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精选5篇)
岗位职责的调整应与企业发展和变革的需要相适应，保证工
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范本，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思路。

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篇一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
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
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
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
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
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
心。

作者简介：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
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
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
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



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
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
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
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
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
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
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
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
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
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
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篇二

2、鱼我所欲也翻译及原文

3、鱼我所欲也原文注音

4、鱼我所欲也课本原文

5、《鱼我所欲也》原文及中心论点

6、《鱼我所欲也》原文翻译和注释

7、鱼我所欲也原文和翻译



8、《鱼我所欲也》原文及释义

9、鱼我所欲也孟子原文

10、鱼我所欲也原文译文

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篇三

本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内容是阐明
“性善说”，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种子，所谓“恻隐之
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
心”。“本心”不可小视，因为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几种
道德的萌芽形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
也;辞让(意近“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
也。”人应该推求本心，顺着“本心”的方向发展，并将它
发扬光大，从而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

放到《告子上》全文里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
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而如果
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其实，仅对本文的
结构进行一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主旨是讲每个人
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

简要分析如下：在第1段里，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
义”的观点，并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
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
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
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即本心)，只是“贤者”能
够保有它。第2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说和阐明。作者用一般
的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证明人人都
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
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举的失去“本心”的事例，并不牵涉生
死，而只是富贵与“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它
和“舍生取义”的说法没有什么关系。从课文整体上看，人
应该保有“本心”是本文论述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
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
属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
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反面论证。

朱熹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
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不省察
于斯焉。”(《四书章句集注》)这段概括主旨的话，还是比
较恰切的。

更多

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篇四

多年以前，孟子为他的“性善说”奔走呼告，击败了一个个
强大的对手，他笑傲王侯，轻身赴险，把权势、财富、美色
看得一文不值，把理想、正义、人格看得高于一切;2000多年
过去了，孟老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今天，人们依然在吟颂
着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仍然在称道着
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常用他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来勉励自己;同学们，此时此刻你是否有许多话想
说给大家听，那就请放飞心声吧!

有三个小题目可供参考：《我心中的孟子》、《孟子，请听
我说》、《孟子，我们呼唤你》。

九、结束语

同学们，回顾这篇充满浩然正气的散文，你学到了什么?



巧妙的比喻，严密的逻辑，善辩的文采，舍生取义的精
神……(让学生归纳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仅仅是打开了学习孟子的一页篇章，我相信
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同学们会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发现孟
子，研究孟子，学习孟子，因为他会让我们终生受益!

教学反思：课堂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从各个方面进
行精心准备。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我总认为文言文深奥难懂，
学生自己几乎不能自主学习，所以大多采用串讲的方式。一
字一句，从来不敢有所怠慢，希望这样能使学生对课文不再
有疑惑，。但我发现，无论怎样尽力，学习效果都很难提高。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
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
”为了能有效提高学习效果，我屏弃串讲的模式，贯彻新课
标，采用新的教学方法，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把时间还给
孩子，让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充当学习的主人。另外
文言文教学不仅承载传授文言知识的任务，其根本任务在于
让学生接受古代作品的熏陶渐染，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进
而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教学《鱼我
所欲也》一文时调整了教学重心：既注重文言基础的积累，
又注重学生的文化积淀，厚实学生文化底蕴，让学生真正品
位到孟子的魅力，内化其高尚的人文精神。短短的四十五分
钟，我感觉有以下收获：

1.重点文言词语用法，可以在文言文单元学习前教给学
生“知其所以然”的方法，让学生自行归纳梳理，能举一反
三;2.推行小组合作学习，力求人人尽享成功的喜悦。改变单
一的老师提问，点名叫学生回答的模式，学生自己提问，自
己回答，自己得到自主学习的权利，积极性很高;3.美读吟诵
是学习本文的秘诀。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师生一起去品味孟
子散文的意蕴美，在反复的诵读中加深理解，从而自觉主动
的完成学习目标;4.把时间还给学生。文言文学习可在课前给



学生一节预习或自学时间，课上精讲少析，给学生充分的理
解、体悟时间，让学生既能走进文本，和作者进行心灵沟通，
也能走出文本，联系社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5.链接传统文
化，丰富人文素养。教学中把知识相互贯通，让学生既认识
战国时的孟子又感悟“舍生取义”在今天的伟大意义;帮助学
生积淀中国古典文化，培养学生淡泊名利，坚守本心的意志，
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丰富他们的人文素养。

本课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部分同学基础较差，理解课
文较为吃力，学习节奏较慢，个别学生质疑讨论时有点无所
适从。另外由于教师的执教水平有限，部分环节没有完全放
开，主动性积极性还有待继续提高。通过这节课，我对新课
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能进一步提高
自我，完善课堂。

鱼我所欲也教学设计篇五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
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
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
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
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
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



心。

赏析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
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
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
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
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
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
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
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孟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生
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
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
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
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
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
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
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
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
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
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
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
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
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
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
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



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
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
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
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
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以上论证，文
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不过，上面的论证只是讲道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
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
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
“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
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
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
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
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
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
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
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
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
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
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
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
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
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
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
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评语很有道理。有
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败的危难之际，能够宁死不屈、舍
生取义，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时，却不顾廉耻、
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违法乱纪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
这不就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
们确实是丧失了原来的立场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责“万钟



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不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
揭露和批判意义，而且也提醒后人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和反省
自己，不要贪图爵禄而干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
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每个人一生
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
而受之”的人是后来“失其本心”，这样解释没有强调后天
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他的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
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
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
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
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
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
严辞拒绝。(见《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
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
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
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
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
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
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
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
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
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
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
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
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



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
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
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
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
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
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
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
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