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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钱背景及作者简介，



秦朝暴政01

秦朝时期，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法制和繁重的徭役，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民众生活困苦。

陈胜吴广起义02

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人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

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陈胜吴广起义。

《陈涉世家》创作背景03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陈涉世家》为题，详细记述了陈胜、吴广起义

的经过和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展现了秦朝末年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陈涉世家》作叛景



《史记》地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历经艰辛，创作出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历

史巨著。

《陈涉世家》在《史记》中的地位

《陈涉世家》是《史记》中的一篇，属于“世家”类，主要记述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

事件和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迁于《史记》简介



秦朝末年的社会状况
秦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同时，秦朝的法

律制度也过于严酷，使得民众对秦朝政权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意义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打破了秦朝的统治秩

序，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同时，起义也展现了农民阶级的力量和智慧，

为后世的农民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世背景：秦末世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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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读赏析，



03

用典丰富

文章在叙述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和成语，既丰富了文章内容，

又增加了文章的文化内涵。

01

文笔简练

文章以简练的文字叙述了陈涉起义的历史事件，文笔流畅，表

达清晰。

02

结构严谨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使读者能

够清晰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文理备焉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此句表达了陈涉对于社会等级制度的质疑和挑战，彰显了其反抗精神。

“天下苦秦久矣。”

此句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反映了秦朝暴政下百姓的苦难生活。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此句展现了陈涉起义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其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

要句解读与赏析



文章通过描绘陈涉的言行举止，
塑造了一个英勇果敢、有胆有识

的起义领袖形象。

陈涉形象塑造
陈涉的性格特点在文章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如他的机智、勇敢、坚定
等，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

人物性格鲜明

文章着重突出了陈涉在起义过程中
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智慧，如他善于
观察形势、抓住时机、灵活应对等，
这些都是他所长之处。

所长之处突出

盖人象塑造及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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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归结。



本文中需要注意的通伪字有“被”通

“披”，意为“穿着”；“唱”通“

倡”，意为“倡导”；“以”通“已

”，意为“已经”。

文中一些词语的古今意义有所不同，

如“往往”古义为“处处”，今义为

“常常”；“会计”古义为“聚会商

议”，今义为“管理财务的人员”。

通伪字、古今异义词整理

古今异义词

通伪字



文中一词多义现象显著，如“之”字在文中多次出现，但意义各不相同。例如，“怅恨久之”中的“之”为音节助词，无实

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中的“之”为结构助词，相当于“的”；“二世杀之”中的“之”代指扶苏；“楚人怜之”中

的“之”代指项燕。

词义并行现象也较为明显，如“亡”字既有“逃亡”之意，也有“丢失”之意；“等”字既有“同样”之意，也有“等待”

之意。

词多义，词义并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26240025110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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