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优秀8篇)
诚信是家庭和睦的前提，构建家庭和睦的良好氛围。写诚信
的作文时，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讲述真实的故事。诚
信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成功和幸福。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文 本

译 文

原 文

文 本

六国的灭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不好，
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
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会问：“六国接连灭亡，
都是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
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失掉
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地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
赂秦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
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
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国在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
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市。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
实际多到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比战
败所丧失的土地，实际也要多到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
六国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不在于战争。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
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
倍。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
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全把他送给别人，
好象抛弃（不值钱的）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
去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可是第二天）起床向四
境一看，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
限，强暴的秦国的贪心永远没有满足。（诸侯）送给秦国的
土地越多，秦国对诸侯的侵略也越急。所以用不着战争，谁
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终于落到全部覆
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
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对了。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
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
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
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
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
抱薪救草，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国并没有贿赂秦国，（可是）终于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
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
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避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
起初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守住他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
秦国。所以燕虽然是个小国，却最后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
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
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对秦国五次
作战。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
（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
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
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
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他们的）智谋和



力量都很单薄，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
魏、楚三国都爱护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
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
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假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判断
（出高低来）呢。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
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
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
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
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
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他，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
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
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
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都咽不下的。真可悲叹啊！
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
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威所胁
迫啊！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
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
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
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六国的势力虽然比秦国弱，可是
还有可以用不赂秦的手段战胜秦国的形势。假如我们凭仗着
这样大的国家，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老路，这就是又在六国之
下了！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
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



矣。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六国论

苏洵

[教学目标］

1、学习运用分论点，并举例论证的方法，领略借古讽今的写
作特点。

2、理解：弊、率、完、患、暴、判、速、再、数等词语的意
义。

3、归纳：得、非、或、相、势等多义词的义项，了解使动用
法。

[教学重点]

理解它的政论目的，即借古讽今，批评北宋政府对西夏、契
丹的妥协政策。

[教学难点]

了解作者借史抒怀、借古讽今的为文意图，体察作者的爱国
之情

[媒体设计］

多媒体课件以声音画面渲染气氛，突出教学目标

[课时安排]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作者简介：

苏洵在文学上取得显著成就，是经过一番刻苦读书、认真作
文的过程的。据他自述，少年时，他不爱学习，到了二十五
岁，才开始知道读书。自以为比伙伴们学得好，但后来取古
人之文一读，才觉得古人的“出言用意”都跟自己大不相同，
于是下决心将过去所写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烧毁。然后，将
《论语》《孟子》、韩愈的文章取来，终是诵读，读了七八
年，才感到古代文章确实写得好。时间一久，读之益精，自
己胸中也“害然以明”，但还未敢自出其言。又经过一番努
力，胸中之言日益多，甚至不能控制自己，只好将它书写下
来。到了这时，落笔为文，才“浑浑乎觉其来之不易矣”。
这就是历史上关于苏洵焚稿、勤奋读书、刻苦作文的美谈。

苏洵为文，成就显著。因此博得他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以及著名文学家曾巩的好评。欧阳修指出：苏洵之文“博辩
宏伟”。曾巩认为：苏洵之文“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
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三人（三苏）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
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
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选自《苏明允哀词》）

2．导语设计：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名相魏征去世后，感慨地说：“人以铜为



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
矣！”

（选自《贞观政要》唐吴兢编著）

如何以史为镜，关键在于发现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内
在联系，理出导致王朝兴替的中心线索，才能达到借鉴史实、
古为今用之目的。战国七雄，何以演变为秦一枝独秀，且看
苏洵是如何抽丝剥茧、层层剖析的。

3．听课文录音，介绍背景，了解写作意图。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七雄争霸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
即除秦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
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
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大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
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
向东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
合并不巩固。秦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
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
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
齐、燕、赵三国也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
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
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
服务的。

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
余战，几多胜少。到北宋中期，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
出，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专制腐败，军事上骄惰无能，外
交上极端软弱。苏洵生活年代（1004年），契丹大举攻宋，
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威胁宋都，宰相寇准力主抗辽，
宋找了胜仗，但北宋最高统治者面对有利的形势却屈辱求和，



与之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
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
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
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北宋的这种输
币、纳贡求和的办法，与“六国”赂秦而求一夕安寝的政策
极为相似。所以，苏洵写了《六国论》，以“六国破灭之
道”来进行讽谏，希望北宋统治者改弦更张，勿蹈覆辙。正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4．正音：

赂（lu）率（shuai,全都，一概）暴（pu，暴露）厥（jue，他的）

洎（ji，及、到）为（wei，治理）国者无使为（wei，被）积威之
所劫

5．对课文进行整理把握。

明确：史论――叙述评论历史事实、总结历史教训、讽喻时
政

一至三：对历史事实的描写与评论

四至五：对历史的总结与感慨

6．一、二段中重要词句：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六国互（交互，引申为相伴）丧，率（全，都，一概）赂秦
也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一)学习本文中例证、对比、分层、引用等论证方法。

(二)学习本文极有分寸的论证语言。

(三)理解作者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题的本意。

分析：本文的中心论点就是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第一个分论点是“赂秦而
力亏，破灭之道也。”第二个分论点是“不赂者以赂者
丧。”作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心论点，不仅紧扣
题目、明确了论题，而且便于后文驰骋文墨、自由论证，在
结构上具有提挈下文、统摄全篇的主导作用。两个分论点实
际上是从正(第一个分论点)反(第二个分论点)两方面进一步
揭示中心论点，使中心论点完备周密，在逻辑上站稳了脚。

分析：课文第2段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
道也”。作者主要是用事例和引用的方法，针对韩、魏、楚
三国赂秦的弊端进行论证。先摆出秦“战胜而得”与诸
侯“战败而亡”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对比论证，突出强调了
“秦之所大欲”与“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的论断。否
定了与论题相反的论点，既照应了开头，又为下文的进一步
论证作好了准备。接下来，从“思厥先祖父”到“而秦兵又
至矣”几句，虽是想象之辞，但形象地说明了诸侯之地得来
不易，然而他们却“视之不甚惜”，为苟安一时，便轻易地
拱手与人，这样，非但不能保全自己，反而加深了敌人的侵
吞欲壑，遗患无穷。接着，作者运用推理得出结论：由
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诸侯就越
地少国弱，而“侵之愈急”，暴秦就越地多国强，因而得出
结论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而后下一肯定判断：
终究发展到国家破灭是必然的。最后又引用古人的话“以地
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作比喻论证，贴切
恰当，既补充了上文的论证，又含有收束之意，而且使论证



深入浅出，明白易晓，增强了说服力。

这一段，是从正面直接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从而抓住中心
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实质进行论证。所以，只
要作者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就从根本
上论证了中心论点。

课文第3段论证了第二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作者主
要采用了分层论证的方法，针对齐、燕、赵三国不赂秦而破
灭的情况进行论证。共分两层论证。第一层论齐国，虽“未
尝赂秦”，但它亲近秦国而不联合五国，所以，五国一旦破
灭，它就必然要被无厌的暴秦所歼灭。第二层分别论证“燕
赵之君”的“义不赂秦”。这两国都能用兵守土抗秦，保全
国家，但由于燕丹“以荆卿为计”，因而“始速祸焉”，导
致灭亡;同样，由于赵国李牧被诛，用武不终，因而“邯郸为
郡”，结果也是国家灭亡。不仅如此，而且燕赵两国“处秦
革灭殆尽之际”，“智力孤危”没有援助，所以是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战败而亡”的。作者层层推进地从齐、燕、赵三
国破灭的结果推论其破灭的原因，有力地证明了“不赂者以
赂者丧”的分论点，否定了“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疑问，
从反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正确，避免了逻辑上的漏洞，使论
证完备周密，无懈可击。最后从“向使三国”到“或未易
量”几句，以假设的原因得出假设的结果，归纳了第2、3段
对两个分论点的论证，照应了开头。

分析：本文2、3段已运用确凿的论据对中心论点作了严密的
论证，使论点、论据、论证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但作者
并没有就此辍笔，而是在第四段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
张，以此同史实相比照，形成矛盾，使人们在鲜明的对比中，
认清孰是孰非。这是对中心论点的加深和补充，具有“豹
尾”之妙。末段，作者又巧妙地运用类比论证，借古论今，
透露出写这篇史论的本意。据史载，北宋王朝在景德元年曾
与辽国(契丹)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二十万
匹绢，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擅渊之盟”。在宋仁宗庆



历四年又与西夏议和，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
二千匹，茶三万斤。宋王朝的软弱屈辱政策，虽可苟安一时，
但实际上却加速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作者是从维护封建统
治出发，借六国赂秦来批评北宋王朝赂契丹、西夏的苟安政
策。所以，最后一段才是作者写这篇史论的主旨所在。作者
这样篇末点题，犹如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了升华，给这篇
史论赋予了强烈的战斗力量和现实意义。

分析：本文的语言除气势俊伟、古劲简练外，表现在论说语
言的分寸感上。如“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
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败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交，
或未易量”，提出与上文所论史实相反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
的不同结果，虽为假设，但又不妄下断语，表现了作者论述
语言的准确性与分寸感，恰到好处。

分析：本文中的某些论述欠妥，正好可以用来启发、教育学
生不要盲目相信书本，而要敢于质疑，善于独立思考、动脑
分析。

例如，课文第3段中论证燕国的灭亡是“以荆卿为计，始速祸
焉”，就是欠妥的。作者并没有抓住根本问题，而是撷取了
一个偶然情况作为论据，把问题简单化了，难以令人置信。
要知道，当时强秦灭燕，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以荆卿为
计”加速了燕的灭亡罢了。从逻辑上说，作者是将必然的趋
势当作或然的情况来论述，这在逻辑上讲不通，是违反客观
实际的。所以说，这个论断是不妥的。再者，作者论六国灭
亡，只论及赂秦的弊端及用武不终等等，却没有论及统治者
的无能这一根本问题，这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当然，这是作
者受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的结果。但正如本课“思考与练
习一”中提示所说：“前人论史实，看法不一定正确，论述
也不一定全面。但是本文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论证，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是说，作者能根据其写作意图，
提出论点，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况且，作者撰写此文的本
意是对宋王朝屈辱妥协的政策进行讽诫，同时也是对统治者



的委婉进说。因此，本文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证说理纵横恣
肆，严密紧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战斗性，仍不失为一
篇脍炙人口的政论佳作。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贾谊的《过秦论》，作者治史致用，借评
论秦的兴亡引出可资当时最高统治者借鉴以治国的`历史经验。
贾谊这种治史致用、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在今天仍然值
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六国论》也是一篇史论，它
的作者苏洵，也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关心国家命运的封建
进步文人。关于苏洵，课文注释中已经有简括介绍，如果愿
意进一步了解，可参看宋史本传(见附录)。在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作者十分关心政治，论文大多是针对时政而发，议论
锋利，说服力强，能切中时弊。欧阳修很赏识他的论文，在
嘉祐年间，曾把苏洵的22篇文章推荐给朝廷，一时名动京城，
文人竞相模仿。因此苏洵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嘉祐集》。
课文《六国论》即选自《嘉祐集·权书》，原题《六国》，
后世选本多题为《六国论》。“论”是散文的一种文体，以
论证为主，要求善于析理，析理愈透愈精，就愈能体现这种
文体的特点。

苏洵的《六国论》到底切中了宋王朝的什么时弊?他在文中怎
样通过评史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有什么进步性和
局限性?这是我们学习时要注意的。但《六国论》毕竟用文言
写成，要读懂这篇文章，就必须注意文言词语的积累，明白
词义的古今差别，对与今天不同的特殊句式该如何翻译等，
在学习时也不可忽视。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篇课文。

1.关于课文的“预习提示”。这是我们质疑的钥匙。“预习
提示”共四小段。首段介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为对此加深
理解，请认真阅读作者所处时代的背景介绍。同时，在阅读
课文时了解作者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第2小段，介绍了论证特点。读课文时应思考作者使用了哪些
历史事实，如何进行“充分分析”，文末又如何联系北宋实



际的。

第3小段，介绍了文章的结构。这对帮助我们理解文章内容很
有作用，它实际上是全文的结构提纲。读课文时可以一一与
之对照，细加体味。

第4小段，是对本文写作特点的评价以及提醒我们读时要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作者的观点。读时既要弄
清其片面性，又要注意其进步性和今天可借鉴的有哪些方面。

提纲力求体现课文“预习提示”的内容，但侧重于字词，未
涉及的将在后面研习课文时处理。本提纲以学生自学自练为
主。

小结：都很重视韩魏两国在七国纷争中的地位。苏辙明确地
提出，“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因此，六国的正
确策略应当是“厚韩亲魏以摈秦”。苏洵说的“弊在赂秦”
也主要是指韩魏说的(这二国以地事秦最为突出)，韩魏之所以
“赂秦”，是因为与秦接壤，“为积威之所劫”。如果照苏
辙说的“厚韩亲魏”的办法去做，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可
见父子二人的基本立场是接近的。

小结：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地赂秦;苏辙则认
为根本原因在于六国没有远略，背盟败约，自相残杀——这
是内容的不同。苏洵是借古讽今，不是单纯论史，所以结尾
谈到现实问题;苏辙是就史论史，结尾只表示了悲痛的感
情——这是基本构思的不同。苏洵以“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为议论的出发点(置于最后)，苏辙以“不知天下之势”为议
论的出发点(置于最前)——这是布局上的不同。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第35课六国论作者：苏询



教学目标：

反复阅读课文，认真体会课文论证严密的特点；

指导学生背诵课文。

重点和难点：

4、作者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作的目的和动机；

5、课文论证严密的特点；

6、背诵课文。

教学课时：四课时

第一课时（了解社会背景，学习和理解第1、2段）

导入课文谈话的要点：

朝先后与这些入侵者订立屈辰的和约，每年向他们输送大量
的钱物，割地贿赂。当时的苏询看到了这样的形势，于是写
了这篇文章，错古讽今，旨在劝谏北宋政府，不要贿赂北方
的少数民族，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走六国灭亡的老路。

这是一篇议论文，我们要读懂课文文字的基础上，理解它的
论点和论据。

学生阅读第1、2段。在读懂的基础上，掌握本文的论点和论
据。

学生在交流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教师讲解以下
要点：

课文的第1段，哪句话概括了六国破灭的原因？



答：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礁。

在第1段，作者是从哪两个方面概括了六国破灭的原因的？

答：第一方面是--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

第二方面是--不赂秦者以赂秦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第2段，是从哪一个方面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的？

答：从“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

这第2段，可分哪几层意思？请指出这4层意思，并在课文上
划出这四个层次。

答：第一层--用数字说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

第二层--轻易供奉土地是六国灭亡的原因。

第三层--说明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的道理。

第四层--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论证了赂秦而亡的道理。

在第2段中，作者用了哪些对比性的句子？

（1）秦攻取得与“受赂所得”的对比；

（2）诸侯赂秦所亡与“战败而亡”的对比；

（3）以上两个对比之间，也构成了对比。通过对比，得出
了“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的结论。

（4）祖父创业艰难与子孙轻易割地的对比；

（5）“今日割五城……然后得一夕安寝”与“起视四境，而



秦兵又至矣”的对比；

（6）“诸侯之地有限”与“暴秦之欲无厌”对比；

（7）“奉之弥繁”与“侵之愈急”的对比。

（8）通过以上的全部对比，说明诸侯割地的情形和后果，得
出了“至于颠覆，理固宜然”的结论。

学生继续反复阅读课文，理解本文的要点。并准备下一节的
课文学习。

第二课时（复习上一课时的内容，并指导学习第3段）

复习上一课时的内容。要点见上一课时。

重点学习本课时的第3段。要点是：

第3段是从哪个方面来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的？

答：从“不赂秦者以赂秦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论证了
六国破灭的原因。

概述齐国灭亡的原因是：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
亦不免矣。

请概述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以荆卿为计”。

概述赵灭亡的原因，是“牧以谗诛”“用武不终”。

燕、赵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孤立
无援。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燕、赵战败而亡，
是“诚不得已”。



这段文字论证的中心。（不赂秦者以赂秦丧，盖失强援，不
能独完）。

这段文字可分为哪几层，在书上标出来。然后写出这两层的
大意：

第一层：就齐赵燕三国的不同情况加以论证。

第二层：通过假设推理指出如果不赂秦，齐燕赵不犯错误，
那么秦与六国谁存谁亡就不一定了（很难预料了）。

学生反复阅读课文，理解这两段的大意和要点。

准备下节课的学习要点，准备背诵课文。

第三课时（复习上一节学习的课文内容，学习和背诵最后几
段课文）

复习上课时的学习内容。见一课时的讲解要点。

学生阅读和理解最后两段课文。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在扫清文字障碍后，教师讲解以下要
点：

这两段的'内容概括：总结历史教训，指出“为国者”不要被
敌人的积威吓倒，并委婉地讽谏北宋统治者要接受六国灭亡
的历史教训。

本段承接第3段的假设立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果六
国“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发挥谋臣能士的作用，同时
“并力西进”，团结抗秦，那么六国就不会灭亡了。

但是，六国被秦国的积威挟制，今日割地，明日割地，便一
天天地走向灭亡。



由此，作者得出正面的结论是：“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动
哉”。这是作者要对北宋统治者说的。也是作者发这篇文章
的目的。

第5段用六国和秦的事喻指北宋统治者：六国和秦都是诸侯，
六国的势力比秦弱，但是还有不赂秦而战胜秦的可能，那么
北宋雄据“天下之大”的国家，实力远远超过西夏和契丹，
那么北宋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在六国之下了。这句用
“苟”开头假设，但所指是实有其事的。

指导阅读和背诵课文。

准备下一节课时的练习。

第四课时（综合练习）

本课时的练习另附。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张广祥

教学目的：了解作者借史抒怀、借古讽今的为文意图，体察
作者的爱国之情；

掌握重要文言字词及文言现象；背诵课文。

教学课时：3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疏通字词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六王毕，四海一”，在《阿房宫赋》里，杜牧用这六个字
概括了秦灭六过、一统寰宇的历史进程。也许因为秦王朝过
于短促，历二代便骤然灭亡，所以后人总爱在秦的暴灭上作
文章，而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秦为什么能够以少胜
多，以小胜大？或，六国何以由强趋弱，转胜为败？历史学
家语焉不详，文学家往往指斥不当。

贾谊《过秦论》主要指责秦之过，但对秦的胜利（六国的灭
亡）之因也作了简要的剖析：在六国，“争割地而奉秦”，
使秦国“有余力而制其弊”；在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
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这种剖析顾及斗争的双方，
是辨证的；但分析不尽准确，因为并非这六个国家都争着割
地奉秦。

历史的年轮又增加了一千二百余年，北宋策论大师苏洵注目
这个历史课题了，于是有《六国论》出。

《六国论》是历史上第一偏不鞭强秦之暴行，而剖六国之痼
疾的文章，所以它具有历史的严肃性；它分析了忍辱求和、
赂敌为安的悲剧结局，乃是有感而发，它具有现实批判的针
对性（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课文中会进一步认识）；它不
足600字，言简意赅，机锋雄辩，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三
性”合一，使得本文兼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

二、作者简介

（学生自读注释一）补充两副写“三苏”的对联：

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



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三、阅读课文

学生先初读，扫清语音障碍；再齐读。

四、疏通字词

学生自译。补充（板书）：

重要字词：率、厥、弥、判、速、洎、殆

词类活用：小/大则……、义不赂秦、却、礼、西向、日削月
割

古今异义：其实、祖父、至于、智力、可以、故事

通假字：厌、当

特殊句式：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
哉、天下之大

一词多义：暴、与、犹、亡、始

五、布置作业

完成练习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分析课文

教学过程：



一、检查作业

完成练习二--四

二、分析课文

1、齐读课文

2、思考练习一。

3、提名思考回答：

4、教师简析（参教师用书）

5、简介写作背景，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爱国之情

作者生于真、仁、英宗三世。其时，宋王朝虽然尚未疲弱不
堪，但北有契丹（大辽），西有西夏，它们不断骚扰，国家
不得安宁。10，大辽举兵攻宋，当时宰相寇准力主抗辽，宋
辽在澶州打了一仗，宋军大胜。形势如此有利，真踪却一味
求和，订下“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向辽进贡银10万两，
绢20万匹，自此，抗敌卫国只气锐减，委曲求全之风日上。
后辽又连连加码，宋均慨然应答。1044年，西夏元昊上书停
战求和，宋却反而给西夏银、绢、茶。一代又一代的“为国
者”皆被敌人积威所劫，以物供敌，以钱富敌。苏洵是睹之
心忧，忧而思救，以为这和战国六国以地赂秦相比，有国之
而无不及，下场更加不堪设想，于是写下了这偏醒世文章。

所以，结合背景，我们能够更加体察到作者的一片爱国之情。

三、小结

本文立论鲜明，论证严密，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语言上，长短相间、整散交错。确如王安石云：“苏明允有



战国纵横之学”。

文章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
夫”这样感情强烈的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洋
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赂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
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的
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
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

四、齐读课文

五、布置作业

背诵课文；

比较阅读《过秦论》；

学习苏辙《六国论》

第三课时

教学要点：比较阅读

教学过程：

一、检查背诵

背诵中心论点句、写作意图句；背诵全文

二、比较《过秦论》

1、都是史论文

2、都借古讽今，以史致用，都得源于作者的忧国情怀



《过》讽谏汉武帝施行仁政，防止重蹈秦朝施行暴政而迅速
灭亡的覆辙；《六》讽谏宋王朝要以六国为鉴，奋起抵御外
侮。

3、论证方法：都云对比论证方法。

4、中心论点的提出：《过》卒章显志，《六》开门见山。

5、语言：同：多排偶句，句式整齐；长短相间，错落有致。

不同：《过》词采华丽，《六》浅显易懂。

三、学习另二篇《六国论》

一是苏辙的，见教材。一是李桢的（节选）

四、布置作业

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从历史看天下兴亡”

附：从历史看天下兴亡

1、各家关于天下兴亡的观点(高一年级)

《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记身

《谏太宗十思疏》：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出师表》：广开言路、亲贤远佞

《孟子二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阿房宫赋》：戒奢以俭



《邹忌讽齐王纳谏》：广开言路

《勾践灭吴》：励精图治，心忧天下，尊贤重士，法纪严明

《触龙说赵太后》：磨炼国君意志，培养能君主

《季氏将划颛臾》：君贤臣能且上下精诚团结

《六国论》(苏辙)：六国相互背盟败约而失韩魏之天下要冲

2、学生习作选读

悠悠中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
经历着无数次“江山不改人已换”的历史变迁。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种种变化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看出
一点天下兴亡的端倪。

自古以来，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的兴亡，首先在于为人君者
自身素质的高低和行为的好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如果一个国君无德无能，行为不正，他的臣子又能好到哪儿
去呢？如此一批人去治理国家，他们的国家还能强盛吗？反
之，一个国君德才兼备，则其国家之强盛就指日可待了。大
家都知道，刘备之子阿斗，不仅平庸无能，而且整天不务正
业，一会儿吃喝玩乐，一会儿又斗蟋蟀去了，真是枉费了他
父亲白帝城托孤的一片苦心，也枉费了孔明尽力辅佐的几番
汗水。后来蜀灭，阿斗难道不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吗？后人称
之为“扶不上墙的烂泥”，此言得之。太宗李世民聪慧过人，
一世英明，“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又得魏
征等贤臣辅佐，如鱼得水，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正因为
如此，才有后人盛赞的“贞观之治”。这一些都说明当神器
之重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兴亡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统治者是
一扇窗，那么，他的德才就是窗架，品行就是玻璃了，玻璃
是否脏了，百姓一目了然，要是窗架烂了，怎么擦玻璃也是
不济事的，那么，人们就要换窗户了。



民乃国之本，臣则国之柱。正所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
亡”，人人都说民众的力量是最可怕的，这话不假，一位国
君对待民众态度的好坏，是天下兴亡的又一重要因素。如果
一个国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臣们能够尽其所能地为百
姓做好事，而君主也能够慧眼识得英才并能够知人而任，甚
至择善而从，则国家之兴旺发达是不在话下了。反之，则情
况不妙了。

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暴君，其统治手段之残忍在历史
上是鲜有的。他鱼肉百姓，对百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
为了堵住天下人之口，他钳民而致天下人“道路以目”，更
设立酷刑，镇压百姓，他还杀贤臣，留下一群溜须拍马之人。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后周挥帜进攻，守城士卒纷纷掉
转矛头，反抗商纣王，纣王众叛亲离，只得引火自焚，留下
千古骂名。他怎么知道百姓是一座活火山，爆发出来就会有
灭顶之灾；他更不知道，“气压”不能太高，堵得住人言，
堵不住人心!悲哉!刘玄德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孔明；爱民
如子，过江流泪为父老；掷子于地，义薄云天爱子龙。后来，
蜀与魏、吴鼎足而立其缘由是与“简能而任”分不开的。

康熙帝对百姓实行永不加赋的政策，使百姓生活富裕安定；
他亲自探望含冤带屈的汤若望步入牢房，又促进了当时科技
的发展。

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如果说民是水，臣是船，君是渡河的
人，船破了，它就会沉下去，渡河的人就会被淹死。可是如
果及时发现漏洞并修补好它，那么，船就可以安全到岸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对于任何外来侵略都应与之对抗，不惧
强暴，不欺弱小，这一点，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清末，洋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贪婪地瓜分着这块关闭
长久的肥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
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经过孙中山、毛泽东
等一大批优秀人物的艰苦奋斗和他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我们才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崭新的春天。

以上史实都告诉我们：向侵略者低头就只有砍头的命。如果
说侵略者是野草，我们就应该是拔草的人。不然，它就会吸
取地里的营养，淹没我们的庄稼。

“纷纷世事无穷尽，后来凭吊空牢骚”，天下兴亡的道理，
历史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的经
验教训，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奉
献力量。

作者：张广祥

欢迎本人主页：

作者邮箱：dzzgx@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教案示例之一

一、导读目的

高二年级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逻辑思维知识，形成了一
定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能力，也具备了一定的论辩说理的
语感能力。但是，他们的论辩说理往往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
因而失之于片面性和简单化，同时，语言上又常常不注意分
寸感。因而，讲授本文就要联系学生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
多讲多导，在温习旧知的同时获取新知。为此，本文的精讲
导读目的可以确定为：

1、学习本文中例证、对比、分层、引用等论证方法。



2、学习本文极有分寸的论证语言。

3、理解作者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题的本意。

二、导读重点

1、运用逻辑思维的知识，探索本文严密的推理。

2、多角度、多侧面地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求异思维。

三、精讲提示

1、本文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各是什么？作者是怎样提出的？
有什么特色？

提示：本文的中心论点就是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第一个分论点是“赂秦而
力亏，破灭之道也。”第二个分论点是“不赂者以赂者
丧。”作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心论点，不仅紧扣
题目、明确了论题，而且便于后文驰骋文墨、自由论证，在
结构上具有提挈下文、统摄全篇的主脑作用。两个分论点实
际上是从正（第一个分论点）反（第二个分论点）两方面进
一步揭示中心论点，使中心论点完备周密，在逻辑上站稳了
脚。

提示：课文第二段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
之道也”。作者主要是用事例和引用的方法，针对韩、魏、
楚三国赂秦的弊端进行论证。先摆出秦“战胜而得”与诸
侯“战败而亡”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对比论证，突出强调了
“秦之所大欲”与“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的论断。否
定了与论题相反的论点，既照应了开头，又为下文的进一步
论证作好了准备。接下来，从“思厥先祖父”到“而秦兵又
至矣”几句，虽是想象之辞，但形象地说明了诸侯之地得来
不易，然而他们却“视之不甚惜”，为苟安一时，便轻易地



拱手与人，这样，非但不能保全自己，反而加深了敌人的侵
吞欲壑，遗患无穷。接着，作者运用推理得出结论：由
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诸侯就越
地少国弱，而“侵之愈急”，暴秦就越地多国强，因而得出
结论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而后下一肯定判断：
终究发展到国家破灭是必然的。最后又引用古人的话“以地
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作比喻论证，贴切
恰当，既补充了上文的论证，又含有收束之意，而且使论证
深入浅出，明白易晓，增强了说服力。

这一段，是从正面直接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从而抓住中心
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实质进行论证。所以，只
要作者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就从根本
上论证了中心论点。

课文第三段论证了第二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作者
主要采用了分层论证的方法，针对齐、燕、赵三国不赂秦而
破灭的情况进行论证。共分两层论证。第一层论齐国，
虽“末尝赂秦”，但它亲近秦国而不联合五国，所以，五国
一旦破灭，它就必然要被无厌的暴秦所迁灭。第二层分别论证
“燕赵之君”的“义不赂秦”。这两国都能用兵守土抗秦，
保全国家，但由于燕丹“以荆卿为计”，因而“始速祸焉”，
导致灭亡；同样，由于赵国李牧被诛，用武不终，因而“邯
郸为郡”，结果也是国家灭亡。不仅如此，而且燕赵两
国“处秦革灭殆尽之际”，“智力孤危”没有援助，所以是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战败而亡”的。作者层层推进地从齐燕
赵二国破灭的结果推论其破灭的原因，有力地证明了“不赂
者以赂者丧”的分论点，否定了“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
疑问，从反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正确，避免了逻辑上的漏洞，
使论证完备周密，无懈可击。最后从“向使三国”到“或未
易量”几句，以假设的原因得出假设的结果，归纳了第二、
三段对两个分论点的论证，照应了开头。

3、怎样理解第四、第五段？



提示：本文二、三段已运用确凿的论据对中心论点作了严密
的论证，使论点、论据、论证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但作
者并没有就此辍笔，而是在第四段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正确
主张，以此同史实相比照，形成矛盾，使人们在鲜明的对比
中，认清孰是孰非。这是对中心论点的加深和补充，具
有“豹尾”之妙。末段，作者又巧妙地运用类比论证，借古
论今，透露出写这篇史论的本意。据史载，北宋王朝在景德
元年曾与辽国（契丹）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
二十万匹绢，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在宋
仁宗庆历四年又与西夏议和，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
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宋王朝的软弱屈辱政策，虽可苟
安一时，但实际上却加速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作者是从维
护封建统治出发，借六国赂秦来批评北宋王朝赂契丹、西夏
的苟安政策。所以，最后一段才是作者写这篇史论的主旨所
在。作者这样篇末点题，犹如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了升华，
给这篇史论赋予了强烈的战斗力量和现实意义。

4、本文的论证语言有什么特色？

提示：本文的语言除气势俊伟、古劲简练外，表现在论说语
言的分寸感上。如“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
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败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交，
或未易量”，提出与上文所论史实相反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
的不同结果，虽为假设，但又不妄下断语，表现了作者论述
语言的准确性与分寸感，恰到好处。

（这一点一定要给学生讲清、讲透，因为高二学生的论证说
理往往欠妥，不注意分寸感，要莫言过其实，小题大作，要
莫失之肤浅，浮光掠影。因此，一定要让学生注意说理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千万不要片面化和简单化。）

提示：本文中的某些论述欠妥，正好可以用来启发、教育学
生不要盲目相信书本，而要敢于质疑，善于独立思考、动脑
分析。



例如，课文第三段中论证燕国的灭亡是“以荆卿为计，始速
祸焉”，就是欠妥的。作者并没有抓住根本问题，而是撷取
了一个偶然情况作为论据，把问题简单化了，难以令人置信。
要知道，当时强秦灭燕，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以荆卿为
计”加速了燕的灭亡罢了。从逻辑上说，作者是将必然的趋
势当作或然的情况来论述，这在逻辑上讲不通，是违反客观
实际的。所以说，这个论断是不妥的。再者，作者论六国灭
亡，只论及赂秦的弊端及用武不终等等，却没有论及统治者
的腐败无能这一根本问题，这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当然，这
是作者受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的结果。但正如本课“思考
与练习一”中提示所说：“前人论史实，看法不一定正确，
论述也不一定全面。但是本文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论证，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是说，作者能根据其写作意图，
提出论点，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况且，作者撰写此文的本
意是对宋王朝屈辱妥协的政策进行讽诫，同时也是对统治者
的委婉进说。因此，本文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证说理纵横姿
肆，严密紧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战斗性，仍不失为一
篇脍炙人口的政论佳作。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一)学习本文中例证、对比、分层、引用等论证方法。

(二)学习本文极有分寸的论证语言。

(三)理解作者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题的本意。

二、难点、重点分析

(一)本文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各是什么?作者是怎样提出的?
有什么特色?

分析：本文的中心论点就是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第一个分论点是“赂秦而



力亏，破灭之道也。”第二个分论点是“不赂者以赂者
丧。”作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心论点，不仅紧扣
题目、明确了论题，而且便于后文驰骋文墨、自由论证，在
结构上具有提挈下文、统摄全篇的主导作用。两个分论点实
际上是从正(第一个分论点)反(第二个分论点)两方面进一步
揭示中心论点，使中心论点完备周密，在逻辑上站稳了脚。

分析：课文第2段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
道也”。作者主要是用事例和引用的方法，针对韩、魏、楚
三国赂秦的弊端进行论证。先摆出秦“战胜而得”与诸
侯“战败而亡”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对比论证，突出强调了
“秦之所大欲”与“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的论断。否
定了与论题相反的论点，既照应了开头，又为下文的进一步
论证作好了准备。接下来，从“思厥先祖父”到“而秦兵又
至矣”几句，虽是想象之辞，但形象地说明了诸侯之地得来
不易，然而他们却“视之不甚惜”，为苟安一时，便轻易地
拱手与人，这样，非但不能保全自己，反而加深了敌人的侵
吞欲壑，遗患无穷。接着，作者运用推理得出结论：由
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诸侯就越
地少国弱，而“侵之愈急”，暴秦就越地多国强，因而得出
结论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而后下一肯定判断：
终究发展到国家破灭是必然的。最后又引用古人的话“以地
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作比喻论证，贴切
恰当，既补充了上文的论证，又含有收束之意，而且使论证
深入浅出，明白易晓，增强了说服力。

这一段，是从正面直接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从而抓住中心
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实质进行论证。所以，只
要作者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第一个分论点，就从根本
上论证了中心论点。

课文第3段论证了第二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作者主
要采用了分层论证的方法，针对齐、燕、赵三国不赂秦而破
灭的情况进行论证。共分两层论证。第一层论齐国，虽“未



尝赂秦”，但它亲近秦国而不联合五国，所以，五国一旦破
灭，它就必然要被无厌的暴秦所歼灭。第二层分别论证“燕
赵之君”的“义不赂秦”。这两国都能用兵守土抗秦，保全
国家，但由于燕丹“以荆卿为计”，因而“始速祸焉”，导
致灭亡;同样，由于赵国李牧被诛，用武不终，因而“邯郸为
郡”，结果也是国家灭亡。不仅如此，而且燕赵两国“处秦
革灭殆尽之际”，“智力孤危”没有援助，所以是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战败而亡”的。作者层层推进地从齐、燕、赵三
国破灭的结果推论其破灭的原因，有力地证明了“不赂者以
赂者丧”的分论点，否定了“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疑问，
从反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正确，避免了逻辑上的漏洞，使论
证完备周密，无懈可击。最后从“向使三国”到“或未易
量”几句，以假设的原因得出假设的结果，归纳了第2、3段
对两个分论点的论证，照应了开头。

(三)怎样理解第4、第5段?

分析：本文2、3段已运用确凿的论据对中心论点作了严密的
论证，使论点、论据、论证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但作者
并没有就此辍笔，而是在第四段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
张，以此同史实相比照，形成矛盾，使人们在鲜明的对比中，
认清孰是孰非。这是对中心论点的加深和补充，具有“豹
尾”之妙。末段，作者又巧妙地运用类比论证，借古论今，
透露出写这篇史论的本意。据史载，北宋王朝在景德元年曾
与辽国(契丹)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二十万
匹绢，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擅渊之盟”。在宋仁宗庆
历四年又与西夏议和，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
二千匹，茶三万斤。宋王朝的软弱屈辱政策，虽可苟安一时，
但实际上却加速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作者是从维护封建统
治出发，借六国赂秦来批评北宋王朝赂契丹、西夏的苟安政
策。所以，最后一段才是作者写这篇史论的主旨所在。作者
这样篇末点题，犹如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了升华，给这篇
史论赋予了强烈的战斗力量和现实意义。



(四)本文的论证语言有什么特色?

分析：本文的语言除气势俊伟、古劲简练外，表现在论说语
言的分寸感上。如“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
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败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交，
或未易量”，提出与上文所论史实相反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
的不同结果，虽为假设，但又不妄下断语，表现了作者论述
语言的准确性与分寸感，恰到好处。

分析：本文中的某些论述欠妥，正好可以用来启发、教育学
生不要盲目相信书本，而要敢于质疑，善于独立思考、动脑
分析。

例如，课文第3段中论证燕国的灭亡是“以荆卿为计，始速祸
焉”，就是欠妥的。作者并没有抓住根本问题，而是撷取了
一个偶然情况作为论据，把问题简单化了，难以令人置信。
要知道，当时强秦灭燕，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以荆卿为
计”加速了燕的灭亡罢了。从逻辑上说，作者是将必然的趋
势当作或然的情况来论述，这在逻辑上讲不通，是违反客观
实际的。所以说，这个论断是不妥的。再者，作者论六国灭
亡，只论及赂秦的弊端及用武不终等等，却没有论及统治者
的无能这一根本问题，这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当然，这是作
者受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的结果。但正如本课“思考与练
习一”中提示所说：“前人论史实，看法不一定正确，论述
也不一定全面。但是本文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论证，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是说，作者能根据其写作意图，
提出论点，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况且，作者撰写此文的本
意是对宋王朝屈辱妥协的政策进行讽诫，同时也是对统治者
的委婉进说。因此，本文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证说理纵横恣
肆，严密紧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战斗性，仍不失为一
篇脍炙人口的政论佳作。

三、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贾谊的《过秦论》，作者治史致用，借评
论秦的兴亡引出可资当时最高统治者借鉴以治国的历史经验。
贾谊这种治史致用、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在今天仍然值
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六国论》也是一篇史论，它
的作者苏洵，也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关心国家命运的封建
进步文人。关于苏洵，课文注释中已经有简括介绍，如果愿
意进一步了解，可参看宋史本传(见附录)。在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作者十分关心政治，论文大多是针对时政而发，议论
锋利，说服力强，能切中时弊。欧阳修很赏识他的论文，在
嘉祐年间，曾把苏洵的22篇文章推荐给朝廷，一时名动京城，
文人竞相模仿。因此苏洵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嘉祐集》。
课文《六国论》即选自《嘉祐集·权书》，原题《六国》，
后世选本多题为《六国论》。“论”是散文的一种文体，以
论证为主，要求善于析理，析理愈透愈精，就愈能体现这种
文体的特点。

苏洵的《六国论》到底切中了宋王朝的什么时弊?他在文中怎
样通过评史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有什么进步性和
局限性?这是我们学习时要注意的。但《六国论》毕竟用文言
写成，要读懂这篇文章，就必须注意文言词语的积累，明白
词义的古今差别，对与今天不同的特殊句式该如何翻译等，
在学习时也不可忽视。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篇课文。

(二)预习指导。

1.关于课文的“预习提示”。这是我们质疑的钥匙。“预习
提示”共四小段。首段介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为对此加深
理解，请认真阅读作者所处时代的背景介绍。同时，在阅读
课文时了解作者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第2小段，介绍了论证特点。读课文时应思考作者使用了哪些
历史事实，如何进行“充分分析”，文末又如何联系北宋实



际的。

第3小段，介绍了文章的结构。这对帮助我们理解文章内容很
有作用，它实际上是全文的结构提纲。读课文时可以一一与
之对照，细加体味。

第4小段，是对本文写作特点的评价以及提醒我们读时要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作者的观点。读时既要弄
清其片面性，又要注意其进步性和今天可借鉴的有哪些方面。

2.预习提纲：

提纲力求体现课文“预习提示”的内容，但侧重于字词，未
涉及的将在后面研习课文时处理。本提纲以学生自学自练为
主。

小结：都很重视韩魏两国在七国纷争中的地位。苏辙明确地
提出，“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因此，六国的正
确策略应当是“厚韩亲魏以摈秦”。苏洵说的“弊在赂秦”
也主要是指韩魏说的(这二国以地事秦最为突出)，韩魏之所以
“赂秦”，是因为与秦接壤，“为积威之所劫”。如果照苏
辙说的“厚韩亲魏”的办法去做，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可
见父子二人的基本立场是接近的。

小结：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地赂秦;苏辙则认
为根本原因在于六国没有远略，背盟败约，自相残杀——这
是内容的不同。苏洵是借古讽今，不是单纯论史，所以结尾
谈到现实问题;苏辙是就史论史，结尾只表示了悲痛的感
情——这是基本构思的不同。苏洵以“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为议论的出发点(置于最后)，苏辙以“不知天下之势”为议
论的出发点(置于最前)——这是布局上的不同。



六国论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

1. 学习运用分论点，并举例论证的方法，领略借古讽今的
写作特点。

2. 理解：弊、率、完、患、暴、判、速、再、数等词语的
意义。

归纳：得、非、或、相、势等多义词的义项，了解使动用法。

教学设想：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了解作者及背景，整体把握课文，研习一、二段。

教学过程 ：

1. 作者简介：

（选自《苏明允哀词》）

2.导语 设计：

（选自《贞观政要》唐吴兢编著）

3.听课文录音，介绍背景，了解写作意图。

4.正音：

5.对课文进行整理把握。

明确：史论——叙述评论历史事实、总结历史教训、讽喻时



政

一至三：对历史事实的描写与评论

四至五：对历史的总结与感慨

6.一、二段中重要词句：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六国互（交互，引申为相伴）丧，率（全，都，一概）赂秦
也

盖（副词，表猜测原因）失强援，不能独完（形容词作动词，
保全）

秦以（相当于“于”，在）攻取之外

较（比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这）/实（实际上）
百倍

至于（到了……的结局）颠覆，理固（本来）宜（应该）然

此言得（符合）之（上面的道理）

[附]：秦灭韩：前230年     灭魏：前225年

灭楚：前223年     灭燕：前222年

灭赵：前222年     灭齐：前221年

7.研习第一段：

提问：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明确：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问：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一中心论点的？

明确：a 赂秦力亏，破灭之道也。

b 不赂者以赂者丧。

问：第一自然段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

明确：提出中心论点，总领全文，引发以下议论。

背诵第一自然段。

8.研习第二段。

提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第二自然段的中心意思？

明确：“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问：本段从哪几个方面说明赂秦的危害？

明确：a 以地事秦，导致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刺激了
贪欲和扩张的野心。

b 韩、楚、魏三国以地事秦求苟安而不得。

问：本段的中心内容，印证了第一自然段中的哪一句话？

明确：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9.布置作业 ：熟读、背诵全文。

完成课后练习一、二。



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研习第三、四、五段，小结课文特色，完成练习。

1. 齐读第三段。

a. 重要词句：

义（坚守正义，名作动词用）不赂秦

斯用兵之效（功效）也

至丹以荆卿（表示对人的尊称）为计

始速（招致，动词）祸焉

向（先前）使（假使）三国名爱其地

胜负之数（命运），存亡之理（道理）

当（应当）与秦相较（抗衡），或未易量（估量）

b. 提问：找出段中表述齐国灭亡的一句话。

明确：“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比较燕赵两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明确：共同点——形势环境相同，处秦革灭殆尽之际。

军事策略相同，能守其土，义不赂秦。

不同点——对抗秦国的方式不同

燕太子丹招募荆轲刺秦王招致祸患。



赵因李牧被谗言所害自毁长城。

找出第一段中与本段意思吻合的一句话。

明确：“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提问：最后一句话在全文中有什么作用？

齐读本段。

2. 研习第四段，齐读。

a. 重要词句

并力西向（进军），则吾恐秦人食之（结构助词，无实义）
不得下咽也。

为（治理）国者无（不要）使（让自己）为（被）积威之所劫
（胁迫、挟持）哉。

b. 提问：前一层与上一段末句有怎样的关系？后一层有什么
作用？

以六国灭亡作结，自然引出一般性结论——历史教训

“有如此之势”——承上启下

提问：作者在本段连用了两个叹词，有什么作用？

明确：呜呼——承接上段末尾，提出六国合力抗秦的主张。

提问：最后一句语带双关，请说明其含义。

齐读、背诵。



3. 研习第五段。

a. 重要词句：

而犹（还）有可（可以）以（凭）不赂而胜之（秦国）之
（的）势。

苟（假如）以天下之大，而从（追随）六国破亡之故事，是
（这）又在六国下矣。

b. 提问：第五自然段在全文论述中起了什么作用？

4. 小结本文思路。

[板书]

大欲大患

固不在战      强弱

胜负    

赂秦力亏       奉之弥繁      不战   
韩 魏 楚  

破灭之道       侵之愈急      已
判     

以地事秦               

六国破灭                     抱
薪救火

弊在赂秦     不赂秦者        不助五
国    势所不免   



以赂者丧        燕谴刺
客               齐 燕 赵

（盖失强援       始速祸焉    智力孤
危   

不能独完）      赵失良将    战败而亡   

用武不终

5. 小结课文特点：

借古讽今，切中实弊。

论点鲜明，论证严密。

语言生动，气势充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