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唐雎不辱使命》（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课标解读】 

1、初中阶段浅易文言文，学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

容。 

2、对文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文中富

有表现力的语言。 

3、对课文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

运用合作的方式共同探讨、分析、解决疑难问题。 

【教材分析】 

本文选自《战国策》，主要记叙了安陵国使者唐雎面对骄横凶暴

的秦王，机智勇敢、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从而维护了个人和国家尊

严的故事。全文以对话为主，生动地塑造了唐雎和秦王两个人物形象。

这篇文章用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唐雎的形象，表现了唐雎维护

国土的严正立场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布衣精神，从而揭示了弱国

安陵能够在外交上战胜强秦的原因。本文故事性较强，学生易于理解

和接受。  

【学情分析】 

从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来看 八年级学生通过近两年的文言文学习，

已有一定的文言知识的积累，具有独立借助注释、工具书翻译浅易文

言文的能力，因而这一部分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通过预习质疑，再由小组释疑，扫清字词障碍。概括故事情节、结

合具体语句分析人物形象是中考阅读题中常见题型。《唐雎不辱使命》

尽管是一篇文言文，但故事性强，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本节课

重在引导学生在品味语言的基础上感知人物形象。提高学生的概括、

分析能力。 

从过程与方法的体验来看  教学中以朗读为主，通过集体读、个

人自由读、分角色朗读等形式品味语言进而感知人物形象。本文人物

形象鲜明，刻画人物的写法有独到之处，对于学生的写作有相当的借

鉴作用。所以应引导学生学习本文刻画人物描写的方法。 

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唐雎小小安陵国的使臣，在国

家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赴国难、不畏强权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学生或许对于这种精神不能透彻的

理解，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唐雎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是本节课的难点。 

【教学目标】 

新课标中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

特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课程目标根据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个方面相互

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基于以上几点要求，联系本单元、本课自身的内容特点，我确定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为： 

1、通过多种形式朗读，品味语言，感知人物形象； 



 

 

2、通过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对话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手法； 

3、联系实际，领会唐雎不畏强暴精神，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过程是学生——文本——教师三者对话的过程，学生作为

文本阅读的主体，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感受，我从教材实际和学生

实际出发确定了一下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多种形式朗读，品味语言，感知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学习通过对话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手法。 

【评价设计】 

1、通过个读、齐读、分角色朗读等评价手段检验目标一的达成

度。 

2、通过小组展示和师生共同交流的方式，在表达个人感悟的同

时检验目标二的达成度。 

3、通过课堂小练笔和师生交流的方式，检验目标三的达成度。 

【教学方法】 

根据该课的教学目标、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征，采用的教学

方法有：诵读教学法、情景激励法、开放式讨论法、小组活动法、质

疑法等。 

【教学过程】 

一、课前演讲  导入新课 

学生展示：课前演讲《晏子使楚》 

导入语：故事的主人公晏子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外交使臣，他凭借

着他的聪慧机智、能言善辩成功捍卫了国家尊严。今天就让我们乘坐



 

 

“时空穿梭机”穿越回战国，认识另外一位同样出色外交使臣——唐

雎，他面对威武四方的秦王，又会有如何精彩表现？让我们共同走进

《唐雎不辱使命》 

请一位同学将题目补充一下（注意关键字：雎 辱的写法） 

【设计意图：课前展讲是我校语文教学的一道“风景”。由课前

演讲导入，趣味性强，既能吸引学生目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

水到渠成导入课文，为切入文本、理解文本做铺垫。】 

二、思维碰撞  明确目标 

预习学案中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理解绘制本课的思维导

图，课上展示几份学生作品，其中朱倪同学绘制的思维导图思路最为

明了，请朱倪同学讲解绘制思路。 

师总结：朱倪同学主要从文言词语、情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

等入手，思路非常清晰，也抓住了本课的重要知识点，其中疏通文意、

掌握重点文言词语在第一节课通过学生群策群力已经解决。本节课将

重点放在梳理情节、感知人物形象。 

其他同学补充，通过讲解思维导图进而确定本节的学习目标。 

 



 

 

出示学习目标 

1、通过多种形式朗读，品味语言，感知人物形象； 

2、通过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对话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手法； 

3、联系实际，领会唐雎不畏强暴精神，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设计意图：根据预习提示让学生自主设计思维导图，培养学生

对文本整体把握和解读的能力，提升学生搜集、筛选、整理信息的能

力。课上通过学生对思维导图的讲解，进一步明确本课学习目标。】 

三、整体感知  梳理情节 

过渡语：让我们走进文本，走进这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 

分角色配乐朗读，注意情感的把握： 

要求：南面三排读唐雎、北面三排读秦王，请两位同学（一位同

学读旁白、一位同学读安陵君）注意揣摩人物的语气。 

读中思考：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请用一句话概括课文的主要

内容。 

学法指导：概括故事情节需要抓住人物及事件，学会理清故事的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设计意图：分角色配乐朗读，让学生快速进入情境，初步感受

人物语言，感受紧张氛围下人物的对话，从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四、品味语言  感知形象 

过渡语：本文塑造了唐雎和秦王的形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走进

文本，品味语言、感知形象。（出示幻灯片）文中看出唐雎、秦王各

自具有怎样的性格特点？读时注意把握语气。 



 

 

参考句式：读“           ”，我看到一个          的秦王

（唐雎）。 

示例：读“寡人欲以五百里地之地易安陵”，我看到了阴险狡诈，

不用一兵一卒就让安陵君交出土地的秦王。 

1、独立探究文本，找出相关语段，自我品读体会。 

学法指导：请同学们注意，不动笔墨不读书。请拿起手中的笔，

一边读，一边品，一边在文章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感受。 

2、四人小组合作交流 

读读——议议——评评，小组长记录各组员发言情况。 

学法指导：同学们在学习中要养成一个交流的习惯，学会合作，

学会交流。（师巡视） 

3、小组代表发言，交流学习成果。 

预测学习成果： 

秦王： 

①比较阅读“安陵君其许寡人！”与“安陵君许寡人”品味语气

的不同（注意句中标点符号“！”的运用）指导学生读出秦王的蛮横

无理、阴险狡诈。 

②品读“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徒

以有先生也’”（神态、动作、语言描写）指导学生读出秦王的外强

中干、色厉内荏。 

③比较阅读“秦王色挠”与“秦王怫然怒”、“秦王不悦”神态

的变化。 



 

 

④揣摩“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语气及“潜台词” 

唐雎： 

①品味“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

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指导学生朗读，重读“否”字，读出唐雎从

容镇定、大义凛然、不卑不亢。 

②品读“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指导学生朗读，读出唐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③ 品读“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仓鹰击于殿上”，

体会排比修辞的妙处。 

总结：秦王是一个                      的人。 

      唐雎是一个                      的人。 

师：唐雎让我们看到布衣之士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强精神，他

爱国忠君、不畏强暴精神，可敬可佩！ 

师总结：本文短短 200 来字，就生动传神的刻画了两个人物，是

因为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善于抓住典型材料，以对话描写为主，同时又

运用了神态、动作描写以及对比等写作手法使人物活灵活现，形象鲜

明。 

我们在以后的写作中要学会运用这些写作手法来刻画人物。 

【设计意图：将人物的分析作为本节课的重点，通过“读一读、

品一品”的形式，引导学生比较阅读、揣摩人物心理，抓住句中所隐

含的“潜台词”，增强对人物性格、人物形象的理解。】 

分角色朗读、感知形象 



 

 

过渡语：面对一心想要吞并天下的强秦，唐雎，这位安陵小国的

使者，从容镇定、不畏强暴，机智勇敢，拼死一搏，使安陵国避过一

劫。同学们想不想领略他的风采。那就让我们再现千年前这场精彩的

外交事件。 

下面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四人一组）进行分角色朗读，组长

负责分配好角色（秦王、唐雎、安陵君、旁白）读时注意揣摩语气、

节奏，给自己的角色设计一点表情动作，力求读出人物的精气神，展

现人物形象。 

师生点评 

【设计意图：在品味语言、感知人物形象后，同学们对人物性格

有了更全面地理解，本环节让学生在明确人物性格后分角色朗读，增

强带入感，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进一步品味人物语言、感知人物形

象、揣摩人物心理，全方位提升对角色的理解。】 

质疑问难 

师追问：文章分析到这里，同学们对课文内容还有没有困惑？ 

如此强大的秦国明明可以出兵占领安陵，为何还要采取“易地”

的手段？ 

微视频：背景介绍 

公元前 238 年，秦王嬴政评定内乱之后，采纳李斯等人“灭诸侯，

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策略，主要做法为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当秦

国先后灭了韩国、赵国后，秦国把矛头指向了阻挡它南下攻楚的魏国，

但由于魏国处于“天下之枢”的重要地理位置，易守难攻。秦国为此



 

 

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经过多番苦战。公元前 225 年，魏国灭亡，此

时秦国也由于连年征战损耗了元气。而此时，魏国的一些附属小国并

没有归属秦国，这些小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地，对于元气受损的秦

国来说，通过战争的方式夺取已经不是最恰当的。因此，秦国企图通

过政治上“易地”的伎俩，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为南下攻楚奠定基础。

这篇文章中，唐雎出使秦国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设计意图：“学贵有疑”，此环节主要解决学生预习中存在的困

惑，预设的问题对于学生明确故事背景，理解课文内容有较大的帮助，

此外，本环节还将学习内容进一步向纵深挖掘、拓展，意在引导学生

提高大胆质疑意识和主动思考能力，由点到面，加深对历史事件前因

后果的理解。】 

五、拓展延伸  启迪思想 

1、过渡语：唐雎之所以能在强大的秦王面前从容镇定、大义凛

然，最终挫败秦王，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忠诚，这份忠诚让他心怀慷慨

赴死之心面见秦王，让他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甚

至不惜与对手同归于尽，最终让秦王屈服。 

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像唐雎这样的人，面对国家危难，他们不顾

个人安危，舍生取义，请你拿出手中的笔抒写这份豪情壮志。 

示例：面对国家危难，林则徐呐喊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练笔、交流 

挑选 3—4 名同学，配乐朗诵。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类似人物事迹，举一反三，由课

内到课外，升华主题，进一步固化学生对文章主题的理解，同时，把

学生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热爱祖国、忠心报国这一主题上，为本课的

下一环节做好铺垫。】 

、过渡语：作为中学生，现在不需要我们冲锋陷阵、英勇捐躯，

但是，在未来，祖国富强需要我们建设，国家尊严需要我们维护。那

么今时今日，我们如何为国出力？ 

师：同学们慷慨激扬的言语中，老师感受到你们一颗颗赤诚的爱

国之心，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先生在 100多年前就对我少年提出

了殷切希望，下面咱们来倾听一下： 

视频播放《少年中国说》 

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与

地球。 

师：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国之希望，希望我们同学都能树立远

大的理想，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的回应梁启

超先生 100 多年前的期盼，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国强则中国少年更强，

中国强就是因为少年强！ 

学生齐读《少年中国说》 

【设计意图：承接上一环节，由历史完全转入现实，意在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珍惜当前时光努力学习，为报效祖国积蓄力量。由唐



 

鼓舞学生学习的干劲，也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了引

导。】 

  课外延伸（1、2 必做 3 选做） 

、补充完善《唐雎不辱使命》思维导图 

2、在战国时代，像唐雎这样冲突在唇枪舌剑的战场上，游说在

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能言善辩之士比比皆是。你能从你的知识积累中举

出几个例子吗？  

3、推荐观看：哈佛女孩在《我是演说家中》精彩演说“中国强

则少年强”并写出自己的观后感想。 

【设计意图：作业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在作业的布置上追求

“少而精”分层次布置作业，基础作业每个同学都要完成，作业 1

是课堂学习的完善和补充；作业 2搜集整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作

业 3 爱国情感的进一步拓展。】 

 

板书设计：           

唐雎不辱使命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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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不辱使命》学情分析

   

从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来看 八年级学生通过近两年的文言文学习，

已有一定的文言知识的积累，具有独立借助注释、工具书翻译浅易文

言文的能力，因而这一部分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通过预习质疑，再由小组释疑，扫清字词障碍。本文的重点实虚词

“以”、“之” 、“易”、“许”、“挠”、“谕”等词的意义需要学生在理

解的基础上熟记，对于今后阅读文言文都有帮助。 

概括故事情节、结合具体语句分析人物形象是中考阅读题中常见

题型。《唐雎不辱使命》尽管是一篇文言文，但故事性强，情节紧凑，

人物形象鲜明。本节课重在引导学生在品味语言的基础上感知人物形

象。提高学生的概括、分析能力。 

从过程与方法的体验来看  教学中以朗读为主，通过集体读、个

人自由读、分角色朗读等形式品味语言进而感知人物形象。本文人物

形象鲜明，刻画人物的写法有独到之处，对于学生的写作有相当的借

鉴作用。所以应引导学生学习本文刻画人物描写的方法。 

从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唐雎小小安陵国的使臣，在国

家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赴国难、不畏强权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学生或许对于这种精神不能透彻的

理解，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唐雎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是本节课的重点。 



 

 

《唐雎不辱使命》课堂效果分析 

   

《唐雎不辱使命》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人物语言体现矛盾冲突发

展过程，展现人物性格发展轨迹。因此，能否引导学生领会人物语言，

体味人物内心变化，进而掌握本文的核心要义，是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教学设计上，我把本课的目标定位于 1、通过多种形式朗读，品味

语言，感知人物形象；2、通过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对话描写刻画人

物形象的写作手法；3、联系实际，领会唐雎不畏强暴精神，激发学

生爱国主义情感。这样设计理论联系实际，既让学生积累文言文知识，

体会中国语言的精妙，又适时对学生地爱国情怀予以引导，可以说一

箭双雕。 

    “发散-集中-发散”的教学设计流程是实现本节课堂目标的关键

点。先发散，课前演讲，导入新课，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锻炼演讲学

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一个与课文类似的小故事，唤起

全班学生对本文的兴趣。通过实际效果来看，演讲的同学条理清晰、

落落大方，以《晏子使楚》的故事把时间点拉回春秋战国时代，使全

班同学对接下来的课程充满期待。再集中，“思维碰撞、明确目标”-

“整体感知，梳理情节”-“品味语言，分析形象”三个环节环环相

扣，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解析课文内容，在这一部分，是整个课堂的

核心，我充分注意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在课堂上由整体认识逐步细化



 

散，以“拓展延伸、启迪思想”-“布置作业、课外延伸”两个环节

收尾，延伸出课文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对整个课堂进行升华。“发

散-集中-发散”的本质是“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深入感知课文

内容-激发学生灵感拓展课堂知识”的完整流程，提升了课堂效率，

确保了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学生主导+教师引导”的教学模式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着力

点。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他们能否最大限度的理解课文、掌握相关知

识，是衡量本节课堂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为此，我设计了小组交流、

分角色朗读等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的环节，把学生从倾听者转化为讲

解者，通过他们的讨论、交流、发言，促使他们主动解读文章意义、

主动解析人物语言、主动揣摩人物心理和形象。作为教师，我适时对

学生的意见予以引导，牢牢把控课堂走向和节奏，确保各个知识点能

被学生充分吸收。从被动学到主动学，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思考，这样

得来的知识远比教师直接灌输的知识要掌握得稳固，从课堂反应看，

也证实了这一点。 

“以读促品+以品促思”是保证学生深入理解本篇课文的落脚点。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是本节课堂的基础；读也要分层次、有目

的。本节课堂，设有分角色配乐朗读、小组分角色朗读两个环节：

分角色配乐朗读，目的是把课堂全面转入课文，通过南北两排学生

的朗读，引导学生比较阅读、揣摩人物心理，抓住句中所隐含的“潜

台词”，增强对人物性格、人物形象的理解；小组分角色朗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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