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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三国演义》的内容、地位及其

价值，识记有关文学常识。 2．熟悉本课的语言特点，积累

有关词汇。 能力目标 1．欣赏《失街亭》中的战争描写技巧

。 2．欣赏《失街亭》中的人物描写方法，进而理解诸葛亮

的形象。 德育目标 通过学习课文，明确办事要从实际出发，

死搬教条必然失败的道理。 重点难点 1．复杂的战争描写分

析。 2．人物性格展示的技巧。 第一课时 一、导语 中国明代

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仅以出现了《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和《

牡丹亭》等杰出剧本而言，就足以令世人瞩目。今天我们要

欣赏《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借一斑而窥全豹。现

在，请大家交流一下各自掌握的有关《三国演义》的情况。 

教师在必要时补充以下几点： 1．《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

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第一部最完整的长篇历史演义小

说。有人认为它是我国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2．该书成书之后，不仅国内流传很广，而且流传到国外，英

国不列颠博物院、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都

有明代的刊本，日本、俄国都有不同版本流传。它成了世界

人民的共同财富。 3．《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十分巨大，

不仅对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学艺术有着明显的影响，而且

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不凡的魅力，近十几年，世界一些著名

企业的厂长经理都读这本书，有的还把它作为厂长经理必读



书。 二、整体感知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理情故事情节。 【明

确】全文以孔明派将点兵为故事开端，以马谡拒谏为故事发

展，以双方激战，蜀失街亭为故事高潮，以孔明布置退兵，

挥泪斩马谡为故事结局。其间错综复杂，多线交互，波澜曲

折。行文思路：细作急报（引子）孔明调兵｛开端：马谡争

先（咽喉）王平辅佐（谨慎）高翔备救（谨慎）魏延据要（

周密）赵邓疑兵（周密）自出斜谷（略提）｝马谡拒谏（发

展）司马探营（发展）双方激战（高潮：司马探营，调遣军

马；司马进兵，蜀兵丧胆；王平救援，张迎挡；马谡败逃，

魏延救援；魏延被困，王平驰援；高翔救援，失去列柳；高

魏劫寨，被困获救；败逃阳平关）挥泪执法（结局）。 三、

研习课文 1．课文写街亭之战，采用的是全景式写法，重在

战争双方的形势分析和调兵遣将等准备过程，蜀魏双方在分

析形势和军事部署上各有何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什

么样的特点？ 【明确】写双方的形势分析，主要是通过双方

主帅的语言来写。诸葛亮闻听司马懿兵马将到，立即猜出其

“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令司马昭前去探路，

首先探街亭，“若街亭有兵守御，即当按兵不行”。诸葛亮

嘱马谡“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

”，并嘱“下寨必当要道之处”。司马懿闻听“街亭有兵把

守”即叹“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当听说守兵“军

皆屯于山上”时立即喜日“乃天使吉成功矣”。且看布兵，

蜀方派王平在山下十里扎寨，魏方便派张阻击；蜀方担心王

平不是张对手，派魏延去街亭之后接应，魏方两面夹击，三

面包抄围困魏延。以上双方布兵互有了解，但是妙在后面蜀

方的赵云、邓芝和诸葛亮本人这两路兵马未被魏方料想彻底



；而魏方出兵在列柳又不曾被蜀方全然知晓。真是同中有异

，各有短长。可见，双方形势分析都看准了街亭为首要战略

重地，双方的布兵都以街亭为重心，通盘考虑。这是一场旗

鼓相当，高手相逢的恶战，任何一方的一丁点失误，都将导

致成为整个战役的失败一方。这种写法表现了作者高屋建瓴

，把握全局的大家风范。他把战役放在了整个政治形势和战

争形势中予以通盘考虑，为蜀国的国运将江河日下铺下了基

石，也为马谡的必死蓄足了形势。作者没有孤立地写街亭之

战，而是在不动声色中作了鸟瞰式绘画，把具体的特定的街

亭之战与整个战局沟通起来，如此更能突出马谡的错误，增

强对“死守教条”教训的认识。 2．为什么战役双方都把街

亭看得那么重要？ 【明确】街亭是蜀兵进军退兵的咽喉之地

。毛宗岗在第95回总评中说：“前卷方写孟达不听孔明之言

而失上庸，此卷便接写马设不听孔明之言而失衡亭。上庸失

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何

也？无街亭则阳平关危，阳平关危则不惟进无所得，而且退

有所失也。”这在诸葛亮叮嘱马谡时也说得明白。蜀方固守

街亭是北伐的保证，魏方死夺街亭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

魏国要打退蜀军，必然要找其要害，断其“咽喉”。故双方

均以街亭作为必争之地。正因为此地如此重要，所以，双方

拉锯式的争夺战方如此激烈。 3．课文写战争过程有怎样的

特点？ 【明确】曲折有致，跌宕生姿。魏兵围山，马谡兵败

；王平欲增援，却有张打援；马谡逃遁，眼看危急，又遇魏

延救援；魏延一路冲杀，眼看就要夺回街亭，却受三面夹击

之危；在千钧一发之际，王平引兵来援；魏、王、高会合后

计议夜袭劫营，又遭埋伏，奔回列柳，却见城已被占。魏方



设计，蜀方中计，时升时落，似大海潮涌，忽起忽伏，如叠

嶂层峦。令人忽喜，让人陡惊。真是一波三折，一宕再宕，

如平沙千里，陡似峭崖扑面，于尺幅之中，尽龙腾虎跃之势

，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表现了《三国演义》高超的战争描

写艺术。 4．课文作者是站在哪方的角度来写这一战役的？

从哪里可以看出？另一方是怎样处理的？ 【明确】是站在蜀

方来写这一战役的。从题目“失街亭”可看出。魏方是穿插

在情节推进中来写的。整个情节以司马懿与诸葛亮为矛盾主

线，穿插诸葛亮与马谡、王平与马谡等矛盾，各线相互牵制

，烘云托月，交错起落，围绕街亭这一中心错综展开。课题

着一“失”字，很值得品味。全文写一“失”字，皆由用人

失察引起，失了街亭，失了战机，失了已夺之地，失了将得

的胜利，失了锐气，最终失了灭魏兴汉大业。诸葛亮失察，

误用了马谡；马谡失谋，误扎了营盘；马谡失谋、失随机应

变，导致失了战略要地，失了性命，失了蜀方的大业；诸葛

亮失察，失了用人的正确尺度，失了正确的决策，失了军事

家、政治家应有的明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二、难点

突破 以本课为例，分析《三国演义》描写人物的技巧。 【明

确】 1．言行互补，绘形传神。诸葛亮、马谡等人物形象鲜

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在写这些人物时不

是静止地交代，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具体表现。用的是中

国传统的“略貌取神”法。诸葛亮点将时对马谡说的话，既

见精细小心，又显见解清明；他对马谡既有疑虑，又由于有

一惯的好感，在马谡主动请缨又信誓旦旦的情况下，终于抹

不开面子，委以大任；面对马谡的狂言不休，他已经失察一

次，但未引起注意。接着又派王平相助，尽管表现了他谨慎



的一面，但是，岂不知马谡哪肯听王平之言，又表现了诸葛

亮的再次失察。失败之后，诸葛亮一再自责。先是迎接赵云

，言“是吾不识贤愚，以致如此”，后是杀了马谡，痛哭不

已，“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表现了不掩过，不

饰非，不推倭的品质。他对马谡家属的顾惜，又决非念旧情

之故可以完全概括的，其中也包括了他的自责在内：是我的

一念之差害了马谡呀！文章从点将、布兵、执法、痛哭等行

动和贯穿于这些行动之中的语言，使诸葛亮形象真实可感，

活生生地立在了读者面前。马谡也是如此，先是口出狂言，

照应了先帝“言过其实”的评价；后是不听劝告，表现固执

已见的性格；满口“名言警句”，恰是读书不化的典型；临

阵缺乏应变之法，可见缺少实干才能。然而，马谡也是条“

汉子”，兵败后，并不投降，也不逃匿，而是自缚请罪，甘

愿就死，并不以与丞相的私交而求免死，也不再言希望戴罪

立功，有敢作敢当的硬气。马谡的悲剧是“食书不化”的 悲

剧，是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悲剧，是刚愎自用的悲剧。其他人

物，也是寥寥数笔，便形象毕现，足见作者写人艺术之高明

。 2．相互比照，多方映衬。《三国演义》人物塑造，很注

重人与人之间的对比映衬，在对比映衬中形象更为鲜明。诸

葛亮的精细与马设的轻狂，马设的骄矜与王平的慎重，处处

对比；司马精的精明与诸葛亮的旗密，司马、诸葛的互相称

赏，蜀方将领对马谩的看法与司马父子对马设的评价，多处

映衬；敌对双方映衬，自己一方对比，正面对比，侧面映衬

，变化多样，手法灵活，不仅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而且还

给人以深层思考空间。如司马兹一眼就可看出马设“徒有虚

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为何蜀方



竟无异议？ 三、欣赏品味 1．欣赏课文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

特色。 【明确】叙事语言，繁简适宜，人物语言，特色鲜明

。如“二人拜辞，引兵而去”等出兵过程，两军的扎寨过程

，都写得很简，战斗过程写得较详。对表现人物性格有作用

的又一定点到，如“孔明寻思，恐二人有失，又唤高翔”；

“孔明大喜，素引诸将出迎。赵云慌忙下马伏地⋯⋯孔明急

扶起，执手而言”等，表现了孔明的性格特点，写得很细。

人物语言各有特色，都是聪明指挥员，孔明的话与司马懿的

话不同，孔明精细周密，老练沉着；司马懿 精细谨慎，又直

露畅快，表现了明显的被孔明威压之感。马谡、魏延等人寥

寥数语，也情态毕现，非他人所有。 2．有人认为诸葛亮被

人为地神化了，其实他也是人，在三国争战中，他也犯了普

通人易犯的错误，请谈谈各自的看法。 【明确】由于《三国

演义》的精心塑造，诸葛亮成为“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

作者倾注全部感情来写他，以致有写诸葛近似神的说法，即

使在失街亭中写他的失误，洗掉了一点“神”气，但也是说

他如何知错，如何责己，如何执法，如何通情。有人指出，

诸葛亮不是神人，他也有常人的不明智和失误，正因如此，

他才真实可信。他的识人之误。用人之错，绝非一次。如华

容道错用关羽而放走劲敌，疑魏延屡驳其计而坐失战机等。

再如他攻陈仓， 始终未能攻下等，也都显示了他不是全能之

神，而是普通之人，或说是杰出之人。更有甚者，批评诸葛

亮挟个人私见，高傲固执，不听先帝告诫，以个人好恶和凭

关系用人，甚或不用魏延是有阴暗的心理目的等等，则有偏

激不实之弊。综观诸葛亮一生，其光辉形象是不容置疑的，

错误也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真人。 四、小结 “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的《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

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

之气，陈述百年，该据万事”，结构宏大，善写战争，人物

传神，影响深远，值得深入研读。今天，在《三国演义》这

条大河里，我们只取了一瓢甘浆，就已经领略了其巨大魅力

。今后，我们可以继续自己钻研，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写出

有价值的研究论文或专著，为我们的文学宝库再增一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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