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出师表教案一等奖(通用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一

1、领会诸葛亮提出的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小三项建
议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重点）

2、认识并学习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3、了解本文议论中融以叙事、抒情的写法。（难点）

1 什么叫“表”？这种文体有什么特点？

2 诸葛亮是什么心情下写《出师表》的？（简介写作背景）

3. 、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崩殂 恢弘 陟罚臧否 裨 以遗陛下 补阙 驽钝

猥自枉屈 以彰其咎 咨诹

４.诵读课文，划分文章结构。

1.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疏通文意。翻译下面重点的句子：

（1）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3）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倾颓

（4）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5）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
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
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动，遂许先帝以驱驰。

（6）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7）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8）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9）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在天之灵。

（10）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3

2.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了哪些建议？ 其中哪一条是主要的？

3.结合《出师表》全文，说说诸葛亮为什么要在出师之前竭
力规劝刘禅任用贤能？

4、本文主要表达了什么情感

4.. 写出出自本文的成语(至少三个)，并解释其现在的意思。

1.解释下列加点词语的古今异义。

(1) 诚宜开张圣听 古义： 今义：

(2)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古义： 今义：



(3) 先帝不以臣卑鄙 古义： 今义：

(4) 由是感激 古义： 今义：

2理解性填空

（1）《出师表》中说明蜀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句子是：

(2) 表现作者无意于功名利禄的句子是

(3) 表现作者临危受命的句子是

(4) 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目标是

（5）诸葛亮劝刘禅对宫中、府中官员的赏罚要坚持同一标准
的句子是：

（6）诸葛亮希望后主不要随便看轻自己的句子是：

（7）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严明赏罚建议的语句是：

一致。

（9）《出师表》中叙述诸葛亮追随先帝驱驰原因是：

10）表明作者志趣的句子是：

（ 11）指出出师战略目标的句子是：

（12）陈述作者临危受命的千古名句是

（13）通过对比写出先后汉兴隆及衰败原因的句子是

（14）诸葛亮在刘备几乎全军覆没的处境下，出任军师，追
随刘备创业。他在《出师表》中写到：



（15）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追言白帝城托孤之事，交代此
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及思想基础的语句是：

（16） 1、写尽作者一生的句子：

（17）、表明作者淡泊名利的句子：

（18）、诸荀亮分析天下形势，其中有利的主观条件是：

（19）、表达了作者对刘氏父子感情的句子是：

（20）作者在《出师表》中写到了自己所受到的“先帝之殊
遇”，把相关的文字默写出来：

3．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请结合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用短语写出他所指挥的两个战
例。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二

1.理解课文基本内容。

2.熟读、背诵全文。

三课时

[教学重点]

1.认真阅读“阅读指导”的内容，了解本文写作的背景、目
的和全文主旨。

2.熟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诸葛亮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三顾茅庐”、“火烧赤
璧”“六出祁山”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
诸葛亮的文才韬略令人倾倒。他撰写的《出师表》是汉末以
来的第一流杰作，文章质朴诚挚，志尽文畅。为后人所钦仰。
陆游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
说“或为出师，鬼神泣壮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篇杰作。
（板书课题）

二、朗读课文

1．教师范读课文（最好能背诵），读得要有抑扬顿挫，感情
充沛，使学生产生激情。要求学生注意体会老师的读法，并
画出生字词。

2．指导学生朗读（片断），要求富有感情。

三、检查预习：

1．要求一生简介“表”的有关常识

2．一人简述本文的写作背景

3．一人简介诸葛亮

四、指导划分层次结构

1．学生根据教师的提示独立思考，拟出初步答案

2．同组交流，取长补短（段意不要求统一）

3．抽样提问，师生共评（同时板书）

第一部分（1－5）指明危机，提出建议



第二部分（6－７）追忆往事，陈述理由

第三部分（８－９）分清责任，表明决心

五、理解分析第1、2自然段

1．学生结合注释自译课文1、2段（问题2、3），教师补充以
下词语：

秋：关键时刻

妄自菲薄：过分看轻自己

盖：原来

2．提问四人各对译课文1、2段，学生进行评价更正，教师肯
定小结

3．思考问题：

（1）为什么说当时是“危急存亡之秋”？

（2）作者指出当时蜀国的形势如何？内外大臣如何表现？内
外大臣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大臣如此，做国君的应如何做？
作者提出的两条建议是什么？（问题4－９）

教师抽个别中下生提问，再请中下生补充，不行再请中上生
小结

板书：开张圣听（广开言路）赏罚严明

4．指导分析“以”的连接用法

（1）教师复习“以”的介词用法－－－“用、把、拿、凭”
等。



（2）分析“以”连词的用法

学生思考这两段中的“以”哪些表达目的`，哪些表达结果。
教师提问，学生不同意见可补充。

板书：以：表目的（用来）－－－以光先帝遗德，以昭陛下
平明之理

表结果（以致）－－－以塞忠谏之路也

5．指导背诵：

（1）要求学生理清每一段内的意义层次，顺着因果和作者思
路默想、记忆、背诵。

如：形势危急－－－大臣表现－－－两条建议

（2）学生试着自己背

（3）抽优生背

（4）全班齐背

6．老师总结：引导学生学生诸葛亮的爱国精神。

六、布置作业：

a．熟练习背诵1－2段，准备默写

b．预习翻译3－７段

[教学目标]

1．分析课文3－5段，归结第一部分内容；了解作者亲贤臣远
小人的进步主张。



3．理解“寓情于议”和“寓情于叙”的写作方法

4．学习诸葛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重点难点]

了解作者亲贤臣远小人的进步主张教具；理解“寓情于议”和
“寓情于叙”

[教学过程]

一、检查默写1－2段（2）

一人上黑板，其他在下面写

二、分析课文3－5段

1．指导朗读，要求有层次感，由学生分别读第3第4段后齐读
第5段。

2．学生结合注释，疏通文意（问题1）：

不明白的提出来大家共同解决，教师提出几个问题抽查：

是以：痛恨：所以：计日而待：良实：亲贤臣，远小人

3．思考：第3、4两段写什么？第5段作者又提出了什么建议？
（问题2、3）

师生共同分析，边分析边板书：

荐贤臣：宫中之事－－－先帝简拔之臣－－－裨补阙漏，有
所广益

营中之事－－－先帝称能之臣－－－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提建议：亲贤远佞（正反教训）

4．小结第一部分：

（1）诸葛亮提出的三条建议治国大计，特别是第三条“亲贤
远佞”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这三条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2）讲解“寓情于议”的特点：诸葛亮谈形势，教方法，摆
先帝任贤事实，引历史经验教训，其目的都是希望后主能认
识到必须亲贤远佞，才能修明政治，完成“兴复汉室”的大
业的道理。这种把诚挚的感情、殷切的期望融合于摆事实、
讲道理中的论证手法，就是“寓情于议”。作者之所以采用
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意在使后主能容易接受建议，达到规
劝目的。

三、分析第二部分：

1．创设情境：

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万分感激，平时又言听计从，临
终时也曾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也一直在努力报效刘
备的知遇之恩，所以一生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试图为刘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下面我们再学习6、７
两段，看诸葛亮是如何表述他的知遇之恩的。

2．教师补充几下注释，学生思考自译课文：

3．复述诸葛亮的经历（根据课文内容）

要求一位表达能力强一点的学生回答，其他学生补充

4．独立思考问题：两段主要表达方式是什么？叙述的对象以
及叙述的内容是什么？（要求扣课文中句子回答）

昔日：生平志向



感激原因

廿年经历报先帝忠陛下

当今：出师理由

5．讲解“寓情于叙”

如下所述，这两主要是追述21年来的经历，陈述出师的理由，
抒发报先帝忠陛下的心愿。表达方式是寓情于叙。例如第6段
在叙述生平志向、感激的原因之后，又用“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句充满感情的话，
既高度概括了他追随先帝、为之奔走的艰难历程，又抒发了
他感恩报效的一片忠心。

6．讨论问题：“受命以来.....深入不毛”表达了作者什么
样的精神？今天应该怎样认识？引导学生从作者忠君的同时
看到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努力学习，完成自己的责
任和使命。

7．小结第三部分层次：回顾历程，抒发感激之情

表示伐魏决心，报先帝忠陛下

五、布置作业

a：课后背诵课文3－７段；预习翻译８、９段

b：默写课文3－７段

[教学目标]

1．分析理解８、９段，培养说话艺术（委婉）。



2．归纳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

3．背诵，练习巩固。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抽一中等生背诵课文第5自然段

二、理解分析第三部分

1．学生齐读８、９段，要求读出作者感情及诚意，创设情境，
进入新课。

3．分析第８段层次：师生共析：

第1句是自请“出师”，表达“讨贼兴复”的决心，意志坚定

第2句是两个分句，是分清责任，提出期望

第3句表达感激之情

板书：请命出师－－－－表决心

叮嘱陛下：用贤臣－－－兴德之言

宜自谋－－－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遗诏

表达感激之情

4．讨论：如果第1句话后面用分号，“以彰其咎”后面用句
号，好不好？

明确：不好。一是不能分清内外责任，二是不能突出作者请



命出师的决心，三是内外大臣“兴德之言”顺势提出希
望“陛下亦宜自谋”，不致使刘禅反感。

自由发言，有道理就行

三、朗读指导，进行背诵：

同样要求注意层次性，采用多种方式背诵相结合

四、布置作业

1.默写全文（可分段进行）

2.熟练背诵全文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三

1、领会诸葛亮提出的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小三项建
议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

2、认识并学习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3、了解本文议论中融以叙事、抒情的写法。

1、理解课文，掌握重点词句。

2、领会诸葛亮提出的`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小三项
建议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

了解本文议论中融以叙事、抒情的写法。

1.作家作品简介：本文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作者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是三国
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年轻时躬耕陇亩，隐居隆中，
刻苦攻读史书，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刘备三顾茅庐后，诸



葛亮为其真情所动，出山辅助刘备，联吴抗曹，败曹操于赤
壁，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死后，他受遗诏
辅助后主刘禅。

2.关于“表”。

表是古代奏议的一种，用于向君王陈说作者的请求和愿望。
诸葛亮这篇表文写于蜀汉建兴(后主刘禅年号)五年p27年)第
一次出师伐魏之前。当时蜀汉已从猇亭(现在湖北宜都)战役
的惨败中恢复过来，既与吴国通好，又平定了南方的叛乱，
所以诸葛亮决定北上伐魏，写这篇表文的目的是，希望刘禅
任用贤臣，采纳忠言，赏罚分明，国内政治修明，有一个稳
定的战略后方，以实现先帝的‘叫匕定中原”，“兴复汉
室”的宏大理想。

(一)对联引入新课

1.“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2.“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武侯书堂》)

3.“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

(二)整体感知

1、录音范读课文。

要求学生画记出疑难字词，注意停顿、重音。

2、对照课下注释，翻译课文，注意以下字词：

崩殂：疲敝：秋：殊遇：开张圣听：

光：恢弘：妄自菲薄：引喻失义：



陟罚臧否：异同：作奸犯科：

刑赏：平明之理：良实：志虑忠纯：

简拔：遗：咨：裨补阙漏：

淑均：优劣得所：猥自枉屈：

驱驰：后值倾覆：尔来：夙夜忧叹：

不毛庶竭驽钝：攘除：斟酌损益：

慢：彰其咎：谘诹善道：察纳雅言：

3、古今异义词：

(1)开张：今义是，本文中的古义是。

(2)痛恨：今义是，古义是。

(3)卑鄙：今义是，古义是。

(4)感激：今义是，古义是。

(5)谨慎：今义是，古义是。

(6)涕：今义是，古义是。

3、理解文言虚词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之欲报之于陛下也()而可计日而待也()

先帝称之曰能()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以光先帝遗德()侍卫之臣不懈于内()

以塞忠谏之路()欲报之于陛下()

是以先帝简拔()于叹息痛恨于桓、灵()

以愚以为宫中之事()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悉以咨之()受任于败军之际()

先帝不以臣卑鄙()还于旧都()

以伤先帝之明()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四

1、通过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写作脉络。

2、感受诸葛亮忠诚尽责的可贵精神。

课前播放音乐《三国演义》主题曲。青山依旧，夕阳依旧，
英雄生命已逝，但却永远活在后世人的记忆里。诸葛亮就是
这样的一个英雄，他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
祁山、七擒孟获、空城退敌、一生辛劳、万古流芳。他是人
民心中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不仅智慧超群，他的文采韬略也
令人倾倒，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出师表》，通过他撰写的
《出师表》来了解他的忠肝义胆。

1、再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文章先后写了哪些
内容，试着把文章的思路整理出来。

2、合作探究，

(2)课文后半部分诸葛亮主要追述了哪几件事?有什么用意?



分析:一共有三条:开张圣听，赏罚分明，亲贤远佞。这三条
建议是诸葛亮在充分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提出来的，诸葛亮就
是要求刘禅能够广开言路，听到真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才不至于一片混乱，蜀国是弱国，如果不发展，必遭灭
亡。而要发展壮大，必须按照诸葛亮说的去做。亲贤远佞这
一条建议是这三条建议的思想基础，只有做到亲贤远佞，才
能广开言路，才能做到察纳雅言，才能不至于忠奸不分，赏
罚不明。

3、(过度语)这一条建议提的最为具体，把自己举荐的人的具
体特点和优势都讲出来了，大家能从文中找出来吗?文官有郭
攸之、费祎、董允等人，他们的`特点是“良实”“忠纯”。
武将是向宠，他的特点是“性行淑均，晓畅军事”。

4、举贤荐能，诸葛亮可谓是用心良苦，坦诚进言，可谓是竭
尽忠诚。除此之外，文章还写了什么?明确:追述以往经历，
写出了自己出师伐魏的的有利条件和迫切愿望，表达了自
己“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明确诸葛亮回顾了哪
些事情?“稳居隆中，三顾茅庐，襄阳兵败，白帝城托孤，南
征孟获”的事。

5、作者追述自己二十一年来的经历，里面蕴含着诸葛亮怎样
的情感?内心充满了对刘备知遇之恩的感激与报答之情，并把
这种忠诚转移到了刘禅的身上。

(过度语)全文从提出建议到回顾历史再到表伐魏兴汉的决心，
应该说至始至终都贯穿着这样的情感，所以说《出师表》中6
个字是全文的文脉，报先帝、忠陛下。

本文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
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分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
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
决心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质。诸葛亮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人
物，有关他的故事很多，你是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呢?请以“千



秋诸葛我评说”，谈谈你的看法。

今当远离，诸葛亮写了感人肺腑的《出师表》，假如你是刘
禅，看了此表后，思绪翻滚，情不自禁，请同学们以刘禅的
身份写一篇《报诸葛相父》吧!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五

1.指导朗读，要求有层次感

二优生分别读第3第4段后齐读第5段。

2.学生结合注释，疏通文意(问题1)

不明白的提出来大家共同解决，教师提出几个问题抽查：

是以：痛恨：所以：计日而待：良实：亲贤臣，远小人

3.思考：第3、4两段写什么?第5段作者又提出了什么建
议?(问题2、3)

师生共同分析，边分析边板书：

荐贤臣：宫中之事---先帝简拔之臣---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营中之事---先帝称能之臣---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提建议：亲贤远佞(正反教训)

4.小结第一部分：

(1)诸葛亮提出的三条建议治国大计，特别是第三条“亲贤远
佞”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这三条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2)讲解“寓情于议”的特点：诸葛亮谈形势，教方法，摆先



帝任贤事实，引历史经验教训，其目的都是希望后主能认识
到必须亲贤远佞，才能修明政治，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的道理。这种把诚挚的感情、殷切的期望融合于摆事实、讲
道理中的论证手法，就是“寓情于议”。作者之所以采用这
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意在使后主能容易接受建议，达到规劝
目的。

1.创设情境：

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万分感激，平时又言听计从，临
终时也曾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也一直在努力报效刘
备的知遇之恩，所以一生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试图为刘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下面我们再学习6、7
两段，看诸葛亮是如何表述他的知遇之恩的。

2.教师补充几下注释，学生思考自译课文：

3.复述诸葛亮的经历(根据课文内容)

要求一位表达能力强一点的学生回答，其他学生补充

4.独立思考问题：两主要表达方式是什么?叙述的对象以及叙
述的内容是什么?(要求扣课文中句子回答)

昔日：生平志向

感激原因

廿年经历报先帝忠陛下

当今：出师理由

5.讲解“寓情于叙”

如下所述，这两主要是追述21年来的'经历，陈述出师的理由，



抒发报先帝忠陛下的心愿。表达方式是寓情于叙。例如第6段
在叙述生平志向、感激的原因之后，又用“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句充满感情的话，
既高度概括了他追随先帝、为之奔走的艰难历程，又抒发了
他感恩报效的一片忠心。

引导学生从作者忠君的同时看到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
而努力学习，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7.小结第三部分层次：回顾历程，抒发感激之情

表示伐魏决心，报先帝忠陛下

a：课后背诵课文3-7段;预习翻译8、9段

b：默写课文3-7段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分析理解8、9段。培养说话艺术(委婉)

2.归纳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

3.背诵，练习巩固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抽一中等生背诵课文第5自然段

二、理解分析第三部分



1.学生齐读8、9段，要求读出作者感情及诚意，创设情境，
进入新课。

2.指导翻译第8段：这一段翻译较难，老师要多做些点拨

学生先独立翻译，教师给予指点，后集体讨论解决

3.分析第8段层次：师生共析：

第1句是自请“出师”，表达“讨贼兴复”的决心，意志坚定

第2句是两个分句，是分清责任，提出期望

第3句表达感激之情

板书：请命出师----表决心

叮嘱陛下：用贤臣---兴德之言

宜自谋---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遗诏

表达感激之情

4.讨论：如果第1句话后面用分号，“以彰其咎”后面用句号，
好不好?

明确：不好。一是不能分清内外责任，二是不能突出作者请
命出师的决心，三是内外大臣“兴德之言”顺势提出希
望“陛下亦宜自谋”，不致使刘禅反感。

自由发言，有道理就行

三、朗读指导，进行背诵：

同样要求注意层次性，采用多种方式背诵相结合



四、布置作业

a、默写全文(可分段进行)

b、熟练背诵全文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六

2、学习并掌握文言词语和重要语句。

3、了解本文从容不迫、条分缕析的写法。

1．“表”这种文体的抒情色彩很浓，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
着重体会。

2．教学目标1、2

：3课时。

第1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展示两副对联：这里的老臣是谁？一表是指什么？

杜甫《蜀相》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陆游《书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明确：老臣是三国时期蜀国名相诸葛亮，一表是指他的《出
师表》

2、历史背景介绍：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
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
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
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
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
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
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
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
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
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
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
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
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
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
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
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
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
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
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
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
惑主。

摘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

二、听录音范读，整体感知

1、录音范读课文。要求学生画记出疑难字词，注意停顿、重
音。



2、对照课下注释，理解课文，齐读，理清文章结构指导划分
层次结构

3、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1—5段)，指明危机，提出建议。写临出师前的忠
谏，提出了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亲贤远佞的建议。

第二部分（6－7）追忆往事，陈述理由。追述刘备的知遇之
恩，表白自己精诚图报的忠心。

第三部分（8－9）分清责任，表明决心。点出出师本题，表
示兴复汉室的决心。

三、学习1－2节

1、朗读语段，根据课下注解自译课文。

2、分段质疑（从语言和内容两个方面）。

明确学生可能质疑的词句：

益州疲敝：益州民力困乏。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实在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生死存
亡的紧要时刻啊。

不懈于内：在朝廷内毫不松懈。

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

不宜异同：不应该有所不同。异同，偏义复词。

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



四、探究：1、出师前的国内形式是怎样的？明确：不利——
益州疲敝；有利——忠志之士不懈于内，忘身于外。总之是
危急存亡之秋，倘不奋发图强，国必亡。

2、如何看待诸葛亮的这两点建议？明确：这两点都是从正反
两方面加以申述的，极具针对性。广开言路，主要是广开贤
者的言论，听进忠言，抛弃偏言；赏罚分明，是要执法如一，
忠有所赏，奸有所罚。这两点都是要刘禅弘扬先帝遗德，不
要伤害那些忠志之士的情感，使得他们能继续为国竭尽忠心。
也只有这样，国家的政局才不至于混乱。而这两点恰恰是刘
禅没有做好的，也是诸葛亮最为担心的。

五、当堂练习反馈

完成《拓展强化》p92语段一。

六、作业：

复习1－2节，自译3－5节。思考：你认为三条建议中哪条是
最重要的？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七

1、掌握古汉语知识，特别是古今异义、一词多义，培养文言
文语感；

2、培养学生以读导悟理解课文的能力和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的
技能；

3、深刻理解文章的情感，体会精炼、质朴而又饱含深情的语
言。

以读导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诵读、讲授、讨论

2课时

深入理解课文，并能有感情的朗读。

一、导入新课

1、学生默读课文（快速），要求整齐朗读，同桌之间纠错。

2、列出三个词语，并分析古今异义，教师点明一字就是一词：
卑鄙开张痛恨

3、列举词语，学生变换形式朗读，读出节奏感，然后再在全
文中找出来排比、对偶的句子再读。

板书：开张圣听引喻失义妄自菲薄（音乐美：铿锵有力，适
合齐读）

二、教师范读，要求学生：

1、用心去听，感受教师的情感和语气；

2、画出你觉得最美的句子并且小声试读；

三、品读课文，理解作者的深情

1、学生尝试有感情大声朗读，或同桌互读；

2、学生找出优美的句子，先分析，再带着情感范读；（引导
重点句的讲析，以读导悟）

3、演习最后一段，抓住诸葛亮哭的原因，激发学生去想象当
初写作的起因背景，从而体会深沉的情感。



5、举例说明这篇文章的影响，引出李密的《陈情表》并推荐；

6、情感迁移，朗读杜甫的《蜀相》。

四、作业：收集史料，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并和同桌交
流。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八

1.让学生体会诸葛亮的耿耿忠心及表文中流露出的感情。

2.扫除文字障碍，熟练掌握表中的内容。

3.了解《三国演义》中的有关情节。

1.安排三课时。

2.第一课时主要扫除文字障碍，听录音及了解有关情节，体
会诸葛亮在文中流露出的感情，分析6、1、2（机动）段。

3.第二课时继续学习剩余的内容，主要是3、4、5、7段，明
确诸葛亮在文中向后主所提的建议及政治愿望。

4.第三课时结束课文内容讲解，总结“以”字用法，并小测
本文知识。

1.诸葛亮向后主所提的建议及其政治愿望。

2.疏通文意。

体会诸葛亮的耿耿忠心及本文情词恳切的特点。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必知的东西：例如书法家不能不知道《兰
亭序》；军事家不能不知道《孙子兵法》，二胡演奏家不能
不知道《二泉映月》；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是忠臣不能不知的
文章------诸葛亮的《出师表》。苏轼曾经说：“读《出师
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
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催人泪下的《出师表》。

二、简介作者及文体：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人
称“卧龙”，汉末为避战乱，隐居隆中。后扶佐刘备统一了
我国西南地区，使全国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表”是古代奏议的一种，用于向君主陈述作者的请求和愿
望。我国古代臣民给君主的呈文有不同的名称：战国时期称为
“书”，汉代则分为“章”、“奏”、“表”、“议”四类，
在内容上各有其不同的分工（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
议以执异）。 此外还有一种专门议论朝政的文章叫做“疏”；
到魏晋南北朝时，此类文章又称为“表”。

三、听录音感受文章的情感，扫除文字障碍。

c ji n zh z ng p zh o y u y w i

崩殂 忠谏 陟 罚 臧 否 昭 攸 祎 以 遗 陛下

b qu w i s sh ji n d n f i zh ng ji

裨 阙 猥 夙 庶 竭 驽 钝 菲 彰 咎

z u zh o

咨诹 遗诏



出师表教案一等奖篇九

1.领会诸葛亮提出的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小三项建
议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

2.认识并学习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3.了解本文议论中融以叙事、抒情的写法。

4.了解本文率直、质朴、恳切的语言风格。

重点难点

1.把握重点生字词的意思，顺畅地翻译全文。（重点难点）

2.领会诸葛亮提出的'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小三项建
议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认识并学习诸葛亮“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精神。（重点）

课前准备

（教具、预习作业等）

1.搜集一些有关诸葛亮的简介及故事

2.运用工具书，顺畅地朗读全文。

3.结合课文注释，试译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课堂教学实施设计

复备内容

一．导入新课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