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时期，有个与曾参同名的族人在曾参的家乡鲁
国南武城杀了人。有人向曾子的母亲报告说“曾参
杀人了”，曾子的母亲说：“我的儿子是绝对不会
去杀人的。” 没隔多久，又有一个人跑到曾子的母
亲面前说：“曾参真的在外面杀了人。”曾子的母
亲仍然不去理会这句话。 她还是坐在那里不慌不忙
地穿梭引线,照常织着自己的布。又过了一会儿，第
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曾参的确杀了人。
”曾母心里骤然紧张起来，急忙扔掉手中的梭子，
端起梯子，越墙逃走了。虽然曾参贤德,他母亲对他
信任,但有三个人怀疑他（杀了人）,所以他的母亲
也不相信他了。



《吕氏春秋
》



1、识记重点字词意思。

2、准确通顺的翻译句子。

3、领会寓意。

教学目标



作家作品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撰写的。

全书26卷，160篇，由12“纪”、8“览”、6“论”三部分组成。

因书中有8“览”，所以又称这部书为《吕览》。该书由于是集

体著述，思想很不统一。以儒家、道家为主，兼采法家、墨家、

名家、农家各派的学说，后人称它为“杂”家的代表著作。该书

的文字朴实简劲，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有显著影响。



（一）看谁读得好

要求：读准字音，读准节奏，
           读得顺畅，读出感情。



（ 二 ）看谁说得对

疏通文意。
先自主学习3分钟，再小组讨论
3分钟。



待
等到 

译文: 宋国有一姓丁的人家，家中没有井，要到
外面去打水浇田，（他家）经常有一个人住在外
面（专门做这件事）。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

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

的 顺接连词 溉，浇灌。
汲水，从井里取水。

代词，
他

告
诉 

得到、
获得

住

等到他家了挖一口井之后，告诉别人说：“我家
挖井得到了一个人。” 

穿井得一人
打水浇田挖掘、开凿



    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

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

知道，听说，
这里 “使知道”

听说

译文: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并传播开来说：     

“丁家打井挖到了一个人。”

代词，指丁家
人说的那句话。

传播

得到，挖到，挖得

这件事

国都里的人都在讲述这件事，使宋国的国君知道
了这件事。

这件事
讲述 被。

国都



    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

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如

无闻

译文： 宋国国君派人向丁家询问这件事。

向这件事 应答，回答 

的

在

派遣 得到

丁家的人回答说：“（家里打了井，不必再派人
到个面打水）得到了一个人的劳力，并非在井中
得到了一个人。” 

使唤，指劳力

得到， 挖到，挖得
像这样，如此

听取传闻

                               寻到的消息如此，还不如不

知道。



探究寓意

1.丁家穿井后，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家打井省了一个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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