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高一语文课本人教版必修一教案
(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高一语文课本人教版必修一教案篇一

作文题目：进入初中以来的生活，你肯定有许多新的起点。
也许是学习上的点滴进步，也许是思想上的细微变化。在起
点面前，有些人勤奋努力、拼搏进取，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有些人徘徊犹豫、落魄失意，咀嚼着生活的苦涩……请你
以“起点”为话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记叙文。要求：1、
自拟题目；2、注意在记叙的基础上适当描写、抒情。

教学目标：

一、学习拟题。

二、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

三、学习进行细节描写。

教学时间：两教时

教学过程：

一、审题。

学生思考后，交流，点拨：



1、人称：第一人称（我）；2、话题：起点;3、重点：学习、
思想等；4、中心思想：展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二、拟题。

学生思考后，交流，点拨：

1、我人生的起点；2、起跑线；3、新的起点；赢在起点。

三、构思。

学生思考后，交流，点拨：

1、描写运动员铆足劲登在起跑线上，随时准备起跑的状态。
（散文）

2、结合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起点的认识。（议论文）

3、讲述自己在生活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功，并以此为起点--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回顾自己成长的缺失和失败，并把它作
为教训吸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记叙文）

四、指导编写提纲。

五、范文展示。

我人生的起点

“再见了，亲爱的家！再见了，爸爸妈妈！”我默默拿起背
包，走出家门。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有一层薄薄的雾。一阵风儿吹来，我不
由得想起那件令我痛苦的事。昨天，试卷发下来了，我的成
绩很不好，语文76分，英语65分，数学更是惨不忍睹，只
有53分。我觉得，自己步入初三以来，已拿出前所未有的努



力，旱冰不滑了，电子游戏也“戒掉”了，连电视节目也压
缩到每周星期六、星期日两次……然而成绩还是一跌再跌，
这次更是飞流直下。下午，老师把我“传”到办公室，虎着
脸训我，我支支吾吾回答不出。老师生气地把我的试卷扔在
地上。晚上回到家，父亲看了成绩单，甩手扇了我一巴掌，
扔出一句话：“给我滚！”

我恨自己，又非常无奈，我要只身逃亡。

路上行人很少，我心里空荡荡的，老师的“高压”，父亲的
打骂……一切似乎都远离了我。我想轻松地笑笑，但很不自
然，与哭差不了多少。

离开家，到哪儿去呢？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听一个同学说，
广州很好，找工作容易，工资也高，何不到广州去看看呢？
路过报栏，我停了下来，报上正好有一则广州某公司的招工
启事，待遇优厚。我打定主意，对，就到广州去！

“不！”我差点喊出声来，心中那道马奇诺防线崩溃了。

雾散了，太阳红红的，照在我身上一层金色。是啊，暂时的
失败算得了什么？我就不信我比别人差。我站在十字路口，
停了停，深深吸了一口气，快步向学校走去。我将以此为我
人生的起点，快步向前走去。

习作评点：

这是一篇中考作文中的满分佳作。作者以主人公的一段学习
经历为内容，表达了作者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新的生活的
积极、向上的精神。文章在叙事中，有较浓的抒情氛围，对
于心理变化的描写非常细腻，让主人公成功地实现了自我教
育，立意深刻独到。

文中景物描写的恰当运用烘托了人物的心境，推动了故事情



节发展，如“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有一层薄薄的
雾。”“雾散了，太阳红红的，照在我身上一层金色。”等。

新高一语文课本人教版必修一教案篇二

知识目标

1.了解作者及其作品。

2.了解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异同。

能力目标

1.熟知中国诗歌特点，提高解读诗歌的能力。

2.掌握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学会借此研究其他文学现象。

教学重点

1.从段落构成的分析入手，了解作者构思的巧妙之处。

2.引导学生理解分析含义深刻的语言，品味作者用语之机巧。

教学难点

1.分析文章以综合为纲，以比较为网的行文布局的特点。

2.品析文章中比喻的妙用。

教学方法

1.反复诵读，了解大概。本文写得典范古雅，但凡遣词造句、
行文布局、佳构机巧、言语妙喻都需要深入口味，反复吟诵。

2.串通文义，学习文法。理解本文首先需要掌握文章的行文



结构。此文结构的特点在于开篇立论，明确论述的原则，然
后逐层展开，分别论述，而在论述中又不失良机，随时比较，
广引博征，使文章跌宕生姿，别具风采。

3.不求全貌，雕琢精义。理解本文的另一要点在于不求全貌，
但求精雕细琢;特别是文中生动奇巧的妙言妙语，要用心揣摩
体会。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同学们，我们以前学过不少诗歌，大家能背几首吗?(学生试
背三两首)那么，这些诗歌有怎样的特点呢?(学生自由发言：
语言的形象性、凝练性，结构的跳跃性等)如果要更进一步了
解诗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听听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是怎样
说的。(板书课题《谈中国诗》)

二、作者简介

出示投影：

钱钟书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
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
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
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
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
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
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
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
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



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
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
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
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
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
选》《管锥篇》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
还参与《_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
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有
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
阐述。《管锥篇》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
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予张湛传》
《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
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钱先生的
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会多种学科知识，
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
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

三、整体感知，把握文意

1.学生诵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划分结构层次。

明确：本文可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l段).交代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

第二部分(第2段)，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诗的一般发展特点及
其规律。

第三部分(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我
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
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重点论述中国诗的各个特点。
这部分又分三层：



第一层(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中国
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从诗的篇幅上
进行论述：中国诗的特点就是短，它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韵
律的要求。

第二层(自“-一位中国诗人说”至“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
默”)，论述中国诗的意韵之美一一“言有尽而意无穷”，且
富于暗示。

第三层(自“西洋渎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至“我们诗里
几千年前早有了”)，通过对比的方式具体论述中国诗“笔力
轻淡，词气安和”的风格。

第四部分(自“所以，你们讲，中国诗……”至“研究我们的
诗准使诸位……觉得甜蜜的家乡困远征增添了甜蜜”)，论述
中国诗的总体特色，并且启示人们，论诗必须根据本国文化
根基，只有这样才全面科学。

2.学生准确筛选有关段落中的信息，用恰当的语言概括中国
诗的特征。

学生思考后，明确：与西方诗歌相比较，中国诗有以下特征。

第一，中国诗讲求抒情性并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
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

第二，中国诗讲求篇幅短小，“诗体”配适“诗心”的需要。

第三，中国诗富于暗示性。

第四，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

3.学生分组时论本文行文的特点.要求举例说明。

明确：本文在行文布局上的主要特点是以综合为纲，以比较



为网，中外相容，古今兼顾，且处处都设机巧，让读者回味
无穷。

比如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钱钟书巧妙地
设下一个“陷阱”。他告诉我们，要用这样的问题来提问是
不合适的。只有在具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和将中外诗进行对比
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合理的结论。并且告诉读者，这种方法即
是比较文学的方法。不多的几句话，就把基本观点和原则交
代清楚了。以下的每一个论述几乎都包藏着对比和综合。

如中国诗的发展史问题，就由伏尔泰所引出，然后道出自己
独到的见解。

如谈中国诗的篇幅，则以爱伦·坡的话立论。不仅指出了中
国涛的特点及其原因，还指出了中国诗的特殊之处：简短的
诗可以有悠远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
些，每把眉眼颦蹙。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
了“无垠”。

在谈中国诗的意韵和特殊表达方式时，则援引了魏尔兰、济
慈、维荣、莎士比亚、拜伦等外国诗人的见解，材料充实，
说服力强。

四、品味文章的语言

方法一：学生自己找出感兴趣的句子自由发言。

方法二：教师出示投影中的句子让学生品析。

如用第二种方法，可出示下列句子供学生品味。

1.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
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



2.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
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
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
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3.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
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只是静默一一沉挚于涕泪和
叹息的静默。

4.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
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
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
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

5.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
诗。这事了不足奇。

教师提示：

1.这句话的本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即不是指中
国诗歌中的某一类作品或某位诗人的作品，而是指中国诗的
发展特点。早熟，是指“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
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早衰，是指“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
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腐化，是对诗的
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而言的)。这句话，借助比喻和比喻中的
对比(“早熟”与“早衰”)，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简要地说
明了中国诗的艺术特征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

2.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借梵文的《百喻经》阐释中国的
艺术和思想体构上的缺欠，旨在批评;二是点明造成这种缺欠
的根本原因。“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
两层”这样的建筑物就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作者以
此作喻，批评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往
往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的基础，其结果必定影响艺术的



健康、稳定地发展。这个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比喻中透出了
强烈的讽刺意味。句中“聪明”一词是反语，是没有掌握艺
术创作规律只凭臆断从事的思想方法。所渭的“聪明”不过
是自欺欺人。“流毒无穷地聪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
思想方法的危害一一错误的东西长期得不到批评、抵制，反
倒堂而皇之地沿传下去，贻害无穷。

3.此句意在说中国诗的意蕴很悠远，但其表达风格却十分平
和。

4.本句隐讽那些对于西方文化不懂装懂的人。

5.此句意在讲对外国诗了解得越深，越能感受本国诗。

新高一语文课本人教版必修一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相关的生物学知识，把握作者观点。

2、能力目标：休会本文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品味优秀科普
作家的文字魅力。

3、情感目标：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对生物的热爱情。

二、教学重点：了解相关的生物学知识，把握作者观点。

三、教学难点：休会本文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品味优秀科
普作家的文字魅力。

四、课时安排：1课时

五、教学步骤



(一)情景导入

同学们，每天我们都行色匆匆，你是否低头注意过你脚下的
蚂蚁窝?也许在你家的附近就有很多。你有没有发现，蚂蚁经
常成群结队地忙忙碌碌?若是你扔一粒饭到它们的洞口，只要
有一只蚂蚁发现，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会聚集一大群，一下就
能把饭粒搬回家。哪怕是一块大面包，它们也能很快解决。
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同学们，你觉
得神奇吗?它们与我们多像，但它们能和我们一样吗?今天我
们学习的这篇文章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二)作家作品简介

刘易斯•托马斯，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
和哈佛医学院，历任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
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
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一凯特林癌症研究
所所长，并任美国科学院院士。

(三)整体感知，明确本文写作思路

明确：

第一部分(第1至3段)：从一个事例切入，即医学家举行年会，
把其与生物界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自己的论点，人类社会与
生物社会有共通之处。

第二部分(第4至10段)：指出动物过着两种生活，即是个体的
存在，又是集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动物过着个体的和社会
的两种生活。

第三部分(第11至13段)：指出人类与生物界的相通之处——
人类也要有社会的生活。



(四)合作探究

1.第一段作者开篇是怎样描绘医学家举行年会的?为什么这样
描绘呢?

明确：他们“急匆匆来回乱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信
息”，“像抛出钓鳟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
店抛出一个长长的单列纵队”。

这不无讽刺与幽默的叙述，看似闲笔，却给全篇定下了一个
基调。

2.第二段作者说到生物学界对“人与动物相似”的观点是什
么?

明确：“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
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
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心地提醒人们，昆虫好像是来自外星
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
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也就是说，传统生物学界认为
人类社会与生物是毫不相干、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

3.但是，作者摆了一个怎样的事实与观点?

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说人类像蚂蚁可以，反过来说
蚂蚁像人类，就会遭到非议，因为这是对人类至高无上的地
位的挑战。所以描述昆虫行为的人，唯恐被指斥为“违反科
学”，都不遗余力地从“有异于人类的”方面来理解生物的
社会行为，说它们“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
物的。”而作者却不从众从俗，敢于向传统观念发起冲击，
他指出“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然后以幽
默的语言，列举了一系列蚂蚁的社会行为，从“培养真菌，
喂养蚜虫”，到“迷惑敌人，捕捉奴隶”，到“使用童
工”“交换信息”，简直和人类毫无二致。“它们什么都干，



就差看电视了。”在这里，作者有意用描述人类社会行为的
语言来描述蚂蚁，和文章开头的一段用描述昆虫的语言来描
绘人类恰成对比，表达了一个鲜明的观点，那就是：人类的
社会行为与生物的社会行为有极大的共性，并非水火不容，
而是可以互为比照的。

4.请同学们快速浏览第二部分，找出作者举出了哪些动物来
证明自己的观点。

明确：蜜蜂、白蚁、群居性黄蜂、鲱鱼和成群的飞鸟。

作者论述昆虫、鱼类、鸟类等生物的社会行为，说明它们也
有集体协作精神，而且随着群体数量的增加，智慧也随之增
长，这些都来自他对自然界中社会性生物细心的观察和思考。
把这些生物的群全看成是一个庞大的生物体，更是作者的创
见。

明确：作者这样说，是模仿传统生物学家的语气，妆他们的
逻辑来说的。传统生物学家们不愿意承认人类的社会行为与
生物的社会行为有极大的共性这一事实，作者这样的叙述充
满了调侃与讽刺。

6.作者在谈到动物与人类的行为时，为什么多从个体与群体
两个方面作比较分析?试结合作者的论述加以说明。

明确：作者在谈到动物与为类的行为时，多从个体与群体两
个方面作比较分析，这是因为社会与个体是相辅相成的，社
会不能没有个体的参与，而对于社会性生物而言，个体也难
以离开社会而生存。所以，无论是谈论人的社会性，还是谈
论动物的社会性，都离不开对个体与群体的分析。没有形成
群体的蚂蚁，就没有太多的社会性，因而所表现出来的智慧
是有限的;对于人类，没有融入社会的科研成果，不能被公众
利用，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相比较而言，有着一定组
织的社会性生物，如蚂蚁和蜜蜂，对社会组织的依赖性更强;



人类的个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短时间关闭和组织联系的
“电路”，但不能从根本上脱离社会而存在。

7、大家觉得课文所描述的一些生物的社会组织与人类相比有
哪些相似之处?

明确：本文所描述的一些生物的社会组织与人类相比有很多
相似之处，比如步调一致的行动，集体协作式的劳动，有目
的的行为，互相交换信息等。

明确：“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社会性
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
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电路好像还在，
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虽然比动物更
具社会性，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联合起来，充分发挥我
们的智慧与才能。

9、最后，作者对科研提出了什么希望?

明确：“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是、静思的事。是的，在
最初几个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
晨，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互相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
章，给编缉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作者
希望科学研究能够多一点交流，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五)能力提升

整篇课文作者探讨了生物的社会性，但是作者真正的目的是
什么呢?

明确：作者谈论生物的社会性，焦点还是在反思人类行为，
意在批判传统生物学人类中心主义甚至人类沙文主义的观念，
强调人类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不然就会陷入因为盲目的自
我崇拜而带来的种种困境之中。无可否认，作者的论述有其



幽默调侃的成分，观点有其牵强偏激之处，但他的视角是独
特的，见解是独到的，议论是深刻的，读之给人以理性的启
迪和美感的享受。

(六)规律总结

本文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明确：这篇科普文章具有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看做是一篇科
学随笔。本文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没有罗列森严的
论点论据，但还是具有独特的论证方法的。首先，作者始终
是在与人类行为的对比中谈论生物的社会行为，始终认为人
类行为与生物的社会行为有着共同性;其次，作者在论述中，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欺也生物，多从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做比
较分析，肯定群体的智慧，强调社会化的重要性;再次，对生
物的社会行为的描述，有详有略，先详后略，以详带略(详昆
虫类，略菌类，鱼类、鸟类)，这样既抓住了典型事例细致剖
析，又丰富了例证，也体现了由现象层面到理论探讨逐步深
化的过程。

(七)学与练：结合具体的语境，说说下列语句的幽默效果。

1、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

明确：讽刺怕遭到非难的作者极端保守的心态，他们恨不得
把昆虫看做是天外来客，完全有异于人类，甚至是“非生物
的”，像“魔魔道道的小机器”一样。

2、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

明确：讽刺人类的自大心理，渺小的蚂蚁的很多行为与我们
相似，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事实，真是有些为难。

3、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明确：用夸张的语言说明蚂蚁的社会行为太接近人类了——
恐怕离看电视也不远了吧!

4、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脚的神经节而已。

以“轻蔑”的口气评论一只“独行的蚂蚁”，强调它们个体
智慧的微不足道。

5、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互相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
给编缉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明确：以夸张的笔法，将人类的行为“原始化”，暗中与动
物行为混同，意在说明两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八)课堂小结

同学们，原来生物界还有这么多我们不曾了解的内涵，人类
千万不能盲目自大，要充分认识自身生存危机。我们为在既
要强调个体的智慧，也要重视群体的智慧，因为发明创造必
须融入群体的智慧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意义。所以，同学
们学习也不能够闭门造车，一定要多多交流才能取得更大的
进步。

新高一语文课本人教版必修一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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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掌握并积累文中重要字、词、句。

2、理清全文的写作思路，理解本文的写作目的。

3、学习史论的常规写法和借古讽今的手法。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流程：

一、导入

《三字经》中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
籍”，这个苏老泉，就是苏洵，号老泉。他二十七岁刻苦攻
读，博览群书，潜心钻研。由于他下笔顷刻数千言，语言晓
畅，雄辩有力，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嘉佑年间，欧阳修把他
写的22篇文章推荐给朝廷，一时名动京城，文人争相模仿，
因此苏洵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嘉佑集”。课文《六国论》
选自《嘉佑集·权书》。我们一起来学习《六国论》，看看
苏洵是如何评论六国灭亡的。

二、梳理重要字词句(更多注释翻译在书本上)

文中重要实词有互、率、判、与、速

古今异义、使动、名作状、

句式：状后、被动、定后

请同学翻译重要语句(勾画语句——同学思考斟酌——上黑板
书写——师生共评)

三、揭示写作目的

(从文章最后一句话“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是又在六国下矣”的翻译过渡)

苏洵用这句话收束全文，有没有什么目的和意图呢?

广阔的天下，指出谁的天下?为国者是谁?



——北宋，北宋当权者

——如果凭借北宋这么大的天下，采取下策，重蹈六国灭亡
的覆辙，比六国还不如了。采取下策，是什么样的策略?——
像六国一样的，赂敌求和的妥协策略。

苏洵说的是“苟”，如果，那现实情况呢?

北宋建国后一百多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的军队大小
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到北宋中期，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
不敷出，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__，军事上骄堕无能，外交
上极端软弱。

苏洵写作本文的年代(1004年)，契丹大举进攻，直逼黄河北
岸的州城下，威胁宋都，宰相寇准力主抗辽，宋打了胜仗，
北宋统治者面对有利的形势却屈辱求和，与之订立了“渊之
盟”，答应每年向辽缴纳白银10万两，丝绢20万匹。1042年，
辽又向北宋索要晋阳瓦桥关以南10县土地，宋又只能答应每
年加纳白银10万两，丝绢10万匹。1044年，为了停战求和，
北宋由答应每年向西夏输纳白银10万两，丝绢10万匹，茶叶3
万斤。

这样_的结果，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
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苏洵说得委婉含蓄，实际上是在批评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
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警戒当权者要从六国赂秦求和，国力亏
损，最终_亡国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六国灭亡的
覆辙。

说到底，苏洵评论六国的灭亡，是为了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阐明自己用兵抗敌的主张。

苏洵在文中说，“苟”，如果，为什么不直接指出批评对象



呢?

委婉含蓄，把批判的锋芒收一收，便于统治者接受。

当世社会黑暗，妥协投降主义占上风，说得含蓄些既可以保
护自己，又能使自己的主张广为流传。

六国灭亡的原因已经分析得明了透彻了，就在一个“赂”字，
这和北宋当世的状况惊人的相似，不言自明，照样能起到发
人深省的效果。一个“赂”字把历史教训和现实时弊紧紧联
系了起来。

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观点是这篇史
论的中心论点，围绕着中心论点，作者从几个方面论证的?两
个方面，“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
这两个方面就是两个分论点。

一二两个小节提出中心论点，总领全文，并提出两个分论点，
引发下文的议论。

接下来，围绕着两个分论点，作者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展开
论述。

第三段，围绕着第一个分论点，结合赂秦的韩、魏、楚三国
灭亡的史实展开论证。对于三个赂秦的国家，作者分三个层
次进行论证。

第一个小层，“秦以攻取之外，……固不在战矣”对比双方
土地消长，证实由于“赂”而造成的得失远远超过战争造成
的得失，以割地赂秦的事实说明赂秦的危害之大，得出“固
不在战矣”的结论。

第二小层，“思厥先祖父，……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至于_，理固宜然”，割地求和造成自身国力日渐衰微，秦国



的侵略野心愈来愈大，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赂秦求和适
得其反，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第三小层，“古人云……此言得之”引用古人的话为证，形
象的说明赂秦的危害。

我们注意到，在论证过程中，作者用了对比论证方法，如把
秦国得地的两种途径对比，赂者的失地的两种情况对比，总
的说来是赂造成的土地得失和战争造成的土地得失进行对比，
还有，祖先艰辛辟地和子孙轻易割地对比，赂者奉之弥繁和
秦国侵之愈急进行对比，对比之中强调“赂”带来的亡国灭
种的严重后果。

其中，祖祖辈辈筚路蓝缕，艰辛开国得过程写得很形象，子
孙后代软弱无能，割地求和的轻率以及被敌人步步紧逼狼狈
尴尬的可怜相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同时，也恰到好处地用了古人的话，增强了论证的力量，这
种论证方法叫引用论证。

第四段，围绕着第二个分论点，结合齐、燕、赵的史实来展
开论述。

对于不赂秦的齐、燕、赵三国，作者分层论证，也分了三个
小层。

第一小层，讲齐国灭亡的原因。五国灭亡了，齐国也不能独
自保全。

第二小层，合说燕、赵义不赂秦，敢于用兵抵抗，最终战败
而亡，虽然有各自策略的失败，但原因主要是，处秦革灭殆
尽之际，孤立无援，灭亡是诚不得已。

第三小层，总说六国，提出假设，从反面将论证推进一层。



进一步论述了“赂”秦的危害。

其中，最明显的论证方法就是假设论证，或从另一个角度换
个说法，也可以说是反面论证。

三四两节论述是结合历史事实展开的，和一二节相比，可以
发现是不同的，一二节在展开论证的时候，是分析其中的道
理，如为什么弊在赂秦呢，其中的道理是，赂秦而力亏，国
力亏损，逐步灭亡。不赂者以赂者丧，道理是失去了强大的
援助，不能独自保存，被逐个歼灭了。我们把三四节这种论
证方法叫事实论证，也叫事例论证看，而把一二节这种方法，
叫道理论证。实际上，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经常结合使用。

接下来，第5、6节，总结历史教训，点明写作意图。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假设的角
度为六国提出救亡图存的策略，举贤任能，团结一心，同仇
敌忾，共御外辱，这样能使秦国也心存忌惮，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从反面推进论证，为六国赂秦而亡感到痛心和惋惜，
启示后人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

最后一句从历史教训转到现实时弊，自然过渡，接下去，第6
节，点名借古讽今的写作意图。

作为史论，本文由评论历史到针砭时弊过渡自然，讽谏当朝
统治者的写作意图委婉但并不隐晦，主张明确，立场鲜明，
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因此本文是一篇比较典范的史论文，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