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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情感目标]1、体悟孟子当仁不让的治世精神。2、领会孟

子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巧妙灵活的工作方法。3、理解孟子

的民本思想和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情怀。[认知目标]1、

学习课文中重要的实词、虚词及句式。2、学习孟子迂回曲折

的论辩方法。3、学习比喻在文章中的运用和重要作用。[技

能目标]1、能够理顺思路错综的文章的理路。2、善于切分课

文这样的没有明显标志的长文章。3、能够运用简单的比喻进

行论辩。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简介孟子，问学生喜不

喜欢读《孟子》，引入对《孟子》的介绍，学生自读165页《

孟子》简介，导入 课文。相关知识补充： 1、孟子与《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现山

东邹县东南）人。孟子是战国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受

业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30岁左右收徒讲学。44岁

开始周游列国，晚年回到家乡讲学著述，直到去世。后世统

治者都把他作为尊崇的偶像，到元、明时被称为“亚圣”。

《孟子》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

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章又

都分为上下两篇。作为一部语录体著作，它记录的是有关孟

子重要思想的一些言论。 到南宋时，朱熹把它与《礼记》中

的《大学》、《中庸》两篇以及《论语》合为“四书”，把

读经的传统推向更加狭窄的胡同，成为后世（如明、清两代

）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唯一的取材依据。2、《孟子》的思想和



当时的社会任何一种哲学，都会创立自己的理想世界。比起

道家的小国寡民、佛家的因果报应来说，儒家的集大成思想

家孟子的理想世界则诱人得多。孟子提出了一幅君民同乐、

仁义并施的王道乐土和太平盛世的理想图景。这对于王者来

说，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有什么比百姓归附，国力强盛更令

他们满意的呢？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如此，有谁不乐意做

太平盛世的人呢？孟子的思想能够流传久远的原因还远不只

于此。在孟子的大思想的统摄之下，孟子的“王道”思想，

宣传仁政，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

想，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和文明的正当的进步趋势，反

映了大多数人的愿望，顺应了时代潮流，这就使他的学说有

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容易为多数人接受；而作为统治者，既

然能够“王天下”，那么，这种学说就正好可以用来作为自

己统治社会的工具，所以，他们会极力推行孟子的学说。孟

子的哲学人格也与他人不同，他主张人性本善，进而十分强

调个人修养，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封

建士大夫的出世进退准则。这种思想当然是具有更大的麻醉

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精英）总是

缺乏进取精神和改革社会的意识，容易被故纸堆埋没，而封

建统治者也正好以此来约束全社会。最后，长期以来，孟子

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

国的士大夫阶层，从而使他的学说得以更加久远地流传。且

听听他的一些说法：“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治人者

食人，天下之通义也。”3、《孟子》的时代意义社会的进步

，常常需要从古代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孟子对于社会出



路的探索，应该说在今天还有它的积极成分。孟子生活在战

国时代，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

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

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对联“民有饥色，野

有饿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思想界百家蜂起，“

处士横议”。孟子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一方面要推

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又要扫清阻碍推行这种主张的各

种“邪说”。首先，孟子这种求真的追求精神就是值得今天

我们学习的。孟子的思想具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其思想核心

就是“民本思想”。民贵君轻，在今天 看来，它至少包括重

视国家利益，反对特权意识、保护人民等多方面的含义。这

种社会变革时期的新观念，正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一定的

人道主义精神，至今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有着重大影响。另

外，《孟子》的散文成就极高，作为文化精粹，我们当然有

研究、借鉴、继承和发扬的必要。4、“王道”和“霸道”这

是先秦时代一对相对的概念。“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义

治天下的政治主张；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

行统治。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沿着霸道的方向前进的，凡是行

法家主张，讲求耕战，富国强兵，便取得胜利。司马迁《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世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

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历史到底在什么时候

青睐于“王道”，至今都不得而知。孟子是继承了孔子的治

学思想发展而成为一整套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的。《史

记》也曾记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事实



。二、初读课文，掌握字词，疏通文意。1、教师范读课文2

、学生对照注释自读课文，疏通文意。检测：重点检测字词

和翻译，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出题，一组答题，交互进行比

赛。附：字词积累【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此其为餍

足之道也前一个是“称道、称赞”意，作谓语。后一个是“

方法”意，作宾语。【王】无以，则王乎？/则可以王矣？/

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故王）之不王，非⋯⋯之类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都用作动词，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行

王道统一天下”的意思。课文中其他的活用列举如下：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危士臣/朝

秦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王语暴以好

乐//今王鼓乐於此//举疾首蹙□而相告曰//不嗜杀人者能一

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活用情况

分别如下：“老”、“幼”两词（第一个）和“远”字、“

寒”字、“危”字都是由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刑”“树”

“衣”“语”“鼓”“疾”“朝”字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

其中还有些使动用法；有时数如“一”字也可活用作动词。

【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无罪而就死地也/王若

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以若所为，求若所欲/

若是其甚与？/虽与这俱学，弗若之矣////五个“若”字用法

各不相同，分别相当于“像”、“好象”、“如果”、“你

”、“比得上”等意思。【是】是心足以王矣/无伤，是乃仁

术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吾何快

於是！/王岂为是哉？/其若是，孰能御之/不能进於是矣/及陷

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其

如是，孰能御之////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是以后



世无传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是”的用法其实就两种：一

为指示代词“这”的意思；一为现代表示肯定和判断的“是

”字，但在使用中，因为句中词的次序等原因，理解上可能

一时不好接受，但只要按语法关系稍作分析，便容易搞懂。

【然】然，诚有百姓者也/然则一羽之不举/物皆然，心为甚/

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则苗然兴之

矣////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为是其智弗若与？曰：

非然也////七个句子中，独立的“然”字，一般用作谓语，其

意思应该是“对”或者“这样”等意思；作形容词词尾的，

其意定为“⋯⋯的样子”；与其他虚词 连用的，一般用作连

词，其意为“那么”。通假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

□於王。/行旅皆欲出於王之涂/盖亦反其本矣/刑於寡妻/王说

曰：“诗云：‘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将以衅钟/ 无以

，则王乎？/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颁白者

不负戴於道路矣/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由水之就下，沛然

谁能御之////无或乎王之不智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找

出这些通假字比较容易，查查注释即可。重要语段：仁政理

想蓝图的描绘和几个比喻段和几个排比段，可以熟读成诵。3

、学生自由读课文，力争背诵仁政理想蓝图的描绘和几个比

喻段和几个排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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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