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 廉
颇蔺相如列传课文教案设计(优质8篇)

教案需要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需求的变化进行不断更新和完
善。希望以下这些高一教案范文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和教学方法。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篇一

1）学习本文叙事写人的技巧。

2）学习古人的博大胸怀、协作精神。

3）学习词类活用：使动、意动，掌握虚词用法。

方法：

诵读、提问、讲解、质疑。

重点、难点

1）写作技巧、波澜、刻画、悬念、虚实，在学习小说技巧的
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特征，在古文中分析体会，为写人物小
传铺垫。

2）巩固已有的词类活用知识，在翻译文句中体会上下文意，
准确辨识其语法特征，并翻译准确活用的词。

3）结合课后练习的短文：王渔洋、李晚芳的文章，学习质疑
的方法，找疑点，如何质。

4）掌握虚词用法：耳、乃，者、所、而。



教学内容及步骤

（一）关于司马迁和《史记》（见课后韩兆琦文）

（二）关于本文背景的介绍。

一、合纵连横：

战国时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称为合纵，随从强国去进攻其他
弱国，称为连横。战国后期，秦最强大。合纵指齐、楚、燕、
赵、魏、韩等国联合抗秦；连衡是指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跟
着秦国进攻其他国家。又一说，六国地连南北，故六国联合
抗关中之秦为合纵；秦居关中，六国居山东，六国服秦曰合
纵。本文是说合纵之势中的。

二、据课文内容，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距秦灭六国
前220年差63年。此时，秦经百余年变法强国，已相当强大。
于前312年败楚军百万之众于重丘。又于前299年拘囚楚怀王。
于战国期间，秦已成为最强的诸侯国。

战国期间有纵横家——士，进行“合纵连衡”，秦以“连
衡”攻山东六国，六国以合纵对付西方的秦国。当时，“合
纵”之策已破，秦方得势于“连衡”（合纵连横以公孙衍、
张仪、苏秦、庞煖等纵横家始谋，成为两种敌对战略）。

战国时的士，是各种人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他们活动于各诸侯国，以游说，荐举的方式，得到各诸侯国
的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廉蔺，都是当时的士。

秦孝公于前356和前350年（迁都咸阳）两次任用商鞅变
法“内修法度务耕织，外连衡而斗诸侯。”

秦国变法以后，使得国家制度改进，士、民都有了发挥自身
才能的机会，又向外扩张领土，国力日益强大，前283年，秦



军伐魏，兵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撤去，秦人怨赵，由于
当时尚有齐楚燕魏赵等大国首尾相救，所以不能以主力对付
赵国。仅以蚕食瓦解，本文写秦赵的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
斗争过程，赵国挫败秦国，只因有此背景。当时的赵国尚有
相当大的实力，兼以廉蔺以国为重，文武相济，秦国也不敢
轻举妄动大举攻赵。

（三）结构概要：

本文写了三个故事，以蔺相如为主，以廉颇为宾，三件事都
是突出蔺相如的性格，廉颇后又有传。

1、完璧归赵品茗

2、渑池相会

3、廉蔺交欢（负荆请罪）

（四）分析理解课文：

第一部分：简介身份

既是对两个人物出身情况作必要交待。这是史传文的一般特
点，同时又对后文作了铺垫，介绍廉颇，突出他的武功，突
出他的“以勇气闻于诸侯”。秦求赵璧，秦赵渑池会，秦国
虽无礼，终不敢对赵用强，其原因之一就有忌惮廉颇之勇。
同时又为廉颇居功自傲作了铺垫。

介绍蔺相如，则显出他出身低贱，为他的大智大勇的精神，
他的扶危爱国的品质作了反衬：出身低贱，但品格崇高，才
能出众。

第二部分：是主干，写三个故事。

1、完璧归赵



秦以城易璧，矛盾突起；赵王君臣谋议，予，不予，两难，
就显出两国的实力悬殊，秦的贪暴的面目立见。解决这样的
困难非易事，欲扬先抑。为蔺相如的出现蓄势，情节陡然紧
张起来。

宦者令缪贤说的一件往事，借人物的话，体现了蔺相如的性
格，见识卓越，胆量超人，插叙从一个侧面表现人物的性格，
烘托、铺垫。

赵王召见蔺相如，对赵王问。表明蔺相如对秦赵形势早就成
竹在胸，对秦国的阴谋也看得明白，并指出予璧，弗予的利
害。当赵王问“谁可使者”时，相如表示愿往使秦，因为他
有非凡的见识，所以也有大勇。并对此表示决心完璧归赵，
从他的坚定的口气和条理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相如具有忠于
赵国的思想，还具有大智大勇，于是博得了赵王的倚
重。“于是”“遂”，这些词语正体现了赵王的对他的信任。

虽然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但捧一璧西入虎狼之秦，乃是一场
九死一生的搏斗，相如只能凭着自身的才智勇气和赵秦国力
的对比，抓住有利形势。叙事至此，情节为之又一紧，悬念，
吉凶未卜。

相如到了秦国，秦王对待赵使者蔺相如非常轻慢，又无意交
出偿城，相如激于责任感：“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
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一席
话震动天地。持璧欲击柱，怒发上冲冠的细节描写，表现了
相如大义凛然不可犯的气概，迫使秦王让步，答应斋戒设九
宾大礼受璧。相如初胜，即先发制人掌握主动，先派人归璧
于赵，然后在殿上慷慨陈辞，理直气壮申明归璧于赵的理由：
先从历史上看秦君不守信用，再以秦赵形势强弱对比表明秦
可能欺赵，赵决不敢欺秦，暗示造成这样的后果其曲在秦。
最后指出自己宁死不负赵，气势夺人，迫使秦王十分被动，
秦王虽怒，但不愿以一璧之故而断绝秦赵之欢，即使当时杀
相如，在外交上已经输掉了一筹。实际上是秦国尚不能对赵



采取太强的军事行动，所以只好毕礼归之赵。正是相如出使
前就料定的，这也是赵国有足能对抗秦国的军事力量－－以
勇气闻于诸侯的廉颇作外交斗争的后盾，秦廷抗辞才能胜利。
虽不正写廉，从侧面暗写一笔廉颇，应开头。

这里突出了相如的智勇和爱国精神，能言善辩、善于把握时
机，同时也暗写廉颇的军事才能和勇气。虚实明暗相映衬，
情节上环环紧扣，越来越紧迫的气势。

人之身，秦王不从，相如欲以死相拼，震慑了秦王，使秦不
能加胜于赵，赵盛设兵，秦不敢动，又一次体现了廉颇的作
用。外交上的胜利全仗相如之勇气，廉蔺相互配合，保全了
赵国的尊严，又使秦受挫，这里繁笔写蔺，简笔写廉，相映
相生，突出了两个人物。

相如拜为上卿，似是矛盾已告一段落，而新的矛盾又起，渑
池会是秦赵矛盾，相如在此中建立功勋，而又成为赵国将相
不和的引线。廉颇居功自傲，轻视出身平民，低贱的相如
（春秋战国时的各诸侯国正是不重出身地位而任人唯贤，使
士的才干得以施展，才使国家保全。战国纷争给了士发挥作
用的机会）而相如却一再忍让，经由门客传言，终于使廉颇
领悟到相如不欲与廉将军争列并非是惧怕羞愧，而是以“先
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是相如忍让的原因，体现了相如的以大
局为重，不计小嫌的大度，终于，廉颇亲自负荆请罪于蔺相
如门，表现了廉颇虽执著名位之争，却性格直爽豪放，知过
能改，忠于国家的'高尚品质。这一故事点出了蔺相如廉颇之
所以能够献忠尚义，就在于以国家为重的忠义之心。前两事
全突出了廉蔺配合文武相济才使赵不败，是突出了合作的重
要。

（五）写作借鉴和阅读体会：

从历史著作的特色看，本文突出表现了士阶层的两个杰出人
物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显示出作



为个体的士，怎样在时代中把握机遇，实现自我的价值；而
作为文学作品的传记文学，它又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可供写
作借鉴：

1、三个故事各有首尾，有独立性却又环环紧扣，相互关联

故事以秦赵－－蔺廉这一双重矛盾冲突贯穿，以前者为主，
后者为次，前者决定着后者，层层推进，引人入胜。内外两
者矛盾冲突层次井然有序，外部矛盾缓和了，内部矛盾便激
化了，这样结构文章清晰而有力量。

2、叙事有波澜，曲折抑扬

如完璧归赵，秦求赵璧又不予之城，秦强而赵弱，矛盾陡起，
蔺相如分析了形势，并入秦请完璧归赵，情节已趋缓和。秦
廷受欺，相如睨柱，又紧张，秦王答应相如的要求，又趋缓
和，相如欺秦王，几被处死，情节紧张，秦王终于毕礼而归
之，不再索璧，又趋缓和，相如因功拜上大夫。秦因璧事攻
赵，又紧张，为好会，引出渑池会，归国拜上卿，廉颇与之
争位的矛盾。

叙事要有波澜，不能平铺直叙流水帐。就要抓住贯穿于事件
中的矛盾冲突，围绕矛盾冲突组织材料。本文的冲突是塑造
表现人物形象的必要手段，形象是在冲突过程中展现出其方
方面面的性格。蔺相如的智、勇、忠义是一成不变的，廉颇
的则随矛盾发展而有变化。

3、选材的精当

写人物要把人物置于冲突中写，才能生机勃勃，而传记则是
以人物一生中的最光辉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的。本
文以三件典型的事，把个人和国家双重的矛盾、利益纠结在
一起，突出了廉蔺的崇高品质和性格特征，且又以细节描写
予以声色之，就使得人物在这三件事中栩栩如生，恰当充分



地表达了作者的主旨。同时，全文也显得十分集中。描写人
物，刻画细节很生动突出。

4、悬念、虚实映衬等技巧在本文体现突出。

（六）质疑提示：

1）读王渔洋、李晓芳的文章，区别：王文是质疑，李文是读
写借鉴。

2）王世贞“对这种称道”提出质疑，他的疑点何在？

予秦璧、弗予，两言决之，并无曲直之分，奈何畏之又挑其
怒。

3）质疑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作为标准，按照理性的逻辑规则，
寻找不合逻辑，不合事实的矛盾。例如，见道旁有水，使断
定昨天夜里下了雨，这个推理是否合理呢？首先是昨天夜里
在外的人最有发言权。他遭了雨，下雨是事实，其次道旁的
水可（不可能）能是雨水，这个证据不合理，譬如房顶上有
积水，这个证据便合理，它是下雨的结果，可以推断原因。
所以质疑是理性活动，必须遵循逻辑规则和事实来提出疑点，
并要对疑点进行剖析，指出其不合理之处，不能妄言。

质疑的内容要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像本文的疑，就有澄清史
实的价值。《石钟山记》也是质疑，就有研究命名逻辑的价
值，惜之，苏轼没能，也不可能把这一逻辑方法问题彻底解
决。但是引发人们探究的欲念，还是有价值的。

提出质疑，就要有辩驳，要驳倒不合理的，要找不合理之处，
进行反驳，反驳的理由要充分，这也要合乎逻辑和事实，最
后再提出自己合理的看法。

4）分析王世贞的质疑。



a、疑点：奈之何既畏而复挑真怒也！

秦强赵弱，赵畏秦合理，挑其怒不合理。

b、何以见得是故意挑其怒？

秦王设九宾，斋戒而待相如上璧，相如欺秦王，这就使秦有
了理，有借口攻赵索璧。这就是挑其怒，对强权不能搞以其
之道还治彼身。

c、这个疑点并不能否定此传，还需史实旁证，但这里提出的
矛盾性细节足以构成了疑点，疑点可成立。

（七）质疑练习：

林肯总统曾担任律师，为好友之子阿姆斯特朗被指控谋财害
命案辩护他以律师资格调阅全部案卷，阅后得知指控成立的
关键在于原告方证人福尔逊发誓说在10月18日的月光下，清
楚看到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死者。林肯要求法庭复审，当
面质问了证人福尔逊，终于证明小阿姆斯特朗无罪，发表辩
护辞据此，设想一段质问证人并为被告辩护的话，写成演说
辞。

《廉颇蔺相如列传》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篇二

在对比中表现人物性格是《廉颇蔺相如列传》的突出特点，
仔细分析，对我们的写作和理解文章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笔者就高中语文第六册节选的课文《廉颇蔺相如列
传》，谈谈它的八类对比。　一、廉颇和蔺相如的对比这是
课文开始就有的对比。一个是上卿，一个是舍人，地位差别
非常大，从而为下文的将相不和埋下伏笔，这也是为什么后
来廉颇骂蔺相如“素贱人”的原因。这一对比表现了作者在
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如果没有地位差别的对比，下文中将相
不和时，就不可能有廉颇目空一切的话语。正是蔺相如的出
身低贱，为廉颇攻击对方找到了自以为是的理由。从将相不
和到将相和的对比文字中，我们先是看到了廉颇的急躁冒进、
不计后果的鲁莽；接着我们又看到了蔺相如的沉稳、老练、
胸怀宽广；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蔺相如——不计前
嫌，也看到了一个同样伟大的廉颇——知错就改。性格上的
鲜明对比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蔺相如和缪贤的对比
为了表现蔺相如的足智多谋，司马迁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材料：
蔺相如巧计救缪贤。文章通过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认识
的对话——到底应不应该“亡赵走燕”，表现了蔺相如的聪
明、周到和细致，而作为主人的缪贤却远不如蔺相如高明，
真正的上不如下。　三、蔺相如和诸大臣的对比　一个秦国
易璧的难题让赵国的大臣们进入了二难推理：“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真正的无
可奈何了。但是蔺相如一来就有了办法，他告诉赵王：“不
可不许。”语言斩钉截铁，痛快淋漓。和诸大臣的对比之中，
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四、蔺相如和赵王的对比当蔺相如
告诉赵王秦人易璧“不可不许”后，赵王仍然战战兢兢地问：



“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最后，还是在蔺相如保证完
璧归赵后，他才放了心。一个胆小怕事，一个胆大心细，对
比写来，栩栩如生。这样的对比，在后面的渑池会前到底去
不去的讨论中，文章作了同样精彩的描写。先是赵王“畏秦，
欲勿行”，后来是在廉颇和蔺相如的鼓动下的“王遂行”。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赵王的毫无主见，也看到了蔺相如的深
谋远虑。五、蔺相如和秦王的对比在完璧归赵的故事中，蔺
相如的机智勇敢、周到细致、随机应变，被作者写得出神入
化，令人拍案叫绝。而与之相对的秦王却呆头呆脑地被蔺相
如戏耍。特别是在秦王斋戒五日后，没有了玉璧，这是非常
难处理的。但是蔺相如却镇定自若：“臣知欺大王之罪当
诛”，“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在无计可施后，只好
“毕礼而归之”。对于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和秦王的外强中干，
在后面的渑池会上，作者以精妙的文字同样表现出来。秦王
本来“不肯击缶”，但是在蔺相如的大无畏精神面前，这个
不可一世的秦王终于“为一击缶”了。相形而见绌，对比是
多么鲜明。六、赵王和秦王的对比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问题
是，秦王对待蔺相如毫无办法，对付赵王却能游刃有余。渑
池会上，气焰嚣张的秦王对赵王百般戏弄，而胆小怕事的赵
王却只有言听计从，不敢有任何反抗，秦王让他奏瑟，他也
只能“鼓瑟”。其实，这样的对比从文章开始就有了，对秦
王换璧的要求，赵王是除了害怕还是害怕——害怕“见欺”，
害怕“秦兵之来”。赵王做到这种程度，读者也只有掩卷叹
息了。七、蔺相如和自己舍人的对比　这主要表现在蔺相如
和他的舍人在如何处理将相不和的态度上的对比。在蔺相如
和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蔺相如的深谋远虑，也看到了
舍人的粗浅平庸。“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也”，并不是舍人们认为的害怕。但是我们看到的文字是，
在此之前，这些舍人自作聪明的“相与谏”和“请辞去”的
要挟。无奈之下，才有了蔺相如一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和解释。
对比之下，蔺相如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读者的印象自然更
加深刻。八、蔺相如和廉颇两人自身的前后对比这里既有他
们地位变化的前后对比，又有他们自己行动变化的前后对比。
蔺相如从一个别人的舍人上升到自己养有舍人，“位在廉颇



之右”，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同样，
在从将相不和到将相和的过程中，正是廉颇的性格让他有了
前后看似矛盾的举动。从“宣恶言”到“肉袒负荆”，是廉
颇勇敢直爽的体现，正因自己的直爽不周，才导致鲁莽；而
正是勇敢，才能知错就改，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同样，正是
因为蔺相如的深谋远虑，才有了他“望见廉颇”“避匿”，
才有了他不想跟廉颇“争列”，才有了他与廉颇“卒相与
欢”。一切前后看似矛盾的举动其实并不矛盾，其实都统一
在人物的性格之中。总之，《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八类对
比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果，同学们在阅读时要仔细体会才是。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篇三

1.掌握文中8个通假字;

2.掌握文中10个一词多义现象;

3.掌握文中出现的一词多义现象;

4.掌握文中涉及的词类活用现象;

5.掌握课文中出现文言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

6.掌握比喻和借代两种修辞方法;

7.掌握司马迁和史记;

8.把握本文在塑造人物性格和组材上的特点;

9.把握文中的主要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

1.本篇课文较长，要在基本弄清课文内容的同时，掌握课文
学习要点.



2.拟用三教时完成

第一教时总第周第课时

1.作者介绍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
和文学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是史记。

2.《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
史学价值.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三千年的
历史，分12本纪，30世家，72列传，10书8表，共130篇，50
余万字，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史记》是第一部.

1.请生读课文，掌握课文主要内容.

2.请生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共写了三件事：

完璧归赵 渑池之会 将相交欢

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写人记事类文学的关键。《廉
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以巧妙的构思、
具体而生动的情节，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对
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的精妙描写，将人物刻画得有血有
肉，栩栩如生。

第一段(“廉颇者”至“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简述廉、蔺
二人的身世。

用笔相当简洁，而对比鲜明，以廉颇的贵，突出蔺相如的贱，
为二人以后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段(“赵惠文王时”至“赵亦终不予秦璧”)写“完璧归
赵”。

故事的缘起是：秦强赵弱，秦恃强首挑事端，欲以十五城换
赵国的楚和氏璧。赵国君臣震恐，明知秦是以欺骗的手法欲
夺此宝，想不给，但又怕秦国攻打，“计未定，求人可使报
秦者，未得”。在这事关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缪贤推荐了
蔺相如，说他“勇士，有智谋，宜可使”。通过缪贤的口，
从侧面表现了蔺相如的勇敢、智慧。蔺相如审时度势，在赵
王面前分析了理亏的责任，提出“宁许以负秦曲”的建议，
主动请缨出使秦国。这些语言描写，从正面表现了蔺相如勇
敢、智慧的性格特征和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国解忧的高贵
品质。

奉璧入秦，蔺相如在秦廷看到秦王根本“无意偿赵城”，就
托言“璧有瑕，请指示王”，把本已出手的和氏璧又要回来，
宝玉一拿回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斥责秦贪，不讲信义，以空言求璧，声言“大王必欲急臣，
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并执其璧睨柱，欲以击柱。语言、
行动、神态毕现，连贯如一气呵成，将一个在大敌面前无所
畏惧、机智而勇敢的人物刻画得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秦
王恐其破璧”，佯许以赵城。而蔺相如心如明镜，不为所惑，
要求秦王斋戒五日，赢得时间和机会，派随从乔装将和氏璧
送回赵国。这些，再次表现了蔺相如的智慧。

第三段(“其后秦伐赵”至“秦不敢动”)写“渑池会”。

在秦国攻取了赵国的石城，第二年又杀赵国两万人的严峻形
势下，秦国设渑池会显然不怀好意。“赵王畏秦，欲毋行”，
在蔺相如的劝说下，赵王才去赴会。廉颇在边境与赵王的告
别话，表现了廉颇对赵国的忠心。

渑池会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秦王恃强凌弱的气焰十分嚣
张，竟然要身为一国之君的赵王当众鼓瑟。秦御史则当廷以



史作记，极尽侮辱戏弄之能事。在事关赵国尊严的时刻，蔺
相如无所畏惧，针锋相对，要求秦王击缶，在秦王不肯击缶
的情况下，以与之拼命威逼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以颈
血溅大王”。秦王的侍从要用刀杀死蔺相如，他怒目叱责。
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的描写生动逼真，只有忠心爱国，
不怕牺牲的人才有如此的胆气。这胆气，吓退了张牙舞爪的
秦王侍从，秦王只得击缶。蔺相如召赵国史官当廷记载。蔺
相如为赵国挽回了尊严，取得了第一回合斗争的胜利。

第二回合，秦王的群臣提出以赵十五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
则提出以秦国的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气势盖过秦王，取得
了第二回合斗争的胜利。

渑池会肯定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但作者未作场面描写，
而是着墨于双方个别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蔺相如则是
最突出的一个。用语不多，就把这场斗争表现得惊心动魄，
达到情节具体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的效果。

第四段(“既罢”至结尾)写“将相和”。

秦、赵两国的斗争，都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蔺相如在这两
场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得到赵王的重视，职位一升再升，超
过廉颇，廉、蔺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出现了。廉颇认为，自己
率领军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有大功，而蔺相如
仅凭口舌之劳，职位反而在自己之上，感到耻辱。他扬言要
当面羞辱蔺相如。廉颇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了他看问题偏颇、
忌妒;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有话就说、不藏不掖的直率。

面对廉颇的“宣言”，蔺相如则“不肯与会”，“每朝时，
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他从
赵国的大局着想，采取忍让态度。当他的门人实在看不过去，
“请辞去”时，蔺相如阐明了“将相和”对赵国的重要性
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思想。通过个性化的行动、语
言的描写，表现了蔺相如忍辱退让、顾全大局的形象。



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负
荆请罪，表现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

“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构成《廉颇
蔺相如列传》的基本情节，精彩纷呈，波浪起伏，扣人心弦。
前两个故事各自相对独立，又共同为后一个故事打下基础;后
一个故事是前两个故事引出的必然结果。三个故事从不同方
面展示人物形象，共同塑造出蔺相如这一忠心为国、机智勇
敢、不怕牺牲、忍辱退让，顾全大局的活生生的杰出人物。

一提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后简称《廉蔺》)，许多人
首先想到的是蔺相如在秦国朝廷上“怒发冲冠”，最终“完
璧归赵”;在渑池相会时针锋相对，力挫秦王;归国后宽宏大
量，令廉颇“负荆请罪”的英雄事迹。而廉颇呢，常常被几个
“勇武粗豪”“勇于改过”之类的词轻轻略过，在许多人看
来，廉颇也就是个武将，不过能攻城野战而已，这样的人在
战国时并不罕见，要论起军事才华，他远远比不上白起，即
使在赵国，赵奢、乐乘、李牧等也未必就比他差多少，于是，
轻视廉颇的风气一直不无市场。

然而，廉颇果真可以轻视吗?

孔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是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
的，这一点近代中国有着惨痛的教训与记忆。试想一下，如
果没有以廉颇为代表的武力为后盾，赵国完全成为一个任由
秦国捏的软柿子，蔺相如如何敢廷叱秦王，如何能完璧归赵?
秦王一怒之下，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戮相如于市，武安君
十万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
矣。”(明?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而正是有“以勇
气闻于诸侯”的廉颇，秦王才不得不考虑武力夺取的风险，
最终让蔺相如“毕礼而归之”。

而在渑池抗秦的过程中，廉颇更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廉



颇送赵王去渑池赴会，临别时说：“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
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
望。”话虽不多，但廉颇的大将风度却已油然而出。这几句
话，只知有国，不知有身，是悲壮之语，是无私之语，已完
全将对赵王的忠诚升华成为了对赵国的忠诚，我们可以想象
廉颇在说这几句话时的那种忠勇与坦荡，毅烈与坚定，足以
听者动容。所以明代的凌登第说：“廉将军与赵王诀数语，
真有古大臣之风，所谓社稷为重者也。世人俱称相如抗秦之
功，更无人赏识及此，可为千古呜邑。”清代才女李晚芳也
曾在《读史管见》卷二《廉蔺列传》中这样写：“人只知廉
颇善用兵，能战胜攻取耳，亦未足以尽廉颇;观其与赵王决，
如期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望之语，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
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

得确，赵王此去极为凶险，完全可能如楚怀王一般被扣，然
后秦国以赵王为人质来协迫赵国，在这种情况下，预立太子
为王实际上是许多人心中的想法，包括平原君、蔺相如以及
别的大臣们，但他们谁都不敢说或不能说，因为一说出来，
极容易被人视为有异心，而廉颇可以，作为一位忠心耿耿的
沙场老将，赵国之干城，他的忠勇，他的大义，他的胆识，
已是被人所公认的，只有他说出来赵王及其它人才不会觉得
他有异心，只有他才有资格有能力辅佐新君抵抗虎狼之秦。
正因为如此，李晚芳才发出“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言;非大忠
勇，不敢任此事”的感叹来，可以说，这一段是对廉颇在赵
国地位与意义最饱满的肯定。

于是，赵王亦被感动了，“许之”，义无反顾地去赴渑池之
会;蔺相如亦不必再为赵王走后的赵国担心了，也能够抱定主
荣臣活主辱臣死的决心，毫无畏惧地陪赵王去抗虎狼之秦了。
这一部分，写得何其悲壮，我始终认为太史公这一部分的精
彩程度未必就次于燕太子丹易水送别一段，易水送别的笔墨
主要在荆轲的身上，其它人的形象就单调得多了，而这廉颇
与赵王诀别及后面蔺相如勇挫秦王一段，将廉颇的忠勇，赵
王的毅然，蔺相如的壮烈都表现了出来，君臣同心一体，明



知此去凶险，却依然义无反顾，无怪乎太史公发出过“燕赵
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感叹!而后来蔺相如在渑池之会上勇
挫秦国君臣，不也因为赵王与蔺相如身后有“盛设兵以待
秦”的廉颇吗?这一点蔺相如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向
舍人解释时也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
人在也。”故明代的陈子龙说：“相如以赵有备，故以气陵
秦;秦王亦知赵尚强，故因善相如也。”此言得之。

廉颇的大忠大勇大胆识还表现在负荆请罪中，他先是不服相
如，企图衅闹事，但一旦醒悟，立即负荆请罪，这种大公无
私，肝胆照人，着实令佩服，蔺相如固然是“先国家之急而
后私仇也”，但廉颇何尝不是呢，他一旦醒悟过来自己这么
做会带来赵国内部的不团结，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时，
便勇于改过，以上卿之尊位去向不久前还是宦者令舍人的蔺
相如请罪，是何等的勇气啊，我们可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换
成自己，能有廉颇这样的勇气与魄力吗?更为不寻常的是，廉
颇后来受郭开陷害，被迫出走魏国，但他对赵的忠诚至死不
变，他用“一饭斗米，十斤肉”来表示自己老当益壮，到楚
国时，还说“我思用赵人”，这种对国家的忠诚，足可感动
中国几千年!

廉颇，这一位大忠大勇大胆识之赵国干城，正如司马光所言：
“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
用人殷鉴矣。”无论如何，凛凛有生气，巍巍壮千秋的廉颇，
永远是史记舞台上光辉夺目的一座丰碑。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篇四

能联系已学知识，自主整理积累文言基础知识，发现问题

能熟练掌握文言句式与词语的活用、通假、多义现象

能辩证地评价屈原忠贞报国的志向与坚贞不屈，出污泥而不
染的操守，能联系当今社会与个人实际，体会坚持理想追求



与现实的差距。

诵读、启发、品析、评论

二课时

一、战国背景与人物简介

廉颇、蔺相如活动的年代是战国末期“七雄”并峙的时代，
当时秦强赵弱的形势已十分明显。廉颇和蔺相如都是为了赵
国的利益敢于和强秦进行斗争的杰出人物。课文通过“完璧
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的叙述，歌
颂了蔺相如机智勇敢，维护一团一结的精神，以及廉颇勇于
改过的品质。阐发了两人精神与品质上的相通之处，那就是
大敌当前，捐弃了个人恩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切以国家
利益为重。

二、初读课文，把握主要内容，给故事分段，并概括主要人
物的精神品格

〖理解、概括，口头表述，开放性*，多样化〗

三、自主学习，找出通假字、词类活用字、被动句，并整
理“以”字在文中的个中用法与意义。

〖通假字〗

奉、不、案、孰、庭缪宾

〖古今异义〗

美人、左右、约束、因而、前进

〖一词多义〗



幸因负引道间

〖词类活用〗

臣请完璧归赵毕礼而归之闻于诸侯患秦兵来从大王前进缶秦
王竟酒

左打欲刃相如

四、诵读重点语段，加深对文意的理解

五、练习与实践

1、整理巩固文言知识

2、诵读全文，归纳廉颇与蔺相如的性*格特征

一、学生口述故事梗概，提高概括与表述能力。

二、探究思考

1、描写人物和事态，形象逼真是本文的文学成就，试加以赏
析。

〖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感人〗

课文以写蔺相如为主，廉颇为辅。写蔺相如没有写他—生的
事迹，只选择三个典刷事例来突出他的性*格特征。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写他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

负荆请罪，写他的顾全大局，宽厚待人。

三个典型事例从不同侧面表现蔺相如的思想品质，集中、凝
练、鲜明的艺术效果。



写廉颇，主要通过“负荆请罪”这一典型事例来体现他的坦
率偏激的个性*与勇于改错的精神。渑池之会则表现作为武将
的文韬武略，善于应变与对赵王的赤胆忠诚。

〖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蔺相如是在秦国威胁利诱，赵国群臣束手无策的矛盾中出场
的；又在秦廷与秦王面对面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淋一漓
尽致的表现；在处理与廉颇的矛盾中，他退让避辱，委曲求
全。对待不同矛盾的不同处理，把蔺相如的性*格刻画得更加
丰满。

〖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

本文大量运用对话，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如蔺相如在秦廷对秦王说的话，有口才语气平和，谦恭有礼，
使对方放松警惕；有时直言斥责，有理有据；有时坚决表态，
分析利害；有时怒斥叫骂，以死抗争。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而又轻重恰当，充分表现一个热爱祖国，不畏强一暴，有勇
有谋，能言善辨的外交家形象。

三、口头翻译最后三段，加深对文意的理解

四、练习与实践

1、整理巩固文言知识，翻译重点语句

2、写一篇评价人物的短文，谈谈对作者写作艺术的体会

高二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教案及反思篇五

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写人记事类文学的关键。《廉
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以巧妙的构思、



具体而生动的情节，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对
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的精妙描写，将人物刻画得有血有
肉，栩栩如生。

第一段(“廉颇者”至“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简述廉、蔺
二人的身世。

用笔相当简洁，而对比鲜明，以廉颇的贵，突出蔺相如的贱，
为二人以后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段(“赵惠文王时”至“赵亦终不予秦璧”)写“完璧归
赵”。

故事的缘起是：秦强赵弱，秦恃强首挑事端，欲以十五城换
赵国的楚和氏璧。赵国君臣震恐，明知秦是以欺骗的手法欲
夺此宝，想不给，但又怕秦国攻打，“计未定，求人可使报
秦者，未得”。在这事关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缪贤推荐了
蔺相如，说他“勇士，有智谋，宜可使”。通过缪贤的口，
从侧面表现了蔺相如的勇敢、智慧。蔺相如审时度势，在赵
王面前分析了理亏的责任，提出“宁许以负秦曲”的建议，
主动请缨出使秦国。这些语言描写，从正面表现了蔺相如勇
敢、智慧的性格特征和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国解忧的高贵
品质。

奉璧入秦，蔺相如在秦廷看到秦王根本“无意偿赵城”，就
托言“璧有瑕，请指示王”，把本已出手的和氏璧又要回来，
宝玉一拿回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斥责秦贪，不讲信义，以空言求璧，声言“大王必欲急臣，
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并执其璧睨柱，欲以击柱。语言、
行动、神态毕现，连贯如一气呵成，将一个在大敌面前无所
畏惧、机智而勇敢的人物刻画得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秦
王恐其破璧”，佯许以赵城。而蔺相如心如明镜，不为所惑，
要求秦王斋戒五日，赢得时间和机会，派随从乔装将和氏璧
送回赵国。这些，再次表现了蔺相如的智慧。



第三段(“其后秦伐赵”至“秦不敢动”)写“渑池会”。

在秦国攻取了赵国的石城，第二年又杀赵国两万人的严峻形
势下，秦国设渑池会显然不怀好意。“赵王畏秦，欲毋行”，
在蔺相如的劝说下，赵王才去赴会。廉颇在边境与赵王的告
别话，表现了廉颇对赵国的忠心。

渑池会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秦王恃强凌弱的气焰十分嚣
张，竟然要身为一国之君的赵王当众鼓瑟。秦御史则当廷以
史作记，极尽侮辱戏弄之能事。在事关赵国尊严的时刻，蔺
相如无所畏惧，针锋相对，要求秦王击缶，在秦王不肯击缶
的情况下，以与之拼命威逼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以颈
血溅大王”。秦王的侍从要用刀杀死蔺相如，他怒目叱责。
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的描写生动逼真，只有忠心爱国，
不怕牺牲的人才有如此的胆气。这胆气，吓退了张牙舞爪的
秦王侍从，秦王只得击缶。蔺相如召赵国史官当廷记载。蔺
相如为赵国挽回了尊严，取得了第一回合斗争的胜利。

第二回合，秦王的群臣提出以赵十五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
则提出以秦国的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气势盖过秦王，取得
了第二回合斗争的胜利。

渑池会肯定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但作者未作场面描写，
而是着墨于双方个别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蔺相如则是
最突出的一个。用语不多，就把这场斗争表现得惊心动魄，
达到情节具体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的效果。

第四段(“既罢”至结尾)写“将相和”。

秦、赵两国的斗争，都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蔺相如在这两
场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得到赵王的重视，职位一升再升，超
过廉颇，廉、蔺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出现了。廉颇认为，自己
率领军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有大功，而蔺相如
仅凭口舌之劳，职位反而在自己之上，感到耻辱。他扬言要



当面羞辱蔺相如。廉颇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了他看问题偏颇、
忌妒;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有话就说、不藏不掖的直率。

面对廉颇的“宣言”，蔺相如则“不肯与会”，“每朝时，
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他从
赵国的大局着想，采取忍让态度。当他的门人实在看不过去，
“请辞去”时，蔺相如阐明了“将相和”对赵国的重要性
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思想。通过个性化的行动、语
言的描写，表现了蔺相如忍辱退让、顾全大局的形象。

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负
荆请罪，表现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

“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构成《廉颇
蔺相如列传》的基本情节，精彩纷呈，波浪起伏，扣人心弦。
前两个故事各自相对独立，又共同为后一个故事打下基础;后
一个故事是前两个故事引出的必然结果。三个故事从不同方
面展示人物形象，共同塑造出蔺相如这一忠心为国、机智勇
敢、不怕牺牲、忍辱退让，顾全大局的活生生的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