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过秦论教案课时(模板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过秦论教案课时篇一

1、通过预习指导，使学生借助课文的注释、工具书和参考资
料了解时代背景、作者简况及各段大意，疏通文句。

2、讲授课文，指出作者政治主张的历史局限时，不必在什么
是秦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上旁征博引，同时对文中涉及的历
史人物及史实，也不要过多介绍。可在课外指导学生读点通
史或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虽是小说，但基本事件
多见诸其书）。

3、文言文翻译，是本单元主要知识点。在研习新课中要有意
识设计必要的讨论题，引导学生用单元知识短文所讲的道理
来解决疑难问题，获取新知识。

4、本文逻辑严密，文辞优美，可利用录音等手段指导学生反
复诵读，在读中体会文章气势之磅礴，说理之透彻。在熟读
基础上背诵课文的后三段。

过秦论教案课时篇二

教学目的：

1、了解“赋”的特点；

2、从秦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3、文言词语的活用，语文教案－过秦论。

重点难点：

文中“议论”所包含的意思，四个“后人”的意思。

课时安排：二课时

课型：课内自读课

第一课时

一、作者简介、题解

杜牧（803－852），字牧之，号樊川，唐代著名诗人，为别
于杜甫，后人称他为“小杜”，又将他与李商隐并列，称
为“小李杜”。

阿房宫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秦始皇三十五年）始建，故址在
今陕西省西安市阿房村。为建造这座宫殿，秦统治者曾征集
劳动力七十余万，开采了大量的'石料，砍伐了大批木材。可
是至秦灭亡也未全部完工，故未正式命名。据说时人因其前
殿所在地名阿房，故称“阿房宫”。

本文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杜牧在《上知己文
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可见本文表面上写秦因营造阿房宫，挥霍无度，劳民伤财，
终至亡国，实则借古讽今，意在规劝敬宗李湛，不可淫奢极
欲，重蹈秦亡的覆辙。

二、赋

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体裁，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
和谐，描写事物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而于结尾部分往往发
一点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



三、阅读课文，反复朗读。

学生自读，教师范读。

四、结合“自读提示”和“注释”，分段阅读课文，教师指
点。

第一部分（1－2自然段）：由外到内，由楼阁建筑到人物活
动，铺叙阿房宫建筑宏伟、豪华，极写宫中生活荒淫、奢靡，
高中一年级语文教案《语文教案－过秦论》。

开首十二个字用两组偶句，极省简地待了阿房宫建造的背景
和巨大的耗费，文中“毕”“一”“兀”“出”都是动词。

接着，由外至内，由物及人，用骈散间杂的句式来写。

第二自然段在铺叙阿房宫建筑宏伟、豪华的基础上，极写宫
中统治者生活的荒淫、奢靡。“收藏”和“经营”是动作名；
“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是压缩复句，其
中“鼎”“玉”“金”“珠”为名作
状，“铛”“石”“块”“砾”为名作动。

五、作业

熟读1－2段。

第二课时

一、检查课文朗读情况。

二、学生自学3－4段，教师点拨。

第二部分（3－4自然段）：由古及今，铺写秦始皇骄奢淫逸，
终于导致灭亡，讽喻当朝切勿重蹈覆辙。



第3段开始转入“体物写志”，作者用推理分析的方法承论，
指出“秦爱纷奢”不恤民力自然会导致灭亡的命运。

文章的最后一段，充分表达了作者写此赋的用意――“寄托
讽喻”规劝唐敬宗李湛勿蹈秦统治者的覆辙。文中除第三
个“后人”指唐以后的统治者外，其余三个“后人”皆指秦
以后的统治者，主要指唐朝统治者。

小结：文章两大部分铺事写志，层次极其分明，铺事是写志
的基础，而写志才是铺事的目的，结构严谨。因此，文章铺
陈虽含夸张，却不显浮靡；议论虽纯属言理，却不显拘谨。

本文关于历代王朝崩溃皆始于自身*败堕落的观点，以及节用
爱民的主张，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作业

（1）、“思考和练习”（五）

1、未龙何云：（天上）没有云彩，怎（会有）蛟龙（腾空）？

2、不霁何虹：不是雨过天晴，怎（会有）彩虹（凌空）？

3、鼎铛玉石：把宝鼎视为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

4、金块珠砾：把黄金视同土块，把珍珠看成石子儿。

过秦论教案课时篇三

1、了解作者反对暴政、提倡仁政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条件下的
进步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教育学生不应只着眼于秦之兴衰，
而应学习作者把研究历史与指导现实相结合的可贵精神，从
而明白“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意义，达到把知识转化
为能力的目的。



2、学习课文从史实对比中引出结论的写作方法；理解课文中
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并结合单元
知识短文掌握如何在翻译中恰当处理修辞格的知识。

过秦论教案课时篇四

家和辞赋家，作为一个伟大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提出改革
制度的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汉文帝的赏识。

但贾谊的一生或许是个悲剧，贾谊的悲剧不在于怀才不遇，
因为他的才不是一般的才，而是一种足以作为帝王之师的才。
为帝王师，为皇帝出谋划策，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何等
的荣耀。贾谊生前支了不少招、出了不少谋，但后人公认其
招其谋见用者稀，于是便由李商隐来发一长叹。所谓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贾谊和中国许多文人一样，都没办
法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常常被排除在帝王之外，渴
望得到帝王的赏识却偏又不能如愿，于是他们把大量的精力
放在了文字功夫上，铺排纵横，洒洒洋洋，用文字本身来吸
引舆论的关注，进而争取得到皇帝的欣赏。无疑，贾谊也是
如此。我们来看看被后人惋惜和崇敬的贾谊以及贾谊的《过
秦论》。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似乎历代文人都将
此文奉为经典，可见其文字铺排渲染之功力。贾谊之写《过
秦论》气盛而情浓，仿佛一战国纵横家再世。

贾谊是在大汉朝开平盛世之下写此文的，独见古代文人的社
会责任感。他对秦王朝的统一过程是极其赞美的，不惜波墨
如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
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这种汪洋恣肆笔锋大概也只有贾谊才能写得出了。
秦王朝争得天下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
临不测之渊以为固”。但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农民
义军的打击下还不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于是他很自然地
就说出了这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尽管后来
的历史证明了贾谊确有先见之明，但我不知道处在歌舞升平



中的汉文帝看了此文后心中有何感喟，不知这是不是贾谊的
悲剧根源之所在，因为高高在上的帝王更喜欢歌功颂德的文
章，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标榜自己是个贤明的君主。

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把《过秦论》这么大气的文章和那个因
梁王堕马而郁郁寡欢、从而早逝的贾谊联系在一起，我不知
贾谊是否是自己选择这样的一种悲情生活，而正是这种选择
才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猜解。而正是这种悲剧，才得到了司
马迁的赏识，以至于为他写传记时，把他和屈原列在了一块，
在司马迁的心中，他是极喜欢磨难英雄的，在他看来，屈原
和贾谊是同一类人，虽然他们的人生是个悲剧，但他们同样
可以让后人景仰。

我不知道是贾谊成全了文学史还是历史成全了贾谊，亦或是
贾谊自己成全了自己。无论如何，贾谊都为我们留下了经典
性的文字。他让我们知道，即使看似最枯燥的政论文，依然
可以写得很壮美。

过秦论教案课时篇五

教学目标：

1、 了解贾谊，整理归纳文中的实词、虚词及句式等文言知
识点。

2、 学习本文对比论证和借古讽今的方法。

教学过程：

【导入语】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是哪个朝代?(秦朝)秦朝是
很强盛的，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势何宏哉”。秦朝统一
天下时，势不可挡，所向披靡。然而，它却是一个短命的王



朝，它治理天下时天怒人怨。为什么统一天下时秦王朝势不
可挡，而治理天下时却天怒人怨呢?历史上很多王朝都想从这
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诲，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借鉴。《过秦
论》就是一个非常有见解的阐释。

【作者介绍】

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辞赋家、政论家，年轻时就很有才名，
二十多岁就被汉武帝召为博士，不久就升任大中大夫。他在
政治上主张削弱藩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对外主张
全力抗击匈奴，对内主张发展农业以增强国力。由于他直言
敢谏，在朝廷上极力主张革除政治弊端，因而触犯了当时权
贵们的利益，于是遭到众多权贵的攻击和排挤，终于被贬为
长沙王太傅。四年后，又被召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年轻，喜
欢纵马奔驰，不慎坠马身亡。贾谊自惭失职，郁郁而死。贾
谊的政论文如《论积贮疏》、《治安策》、《过秦论》等，
分析形势，切中时弊，有深刻的独到见解，被鲁迅评为“西
汉鸿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他的辞赋也很有名，以
《鵩鸟赋》、《吊屈原赋》为代表。

【解题】

汉文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贾谊因此写了这篇政论文来
为他提供政治上的鉴戒。“过”：动词，指出过失，过秦，
指出秦的过失;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文章共由三部分组成，分
别总结评论了秦始皇、二世、三世子婴三代治秦的过失，既
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也肯定了秦亡之前的成就。教材选的是
第一部分。在中国散文史上，《过秦论》首创了“史论”这
一体裁，对汉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作者偏
于注重文章豪迈的气势，文中列举的论据与史实或许有出入
的地方。

【字词、文言知识点和内容】



1、 秦的过错究竟是什么?课文中有一句话最能体现作者观点，
哪一句?

明确：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2、作者说“攻守之势异也“，那么秦攻和秦守时形势是怎样
的呢?请同学们根据秦如何攻而一步步强大，如何守而一步步
败落的发展过程，为文章归纳各段落大意。

崛起：地利、人和、内政、外交

发展

秦：南取，西举、东割、北收—宰割、分裂 反衬

诸侯：统帅之坚、阵容之整齐、文臣武将之多、军队数量之
众—请服、请朝 (对比)

前期：奋余烈、履至尊、取百越、却匈奴

过秦论

极盛 后期：焚百家、杀豪杰、弱人民、严控制

设想：据高城、临深渊、守要害、传万世

始皇：余威震于殊俗

灭亡 陈涉：出身、才能、兵力、武器

结果：天下响应，并起亡秦

陈涉：平民 锄耰棘矜 谪戍之众 深谋远虑 成败

地位 装备 军队素质 能力 异变 仁义不施，



析因 九国：君王 钩戟长铩 九国之师 向时之士 (对比) 攻
守之势

前期秦：致万乘之势、百又余年、六合为家、崤函为宫 功业
相 异也

后期秦：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反(对比)

【本文特点】

1、 用叙事来说理(提示：题目为“过秦论”，即指出秦的过
失，按常规的逻辑推理，似乎该一点点的罗列出秦的过错。
因此从题目来看，它是一篇论说道理的说理文。但从文本内
容来看，是不是全部都在说理呢)用叙事来说理，是本篇最大
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
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
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
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
识。

2、 用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
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一
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
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
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
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
张手法。下面几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这样，气势充沛，
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
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

3、 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作者用了
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
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
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



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

【“请君入瓮”的故事】

武则天命令来俊臣审问周兴，周兴还不知道。来俊臣假意问
周兴：“犯人不肯认罪怎么办?”周兴说：“拿个大瓮，周围
用炭火烤，把犯人装进去，什么事他会不承认呢?”来俊臣叫
人搬来一个大瓮，四面加火，对周兴说：“奉令审问老兄，
请老兄入瓮!”周兴吓得连忙磕头认罪。比喻拿某人整治别人
的法子来整治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