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溪笔谈〉二则》教学设计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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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_80_88_E6_A2_A6_E6_c38_60342.htm 目的要求 1.了解课文记

述的两则生动的事例和北宋以前自然科学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2．学习详略得当突出中心的方法。3．品味简洁生动的语

言特点。4．掌握文中重要实词的意义用法。 一、学习重点

：1．《以虫治虫》选自《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文

章记叙宋神宗元丰年间庆州地区秋田中“傍不肯”消灭“子

方虫”，从而使农作物获得丰收的事例，说明开展生物防治

，利用某些农作物害虫的天敌消灭虫害，是促进农业增产的

一项有效措施。全文共70字，可分为三层。[元丰中，庆州界

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宋神宗元丰年间，庆州地区生了

子方虫，正要危害秋田里的庄稼。元丰：宋神宗赵顼的年

号(10781085)。庆州：宋代州名，在今甘肃庆阳一带。界：地

域，范围。子方虫：今称粘虫，危害麦类、玉米、高粱、水

稻等多种作物。方：正当，正在。为：成为。秋田：秋天田

地里的庄稼。之：结构助词，相当于“的”。害：危害。文

章首先说明虫害发生的年代、季节和范围。一个“方”字，

显示虫害的紧迫，治虫实为当务之急。[忽有一虫生，如土中

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

两段。]忽然有一种昆虫产生了，样子像泥土里的“狗蝎”，

嘴上长有钳，成千上万，遍地都是；它们遇上子方虫，就用

嘴上的钳跟子方虫搏斗，子方虫全都被咬成两段。狗蝎：口

器咀嚼式，有强大铗状尾须一对，能夹人、物，杂食性或肉

食性。其：它的。喙：鸟兽的嘴，此处指虫子的嘴。钳：指



长在昆虫嘴上的钳状物。蔽地：遍地。蔽，遮盖。则：连词

，相当于“就”。以钳搏之：用钳跟子方虫搏斗。之，指子

方虫。悉为两段：子方虫全都被咬成两段。悉，都，全。为

，成为。 [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十天后，子方虫全被

杀尽，年成因此而获得大丰收。旬日：十天。皆尽：指子方

虫全部被消灭。岁：年成。以：因。“以”后省略“之”，

之，指消灭子方虫。大穰：庄稼大丰收。这一层写子方虫的

天敌应运而生，灭尽子方虫，庄稼因此获得大丰收。“忽”

字表明事出意外。害虫天敌的出现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现象，

虽然在当时人们对此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但它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接着介绍子方虫的天敌：

“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这是写它的外貌特征，突出“

有钳”，因为这是它消灭子方虫的有力武器。“千万蔽地”

，说明为数众多。当它遇见子方虫时“以钳搏之，悉为两段

”，说明它剿灭害虫时威力无比。“旬日子方皆尽”，说明

剿灭害虫极为迅速，干净彻底。“岁以大穰”，一个“以”

字强调了“大穰”的取得完全是由于天敌彻底消灭了子方虫

，这就突出了“以虫治虫”的成功。这里启示我们：如何有

效地保护自然资源，积极开展生物防治，充分发挥某些农作

物害虫天敌的作用，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业增产、

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 [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

傍不肯”。]这种虫过去曾经有过，当地的人称它为“傍不肯

”。其：这样，这种。旧：这里是“过去”“先前”的意思

。之：第一个“之”，语气助词，无义。第二个“之”，它

，指子方虫的“天敌”。土人：本地的人，当地的人。谓：

称，叫。傍不肯：虫名，即步行虫。其成虫和幼虫都有钳状



的锋利口器，喜食蛾科害虫的幼虫。这一层说明天敌的出现

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旧曾有之”。篇末点出“傍不肯”的

名称，加深了读者的印象。2．《梵天寺木塔》选自《梦溪笔

谈》卷十八《技艺》。本文记述了北宋著名建筑家喻皓用“

布板”“实钉”来加强结构整体性以解决木塔稳定问题的生

动事例，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我国在建筑理论和技术方面

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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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