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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陳情表》是西晉文學家李密所寫的奏章。內容陳述自己的家庭境況和不幸

遭遇，以及目前盡忠與盡孝難以兩全的處境，從而提出“願乞終養”的請求，希

望晉武帝能夠體諒並恩准。表文寫得入情入理，據說晉武帝看了也為之動容，不

再強徵召，准許他留在家裏奉養祖母。李密於祖母死後，服喪期滿才出任太子洗

馬，後來官至漢中太守。文章採用大量的對偶句式，通篇陳情，言辭懇切，真摯

動人，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陳情表》 • 介紹作者李密及他的《陳

情表》，對文體進行講

解，帶著思考聆聽課文 

2018-01-15 1 

第二課時 《陳情表》 

• 理解課文第一、二段，讓

學生梳理文本內容，教師

進行字詞句的點撥，並於

每段後進行小結                     

2018-01-16 1 

第三課時 《陳情表》 

• 理解課文第二、三段，讓

學生梳理文本內容，教師

進行字詞句的點撥，並於

每段後進行小結                

2018-01-17 1 

第四課時 《陳情表》 

• 理解課文第三、四段，讓

學生梳理文本內容，教師

進行字詞句的點撥，並於

每段後進行小結                       

2018-01-18 1 

第五課時 《陳情表》 

• 理解課文第四段，讓學生

梳理文本內容，教師進行

字詞句的點撥，並對全文

進行內容及結構梳理 

2018-0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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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及內容 

1. 引導學生體會作者至真至誠的感情色彩，理解“忠”“孝”的含義。 

2. 學習本文結構思路的縝密、嚴謹和語言表達的委婉、暢達及淒切婉轉的

陳情技巧。   

3. 指導學生積累常用的文言詞語和相關文化常識。 

二、 設計創意及特色 

1. 以讀代講，培養學生對文本思想感情的歸納能力。 

2. 讓學生在課堂中多運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3. 通過合作討論，讓學生自練疏通課文，培養學生善用使用工具書閱讀文

言文的能力。 

4. 結合高中中文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讓學生的學習更為科學、系

統。 

三、 教學重難點 

1. 在吟誦中解讀作者的“情”字，體會文章悲惻動人的原因。 

2. 學生通過合作討論的方式，把握本文陳述的層次及語言特色，體會情之

深，理之透。 

3. 指導學生積累常用的文言詞語和相關文化常識。 

四、 教學方法 

合作探究法、朗讀法、提問法 

五、 教學用具 

    電腦、投影器、黑板等課室設備。 

 

貳、教案 

單元名稱 《陳情表》 

教學對象 高中三年級 

教材來源 暨南大學出版社 

課前預設 按學生學習熱情程度、能力程度進行三或四人分組 

第一課時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一、 情境導入 

中國古代文學中有兩篇“表”讓人感動之極，一篇

是初中時學過的《出師表》，另一篇是什麼呢？ 

預設回答：《陳情表》 

正如蘇軾所說：“讀《出師表》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忠；讀《陳情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可

謂忠則《出師》，孝則《陳情》 

板書 

PPT 

10 

 

學生在

預習的

基礎

上，談讀

課文的

總體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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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自行閱讀課文作者、題解，並劃出重點，

提高歸納能力，教師進行點撥。 

二、 教學過程 

(一) 文體講解：「表」 

• 關於“表”： 

(1) 文言文中的文體，意義同“疏”，是古代大臣給

皇帝的奏章。或者是說古代臣子向皇帝陳述己見

的一種奏章。 

(2) 我國古代臣子寫給君王的呈文有各種不同的名

稱，戰國時期稱“書”， 到了漢代， 則分為：

章、奏、表、議四類。表的內容多為有敘有議， 

但是敘事和議論都帶有感情色彩。 

(二) 關於作者 

• 李密，蜀漢後主劉禪的郎官。西元 263 年，司馬

昭滅蜀漢，李密成了亡國之臣。仕途  已失，便

在家供養祖母劉氏。西元 265 年，晉武帝請李密

出來做官，先拜郎中，後又拜為洗馬（太子侍從

官）。 

• 晉武帝邀請李密出山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當時

東吳尚據江左，為了減少滅吳阻力，收籠東吳民

心，故對亡國之臣實行懷柔政策，以顯示其寬巨

集之胸懷。第二，李密當時以孝聞名天下，晉武

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理天下的策略，實行孝

道，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

臣關係，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而李密身系蜀

漢，無心出官，寫奏章推脫。本文就是此時所寫。 

(三)題目講解 

 

(四)感知課文內容： 

聆聽課文，思考問題： 

PPT 5 

5 

 

PPT 

PPT 5 

 

PP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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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安排：小組合作解決上述五個小問題，感

知內容。 

第二課時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教學過程： 

【以讀代講，通過句子朗讀、翻譯，字詞句講解，

共同探究解決文本內容】 

一、全體誦讀課文 

文言文學習最好的方法就是誦讀，下面我們就一起

來輕聲朗讀這篇文章。誦讀時要注意讀准字音，讀

清句讀，讀出你領悟到感情。 

(點評讀：大家讀的非常的流暢、整齊，但是感情不

足，相信我們在分析完文章之後，大家明晰情感起

伏後，一定會讀得更好。) 

二、以讀代講，理解第一段內容，理解文段中李密

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式： 

•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憫)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憫（m

ǐn）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

行，零丁(伶仃)孤苦，至於成立。 

譯文：臣李密上言：我因為艱難禍患，小時候就遭

到不幸。生下來只有六個月，父親就棄我而死去

了；年紀到了四歲的，舅父強迫我的母親改嫁。祖

母劉氏憐憫我孤單弱小，親自加以撫養。我小時候

經常生病，九歲還不能走路，孤獨無靠，直到成人

自立。 

   

 

 

 課本 

PPT 

10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PP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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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無叔伯 ，終鮮（xiǎn）兄弟，門衰祚（zuò）

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

尺之僮，煢煢(qióng)孑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

疾病，常在床蓐(rù)，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譯文：既沒有叔叔伯伯，也沒有哥哥弟弟，門庭衰

微沒有福澤，很晚才得到兒子。外面沒有比較親近

的親戚，家裡沒有照管門戶的僮僕。孤單無靠地獨

立生活，只有和自己的影子相互安慰。而祖母劉氏

很早就為疾病所糾纏，經常臥病在床，我侍奉飲食

醫藥，從來沒有停止侍奉。 

三、研讀第一段內容： 

1.哪句話是作者陳述的總提？它包含了哪些內容？ 

答：夙遭閔凶──父喪母嫁、多病零丁、門衰祚薄 

、夙嬰疾病，故不能“廢遠”（為下文伏筆） 

2.文中哪些語句能體現李密與祖母相依為命的情

感？ 

答：①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親撫養。②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3.作者陳說一家不幸，其目的何在？ 

答：讓武帝對自己由惱怒峻責化為同情憐憫。 

4.試用簡練的語句概括本段內容。 

答：本段主要通過陳述家庭不幸和祖母相依為命的

情形，力圖博得晉武帝的同情。 

四、以讀代講，理解第一段內容，理解文段中李密

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式： 

•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

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譯文：到了晉朝建立，我沐浴在清明的教化之中。

從前名叫逵的太守推舉我為孝廉，後來刺史榮又推

舉我為秀才。我因為沒有人能照料祖母，就辭謝掉

了，沒有遵命。朝廷又特地頒下詔書，任命我為郎

中，不久又受國家恩命，任命我為洗馬。以我這樣

卑微低賤的人去侍奉太子，這實在不是我殺身捐軀

所能夠報答朝廷的。 

學生通過合作討論，對文本的認知更為具體探入，

有越讀越帶感情之效。 

15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PPT 

PPT 5 

提供平

台，讓

學生提

高概括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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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時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教學過程： 

【以讀代講，通過句子朗讀、翻譯，字詞句講解，

共同探究解決文本內容】 

一、以讀代講，理解第二段內容，理解文段中李密

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式： 

•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譯文：我將以上苦衷上表報告，加以辭謝不去就

職。但是詔書急切嚴峻，責備我回避怠慢；郡縣長

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門督促，比星火還要

急。我很想奉命為國奔走效力，但是祖母劉氏的疾

病卻一天比一天嚴重，想姑且遷就自己的私情，但

是報告申訴又得不到准許。我現在是進退兩難，處

境狼狽不堪。 

二、研讀第二段內容： 

1.本段分幾個層次？各自的重點是什麼？ 

答： 二層──敘朝廷徵召之殷；寫自己進退兩難

的境地。 

2.本段哪些寫到朝廷對自己優禮有加？ 

答：①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②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③詔書特下，拜臣郎中。④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 

3.作者自己對朝廷恩遇抱著怎樣的感情？ 

答：感激不盡，而又身系祖母疾病，進退狼狽。 

4.作者怎樣巧妙推脫任職？ 

答：一方面感激朝廷知遇之恩，一方面又提出自己

的苦處，即有臥床不起的祖母，博得武帝的同情。 

5.歸納段意： 

答：本段明確提出忠孝難以兩全的難題，婉言拒絕

朝廷的恩遇。 

三、 以讀代講，理解第三段內容，理解文段中

李密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

式： 

•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

   

課本

PPT 

8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課本

PPT 

22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課本

PP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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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曆職郎署，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譯文：我想聖朝是以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是故舊

老人，尚且受到憐惜撫育，何況我的孤苦尤其嚴重

呢。再說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蜀漢的郎官，本來

希望能夠得到更為顯達的官職，並不以清高自誇。 

第四課時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教學過程： 

【以讀代講，通過句子朗讀、翻譯，字詞句講解，

共同探究解決文本內容】 

一、以讀代講，理解第三段內容，理解文段中李密

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式： 

•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wò），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譯文：我現在是卑賤的亡國之俘，實在微不足道，

承蒙得到提拔，而且恩命十分優厚，怎敢徘徊觀望

而有什麼另外的企求呢！只因為祖母劉氏已是象

太陽迫近西山的人，氣息微弱，生命不可能維持太

長的時間，已經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 

•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祖孫二人 ，更相為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譯文：我如果沒有祖母撫養，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如果祖母沒有我的照顧，也不能夠安度她的晚年，

我們祖孫二人，相依為命，正是由於這種出自內心

的感情使我不能棄養而遠離。 

二、研讀第三段內容： 

1.本段作者間接地闡釋了自己的治國綱領，其內容

是什麼？ 

答：以孝治天下。 

2.作者為什麼要強調“以孝治天下”的治國之道？ 

答：目的是引入到自己對祖母的孝心上去，從而向

晉武帝表明孝順祖母既為私情，又合法理。 

3. 歸納段意： 

本段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陳述自己的從政

經歷和人生態度，並強調自己的特別處境，進一步

打消晉武帝的疑慮，求得體恤。以“孝治”大理為

   

課本

PPT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PPT 157 

10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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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明確提出“辭不覆命”的原因。 

四、 以讀代講，理解第四段內容，理解文段中

李密所蘊含的情感，並掌握字詞意義、特殊句

式： 

•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

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 ，願乞終養。 

譯文：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因

此我效忠于陛下的日子還很長，而報答祖母劉氏的

日子已很短了。我懷著象烏鴉反哺一樣的私情，希

望能夠准許我對祖母養老送終的請求。 

•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

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

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譯文：我的苦衷，不僅蜀地的人和益州、梁州的長

官所親眼目睹，連天地神明也都看到的，祈望陛下

能憐惜我愚昧至誠的心意，同意我這點微小的願

望，使祖母劉氏能夠僥倖保全她的餘年。我活著願

意獻出生命，死後願意結草來報答陛下的恩惠。我

懷著象牛馬一樣不勝恐懼的心情，謹此上表稟告使

您知曉。 

五、作業：嘗試歸納全文大意。 

第五課時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教學過程： 

【以讀代講，通過句子朗讀、翻譯，字詞句講解，

共同探究解決文本內容】 

一、研讀第四段內容： 

1.本段交代了全文寫作目的，是什麼？ 

答：願乞終老。 

2.作者簡單地表明瞭其理由是什麼？ 

答：盡忠日長，盡孝日短，先盡孝後盡忠。 

3.作者直到此時也不忘了以情動人，其表現是什

麼？ 

答：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二、理解表文內涵： 

1.本段中哪句話是表文主旨？ 

   

課本

PPT 

15 

PPT 5 

PPT 10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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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願乞終養。 

2.貫穿全段的是哪兩個詞？ 

答：“盡節”“報養”──忠孝兩全 

3.用語有什麼特點？ 

答： “願乞”“願矜憫”“聽臣微志”——無比

懇切 

4.由本段可見全文感情真摯、悲惻動人，原因是什

麼？ 

答： 

事之實：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 

言之切：願乞、願矜憫、聽臣微志、明知、共鑒。 

心之誠：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5.概括段意： 

答：本段明確提出自己的目的，即“願乞終老”，

先盡孝後盡忠。進一步說明自己的一片癡情，祈求

皇上恩准“終養”，言明先盡孝後盡忠的赤誠。 

三、內容梳理： 

“陳”的原因：除臣洗馬，辭不就職。（或：不想 

              到晉朝為官） 

“陳”的內容：夙遭閔凶；更相為命；不能廢遠； 

              願乞終養。（或：陳述幼時的孤苦 

              及祖孫的相依為命、自己的一片孝 

              心。） 

四、結構梳理： 

 
五、深化拓展 【重難點】 

1.假設你是晉武帝，李密在此提出終祖母的請求，

你能不能用一兩句話就把他駁得啞口無言？  

答：晉武帝可能會說，既然你要終養祖母以盡孝

PPT 3 

PPT 5 

PP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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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什麼在蜀漢你又出來做官呢？  

原文：爾既須終養祖母，為何出仕偽朝？ 

因此，李密深知這正是矛盾癥結所在，這段歷史是

不能回避的，只能剖明自己心跡： 

(一)仕偽朝“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二)在聖朝“寵命優渥，豈敢盤桓”讓晉武帝明白自己

的忠心。  

(三)祖母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2. 

 

3. 

 
4.你能說出哪些成語出自本文嗎？ 

答：零丁孤苦、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急於星火、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朝不慮夕、更相為命、 

生當隕首，死當草結 

小組通

過合作

解難， 

完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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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六、作業安排：完成暨大習作《陳情表》相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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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試教評估 

    本文的主要學習模式為誦讀法及小組合作完成任務。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求

小組先進行默讀及全班朗讀，以讀代講，讓小組帶著問題朗讀，有目標去解難。

讓學生在互助下理解李密的“忠”“情”，從而讓學生通過主題感悟，體會

“忠”“孝”，體現“以讀代講”的優越。這是以學生為主導，教師為輔助的形

式進行教學，相比傳統由教師進行課文講解，學生負責抄寫的形式更能提起學生

的興趣。同時為應對四校聯考及內地高校考試打下基礎。 

 

肆、教學反思及建議 

1. 中學生普遍對文言文學習缺乏興趣，其原因多為文言字詞晦澀難懂，學生的

課堂參與度不太高，因此，本文採用以讀代講，讓學生從誦讀中找尋興趣及自信，

完成學習。 

2. 本文言文內容較淺顯，學生有能力通過課文注解對表文進行理解，從而拾回

學習古文的信心。 

3. 對古文教學進行講解時，需要讓花費較多時間進行情境舖墊，在學生情感投

入後，則更容易掌握文本內涵。 

4. 鼓勵學生多利用工具書，如《語文基礎知識手冊》及《古漢語常用字字典》，

幫助學習。 

5. 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生勇於回答，培養其語言組識能力、思維邏輯能力及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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