表达了陈



胜极想摆脱贫困，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反映了陈胜具有“

有相同车，有难同当”的朴素阶级感情，说明陈胜虽然出身

低贱，但胸怀大志，不寻常人。②句以“燕雀”比喻见识短

浅的人，以“鸿鹄”比喻有远大理想的人。通过比喻，表现

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反映了他对同伴目

光短浅的惋惜名句说明了陈胜面对秦王朝的暴政，面对死亡

，毫不畏惧，决心不受命运的摆布，为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国

家而举行起义，表现了他勇于反抗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是

他“鸿鹄之志”的具体表现。④句彻底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

欺骗劳动人民的所谓天生贵种、等卑有序、贵贱有别的谎言

，砸碎了长期禁锢劳动人民头脑的封建精神枷锁，是鼓舞人

心的战斗口号，表现了陈胜敢于解放思想，敢于推翻封建统

治的斗争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陈胜是一个对封建统治强烈

不满，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有志气，有抱负的

农民起义的领袖。 4．文言文在表达上常出现一词多义，成

分省略等语言现象，有些句子还形成了特有的固定形式。讨

论下边句中加点词的 词义和用法： ①项燕为楚将（ 【大将，

名词〕上使外将（ ）兵【率领，动词」公将（ ）鼓之【将要

，副词】 ③以数谏故[ 因为，连词」杀之以应陈涉【虚词“

来”，连词」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把，介词」祭

以尉首〔用，拿，介词〕 以上两组句中加点的词意义不同，

词性也不相同，有的读音也不同，应该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

，联系上下文的意思，确定们不同的意义。再讨论下边句中

成分省略情况：①衣食所安，（吾）弗敢专也，必以（之）

分人。主语 介宾短语中的宾语 ②一鼓作气，再（鼓）而（土

气）衰，三（鼓）而（士气）竭。谓语 主语 谓语 主语 ③扶



苏以数谏（上）故，上使（之）外将兵。宾语宾语 ④独守丞

与（之）战（于）谯门中。宾语 介词 由以上4个例句可以看

出，文言文中成分省略的句子是常见的，以省略主语、谓语

、宾语和介词为最多。理解翻译时应根据上下文意思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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