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 谏太宗十思疏教
案(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篇一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
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
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
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
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为严刑，
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
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译文：

臣听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底；想要河水
流得远长，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要使国家安定，一定要积
聚它的德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底不稳固却
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的安定，臣虽然愚
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象陛下这样）明智的
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不考
虑在安乐时想到危难、用节俭来消除奢侈，这也象砍伐树木



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
啊。

所有帝王，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头作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
贯彻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
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
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胡和越这样隔绝、
疏远的地方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人，就是骨肉亲属也
能成为各不相关的人。虽然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吓唬
他们，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怀念仁德，表面上
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众人；
（百姓和皇帝的关系，就象水和船一样），水能载船也能够
颠覆船，这是应该深切警惕的。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篇二

二 、我对“新课标”的理解  

1、知识与技能  

b领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下的道理及十思的积极
意义。  

c掌握作者反复开导，循循善诱的高超的劝谏艺术，不断提高
学生的说话技艺。  

2、过程与方法  

a采取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逐渐深入，点滴理解。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合作学习，以学生为本，注重师生的亲和力。  



三、针对高一学生确立教学重点与难点：  

高一阶段正是夯实基础的重要阶段，在教学中，应以抓基础
为本。  

教学重点：  

1、掌握“浚、殷、冲、牧、壅、谬、董、振”等文言词的义
项。  

教学难点：文章第三段内容的理解。  

四、教法学法：  

五、教学整体设计  

教学时数：两课时  

利用早读熟读课文，重点解决字音字型断句轻重音等问题，
教师范读。  

第一课时：作者写作目的，1—2段内容梳理，文言知识
点。  

第二课时：第三段内容梳理，文言知识点，理解十思内容及
意义；积累成语。  

六、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2、解题：疏：古代臣子向帝王陈述自己意见的一种文
体。  

3、疏通文意：(1)找学生朗读第一二段并纠正发生的错
误。  



(2)齐读一二段，把握文言知识点。  

(3)整体感知文段内容，理清思路。  

一段：以固本思源为喻，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
  

二段：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
居安思危的道理。  

4、积累成语：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载舟覆舟  

5、作业：课后多义词识记  

第二课时  

1检查巩固文言知识点。  

2学生诵读第三段内容  

3把握本段文言知识点，理解十思内容及意义  

4积累成语：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长治久安 垂拱而治  

七、课堂机智处理  

1、抓好早读  

2、导语读出感情是引学生入境的关键  

3、朗读时，找水平较好的同学读（以免耽搁太长时间）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篇三

一、分析

（一）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中心论点）

（二）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三）具体做法――“十思”“五戒”

“十思”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二、.写作特点

1．论证方法。

2．语言特点：骈散结合。

语文教案－谏太宗十思疏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篇四

《谏太宗十思疏》，是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
第二册第六单元的第三篇课文。关于文言文阅读，《普通语
文课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
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
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
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
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
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
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
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
篇。”



二、我对“新课标”的理解

高中阶段要能达到初步鉴定文艺作品，能感受想象、品味语
言，领悟作品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
体验，受到感染和启迪。要想实现这一要求，在教学方式上
必须采用合作学习、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为此我制定的教
学目标如下：（新课程理念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具体表
现“三位一体”的理念，即“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下面
我从三个方面确定本课的具体目标）

1、知识与能力

a辨析“安、信、求、治”等多义词的词义；积累文言虚
词“以、哉、所”的用法；区别文中“根本、以为、虚心、
纵情”等古今异义词的含义。

b领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下的道理及十思的积极
意义。

c掌握作者反复开导，循循善诱的高超的劝谏艺术，不断提高
学生的说话技艺。

2、过程与方法

a采取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逐渐深入，点滴理解。

b采取合作、探究、自主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理解感悟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合作学习，以学生为本，注重师生的亲和力。



b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德育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苦乐观;虚怀若谷，虚心纳他人建议；勤俭简朴，继承优
良传统。

三、针对高一学生确立教学重点与难点：

高一阶段正是夯实基础的重要阶段，在教学中，应以抓基础
为本。

教学重点：

1、掌握“浚、殷、冲、牧、壅、谬、董、振”等文言词的义
项。

2、辨析多义词，理解掌握“以、而、之”等虚词以及相应的
词类活用，古今异义。

3、理清思路，把握文段内容，学习文章用比喻说理，生动形
象的特点，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整齐而富于变化的风格特
征。

教学难点：文章第三段内容的理解。

四、教法学法：

五、教学整体设计

教学时数：两课时

利用早读熟读课文，重点解决字音字型断句轻重音等问题，
教师范读。

第一课时：作者写作目的，1―2段内容梳理，文言知识点。

第二课时：第三段内容梳理，文言知识点，理解十思内容及



意义；积累成语。

六、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戒奢以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卑以自牧长治久安

谏太宗十思疏思路篇五

一、教学目标

(1)理解作者的观点及理想的政治境界。

(2)培养对文言文的感悟、诵读和背诵能力,及学习作者反复
开导、循循善诱的劝谏艺术，培养说理能力。

(3)认识“十思”在当时的作用和今天的借鉴意义。

二、重点难点

1、诵读、领悟，背诵全文。

2、翻译难懂的语句。

三、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语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是怎么写这篇文章的。

(二)作者简介



魏征(580-643)，宇玄成，唐曲城(今属河北)人，后迁居相州
内黄(今河南内黄)。少时曾出家为道十，隋末参加瓦岗起义
军，后降唐。唐太宗时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领导周、
隋、陈、齐诸史的撰修工作。后封郑国公，任太子太师。魏
征在历史上以能犯颜直谏著称，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多被太
宗采纳。魏征提倡”无面从退有后言“，”爱而知其恶，憎
而知其善“，建议太宗广开言路，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魏征病卒后，唐太宗痛惜“遂亡一镜矣”。

(三)题解

历史背景：这是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写给唐太宗的
奏章。唐太宗初年励精图治，颇称英明。后来却追求珍宝异
物，兴建宫殿园囿，魏征就不断用前代兴亡的历史教训来提
醒他。这一个魏征连上四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写得
语重心长，剀切深厚。全文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
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谨终，虚心纳下，
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
俭，不轻用民力。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
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初唐的强盛。本文
以“思”为线索，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连缀成文，文理清晰，
结构缜密。并运用比喻、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理透彻，
音韵铿锵，气势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谏：规劝、劝
戒；疏：封建时代臣子向帝王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

(四)整体感知

本文作者的观点是什么?作者的行文思路是怎样的`?

(五)知识要点的学习及目标完成过程

研读第一段。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求木之长者

(2)必固其根本

(3)必浚其泉源

(4)人君当神器之重

(5)戒奢以俭

(6)伐根以求木茂

[明确](1)生长。(2)使……稳固。(3)疏通、深挖。(4)主持、
掌握;帝位。(5)用、行。

(6)来。

2、思考: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是如何提出来的?

[明确]课文的中心论点是：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作者不是一开头就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从设喻入手逐渐透
出本意的。文意起笔，从正面设喻，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
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思国之安者，必积
其德义”。然后再从反面设喻，正如“源不深”不能“望流
之远”，“根不固”不能“求木之长”一样，“德不厚而思
国之安”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接着，作者承接上文。提出
人君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就像伐根、塞源而
望木茂、流长一样，无疑也不会成功“。通过正反设喻，作
者的本意也就十分明确了，唐太宗如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居
安思危，戒奢以俭。

3、讨论:作者为什么不开宗明义就直接提出论点，而要从设
喻入手呢?



[点拨]这是因为作者要论述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计，而进
谏的对象又是国君。从流水、树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入
手说理，就显得亲切、生动，容易为人君接受。同时，要木
茂就必须”固其根本“，要流长就必须”浚其泉源“，这都
是生活中的常识。通过类比，推出要“国安”必须”德厚“，
就很有论辩力量。在这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不念居安思
危，戒奢以俭“比作”伐根“”塞源“，这样，不居安思危
的危害性不言自明，而作者的观点也就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这一段论证，言辞恳切，暗寓锋芒，值得细细玩味。

研读第二段。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凡百元首

(2)承天景命

(3)克终者盖寡

(4)盖在殷忧

(5)纵情以傲物

(6)董之以严刑

(7)振之以威怒

(8)所宜深慎

[明确](1)帝王。(2)大。(3)能够(4)深(5)看不起人。(6)监督
(7)通”震“，威吓。(8)戒慎。

2、翻译下列句子。



(1)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

(2)终苟免而不怀仁。

(3)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明确](1)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之中，一定竭尽诚心对待臣
民，(2)最终只是苟且免于刑罚，但是并不会怀念(皇上的)仁
慈。(3)怨恨不在有多大，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百姓是水，
水能浮起船来，也能淹没它。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

3、思考:本段是从什么角度分析论证的?要说明什么观点?

[点拨]贞观年间，社会繁荣。在一片颂扬太平盛世的赞美声
中，唐太宗也踌躇满志，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魏征作
为一名有识见的政治家，却透过这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看
到了潜伏的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他谆谆告诫唐太宗要不忘历史的教训。作者先提出历代帝
王”始繁终寡“这一历史现象，然后分析这些帝王在”取江山
“与”守江山“两个时期的不同表现，突出他们往往都有这
样的通病，”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这以后，作者针对现实，扣住”纵情以傲物“加以发挥。
“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即便用严酷
刑罚来监督，用严厉的声势来吓唬，人们也不会心服。一旦
民怨迭生，则社稷也将为之倾覆。

作者剖析这一历史现象的目的正在于进一步揭示不居安思危
的危害，将第一段所论述的道理具体化。通过这两段的论证，
居安思危之重要，不这样做的危害已经讲得十分透彻。这就
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算居安思危呢?这时进而提
出“十思”的具体建议，就显得顺理成章。



第二课时

研读第三段。

1、·给下列词语中加点字注音。

(1)雍蔽(2)谗邪(3)拙恶(4)谬赏(5)垂拱

2、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3、把本段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

[明确]如果真正能够看见可爱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从而
警戒自己;准备大兴土木就想到应该不要过分，从而安定人
民;想到君位高而险，就注意谦虚待人，从而培养自己的品
德;害怕自己会骄傲自大，就想到江海所以伟大，是因为处在
一切河流的下面;喜欢打猎，就想到围住三面，开出一条路让
野兽逃出一些，拿这个作限度;担心自己会偷懒，就想到不但
开头要认真，而且要坚持到底;怕自己被封锁，就想到虚心接
受下级的意见;怕有坏人陷害好人，就想到自已要坚持原则，
撤换那班奸臣;施恩典给某人的时候，就想到不要因为自己一
时高兴便乱赏;处罚某人的时候，就想到不要因为自己一时发
脾气就随便处罚别人，完金做到这十点，再扩大九德的修养，
选择有才能的人使用他们，辨别出正确的意见照着办，那么，
聪明的人就会全部献出他们的计策，勇敢的人就会彻底用出
他们的力量，仁爱的人就会散播他们的恩惠，忠诚的人就会
贡献他们的忠心，文武人才都能充分发挥才干，皇上您只需
安安稳稳地坐着，天下自然治好了，何必要您费神，脑子转
个不停，事事过手，代替百官的职务呢!

(点拨)”十思“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在生活上，应该知足知止，游乐有度;



（2）在修养上，应核谦冲自牧，慎始敬终;

（3）在用人上，应该虚心纳下，正身剿恶;

（4）在执法上，应该赏罚分明，不彻私情。

在”十思“，概括起来说，就是作者在第一段里所说的”积
其德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背诵全文。

[指点]抓住”思“字背诵全文。

”思“为一篇之骨。人主”积其德义“，才能”思国之
安“;”思国之安“，即须”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即须
深慎”十思“;深慎”十思“，人主即无须”劳神苦思“——
全文15个”思“字，既为一篇之骨，也为背诵全文的总体思
路。

分析文章语言特点。

先说排比。如第一段，作者从正反两方面设喻，来说明”思
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道理。在内容上，前后有推理的
关系;在形式上，作者连用两组排比句，串连而下，气势充沛，
似乎这些都是毋容置疑的道理。再如第三段列述十思，一连
十句，各句字数略有参差，但句子结构相似，语气连贯，构
成排比，铺陈议论，一气呵成，明白晓畅地论述了居安思危
的具体内容，淋漓尽致地表露了魏征作为一个敢于直谏的政
治家的磊落胸怀。在述及做到十思以后的好处时，作者又连
用”智者尽其谋“等四个排比句，通过这样的铺陈描写，就
在唐太宗面前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文武尽忠的图画，既说
明了居安思危的重大意义，又以这幅动人的图画来吸引唐太
宗，使他易于采纳自己的意见。



再说对偶。如第一段末，为说明”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
俭“的危险，作者承接上文，运用一组对偶，把它比作”伐
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读来既有节奏感，同时，又
把这种危险性说得比较充分。又如”在殷忧必竭诚以待
下“等四句，形式上两两相对，内容上互为比照，层层推进，
把历代帝王夺取天下和守天下时的两种情况说得十分透
彻。”董之以严刑“以下四句也是两两相对;实际上”董之以
严刑“与”振之以威怒“内容相类，之所以用了两组对偶何，
一方面是为了与上文两两相对的句式相照应，另一分而则为
了增强气势，强调丧失民心，局面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再说反问。第一段里，作者用了一个反问句，“臣虽下愚，
知其不可，而况明哲乎?”在内容上，是对上述道理的正确性
加以强调;在形式上，正面设喻，用的是陈述句。反面设喻，
改用反问句，变换句式，避免板滞。第二段引用历史教训，
在五组对偶句中插入一句反问”岂得之易守之难乎“，除内
容的需要以外，也是为了使语言富有变化。第三段里，作者
在述及做到十思的好处后，用了一个反问句煞尾，”何必劳
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语意恳切，引人深思，并使文
章富有余味。

(六)小结

本文语言深婉含蓄，多用比喻，言简意骇，有说服力。多用
对偶句，笔力遒劲，气势雄健，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谈起
来气势不凡。本文首段提出论题，次段分析原因，末段问于
劝谏。从正反两方面申述，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