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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論語八則》選自儒家經典著作——《論語》，文中記錄孔子的言論，以

及其與弟子的對話，內容涉及個人修養、學習、孝道、處事等各方面的態度與

方法。《論語》是我國文學史上璀璨的一顆明珠，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

產，對我國二千餘年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今天，

《論語》中的思想精髓仍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對此，全世界諾貝爾獲得者

1998 年 1 月集會巴黎時宣言：‚如果人類要在 21 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頭

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因此，學習《論

語》，對於心智發展未成熟的初中學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義，不僅能加深

學生對語錄體的認識，還有助培養其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以及欣賞安

貧樂道的精神。 

《論四端》選自儒家集大成者孟子的著作——《孟子·公孫丑上》，作者從

‚性善論‛觀點出發，提出人與生具有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並加以論

證，進而說明擴充四種品德所帶來的好處以及治理天下的道理。與《論語》同

列‚四書‛的《孟子》，亦為儒家的經典論著，對後世影響深遠。學習此文，

學生能領會孟子‚人性本善‛、‚民貴君輕‛及‚仁政‛思想，感受孟子雄辯

藝術，培養思辨思維，發揚一己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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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

則》、《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註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2 日-1 月 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 年 1 月 2 日

（星期四第六節） 

1 第一

課時 

《論語八則》

課文初探 

1.介紹孔子、《論

語》等文學常識。 

2.初讀課文，掌握重

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

義，初探課文。 

40 

2020 年 1 月 3 日

（星期五第五節） 

1 第二

課時 

疏通文意 1.以小組形式自主翻

譯課文內容，並於台

上作分享。 

2.因應學生譯文進行

講解，進一步領會作

品意涵。 

40 

2020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第八節） 

1 第三

課時 

精講課文 1.以合作探究的形

式，從修身、學習、

孝道、處事等方面把

握課文主體內容。 

2.掌握孔子的教育理

念。 

40 

2020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二第五節） 

1 第四

課時 

《論四端》課

文初探 

1.介紹孟子、《孟

子》等文學常識。 

2.初讀課文，掌握重

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

義，疏通文意。 

40 

2020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三第一節） 

1 第五

課時 

疏通文意 1.以小組形式自主翻

譯課文內容，並於台

上作分享。 

2.因應學生譯文進行

講解，進一步領會作

品意涵。 

40 

2020 年 1 月 8 日 1 第六 精講課文 1.以合作探究的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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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星期三第二節） 課時 式，把握課文主體內

容，掌握孟子的治國

思想。 

2.掌握課文的論點、

論據、論證方法及其

論證過程。 

3.探究語錄體文章的

特點。 

4.比較分析孔孟的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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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認識《論語》、《孟子》，了解孔孟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

（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3.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識。（初中基

本學力 D-9-3）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思想情

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3.能把握課文段意，歸納文章主旨。（初中基本學力 D-4-2） 

4.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道，並能準確地說

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5.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

5-2） 

6.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過程。（初中基

本學力 D-4-4、D-5-4、D-6-2、D-6-3） 

7.通過學習《論語八則》、《論四端》，能初步把握語錄體文章的特點。（初

中基本學力 D-5-1） 

8.能運用比較分析閱讀策略，比較分析孔孟的異同。（初中基本學力 D-4-7）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神。（初中

基本學力 D-9-5） 

2.通過學習，認識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力 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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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目標 《論語八則》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認識《論語》，了解孔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

識。（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3.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

知識。（初中基本學力 D-9-3）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

會作者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3.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

道。（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4.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初中基本學力 D-5-2）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

的精神。（初中基本學力 D-9-5） 

 

三位目標 《論四端》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認識《孟子》，了解孟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

識。（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3.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

知識。（初中基本學力 D-9-3）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

會作者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3.能把握課文段意，歸納文章主旨。（初中基本學力 D-4-2） 

4. 能準確地說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

1-3、D-3-1、D-3-2） 

5. 研讀課文，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5-2） 

6.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

過程。（初中基本學力 D-4-4、D-5-4、D-6-2、D-6-3） 

7.能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初中基本學力 D-5-4） 

8.通過學習《論語八則》、《論四端》，能初步把握語錄體文

章的特點。（初中基本學力 D-5-1） 

9.能運用比較分析閱讀策略，比較分析孔孟的異同。（初中基

本學力 D-4-7）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認識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

力 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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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及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初中基

本學力 C-1-2、C-2-2、D-4-2、D-9-1） 

2.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道，並能準確地說

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3.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

5-2） 

4.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過程。（初中基

本學力 D-4-4、D-5-4、D-6-2、D-6-3） 

5.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識。（初中基

本學力 D-9-3） 

6.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神，並認識

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力 D-9-5）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合作探究。在課堂教學中，將學生分為四人一組，並以小組為單位，通過完

成小組學習單的形式，把握課文主體內容。 

2.結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通過學習與理解，將課文文本內化後通過相關圖像

策略表現出來，提升學生閱讀技巧與水準。 

3.運用摘要法等多元方法，摘要課文要點，深化學習。 

4.運用比較閱讀策略，比較分析孔孟異同，完善知識體系。 

 

四、教學重點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及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初中基

本學力 C-1-2、C-2-2、D-4-2、D-9-1） 

2.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道，並能準確地說

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3.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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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過程。（初中基

本學力 D-4-4、D-5-4、D-6-2、D-6-3） 

2.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識。（初中基

本學力 D-9-3） 

3.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神，並認識

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力 D-9-5） 

 

六、教學用具 

教材、教學簡報、工作紙、朗誦音頻、多媒體視頻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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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則》、

《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一課時 課題名稱 《論語八則》

課文初探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朗誦音頻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認識《論語》，了解孔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

（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3.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基力

要求 
C-2-3 能根據語境辨析字詞含義；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教學重點 1.認識《論語》，了解孔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

（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教學難點 1.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認識

《論

語》，了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5 分鐘） 

猜一猜：有一個人，他身高二米二一，只比 NBA 巨星姚

明矮五釐米；他是美食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他是司馬遷的精神偶像，是世界文化名人；他離開這個

世界之後的十年，西方的蘇格拉底才呱呱墜地……這個

人是誰？ 

學生議論紛紛，部分同學能把握‚世界文化名人‛這條

線索，說出此人為孔子。 

 

二、孔子介紹（8 分鐘）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我國著名

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評選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通過將孔

子的相關

信息串接

成趣味性

的提問作

為課堂導

入，藉此

設計懸

念，能引

起學生注

意。 

 

對孔子生

平及其思

想主張、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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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孔子生

平，以及

課文背景

等相關文

學常識。

（初中基

本學力

D-4-6） 
 

 

 

 

 

 

1.認識

《論

語》，了

解孔子生

平，以及

課文背景

等相關文

學常識。

（初中基

本學力

D-4-6） 
 

 

 

 

 

 

 

 

 

 

3.能用普通

話流暢地

朗讀課

文。（初

中基本學

力 D-2-

政治上，孔子主張仁義，主張以德服人，反對殘暴

統治，反對武力征伐，同情人民疾苦，俗話說‚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就是這個意思。他的政治主張具有一

定的開明態度，所以孔子學說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影

響極大，被尊為 ‚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

表‛。 

教育方面，他是我國歷史上致力於教育事業的第一

人，他首創私人講學之風，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相傳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 

他曾周遊列國，晚年專心從事古代文獻整理與傳播

工作，致力於教育，整理《詩》、《書》等古代典籍，

刪修《春秋》。 

 

三、《論語》（5 分鐘） 

 
 

四、題解（3 分鐘） 

《論語八則》選自儒家經典著作《論語》，記錄了孔子

的話，以及孔子與弟子的對話，內容談及個人修養、學

習、孝道、處事等等各方面的態度和方法。 

 

五、朗讀課文（4 分鐘） 

學生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文章形成初

步認識。 

 

六、聆聽朗讀音頻（4 分鐘） 

通過聆聽朗讀音頻，標示重、難點字詞讀音，同時加深

對文章的理解，進一步把握課文朗誦的語調、停頓、情

等進行介

紹，有助

學生加深

學生對課

文內容的

把握。 

 

 

 

 

 

 

 

 

 

作為‚四

書‛之一

的《論

語》，體

現了孔子

的政治主

張、倫理

思想及教

育原則，

故對此介

紹，能加

深學生對

作者及課

文的認識

與理解。 

 

 

 

 

 

 

 

朗讀課文

的設計，

旨在通過

朗讀，把

握課文重

難點字

詞，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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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掌握課

文字詞讀

音與意

義。（初

中基本學

力 C-2-

3） 
 

感等技巧。 

 

七、字詞正音（板書）（5 分鐘） 

論語（lún）               人之所惡（wù）        

惡乎成名（wū）     終食之閒（jiān）       

顛沛（pèi）               一簞食（dān）         

一瓢飲（piáo）         不堪（kān）              

毋意（wú）               冉有（rǎn）                

顏淵（yuān）          舍之則藏（shě）     

暴虎馮河（píng） 

 

八、小結（3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介紹了孔子、《論語》、題解等相關文學常

識，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誦音頻，標註文中重、難

點字詞讀音，初步把握課文內容。 

 

九、佈置功課（3 分鐘） 

善用字詞典、網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意

義，疏通文意。 

隨課文識

字的目

的。 

 

通過將學

生朗讀過

程中遇到

的重難點

字詞的普

通話讀音

標註於黑

板上，並

由老師帶

著朗讀，

能鞏固學

生對課文

字詞讀音

的掌握，

達到擴大

識字量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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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則》、

《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二課時 課題名稱 《論語八則》
疏通文意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獨立識字，擴大識字量。  

C-2-2 能借助字典、詞典辨析字音、字義；  

D-9-1 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初中基

第二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孔子、《論語》、題解等相關文

學常識，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讀音頻，掌握文中重

難點字詞的讀音。此外，還佈置了功課，讓同學善用字

典詞典及網絡資源，了解課文重難點字詞的意義。接下

來，我們將進行分組譯文，進一步理解課文意涵。 

 

二、分組譯文（7 分鐘） 

以 4人為一小組，翻譯課文內容。 

學生分組翻譯，老師進行巡視及答疑。 
 

 

 

 

 

 

 

 

 

 

 

 

 

 

 

 

 

 

對於文言

文的學

習，學生 

略感困

難，但採

取分組譯

文的形

式，能集

思廣益，

有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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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力 C-

1-2、C-2-

2、D-9-

1）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初中基

本學力 C-

1-2、C-2-

2、D-9-

1） 

 

 

 

三、台上分享（30 分鐘） 

鼓勵小組自薦，上台分享課文翻譯，以及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及得失。 

（一）分析第一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一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論語》雖為先秦時期的著作，但由於其語

錄體的特點，因此用語亦較淺白，學生多能參照課文註

析等資料，譯出段落大意。但尚有幾處地方，需要留

意。包括： 

1.首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其中‚富與貴‛個

別同學直譯為‚富貴‛，不妥當，應分而譯之。此形容

詞合用的情況，文言文中較為常見，如諸葛亮《出師

表》‚不求聞達於諸侯‛中‚聞達‛亦是如此，需分而

譯之，解作‚聞名‛、‚顯達‛。此外，首句就句式而

能較準確

地把握課

文內容，

亦能提高

其團隊協

作能力。 

 

 

 

 

 

 

 

 

 

通過鼓勵

學生上台

分享小組

譯作，能

加深學生

對課文的

理解，提

升學生的

語言組織

與表達能

力。此

外，還有

利於老師

了解學生

在翻譯過

程中遇到

的問題。 

 

 

 

 

 

 

將文言文

中相類似

的詞語情

況進行補

充及串聯

講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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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為判斷句。文言文中，常用‚者‛、‚也‛表判

斷。具體如下：①用‚……者……也‛表判斷，如‚師

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②單用‚也‛表判斷，如

‚夫戰，勇氣也。‛③單用‚者‛表判斷，如‚四人

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④句末連用

‚者也‛表判斷，如‚蓮，花之君子者也‛等，故需特

別留意。首句為上述第二種情況。 

2.‚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一句，其中‚貧‛、

‚賤‛如前面所說，需拆而譯之，‚貧‛指‚貧窮‛，

而 ‚賤‛個別同學譯為‚下賤‛，不正確。此處 

 

“賤”，金文為“     ”。《說文解字》釋義‚從貝，

戔( qiān)聲，本義指‘價格低’‛，此處用作引申義，

意思是‚地位低賤‛。此外，‚人之所惡‛中‚惡‛，

為動詞，讀作‚wù‛，意思是‚厭惡‛，此詞為多音

詞，讀音因詞性、意義而有所不同。 

3.‚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一句，其中‚得‛，應作

‚去‛解，與後半句‚去‛一般，解作‚擺脫‛。 

4.而‚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一句，其中‚去‛，甲骨 

 

文為‚     ‛，本義為‚離開‛，然此處需結合下文進行

翻譯，故解作‚拋棄‛更為合適。‚去‛一詞，今義解

作‚前往‛，因此此詞為古今異義現象。此外，‚惡乎

成名‛中‚惡‛，為疑問代詞，讀‚wū‛；亦為通假

字，同‚烏‛，用法相當於‚何‛，解作‚怎麼‛、

‚哪裡‛，用於句首，多表反問。 

5.末句‚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其中‚閒‛為通假

字，通‚間‛，意為‚時間‛，而‚終食之閒‛指‚吃

一頓飯的時間‛，即‚很短的時間。‛ 

 

 

 

 

 

 

 

 

 

助學生建

立系統的

文言知識

體系。 

 

 

 

 

結合漢字

學相關知

識進行講

解，能從

字源上把

握漢字字

義，加深

對漢字發

展與流變

的認識。 

 

對於文言

文的翻

譯，除參

照課文註

解外，還

需結合上

下文句意

進行展

開。 

 

 

通假字，

即誤字。

由於漢字

形音義結

合的特

點，故形

近、音

近、義近

均有可能

產生通假

字，此處

為形近致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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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第二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二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段內容為孔子對於其最得意的門生——顏

回的評述，因此在翻譯與講解過程中，若能補充關於顏

回的人物介紹，則有助於同學的理解與把握。在文段的

翻譯上，個別字詞及句式需要留意： 

1.首句‚賢哉，回也！‛在現代文表述中，習慣性將主

語置於謂語之前，即‚回也，賢哉‛，故此句句式為主

謂倒裝句。此句式特點曾於初一接觸過，如列子《愚公

移山》中‚甚矣，汝之不惠！‛亦為主謂倒裝句，現代

漢語語序為‚汝之不惠，甚矣！‛（你的愚蠢，實在是

太嚴重了） 

2.句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其中‚簞‛為古代盛飯的容器，用竹或葦編

成；‚瓢‛亦稱葫蘆，古人用其腹作盛水容器。‚在陋

巷‛指的是顏回居住在巷子裡的簡陋小屋。此句表達出

顏回生活之貧苦。然，即便如此，顏回依然安貧樂道。 

補充： 

 

 

 

 

 

 

 

 

 

 

 

 

 

 

 

 

 

 

 

 

 

 

主謂倒裝

句為文言

特殊句式

之一，結

合學生初

一學習的

《愚公移

山》中的

例子，有

助學生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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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第三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三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品德高尚的形象，《論

語》中不少條目涉及君子的品德要求，此段與第一段均

有談及。在內容翻譯上，字詞較為簡單，學生大多能參

照課文註解準確地翻譯出來，但對於其中涉及的文言句

式，以及重難點字詞，仍需注意。 

1.首先，‚敏於事而慎於言‛一句，其中‚於‛為介

詞，解作‚對於‛，而‚事‛和‚言‛為名詞，句中充

當賓語。因此‚於事‛、‚於言‛為介賓詞組，句中充

當狀語，分別修飾‚敏‛和‚慎‛。故而，此句含有兩

句狀語後置句，現代漢語語序應為‚於事敏而於言

慎‛。此外，句中常見虛詞‚而‛，此處作連詞，表並

顏回，堪

為孔子最

得意的門

生，亦是

七十二賢

者之首，

故對其進

行補充講

解，有助

加深學生

對課文的

理解。 

 

 

 

 

 

 

 

 

 

 

 

 

 

 

 

 

 

 

 

 

 

 

 

 

 

 

狀語後置

句，亦是

文言特殊

句式之

一，對於

初三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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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而‛作連詞時，除表並列外，還可表遞進、承

接、轉折、假設、修飾、因果、目的。若能對常見文言

虛詞、實詞的意義與用法銘記於心，則有助提升文言閱

讀能力與水平。 

2.其次，‚就有道而正焉‛一句，其中‚就‛，解作

‚接近‛，與如今常用作關聯詞用法不同，故為古今異

義現象。至於句中常見虛詞‚而‛，此處亦用作連詞，

表目的，解作‚來‛。而‚正‛一詞，本義為‚不偏

斜‛、‚平正‛，為形容詞，此處解作‚匡正‛，為動

詞，因此屬於詞類活用現象。 

3.最後，‚可謂好學也已‛一句，翻譯上較為簡單，句

末‚也已‛均屬於語氣詞，二者連用，有加強語氣的效

果。 

 

（四）分析第四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四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文段較為簡短，且所涉重難點字詞註解均

有標示，故同學皆能譯出段意。但對於其中所涉詞類活

用情況則不甚明了，因此需格外注意。句子‚子絕

四‛，其中‚四‛本為數詞，此處活用作名詞，解作

‚四種心思‛。 

 

 

 

 

 

生而言，

理解略有

難度，故

應結合詞

性及句子

成分進行

講解。 

 

對於常見

的文言虛

詞‚而‛

若能對其

不同的用

法與意義

進行補充

講解，則

有助學生

系統地把

握。 

 

 

 

 

 

 

 

 

 

 

 

 

 

 

詞類活用

現象 ，是

文言基礎

知識重要

的內容，

故應重點

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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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第五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五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文段句子流傳甚廣，學生耳熟能詳，故不

需參照課文註解等資料亦可譯出大意。但對於其中所涉

的詞類活用情況、虛詞及句式等文言知識，仍需留意。

包括： 

1.首句‚擇其善而從之‛，其中‚善‛，金文為 

 

“       ”，《說文》釋義‚善，吉也。‛可見其本義為

‚吉祥‛，是形容詞，此處活用作名詞，解作‚優

點‛，故此詞為詞類活用情況。此外，對於句中虛詞

‚而‛，根據句譯可知，其充當連詞，起承接的作用，

意義與用法與下句中‚而‛相同。 

2.而‚其不善而改之‛一句，與前句對應，此句省略謂

語‚擇‛，完整句式應為‚（擇）其不善而改之‛。故

此句為謂語省略句。 

 

（六）分析第六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六段，老師引導。 

 

 

 

 

 

 

 

 

 

 

 

 

 

 

 

 

 

 

 

 

 

結合漢字

學相關知

識進行講

解，學生

能把握字

源意義，

把握漢字

詞性，有

助其準確

判斷詞類

活用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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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這一段談及孔子對於‚孝‛的看法，同學雖

能結合課文註解譯出基本意思，但對於其中涉及的虛

詞、句式等內容仍不甚明白，故需作提點： 

1.‚今之孝者‛一句，有個別同學譯為‚如今孝順的

人‛，不當。句中虛詞‚者‛， 放在一個詞（孝）後

邊，起停頓作用，先用‚……者‛提出在說明的事物，

稍微停頓一下，然後說明或論斷。此外，虛詞‚之‛，

此處用作結構助詞，解作‚的‛。 

2.‚是謂能養‛一句，其中‚養‛，甲骨文為‚ ‛，

《說文》釋義‚養，供養也。‛ 

3.最後，‚不敬，何以別乎‛一句，為假設的情況，因

此在翻譯過程中需補充假設性詞語，如‚如果‛等。而

‚何以別乎‛一句，其中‚以‛為介詞，解作‚憑

借‛、‚用‛等；‚何‛則為疑問代詞，句中充當賓

語，且提前至‚以‛前，因此此句為賓語前置句，現代

漢語語序為‚以何別乎‛，解作‚用什麼去區別呢？‛ 

補充： 

 

 

 

 

 

 

 

 

 

 

 

 

 

 

 

 

 

 

 

 

 

 

 

 

 

 

進行文言

特殊句式

的講解，

若能將其

現代漢語

語序標示

出來，並

進行對

比，則有

助學生把

握句中變

動的句子

成分，有

助其準確

地進行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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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析第七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七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文段內容，在翻譯上難度不大，同學大多

能譯出文意，但需注意其中涉及的文言虛詞。就文段涉

及的談話內容，談及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以及孔

門三位優秀弟子，因此需補充介紹文段涉及人物，以助

學生深入把握與理解文意。此文段翻譯的重難點包括： 

1.首先，‚聞斯行諸？‛一句，其中‚諸‛為代詞兼介

詞，為‚之乎‛的合音，即原句‚聞斯行諸？‛應為

‚聞斯行之乎？‛理解此形態的轉換，則學生能準確翻

譯句意。 

2.其次，‚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一句，其中

文中所涉

孔門子弟

子遊，亦

為孔門七

十二賢者

之一，故

補充對人

物的介

紹，有助

加深學生

對課文的

理解，以

及對儒家

的認識。 

 

 

 

 

 

 

 

 

 

 

 

 

 

 

 

 

 

 

 

 

 

 

 

 

對於

‚諸‛這

一兼詞，

《論語》

出現較

多，故可



2019/2020 

G026 

 17 

‚如之何‛出自《詩·王風·君子於役》，解作‚怎麼‛、

‚為甚麽‛。此外，‚其‛一詞，此處充當連詞，表示

選擇。 

3.再次，‚由也問‛、‚赤也惑‛二句，其中虛詞

‚也‛，用在句中，表示停頓，以舒緩語氣，不譯，下

文情況如是。 

4.再次，“赤也惑，敢問？”一句，其中“赤也惑”中 

 

的“惑”，金文為“   ”，從心，惑聲，本義解作“疑

惑‛、‚分辨不清‛，為動詞，句中為意動用法，解作

‚感到困惑‛，因此屬於詞類活用的現象。 

5.最後，‚由也兼人，故退之‛一句，其中‚兼人‛一

詞，指的是膽量，意為‚膽大，敢作敢為‛。 

 

補充： 

1.子路 

 
 

 

 

 

 

 

 

 

 

 

 

進行說

明，便於

學生對課

文文本的

理解。 

 

 

對於詞類

活用中的

動詞活

用，種類

較多，既

包括活用

為普通動

詞、使動

用法，還

包括意動

用法。其

中意動用

法，多譯

為‚認為/

覺

得……‛

或‚感

到……‛

，對此進

行補充說

明，有助

學生系統

性地學習

詞類活用

相關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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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冉求 

 
 

3.公西華 

 
 

（八）分析第八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八段，老師引導。 

 

 

 

 

 

 

 

 

 

 

 

 

 

 

 

 

 

對於子路

冉求及公

西華，均

位列‚孔

門七十二

賢者‛，

對其補充

介紹，有

助加深學

生對孔門

弟子的認

識與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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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此文段談及孔子為人處事的態度，其中涉及

通假字、文言句式的情況，需要留意。具體 包括： 

1.‚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句，其中‚行‛與‚藏‛

指的是儒家的思想主張，然句中並無寫出其賓語，故此

句為賓語省略句。此外，‚舍‛為通假字，通‚捨‛，

意為‚捨棄‛。 

2.‚子行三軍，則誰與？‛一句，其中‚子‛與‚子

曰‛中‚子‛不同，後者特指孔子，而前者為第二人稱

代詞。文言文中第二人稱代詞除‚子‛外，常用的還有

‚若‛、‚乃‛、‚爾‛、‚女‛、‚汝‛、‚而‛

等，若能將此類詞語銘記於心，則有助提升文言閱讀水

平。此外，‚則誰與‛一句，解作‚那麼與誰共事‛，

因此‚誰與‛為賓語前置句，現代漢語語序應為‚與

誰‛。此類情況屬於疑問代詞充當賓語的賓語前置句類

型，相似的還有范仲淹《岳陽樓記》‚微斯人，吾誰與

歸‛等。 

3.最後，‚暴虎馮河‛一句，其中‚暴虎‛指的是赤手

空拳與老虎搏鬥，而 ‚馮河‛指不用船隻，徒步涉水過

河。‚馮河‛ 中的‚馮‛為通假字，通‚憑‛，意思是

‚徒步過河‛。 

 

四、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小組為單位，根據課文內容進行分組譯文

與台上分享，譯文成果由同學補充及老師完善，藉此進

一步把握課文內容。 

 

 

 

 

 

 

 

 

 

 

 

 

 

 

 

 

 

 

文言文中

的省略

句，是最

為常見的

文言句

式，故在

翻譯過程

中應培養

學生完整

表述句子

的習慣。 

 

結合學生

所學課文

句子進行

賓語前置

句的講

解，有助

加深學生

的理解與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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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佈置功課（1 分鐘） 

1.熟讀課文，進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2.完成《論語八則》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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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則》、

《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三課時 課題名稱 《論語八則》精

講課文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工作紙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道。

（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2.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初中基本學力 D-5-2） 

3.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

神。（初中基本學力 D-9-5） 

4.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

識。（初中基本學力 D-9-3） 

基力

要求 
D-1-3 能用做摘錄、寫感悟、提疑問等方式，積累所需資料和閱

讀心得；  

D-3-1 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3-2 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9-3 積累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

式，提升語感；  

D-9-5 能從古代優秀作品中體會民族精神，認同中華文化。  

 教學重點 1.能從修身、學習、孝道、處事等方面分析孔子立身處世之道。

（初中基本學力 D-1-3、D-3-1、D-3-2） 

2.研讀課文，把握孔子的教育理念。（初中基本學力 D-5-2） 

3.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

神。（初中基本學力 D-9-5） 

教學難點 1.通過學習，培養體念親恩、欣賞他人的品質，欣賞安貧樂道的精

神。（初中基本學力 D-9-5） 

2.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識。

（初中基本學力 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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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能從修

身、學

習、孝

道、處事

等方面分

第三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前面兩節課，我們已經介紹了孔子、《論語》等相關文

學常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文的翻譯、分享與點

評，這節課我們將會進一步探討課文內容。 

 

二、朗讀課文（4 分鐘） 

帶著以下問題朗讀課文。 

1.孔子認為人們都希望過怎樣的生活？要擁有這樣的生

活，應該通過怎樣的途徑獲得？ 

2.顏回對自己生活的看法和別人有甚麽不同？表現他怎

樣的性格特點？ 

3.結合課文第一、第三則內容，說說孔子心目中君子的

形象是怎樣的？ 

4.在學習方面，孔子認為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去應對？ 

5.孔子對孝有何看法？ 

6.孔子認為顏回在哪一方面與他一樣？ 

 

三、合作探究（6 分鐘） 

以 4 人為一組，以小組為單位，研討以上問題。 

 

 

 

 

 

 

 

 

 

 

 

四、精講解題（16 分鐘） 

（一）孔子認為人們都希望過怎樣的生活？要擁有這樣

的生活，應該通過怎樣的途徑獲得？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正所謂

“讀書百

遍其義自

見”，通

過反復誦

讀，帶著

問題進行

文章朗

讀，能從

不同角度

剖析課

文。 
 

 

 

 

 

 

 

 

 

 

 

 

 

 

 

 

 

此問題的

設計，旨

在讓學生

把握孔子

的處事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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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孔子立

身處世之

道。（初

中基本學

力 D-1-

3、D-3-

1、D-3-

2） 
 

 

 

 

 

 

 

1.能從修

身、學

習、孝

道、處事

等方面分

析孔子立

身處世之

道。（初

中基本學

力 D-1-

3、D-3-

1、D-3-

2） 
 

1.能從修

身、學

習、孝

道、處事

等方面分

析孔子立

身處世之

道。（初

中基本學

力 D-1-

3、D-3-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以

看出，孔子認為人們都希望過上有名有利的富貴生活，

他認為人應該遵循正常途徑去獲得富貴或擺脫貧賤。 

 

（二）顏回對自己生活的看法和別人有甚麽不同？表現

他怎樣的性格特點？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①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可見，別人在為他三餐不繼而擔憂，但他卻在

貧困的生活中自得其樂。 

②表現他安貧樂道的性格特點。 

 

（三）結合課文第一、第三則內容，說說孔子心目中君

子的形象是怎樣的？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第一則‚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與第三則‚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均談及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在孔子心中，君

子一切以‚仁‛為大原則，無論甚麽環境都不放棄仁

德；而且君子吃不求飽，住不求安穩，做事敏捷，說話

謹慎，且以有道德修養的人為榜樣，改正缺點。是一個 

高尚品德的具象呈現。 

 

（四）在學習方面，孔子認為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去應

對？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而改

之‛可知，孔子認為我們應該以虛心請教，取長補短的

態度去學習。 

 

（五）孔子對孝有何看法？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根據‚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此問題設

計之意，

在於把握

“復聖”

顏回與別

不同之

處，從而

欣賞其安

貧樂道的

精神。 
 

課文第一

與第三則

均談及君

子，此題

設計之

意，在於

訓練與提

升學生對

重要資訊

的摘要與

擷取，以

及歸納等

能力。 
 

 

此問題的

設計，意

在學生能

把握孔子

對待學習

的態度，

進而樹立

正確的學

習觀。 

 

在分析孔

子對孝的

看法的同



2019/2020 

G026 

 24 

1、D-3-

2） 
 

3.通過學

習，培養

體念親

恩、欣賞

他人的品

質，欣賞

安貧樂道

的精神。

（初中基

本學力 D-

9-5） 

 

2.研讀課

文，把握

孔子的教

育理念。

（初中基

本學力

D-5-2） 
 

 

 

 

 

 

 

 

 

 

 

 

 

 

 

 

 

 

 

 

 

 

 

 

敬，何以別乎‛可知，孔子以飼養犬馬只需提供物質條

件，說明如果供養父母也只滿足他們的物質需求，那就

與飼養犬馬沒有分別，進而說明尊重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道。 

 

（六）孔子認為顏回在哪一方面與他一樣？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根據原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可

知，孔子認為自己在思想主張的實施上，與顏回相同。

受重用時，就實踐主張；無人賞識時，就把主張收藏起

來。 

 

五、孔子教育理念（3 分鐘） 

試根據課文內容，總結孔子的教育理念。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①因材施教。子路與冉有問孔子‚聞斯行諸？‛，孔子

因應二人性格不同而給出不同的答案。對於子路，因其

膽大直率的性格，故而孔子建議其與家中父兄商議，而

後方去實踐；而對於冉有，其處事退縮，因此孔子建議

其‚聞斯行之‛，聽到了好事就去實踐。綜上所述，體

現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 

②循循善誘。就子路、冉有二人詢問孔子同一問題‚聞

斯行諸？‛，孔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對此，一旁的公

西華感到困惑，於是詢問孔子這是何故。對於學生的提

問，孔子循循善誘，道出因由。 

③有教無類。課文涉及孔子的不同弟子，如顏回、子

遊、子路、冉有、公西華等，其資產有貧有富，身份地

位有高有低，才能各有不同，然孔子一視同仁，對其進

行教育，體現孔子有教無類的教學理念。 

 

 

 

 

 

 

 

事，培養

學生體念

親恩的精

神。 
 

 

對於此題

的把握，

有助學生

理解孔子

的修養及

處世之

道，以及

孔子讚許

顏回的原

因。 
 

此文除了

講述孔子

在個人修

養、學

習、孝道

和處世方

面的態度

與方法，

還設計孔

子的教育

理念，故

鼓勵學生

在教師的

引導下進

行歸納與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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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課文

中的文言

文通假

字、特殊

句式、文

言實詞與

虛詞等知

識。（初

中基本學

力 D-9-3） 

六、工作紙講解（8 分鐘） 

 

 

 

 

 

 

 

 

 

 

 

 

 

 

 

 

 

 

 

 

 

 

 

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考答案

書寫於黑板之上。 

（一）圈出以下帶框字的正確讀音 

1.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A. wū    B. wù    C. è） 

明確：B. wù 

2.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A. wū    B. wù    C. è） 

明確：A. wū 

3.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A. wū  B. wù   C. è） 

明確：C. è 

 

（二）指出下列詞類活用現象 

1. 子絕四 

明確：數詞活用作名詞，四種心思。 

2. 擇其善而從之        

 

 

 

 

 

 

 

 

 

 

 

 

 

 

 

 

 

 

 

 

 

 

 

 

 

 

 

 

通過講解

工作紙，

鞏固所學

文言基礎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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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形容詞活用作名詞，優點。 

3. 赤也惑，敢問？ 

明確：形容詞意動用法，感到困惑。 

4. 就有道而正焉 

明確：形容詞活用作動詞，匡正。 

 

（三）古今異義（古/今） 

1.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明確：古：地位低賤；今：行為卑劣。 

2.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明確：古：拋棄、離開；今：前往、到。 

  

（四）找出通假字 

1.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 

明確：‚閒‛通‚間‛，意思是：時間。 

2.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明確：‚舍‛通‚捨‛，意思是：捨棄。 

3. 暴虎馮河 

明確：‚馮‛通‚憑‛，意思是：徒步涉水過河。 

 

（五）指出下列為何種特殊句式并翻譯 

1.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明確：判斷句。富裕和顯貴都是人人想要得到的。 

2.賢哉，回也！ 

明確：主謂倒裝句。顏回，多麼有修養啊！ 

3.敏於事而慎於言 

明確：狀語後置句。做事聰明敏捷，說話謹小慎微。 

4.不敬，何以別乎 

明確：賓語前置句。如果對父母沒有敬愛之心，那麼養

活父母與飼養狗、馬有甚麼不同呢？ 

5.子行三軍，則誰與？ 

明確：賓語前置句。如果您去打仗，找誰共事？ 

 

（六）翻譯以下句子 

1.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明確：能接近有道德的人來匡正自己的缺點。這樣就可

以說得上是好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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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 

明確：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在某方面）可以做我老

師的人。我選擇他們的優點去學習，看出他們身上的缺

點就引以為戒，加以改正。 

 

七、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合作探究的形式，從修身、學習、孝道、

處事等方面把握課文主體內容，並探討孔子的教育理

念。 

 

八、佈置功課（1 分鐘） 

1.預習《論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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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則》、

《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四課時 課題名稱 《論四端》

課文初探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多媒體視

頻、黑板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認識《孟子》，了解孟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

（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3.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基力

要求 
C-2-3 能根據語境辨析字詞含義；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教學重點 1.認識《孟子》，了解孟子生平，以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

（初中基本學力 D-4-6）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初中基本學力 C-2-3） 

教學難點 1.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朗讀課文。（初中基本學力 D-2-3）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四課時 

一、課堂導入（3 分鐘） 

提問：同學們，你們認為環境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來說，

重不重要？ 

學生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追問：那麼有沒有歷史上的名人，他的成功離不開良好

的學習環境的呢？ 

學生眾說紛紜，有部分同學能說出孟母三遷的故事。 

是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就體現了學習環境的重要性。 

 

 

 

 

 

 

以提問的

方式帶出

環境對人

成長影響

的問題，

不僅能順

利過渡到

“孟母三

遷”的故

事，而且

亦能讓學

生意識到

環境對學

習與成長

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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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

《孟

子》，了

解孟子生

平，以及

課文背景

等相關文

學常識。

（初中基

本學力

D-4-6） 
 

 

 

 

1.認識

《孟

子》，了

解孟子生

平，以及

課文背景

等相關文

學常識。

（初中基

本學力

D-4-6） 

二、觀賞成語故事《孟母三遷》（3 分鐘） 

 
 

三、介紹作者（7 分鐘） 

 
 

四、《孟子》一書（6 分鐘） 

• 《孟子》是戰國時孟子及他的弟子所著的語錄體

散文，書中記載了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

全書共七篇。 

• 《孟子》反映孔子的仁政思想，率先提出「人性

本善」的主張。 

• 《孟子》文章氣勢磅礴，感情強烈，詞鋒銳利，

善於運用貼切生動的比喻及世俗故事來說理，說

服力強，是論辯文章的典範，也對後世的散文產

生深遠的影響。 

• 出自《孟子》的成語：「揠苗助長」、「杯水車

通過觀賞

成語故事

《孟母三

遷》，不

僅能激發

學生的學

習積極

性，而且

亦能讓學

生對孟子

其人形成

初步的認

識。 
 

 

在成語故

事《孟母

三遷》的

基礎上，

進一步對

孟子生

平、思想

及其作品

進行介

紹。 
 

 

 

 

 

 

對“四

書”之一

的《孟

子》進行

介紹，學

生能進一

步把握孟

子的思想

及文章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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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用普通

話流暢地

朗讀課

文。（初

中基本學

力 D-2-

3） 

 

 

 

2.掌握課

文字詞讀

音與意

義。（初

中基本學

力 C-2-

3） 
 

薪」、「一曝十寒」、「五十步笑百步」。 

 

五、題解（3 分鐘）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論四端》中提出人與生俱來

就有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並加以論證，同時說明

擴充四端所帶來的的好處。 

《論四端》選自《孟子·公孫丑上》，題目為編者所

加。 

 

六、朗讀課文（4 分鐘） 

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文章形成初步認

識。 

 

七、聆聽老師範讀（4 分鐘） 

通過聆聽老師範讀課文，標示重、難點字詞讀音，同時

加深對文章的理解，進一步把握課文朗誦的語調、停

頓、情感等技巧。 

 

八、字詞正音（4 分鐘） 

將課文重難點字詞的讀音板書於黑板上。 

乍見（zhà）   孺子（rú）   怵惕（chùtì） 

惻隱（cè）     內交（nà）   要譽（yāo） 

惡其聲（wù）                       苟能充之（gǒu） 

 

九、小結（3 分鐘） 

這節課主要介紹了孟子生平、《孟子》一書、題解等，

並通過朗讀課文、聆聽課文誦讀音頻，標註文中重、難

點字詞讀音，初步把握課文內容。 

 

十、佈置功課（3 分鐘） 

利用字典、詞典、網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

意義，進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對題解作

介紹，能

讓學生對

所學課文

形成初步

認識。 
 

 

通過課文

朗讀及聆

聽朗讀音

頻，能擴

大學生的

識字量，

提升其朗

誦方面的

技巧。 

 

 

通過板書

的形式，

將學生朗

讀課文過

程中遇到

重難點字

詞的普通

話音頻標

註於黑板

之上，能

加深學生

對課文字

詞的把

握。 

 



2019/2020 

G026 

 31 

 

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則》、

《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2 日-1 月 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五課時 課題名稱 《論四端》疏

通文意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獨立識字，擴大識字量。  

C-2-2 能借助字典、詞典辨析字音、字義；  

D-9-1 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初中基本學力 C-1-2、C-2-2、D-9-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初中基

第五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作者孟子、《孟子》一書、題解

等相關文學常識，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讀音頻，掌

握文中重難點字詞的讀音。此外，還佈置了功課，讓同

學善用字典詞典及網絡資源，了解課文重難點字詞的意

義。接下來，我們將進行分組譯文，進一步理解課文意

涵。 

 

二、分組譯文（8 分鐘） 

以 4 人為一小組，對課文進行堂上翻譯。 

學生分組翻譯，老師進行巡視及答疑。 
 

 

 

 

 

 

 

 

 

 

 

 

 

 

 

 

 

 

 

通過分組

譯文，一

方面能集

思廣益，

提高效

率；另一

方面亦能

提高學生

團隊協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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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力 C-

1-2、C-2-

2、D-9-

1）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初中基

本學力 C-

1-2、C-2-

2、D-9-

1） 

 

 

 

 

 

 

 

 

 

 

 

 
 

三、台上分享（29 分鐘） 

鼓勵小組自薦，上台分享課文翻譯，以及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及得失。 

（一）分析第一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一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文章首段開門見山提出論點，點名主題。在

文段翻譯上，所涉重難點字詞不多，同學大多能參照註

析等資料，譯出文段大意。但對於其中的實詞、虛詞等

知識點，則需注意。具體包括： 

1.首先，‚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其中‚不忍人之

心‛指的是‚不忍看見別人受苦的心，即同情心‛，此

為‚四端‛之一。 

2.‚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一句，其

中‚先王‛一詞，意為‚古代英明的君主‛，此處孟子

所指為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等。而‚斯‛

 

 

 

 

 

 

 

 

 

 

 

 

 

此環節的

設計，旨

在鍛煉與

提升學生

的語言組

織與表達

能力，老

師亦能藉

此了解學

生在翻譯

過程中遇

到的問

題，從而

進行針對

性講解，

達到深化

學習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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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於是‛，因此，此句為承接關係。可見，孟子認

為古代賢君實行仁政（‚不忍人之政‛）的前提是具有

同情心（‚不忍人之心‛）。 

3.‚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句，其中常見虛

詞‚以‛，句中充當介詞，表動作、行為所用或所憑藉

的工具、方法，解作‚憑藉‛。此外，常見虛詞‚以‛

在文言文中充當介詞，還有以下用法：①起提賓作用，

解作‚把‛，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亦不以城

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②表示動作、行為產生的原

因，可譯為‚因‛、‚由於‛，如《廉頗藺相如列傳》

‚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③引進動作、行

為發生的時間和處所，用法同‚於‛，如《漢書西南夷

傳》‚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④表示動

作、行為的物件，用法同‚與‛，可譯為‚和‛‚跟‛

等，如《戰國策·周策》‚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

等。對於文言文中常見虛詞的用法與意義，若能熟記於

心，則有助提升文言閱讀能力。 

4.最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一句，意思為‚治理天下

就好像在手掌上運轉小物件一樣容易‛，為比喻論證，

指出行仁政的好處。 

 

（二）分析第二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二段，老師引導。 

 
 

 

 

 

對於常見

虛詞

“以”，

若能在講

解過程中

對其不同

的用法與

意義進行

補充，則

有助加深

學生對虛

詞的把

握，提升

其文言閱

讀能力。 
 

此文為議

論文，因

此在講解

過程中，

需分析其

中涉及的

議論文三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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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本文段舉了‚孺子將入於井‛的例子，論證

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更推論到人人皆有仁、義、禮、

智四種善端。在文段內容的翻譯上，同學基本能根據課

文註解等參考資料，翻譯文段大意，但對於其中涉及的

特殊句式、修辭等知識點，則仍需留意。具體包括： 

1.首句‚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其中‚所以‛

表結果，與現今‚所以‛用法相同。在文言文中，‚所

以‛除了表結果以外，還可以表原因，例如諸葛亮《出

師表》‚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亦可

解作‚用……來‛，例如孟子《舜發於畎畝之中》‚所

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等。對於文言虛詞，若能

將其不同用法與意義牢記於心，必能提升文言閱讀水

平。 

2.“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一句，其中“乍”，甲骨 

 

文為“   ”，從亡，從一，本義為“忽然”。而“孺

子‛則為幼童的通稱。同學把握此二詞，則能掃清障

礙，準確譯出句意。 

3.文段‚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其中三個分句均有表否

定的詞‚非‛，解作‚不是‛，因此此三句句式均為判

斷句。對於判斷句，同學大多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即

認為表肯定的才是判斷，而表否定的則不然，因此在教

學過程中需糾正此觀點。判斷句既可以是表肯定的判

斷，亦可以是表否定的判斷。①文段中的首個分句‚非

 

 

 

 

 

 

 

 

 

 

 

 

 

 

 

在講解過

程中滲透

論證方法

的教學，

有助學生

把握孟子

的論證技

巧。 
 

對於文言

詞彙，聯

繫不同課

文句子中

的不同用

法，有助

學生建立

系統的文

言知識體

系。 
 

 

對於文言

文判斷

句，大多

學生存有

認識上的

誤區，即

認為肯定

判斷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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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除了是判斷句，還是狀語

後置句，現代漢語語序為‚非所以於孺子之父母內交

也‛；②次句‚非所以要譽於鄉党朋友也‛情況與前句

相同；③就修辭而言，此三個分句句式相近，且三者連

用，故為排比修辭，於議論文中具有氣勢磅礴，增強說

服力的效果。 

4.文段‚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中，每一

分句均有表否定判斷的‚非‛，解作‚不是‛，故皆為

判斷句。而在修辭方面，此部分四個分句句式相似，為

排比句，其作用在於增強論證的氣勢及說服力。 

5.最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部

分，四分句在句式上均為表肯定的判斷，判斷依據為

‚也‛，且在翻譯過程中，句中具有表肯定的‚是‛。

而在修辭上，此部分亦為四分句句式相近的連用，故亦

為排比。 

 

（三）分析第三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三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段指出四端是與生俱來，突出孟子性善論

的思想。並表達擴充四端的好處，以及不擴充四端的弊

處。翻譯上，難度不大，但其中涉及虛詞、通假字、詞

類活用、文言句式、修辭等知識點，需要留意。包括： 

1.首句‚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其中

判斷句，

而否定判

斷則不

然，故需

糾正此錯

誤認識。 
 

孟子的文

章，具有

氣勢磅礴

的特點，

而其中便

是運用了

排比句

式，因此

可在講解

過程中作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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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置處於主語‚人‛與謂語‚有‛之間，作用為

主謂之間取消獨立性，不譯。而在修辭上，此句將人的

四種善端，比作與生俱來的四肢，為明喻修辭，在論證

方法上，則屬比喻論證。 
2.‚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一句，其中‚而‛，此處作連詞，表

轉折。而‚賊‛一詞，金文為‚  ‛，從戈，則聲；

從戈，刀毀貝；本義為殘害，傷害，此處用其本義。此

外，在句式上，前後分句均為判斷句，由句中連用的

‚者也‛可以判斷出。 

3.‚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一句，依照原文翻譯，為‚所有具有這四種

萌芽的人，如果曉得把它們擴充起來，便會像火焰剛剛

燃燒，又像泉水剛剛流出‛，並無涉及火焰剛剛燃燒、

泉水剛剛流出的影響，故需作補充。而對於文言文的翻

譯，學生大多習慣於依照原文字句進行翻譯，而甚少結

合上文下理進行潤色與補充，故需在教學過程中進行引

導。而在修辭上，此句為明喻，本體為擴充的四端，喻

詞為‚若‛，喻體為剛剛燃燒的火、剛剛流出的水。同

時，在論證上，此亦為比喻論證。此外，“然”一詞， 

 

金文為“     ”，為“燃”的本字，本義為“燃燒”，

而今表示燃燒的“燃”為“然”的假借字。因此，

“然”於句中為通假字，通‚燃‛，意為‚燃燒‛。 

4.最後，句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說明擴充四端的好處及不擴充四端的弊

處。前後句意思相反，故修辭上為對比，論證上屬於對

比（正反）論證。而‚事父母‛中的‚事‛為詞類活用

情況，本為名詞，此處活用作動詞，解作‚侍奉‛。 

 

四、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小組為單位，根據課文內容進行分組譯文

與台上分享，譯文成果由同學補充及老師完善，藉此進

一步把握課文內容。 

 

五、佈置功課（1 分鐘） 

1.熟讀課文，進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2.完成《論四端》工作紙。 

對於常見

虛詞

“之”的

用法，其

中取消句

子獨立性

學生較難

掌握，故

應重點講

解。 

 

 

由於課文

所述四種

善端較為

抽象，為

闡明擴充

的好處，

作者運用

了比喻論

證，不僅

化深奧為

淺顯，而

且讓人印

象深刻。 
 

結合漢字

學相關知

識進行講

解，有助

學生把握

漢字字源

及其本義

與嬗變，

加深對漢

字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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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儒家經典選讀：《論語八

則》、《論四端》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初三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六課時 課題名稱 《論四端》精講課文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工作

紙、黑板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能把握課文段意，歸納文章主旨。（初中基本學力 D-4-2） 

2. 能準確地說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1-3、

D-3-1、D-3-2） 

3. 研讀課文，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5-2） 

4.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過

程。（初中基本學力 D-4-4、D-5-4、D-6-2、D-6-3） 

5.能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初中基本學力 D-5-4） 

6.通過學習《論語八則》、《論四端》，能初步把握語錄體文章的

特點。（初中基本學力 D-5-1） 

7.能運用比較分析閱讀策略，比較分析孔孟的異同。（初中基本學

力 D-4-7） 

8.通過學習，認識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力 D-

9-5） 

9. 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

識。（初中基本學力 D-9-3） 

基力

要求 
D-1-3 能用做摘錄、寫感悟、提疑問等方式，積累所需資料和

閱讀心得；  

D-3-1 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3-2 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D-4-2 能理解、歸納文章的主旨，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D-4-4 能分清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  

D-4-7 能運用比較閱讀，提出問題，對某一類文章作簡單評

價，藉以深化理解。  

D-5-1 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5-4 能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寫作特色和修辭技巧，品味作品

中富於表現力的語言；  

D-6-2 能把握論點與支持論點的材料之間的聯繫；  

D-6-3 能分析議論類文本的論證思路和論證方法；  

D-9-3 積累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

式，提升語感；  

D-9-5 能從古代優秀作品中體會民族精神，認同中華文化。  



2019/2020 

G026 

 38 

 教學重點 1.能把握課文段意，歸納文章主旨。（初中基本學力 D-4-2） 

2. 能準確地說出孟子所指‚四端‛為何。（初中基本學力 D-1-3、

D-3-1、D-3-2） 

3. 研讀課文，掌握孟子的治國思想。（初中基本學力 D-5-2） 

4.能把握《論四端》的論點、論據及其論證方法，分析其論證過

程。（初中基本學力 D-4-4、D-5-4、D-6-2、D-6-3） 

教學難點 1.能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初中基本學力 D-5-4） 

2.通過學習《論語八則》、《論四端》，能初步把握語錄體文章的

特點。（初中基本學力 D-5-1） 

3.能運用比較分析閱讀策略，比較分析孔孟的異同。（初中基本學

力 D-4-7） 

4.通過學習，認識孟子性善論，發揚一己善性。（初中基本學力 D-

9-5） 

5. 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知

識。（初中基本學力 D-9-3）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六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前面兩節課，我們已經介紹了孔子、《論語》等相關

文學常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文的翻譯、分享與

點評，這節課我們將會進一步探討課文內容。 

 

二、朗讀課文（4 分鐘） 

帶著以下問題朗讀課文。 

1.文章題目為‚論四端‛，其中‚四端‛為何？試從文

中摘要出來。作者認為四端是與生俱來的，從中表現

其甚麽思想主張？ 

2.試摘要課文論點，把握課文論據，探究其論證方法及

效果。 

3.把握課文論證思路，歸納課文主旨。 

4.探究課文藝術特色。 

5.結合所學課文《論語八則》與《論四端》，探究語錄

體文章的特點。 

6.試比較孔孟的異同。 

 

 

 

 

 

 

 

 

 

 

 

通過設計

不同的學

習任務與

標，學生

在朗讀過

程中具有

更明確的

指引，能

從不同維

度剖析課

文，加深

對課文的

理解。 
 

 

 

 

 



2019/2020 

G026 

 39 

 

 

 

 

 

 

 

 

 

 

 

 

 

 

 

 

 

 

2. 能準確地

說出孟子所

指‚四端‛

為何。（初

中基本學力

D-1-3、D-3-

1、D-3-2） 
 

 

 

4.能把握

《論四端》

的論點、論

據及其論證

方法，分析

其論證過

程。（初中

基本學力 D-

4-4、D-5-

4、D-6-2、

D-6-3） 
 

 

 

 

 

 

三、合作探究（8 分鐘） 

以 4 人為一組，以小組為單位，研討以上問題。 

 

 

 

 

 

 

 

 

 

 

 

四、精講解題（18 分鐘） 

（一）文章題目為‚論四端‛，其中‚四端‛為何？

試從文中摘要出來。文中，作者以甚麽來比喻四端，

從中表現其怎樣的思想主張？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①四端：指的是仁、義、禮、智。 

②作者以人生俱來的四肢比喻四端。表現孟子性善論

的思想主張。 

 

（二）試摘要課文論點，把握課文論據，探究其論證

方法及效果。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論點 論據 論證方法 效果 

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 

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 

舉例論證 以‚孺子將入於井‛

的例子，論證‚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這一

論點，令論點更清晰

易明，且具有深化主

題的效果。 

 

 

 

不忍人之

心，行不

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

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

比喻論證 用剛燃燒的火、剛流

出的水作比喻，指出

擴充四端就像火燒水

流一般，最終產生巨

大效果。通過比喻論

 

 

 

 

 

 

 

 

 

 

 

 

 

 

 

 

此問題的

設計，旨

在訓練學

生對重要

資訊的摘

要與擷取

能力。 
 

 

 

 

此問題設

計之意，

在於摘要

與分析課

文所涉議

論文三要

素，進一

步探究課

文思想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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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把握課

文段意，歸

納文章主

旨。（初中

基本學力 D-

4-2） 
 

3. 研讀課

文，掌握孟

子的治國思

想。（初中

基本學力 D-

5-2） 

 

4.能把握

《論四端》

的論點、論

據及其論證

方法，分析

其論證過

程。（初中

基本學力 D-

4-4、D-5-

忍人之

政，治天

下可運之

掌上 

始達 證，更為具體地展現

擴充‚四端‛的效

果，深入淺出。同

時，展現孟子‚行仁

政‛的思想主張。 

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

事父母。 

 

對比（正

反）論證 

陳述能否擴充四端的

不同影響，從正反兩

面作出比較，從而突

出主題。 

人皆有

仁、 

義、禮、

智 

四種善

端。 

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 

比喻論證 將四端比作四肢，令

四端與生俱來的論點

更鮮明，呼應主題，

加深讀者印象。 

（三）把握課文論證思路，歸納課文主旨。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結構 課文 段意分析 

打開

話題

(起)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 

提出論點：

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 

 

 

 

 

承接

話題 

(承)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以‚孺子將

入於井‛的

例子，論證

論點：人皆

有不忍人之

心 

↓ 

由不忍人之

心推論人皆

有四端（惻

隱、羞惡、

辭讓、是

非） 

 

 

 

 

 

 

 

 

 

 

 

 

 

 

 

 

 

 

孟子的文

章，以議

論及辯論

見長，故

把握其論

證思路，

有助於學

生掌握孟

子的論辯

技巧，進

而提升其

議論文寫

作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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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6-2、

D-6-3） 
 

8.通過學

習，認識孟

子性善論，

發揚一己善

性。（初中

基本學力 D-

9-5） 

 

 

 

 

 

 

 

 

 

5.能掌握課

文的藝術特

色。（初中

基本學力 D-

5-4） 

 

 

 

 

 

 

 

 

 

 

 

 

 

 

 

 

 

深化

話題 

(轉)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 

人皆有四端 

↓ 

君主亦有四

端 

總結

話題 

(合)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立論與結論

前後呼應—

—君王若能

將四端擴而

充之，足以

安定天下。 

主旨：作者論證每個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指出若能擴而充之，則可發展為仁、義、

禮、智四善德，而君主能以此治國，則能安定天

下。 

 

（四）探究課文藝術特色。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1.議論嚴密，層層深入 

本文圍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中心論點立論，通

過舉例‚孺子將入於井‛進行論證。繼而由‚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推論到人皆有四端，進而再推論到君王

亦有四端。最後立論與結論前後呼應，指出君王若能

將四端擴而充之，則足以安定天下。 

2.善用修辭手法增強論述氣勢與說服力 

（1）善用比喻 

通過剛燃燒的火、剛流出的水作比喻，指出擴充四端

就像火燒水流一般，最終產生巨大效果。此外，還將

四端比作四肢，進而論證四端與生俱來，展現孟子性

善論的思想主張。 

（2）善用對比 

通過‚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陳述能否擴充四端的不同影響，從正反兩面

作出比較，進行論證，從而突出主題。 

（3）善用排比 

本文運用了‚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排比手法 ，指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對於主旨

的把握，

重在訓練

與提升學

生的歸納

與總結能

力。 
 

對於中文

的學習，

藝術特色

不但是其

中的重

點，更是

難點，因

此，應充

分發揮教

師引導的

積極作

用，以促

進學生較

為全面、

完整地探

究課文藝

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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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過學習

《論語八

則》、《論

四端》，能

初步把握語

錄體文章的

特點。（初

中基本學力

D-5-1） 

 

 

 

 

 

 

 

 

 

 

 

 

 

 

心。此外，還運用另一組排比句‚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進一步指出人具有仁、義、禮、

智四種善端。使用排比，增強論述的氣勢及說服力。 

（4）善用反復 

本文中‚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

心」、‚非人也‛等重複出現，一方面加強語勢，一

方面增強抒發感情，表達深刻的思想。 

3.語言淺白，氣勢磅礴 

孟子的文章，用語淺白，且善用比喻，化深奧為淺

顯，將抽象的理念具象化，清晰易懂。此外，還通過

排比、反復等修辭手法的運用，增強論述的氣勢及說

服力。 

 

（五）結合所學課文《論語八則》與《論四端》，探

究語錄體文章的特點。 

提示學生聯繫所學課文，探究語錄體文章的特點。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中國古代散文的一種體式。常用于門人弟子記錄導師

的言行，有時也用於佛門的傳教記錄。因其偏重於隻

言片語的記錄，短小簡約，不重文采，不講求篇章結

構，也不講求段落、內容間的聯繫，還沒有構成單篇

的、形式完整的篇章，故稱之為語錄體。 

1.觀點鮮明，思想內容深刻。 

作為語錄體散文，《論語》所記錄的孔子的言論，主

張什麼，反對什麼，觀點很鮮明，但它只提論點，不

提論據，不像《孟子》那樣援例取譬，縱橫議論，而

是三言兩語就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而且立意很深

刻。如第三則談‚學‛和‚思‛的關係，兩句話，表

明孔子主張‚學‛和‚思‛相結合，反對把二者割裂

開來。這一則不僅說明一種正確的學習方法，而且充

滿了辯證思想。 

2.篇幅簡短，語言精練。 

《論語》中記錄孔子的話，大多很短。字數雖少，但

表達的意思卻很清楚、完整，這是因為語言非常精

練、準確。用概括力很強的格言式的語句，表達了精

 

 

 

 

 

 

 

 

 

 

 

 

 

 

 

 

 

 

此題的設

計，有助

學生對儒

家經典著

作的體

例——語

錄體形成

一定的認

識，但由

於難度稍

大，故應

充分發揮

教師引導

與點撥的

積極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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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運用比

較分析閱讀

策略，比較

分析孔孟的

異同。（初

中基本學力

D-4-7） 
7.通過學

習，認識孟

子性善論，

發揚一己善

性。（初中

基本學力 D-

9-5） 

 

 

 

 

 

 

 

 

 

 

 

 

 

 

 

 

 

闢的認識和深刻的哲理。其中有很多語句已成為成

語。一直流傳，很多成語至今仍很有生命力，對我們

仍有很大的啟迪作用，熟讀成誦，牢記在心，將使我

們終身受益。 

3.文體的傳承與發展。 

《論語》一書記載孔子言行，由孔子弟子所記，語言

接近口語（師生談話錄），沒有過多修飾。而作為語

錄體向專題論文發展的 《孟子》，雖仍為語錄體，但

《孟子》是當場紀錄，作者就是孟子，是一本集體著

作。其中大量採取對話，雙方都有所辯駁，大大促進

了散文向論文體發展。 

 

（六）試比較孔孟的異同。 

引導學生運用發散性思維，從多維度展開思考。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人物 

異同 

孔子 孟子 

 

 

 

 

 

 

同 

1.在學派上，同為儒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為創始

人，孟子則為集大成者。 

2.在思想上，對於‚仁‛，二者均主張‚仁者愛人，

人恒愛之‛。 

3.在孝道上，二者均重孝敬長輩。孔子提出除了供養

父母，還要尊敬他們；而孟子則認為如果不能擴充善

端，那麼連父母都侍奉不了。 

4.在名利抉擇上，二人皆輕名利而重節操。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5.在對待戰爭上，二人都愛好和平，反對戰爭。 

6.在教育上，二人皆主張興教育去愚昧。 

 
 
 
 
 
 

 
 
異 

1.所處年代不同。孔子

活動於春秋時期。 

孟子活動於戰國時期。 

2.稱謂不同。孔子被譽

為‚至聖‛，‚至聖先

師‛等。 

孟子被尊為‚亞聖‛。 

3.思想主張不同。孔子

主張‚仁‛為根本。 

孟子主張‚義‛為首要。

而對於‚仁‛，孟子在孔

子主張的基礎上有所發

展，將‚仁‛發展為‚仁

政‛。 

 

 

 

 

 

 

 

 

 

 

 

 

 

 

通過學習

《論語八

則》及

《論四

端》，學

生對孔子

與孟子已

有一定的

認識，故

設計此

題，能加

深學生對

儒家孔孟

的認識，

能達到深

化學習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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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格培養主張不同。

孔子主張‚克己復

禮‛。 

孟子主張通過磨礪而曾益

其所不能。 

5.君臣關係主張不同。

孔子主張‚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孟子主張‚民貴君輕‛的

民本思想。 

6.看待仁義禮智觀點不

同。孔子主張克己復

禮。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生來

就具有仁、義、禮、智四

種善端，主張要發展善

端。 

7.道德修養認識不同。

孔子認為最理想的人格

是‚聖‛，其次是‚君

子‛。 

孟子認為每一個凡夫俗子

都具有成為聖人的資質，

關鍵在於願不願意去追

求，去實踐。 

8.施政主張不同。孔子

主張以‚禮樂‛治國。 

孟子的施政主張更為細

化，主張發展經濟、興辦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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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掌握課文

中的文言文

通假字、特

殊句式、文

言實詞與虛

詞等知識。

（初中基本

學力 D-9-

3） 

 

 

 

 

五、工作紙講解（8 分鐘） 

 
 

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考答

案書寫於黑板之上。 

（一）判斷以下句子的論證方法 

1.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明確：舉例論證。 

2.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 

明確：比喻論證。 

3.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明確：對比論證。 

4.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明確：比喻論證。 

 

（二）試寫出文中所用排比手法的句子 

明確： 

通過練習

講解，鞏

固課文文

言基礎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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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2.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三）指出下列詞類活用現象 

1.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明確：事，名詞作動詞，侍奉。 

2.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明確：賊，名詞作動詞，傷害。 

 

（四）找出通假字 

1.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明確：‚然‛通‚燃‛，燃燒。 

2.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明確：‚內‛通‚納‛，結交。 

 

（五）指出下列為何種特殊句式并翻譯 

1.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明確：不是為了要結交小孩子的父母。 

2.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明確：人如果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一個人。 

3.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明確：羞恥心是正義的萌芽。 

4.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明確：有這四種萌芽，卻認為自己不能行善的人，是

自暴自棄。 

 

六、總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小組合作的方式探究課文主體內容，並

分析課文的藝術特色。此外，還從所學課文出發，探

究語錄體文章的特點，比較孔孟二人的異同，藉此達

到深化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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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 

本教案設計的目的在於：通過學習儒家經典選文——《論語八則》及《論

四端》，學生能了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與孟子，能認識孔子對於個人修養、學

習、孝道、處事等各方面的態度與方法；並把握孟子‚性善論‛及‚仁政‛思

想，感受孟子的雄辯藝術。通過學習儒家經典選文，養成熱愛經典文學的審美

情趣，提升閱讀鑒賞能力，並培養體念親恩、欣賞安貧樂道的精神，發展思辨

思維，發揚一己善性。總括而言，本教學有以下特點： 

1.以初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為基礎進行教學設計，教學目標的訂定注重學

生知識、技能及情意的全面發展，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主體，突出學生主觀能

動性，側重學生知識體系的完善及語文綜合能力的提升。  

2.本教學設計，以合作探究為主。首先，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善用字詞典、網

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義，對課文進行自主翻譯，初步

把握課文內容，有助提升學生古文閱讀與理解能力。其次，學生根據小組學

習任務進行合作探究，從而把握課文主體內容與思想意涵，探討課文的寫作

手法與藝術特色。學生通過小組學習，不僅提升自學、資料檢索、口頭表達

與文字組織能力，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與閱讀鑒賞能力。 

3.為突出學生課堂的主觀能動性，設計小組匯報與展示的教學形式，促進學生

之間相互交流與啟發，共同成長，調動學習積極性。此外，亦能較好地協調

教學中教師主導性與學生主動性之間的關係。 

4.通過學習，認識孔子在個人修養、學習、孝道、處事等各方面的態度與方

法，了解孟子‚性善論‛及‚仁政‛思想，培養體念親恩、安貧樂道的精

神，發揚一己善性。 

5.對於課文所涉虛詞、通假字、詞類活用、特殊句式等文言基礎知識，於學生

分享課文譯作及老師點評與講解過程中進行提點。此外，還通過課後練習，

鞏固所學，提升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 

6.由於所學兩篇課文均為儒家經典文章，且皆為語錄體，因而設計探究語錄體

文章特點的教學活動，以期學生能集思廣益，從所學課文出發，對二文文體

特點進行歸納。一方面，冀借此加深學生對於語錄體文章的認識；另一方

面，望能提升學生歸納、總結的能力。 

7.學習儒家兩篇經典選文，內容所涉儒家創始人孔子及集大成者孟子的思想主

張，二人為同一學派，思想主張上既有傳承，亦有發展與變革。因此設計比

較孔孟異同的教學活動，學生能從所學課文出發，根據二者異同進行分析與

歸納，進而提升學生知識分類與統整方面的能力，且能達深化學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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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建議 

1.被南宋朱熹尊為‚四書‛之一的《論語》，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對

我國二千餘年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產生巨大影響。《論語》為語錄體，

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談。對於‚至聖先師‛孔子，學生多有了解，然對於

文中所涉顏回、子遊、子路、冉有、公西華等孔門弟子則知之甚少。因此，

在教學過程中可對文中所涉孔門弟子作補充介紹，藉此達深化學習之效。 

            而孟子的文章，雖亦屬語錄體，然其中所涉的雄辯藝術，受人稱譽。因

此，在教學過程中，需對孟子的論證思路、論辯技巧等內容作重點講解，以

體會孟子的雄辯藝術。 

2.《論語》雖為語錄體，但亦可採取活潑生動的教學形式，如鼓勵學生根據文

中孔子與弟子之間的對話，通過演繹的方式，呈現出來。藉此以激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達到深化教學效果。 

3.由於此二文為先秦經典文學，距今年代久遠，故學習課文時需要進行翻譯。

若在翻譯過程中，能適當結合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進行講解，則能

從字源上對所涉漢字進行分析，利於學生深入掌握課文內容，還能激發學生

對於古文字的興趣，從而培養其欣賞漢字的審美情趣。 

4.在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要兼顧各組學生能力的差異，注重小組分工合作

及其團隊精神的培養，可設置小組組長，對組內分工進行統籌與謀劃。此

外，教學亦要保證各組及其組員積極參與，鼓勵同學之間進行交流與分享。

因此，可設置小組展示與匯報，以提升學生語言組織與口頭表達能力，還要

注重學生評量的多元性，以及注重教師引導、啟發與總結，從而激越課堂氣

氛，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5.注重學生對文言基礎知識的掌握。由於所學課文涉及文言實詞與虛詞、通假

字、詞類活用、特殊句式等，因此在課文內容講解過程中，側重對此方面知

識點的分析與講解，並輔以練習鞏固，以提升學生文言閱讀水平。 

6.結合初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知

識，且能全面提高語文能力水平，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7.設計語錄體文章特點的探究活動。由於所學二文無論是在文體上，還是思想

內容上，淵源甚深。因此，鼓勵學生從所學課文出發，把握先秦語錄體文章

的特點，藉此加深學生對於語錄體文章發展與嬗變的認識，提升歸納、總結

的能力。 

8.設計孔孟異同比較的教學活動，如二者相關作品《論語》、《孟子》一般，

二人在思想主張等方面，既有傳承，亦有發展與革新。因此，通過比較二人

異同，進一步加深對二人的認識。同時，提升學生對於所學知識的分類與統

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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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1. 分組譯文 

 

 

2. 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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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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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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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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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