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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世家》教学设计

徐 茜

贵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此教学设计对九年级下册六单元的文言文《陈涉世家》教什么进行了设计尝试，并在设计意图中初步探究如何

科学有效地完成文言文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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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目标
1.1 熟读课文，概括事件脉络。

1.2 精读炼句，理解人物形象。

1.3 阅读比较，客观评价人物。

2 目标设定的理由
2.1 教材分析

这是部编版九年级下六单元的一篇课文。在七八年

级我们所学过的课文中，叙事类文言文有《<世说新语 >
两则》《寓言四首》中的《智子疑邻》《塞翁失马》《伤

仲永》《孙权劝学》《短文两篇》《狼》等，这些文章

都短小精炼，大多只有几十个字，最长的《口技》也只

有 450字，而九年级下第六单元的这课《陈涉世家》有
837个字，这是初中以来第一篇叙事类文言文的长文本，
如何找到切入点进行长文短教，是笔者要实现的目标。

同时，本文又选自史传文学之首《史记》，兼有历

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

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

并且，作者司马迁在写人叙事上是很有特色的，所以笔

者设置了理解人物形象这一目标；从史学的角度看，它

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

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基于这个考虑，

笔者设置了客观评价人物的目标，借此了解司马迁的历

史观，以达成本单元在单元导读中提出的目标“学习这

些文章不但增长历史知识，而且可以受到古人智慧、勇

气和节操方面的感染和激励”，引起学生去读全篇甚至

整部书的兴趣。

2.2 学情分析

九年级的学生经过两年初中学段的学习，理论上应

该具备了一些文言学习的能力，但笔者就“学生学习文

言文有多高的兴趣”这一问题，对初三两个班 85名学生
进行了前测，结论是，喜欢的有 36人，不喜欢的有 49人。
虽然有部分同学经过三年的学习，对文言文学习比较感

兴趣，但仍然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对于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不高，觉得读不懂、又难背，从文言文中获得的知识和

感悟也不多，所以，畏难惧思心理严重，“听得累、记

得累，效率低、得分少”成了常见的文言学习状况。如

何提升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这也是笔者关注的重

点。

2.3 课标要求

新课程标准对初中学段学习文言文的要求是：

“阅读浅易的文言文，能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理解基本内

容。”“有些诗文应要求诵读，以利于积累。”“并且

要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同时，

课标中还要求“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

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2.4 设计理念

现在对文言文教什么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文言文教

学中要注意一体四面的结合，即既要关注文言字词本身，

又要关注文章、文学方面，进而达成关注文化的终极目标。

笔者认为文言文的教学不能只是纠结在字词的单纯

识记上，这样容易让学生感到乏味，而是能借助对字词

的理解，读懂文言背后文章蕴含的深刻内涵和深邃思想，

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勇气和节操，并受到感染和激励。

所以，笔者确立了这三个目标：1、熟读课文，概括事件
脉络（文章）。2、精读炼句，理解人物形象（文学）。
3、阅读比较，客观评价人物（文化）。

对教学中的重难点的设立，主要考虑：1.将教学的
重点设置为从记叙的六要素入手，提炼故事梗概。因为

事件如果脉络不清，人物形象的分析就会流于表面；2.难
点设置为理解人物形象，学会客观地评价人物。

3 教学过程的设定和意图
教学过程设计两个课时，课前有字词预习。

课前预习：（1）借助工具书和课下注释给文章中的
生字词注音，排除朗读障碍，大声朗读两遍。（2）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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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和课下注释通读文章大义，不理解的字词做上标

记，等待上课时的相互答疑和老师解惑。

（设计意图：做这个预习，是为了先让学生能读通

读顺文本，能借助课下注释至少读懂 50℅的内容，并且
对于不懂的字句也做到心中有数，为在课堂上有针对性

地学习做铺垫。）

3.1 第一课时

环节一：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后，把预习时不理解的

词句先小组相互答疑，不能解决的问题举手提出，老师

解惑。

（设计意图：扫清理解文意的障碍，为环节二梳理

概括情节做准备。）

环节二：

步骤一：从记叙六要素入手，梳理脉络，概括情节。

（学生用自己的话或者用原文回答）

六要素的提示：

时间：二世元年七月   地点：大泽乡 人物：陈胜  
吴广

起因：会天大雨，失期当斩     经过：（事件多）     
结果：乃立为王

（设计意图：为了解除学生，特别是学困生学习文

言文的畏难心理，从低起点的问题切入，让学生能全员

参与学习，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养成提炼信息的能力。）

步骤二：在梳理中，由于经过的事件繁多，因此笔

者设计通过对三个问题的思考解答，来理清事件的过程，

感知人物性格特征。

思考：（学生用自己的话或者用原文回答）（重点）

①陈胜是做什么的？他为何要称王？

②为了称王做了哪些准备？

③称王是谋逆大罪，不可说。陈胜是如何让人们知道、

认可并拥立的？ 
明确③   知道：装鬼，借鬼神之力。（舆论的威力）
认可：诈称，借扶苏、项燕之名。（民心的收集）

拥立：计事，借三老豪杰之口。（众望所归）

（设计意图：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可以有效避

免琐碎的反复，同时又能在梳理清楚情节的过程中，随

文解字，增加对文章含义的理解，提升概括能力。另外，

对③的思考和明确，能让学生从情节中初步感知人物，

为下一环节研究人物塑造做铺垫。）

到此，第一课时结束。这两节课笔者预设为连堂课，

所以第一节课后并没有作业的布置。

3.2 第二课时

环节一：说一说，我从文中读到了一个怎样的陈胜。

示范：我从文中读到了一个少有大志的陈胜。“苟

富贵，无相忘”是对他的语言描写，他此时只是一个被

雇佣耕地的人，社会地位很低下，但是他却不向现实低头，

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出他有着超出普通人的理想，这是

他之后做大事的源头。

（设计意图：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不同程度的学

生都能说一点自己的看法，示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如果出现有高质量的回答，要给予肯定，并借此深入分析，

引导学生的分析要以具体的字词句为依据，在学生的自

主探究与合作学习中，达成对陈胜有勇有谋等价值比较

高的正面评价。如：是一个具有“志、智、谋、诈”的人；

是一个功劳巨大的人；是一个敢称王的人；是一个称王

成功的人；……）

环节二：补充陈胜称王后同乡来看望他的材料，再

说说，我从中又读到了一个怎样的陈胜。

（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说

话不算数的人；……）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的设计，首先是学习方法的

迁移，让学生把在上一环节学到的探究分析人物的方法

在本环节中自主地完成一次，养成自主学习，主动探究

的习惯。同时，也能引发学生的好奇，课文和材料中的

陈胜形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第

三环节。）

环节三：谈谈你是怎样看待课文和材料中陈胜形象

的不一样的。（难点）

知识补充  世家：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
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

故称世家。

司马迁把陈胜放入世家，是肯定了他的首事之功，

不以出身论英雄。这是司马迁的独到之处：站在历史的

高度，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力求客观地再现事实。

同时他又能中肯地评价历史人物，“不虚美，不隐恶”，

让历史在文字构建的立体世界中得以真实地再现。

（设计意图：“世家”知识的补充，能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司马迁不以出身、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了

解司马迁及《史记》的伟大，从而产生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景仰与追寻之心，同时也能影响学生要客观地看待身

边的人和事。）

4 作业设计
4.1 朗读课文，完成课后练习三

（设计意图：语文学习要立足于课本，课后练习是

很好的训练点。课后练习一、练习二、练习四在课堂上

已目标达成，练习三留成作业课后完成，能让学生积累

文言字词，巩固文言文阅读基础。）

4.2 把“我读到了一个怎样的陈涉”的课堂发言整

理成文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能否提出观点，能否很好的

结合课文内容分析，分析是否有理有据，合乎逻辑。这

个题全班必做，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对自己的回答进行

修改，但最终形成的作业会有差别，老师批改评价时，

可看到学生的层级差别，在教学时针对性更强，目标更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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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板书设计 （设计意图：呈现教学流程的关键性结论，方便学

生记录，也能提醒学生跟随老师，参与课堂学习和思考。

同时，将散点分布的信息，通过图示，完成结构性的总结，

更直观地呈现教学脉络，让学生全面把握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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