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篇一

教学目的：

1.理清文脉，背诵全文。

2.掌握文中掌握文中基本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3.欣赏作者循循善诱的劝谏艺术。

4.领悟“十思”的现实意义。

教学重点：

1.诵读——领悟——背诵全文。

2.掌握文中基本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题解

简介作者及疏的`有关知识。此处注意要突出介绍作者直言诤
谏的勇气和胆量。



2.吟咏、品读课文

a教师范读，要注意读出语言的美感，以此吸引学生对文章的
兴趣。

b试读，边读边正音。

c粗读，边读边看注释，以粗知句义；同时边读边揣摩句内停
顿。

d连读，整体把握文意。连读时要流畅，语音准确，停顿正确，
并且读出感情。

g熟读，读出意蕴，读出情感，读出自己的理解。

第二课时

1.品读、背诵课文

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一起理出课文的文脉，
并由此指引共同背诵课文。

2.文言知识注释

在背诵的过程中，教师要不失时机的对文章中的一些重点实
词和虚词做一些注释说明。

或者让学生找出他们认为难懂的词语、句子，教师给予解释。

3.文言知识训练

完成课后的字词练习。

4.课外延伸



1.政坛上的魏征有善谏之名，除此之外，了解一下在文坛、
史坛上的魏征。

2.《贞观政要》一书自古以来被奉为帝王学习的经典，了解
一下此书。

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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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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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篇三

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掌握文中一些实词的词义和虚词的用法，领
悟“十思”的积极意义，掌握文本的内涵。



2、能力目标：学习作者反复开导循循善诱的劝谏艺术，背诵
全文。

3、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目标：体会魏徵的爱国忠君思想。

教学重点：掌握文中一些实词的词义和虚词的用法，领
悟“十思”的积极意义，掌握文本的内涵。

教学难点：学习作者反复开导循循善诱的劝谏艺术，背诵全
文。

教学方法和学法指导：与一般的议论文教学一样，让学生在
掌握文言文的一般学习程式之基础上进而提升学习能力，感
悟理解文言文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
勇与大智。多少忠臣义士，尽忠讲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
有的被放逐。比干、屈原的故事，千古流传。但是，唐代著
名谏官魏征进谏唐太宗，却大多被采纳，不但没有招来杀身
之祸，还经常得到唐太宗的表扬。魏征写了《谏太宗十思疏》
上奏后，唐太宗非常赞赏，亲手写诏书嘉许魏征，并放置案
头，以资警惕。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是怎么写这篇文章的。

二、解题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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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切深厚。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人，后迁居相州内黄(今
河南省内黄县)。他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隋
朝末年，为避乱，曾一度出家为道士。后参加李密的反隋起
义军。李密失败后，他降唐，辅佐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
民。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领导周、隋各史的修撰工作。
太宗即位后，擢为谏议大夫，常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魏
征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曾主持《隋
书》、《群书治要》的编撰工作，《隋书》的序论及《梁书》
《陈书》《齐书》的总论，皆出其手，时称良史。拜迁左光
禄大夫，封郑国公。魏征先后上书二百多事，大多被唐太宗
采纳。

三、研习课文

第一次，试读，正音。边读边正音，以读出汉语的美感来。

第二次，粗读，正义。边读边看注释，以粗知句义;同时边读
边揣摩句内停顿，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

第三次，连读，整体把握文章。连读时要流畅，语音准确，
停顿正确，并且读出感情。通过连读可知全文先运用比喻，
后引出“十思”的具体内容，点明其重要意义。

第四次，细读，理清各层大意，把握全文思路。

文章第1段通过比喻引出道理：积累道义是治国之本;以“固
本浚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第2段通过对比说明竭诚待人(特别是待百姓)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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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段水到渠成地引出“十思”及意义。提出“居安思危”的
具体做法，即“十思”，核心是“正己安人”

第五次，品味，涵泳。本文语言简约，整散结合。整句音韵
和谐，琅琅上口;散句意到笔随，笔力雄健，酣畅淋漓，需要
用心品味。同时对“十思”的内容要细细领悟，这其中蕴涵
着丰富的民族传统美德，差不多每句都有现实教育意义。特
别是“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惧满溢，则思江海下
百川”这些句子对每个人的修身养性都极有启发，具有丰富
的人文价值。

第六次，熟读，背诵。背诵时能将以上理解兼收并蓄，背出
意蕴，背出情感，也背出自己的理解，获得心灵的愉悦和精
神的满足。

四、写作特点。

1、骈散结合，华美流畅;

古代散文的句式美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整齐美”，
一是“参差美”。前者在骈文、赋当中表现突出。“参差
美”即错落之美，指语言形式上有规则地错落，整句音韵和
谐，琅琅上口;散句意到笔随，笔力雄健，酣畅淋漓。骈散结
合的文本即是一例，采用既整齐又错落的句式(几乎全用排比
句、对偶句构成，间以反问和其他长短句式)，因此读起来音
调铿锵，气势充畅。例如“反问”句式的使用——第1节
中“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从内容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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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引用历史教训，在五组对偶句中插入一些反问
“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除内容的需要以外，也是为了
使语言富有变化。第3节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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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司职，役聪明



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语意恳切，引人深思，并使文
章富有余味。

2、正反论述，务尽其旨;

文章开头使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加强了说服力。“求木
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根不固而求木之长”，“知其不
可”;“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望流之远”，
“知其不可”;“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不厚而望
国之治”，“知其不可”。因此，人君当“积其德
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就是“伐根以求木茂，
塞源而欲流长”。这样，文章的主旨就凸显出来了。再如，
第2节“殷忧而道著”与“功成而德衰”的对比，“善始
者”“繁”与“克终者”“寡”的互现，“竭诚”与“傲
物”不同结果的比较，“载舟”经验与“覆舟”教训的对照，
处处证明君主“积其德义”的重要，主题得到了深化。“奔
车朽索”的危险，“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的危害
与“文武争驰，君臣无事”的清明，“鸣琴垂拱，不言而
化”的安康更令唐太宗坚定了“积其德义”的信念。

3、比喻排比，生动有力。

采用比喻，力求语言精练含蓄，形象鲜明，生动传神。如文
章开篇谈论治国要注重“积其德义”这一根本原则时，从两
个方面比喻论证，即“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和“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固其根本”是树木长得高的必要条件，
而“浚其泉源”，也是流水流得长远的前提，运用自然中的
现象来比治国的原则，浅显易懂而又生动形象。

排比：如文中第3节列述十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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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了魏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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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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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其德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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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用十个“思”字，以声传情，一唱三叹，音节匀称，
声调和谐，余味无穷。

五、从课文中找出几条成语，体会它们的表达作用。

居安思危：居：处于;思：想。虽然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也想
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指随时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载舟覆舟：民众犹如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比喻
人民是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力量。

择善而从(之)：从：追随，引伸为学习。指选择好的学，按
照好的做。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善始善终)：做事情有好的开头，
也有好的结尾。形容办事认真。

垂拱而治：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毫不费力;治：平安。古时
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事使天下太平。多用作称颂帝王无为而
治。

附板书：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文章第1段通过比喻引出道理：积累道义是治国之本;以“固
本浚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第2段通过对比说明竭诚待人(特别是待百姓)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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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段水到渠成地引出“十思”及意义。提出“居安思危”的
具体做法，即“十思”，核心是“正己安人”。

《谏太宗十思疏》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篇四

教学目的

1、学习作者反复开导、循循善诱的劝谏艺术；

2．领悟“十思”的积极意义；

3．掌握文中一些实词的词义和虚词的用法。

重点难点

1．诵读、领悟、背诵全文。（重点）



2．翻译难懂的语句。（难点）

教学课时：三课时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初步熟悉课文，疏通字词

一．导语设计：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
勇与大智。多少忠臣义士，尽忠讲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
有的被放逐。比干、屈原的故事，千古流传。但是，唐代著
名谏官魏征进谏唐太宗，却大多被采纳，不但没有招来杀身
之祸，还经常得到唐太宗的表扬。魏征写了《谏太宗十思疏》
上奏后，唐太宗非常赞赏，亲手写诏书嘉许魏征，并放置案
头，以资警惕。

二、作者・解题

学生读注释。教师补充。魏征，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
历史学家，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他同那些尸
位素餐、苟何取容的封建官吏不同，有意见敢当面提，当面
顶，不口是心非，不看脸色行事。后世一些诤臣，如称为青
天的包拯都以他为楷模。他不仅敢谏，而且善谏。从唐太宗
贞观初年到其去世，十七八年间共上重要奏疏二百多次，达
数十万言，大都为太宗采纳，使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
误。唐初社会能够出现号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
谏臣的魏征是有其功劳的。

题目中的`“谏”是进谏的意思。疏，是一种文体名，属于奏
疏类。



三、阅读课文

第一次：试读，正音。边读边正音。已经认识的字词不但要
读准声调，还要读清平舌与翘舌、前鼻音与后鼻音，以读出
汉语的美感来。陌生的字词则边读边看注释或查阅词典。

第二次：朗读，提名学生朗读。

四、疏通字词

第三次：粗读，正义。边读边看注释，以粗知句义；同时边
读边揣摩句内停顿，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教师巡查答疑。

五、布置作业

完成练习二――五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具体学习课文

教学过程

一、检查作业

1、文言现象

2、完成练习二――五

3、难句的翻译（教师选择一些难句让学生翻译）

二、分析课文



1、提名朗读

2、学生自由朗读

3、思考练习一

第一段．开篇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
象的比喻打开话题。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
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
义。”比喻说里，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
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而况于明哲乎？”接着进一步
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要想使国家常常治久安，就同无根之木、无源
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利
用了“木”、“水”的比喻。

第二段．总结历史教训，从反面论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先指出历史现象：几乎所有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然后
以“岂……”设问，引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取天
下时，“殷勤深”，能够“竭诚以待下”；守天下时，难免
得意洋洋，以致“纵情以傲物”。而“竭诚则……为行路”。
心态不同，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
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民心，即使动用严刑
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深慎”，这是借鉴古人的论述，
将君民关系比作水舟的关系，切中要害，振聋发聩，令人精
警。这一段从现象到本质，逐层剖析，清楚有力。虽然全段
未见一个“思”字，但是从反面强调了“居安思危”的重要
性。

第三段．回答任何“居安思危”。是全文的重点。“十思”，
即十条建议，可以概括为“五戒”：“见可欲”、“将有
作”两条戒奢侈；“念高危”、“惧满盈”两条戒骄
傲；“了盘游”、“忧懈怠”两条戒纵欲；“虑壅
蔽”、“惧谗邪”两条戒轻人言；“恩所加”、“罚所及”



两条戒赏罚不公。最后作者说明：总结“十思”，发扬“九
德”，选拔人才，文武并用，则人君就不必“劳神苦思”，
而国家却可以“垂拱而治”。“垂拱而治”是作者的政治理
想，但它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它要求唐太宗“居安
思危，戒奢以俭”，是积极地求治，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

4、联系背景说明本文的意义。

谏太宗十思疏教案试讲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学习本文多用比喻说理的手法，体会对偶句、排比句的风
格特征。

2.掌握“长”“者”“诚”“盖”“信”“安”等多义词的
用法。

3.掌握“以”“所”“哉”等虚词的用法。

能力目标：在理清文章思路的基础上背诵全文。

德育目标：学习作者直言进谏的精神，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培养学生虚心接纳别人的建议，虚怀若谷
的情操。

教学重难点：

1、掌握文言实虚词的含义和用法。

2、掌握本文的主要观点，理清思路，理解“十思”内容及其
意义。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方法：

串讲法诵读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解题；介绍作家作品；写作背景；分析第一、二段。

一、导入

在封建社会，讽谏帝王往往会招致祸患，比干被挖心、屈原
被放逐，司马迁受宫刑，便是千古明证。然而也有不少人以
善谏、敢谏而名垂青史。如果说，《战国策》中记载的触龙
和邹忌是委婉而讽的典型，那么，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便是
直言敢谏的代表。他一生上疏言事二百多次，非但没有招致
祸患，反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并以其策治国，出现了著
名的“贞观之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效果？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这篇流传千古的《谏太宗十思疏》，一起来寻找答案
吧！

二、解题

1.课题：谏——劝谏；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
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统治时期，出
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
本文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奏疏，古代臣下
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与上疏、奏书、奏章相同，属



于议论文，是文体的一种。

2.作者与作品：魏征（繁写体为“徵”），字玄成，唐朝巨
鹿曲阳人，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隋末，因避乱而
出家做道士，后参加李密反隋的起义军，李密失败后投唐。
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时，擢为谏议大夫，常如入内室询
以政事得失。魏徵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
封郑国公，任太子太师，世人称魏郑公。死后赠司空，谥文
贞。

魏征死后，太宗又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
朕亡一镜矣！”。魏征从政十六七年，上书言事二百多次，
达十万言，起奏疏收在《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中，
曾主持《隋书》、《群书治要》的编撰工作，《隋书》的`序
论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皆出自其手，
时称良史。

3.写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你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
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年号贞观。在贞观初年，
他鉴于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
实行了不少有利国计民生的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
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
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
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在繁荣昌盛
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群臣齐唱赞歌时，独能多次上疏进谏，
太宗看后感到很惭愧，表示从谏改过。

三、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全文，强调重点字词的读音及停顿处。



2、学生自由朗读全文。

四、研习第一自然段

1、找一名学生朗读本段，教师与其他学生正音。

2、教师串讲，强调重点字词：

3、学生自由翻译，然后找学生翻译，并检查重点实、虚词的
掌握情况。

4、分析回答问题：

（1）本段作者提出了什么观点？

明确：观点（1）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2）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

（2）本段三句话各是从什么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看法的？

答：第一句正面引出主要观点，阐明积德义的重要性；第二
句从反面论述自己的主要观点，阐明积德义的必要性；第三
句从皇帝自身地位的角度来阐明不积德义的严重后果，进一
步论证治理国家，必积德义。

（3）本段用了什么论证方法？其作用何在？

答：喻证法——把积德安国这个抽象的道理用固本求长、浚
源欲远这种生活常识进行比喻，使论述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而
易懂；正反对比论证法——采用强烈、鲜明的对比使劝谏对
象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思国之安必积德义的道理。

答：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臣闻”
的口气开头，不卑中亢，令人警醒；再就是借贬低自己来抬
高君主，使对方耳听直言心悦诚服。



5、依据板书尝试背诵。

五、研习第二段

1、找一名学生朗读本段，教师与其他学生正音。

2、教师串讲，强调重点字词：

3、学生自由翻译，然后找学生翻译，并检查掌握情况。

4、分析回答问题：

（1）这一段作者概括了什么历史教训？

答：历代统治者能善始，却不能善终。

（2）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了对哪两种不
同心态的分析论证？

（3）本段采用的是什么论证方法？

答：对比——善始与善终；竭诚待下与纵情傲物。（总结历
史）

比喻——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发出警告）

借对古人的论述，将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切中
要害，振聋发聩，令人警觉。

（4）作者魏征对以严法治国持什么看法？我们现在强调健全
法制，你认为可行吗？

答：魏征对“严法治国”既没有推崇，也没有反对，只是认为
“法制”不是问题的关键，根本还在于统治者对天下黎民要
竭诚相待。我们强调健全法制，实际也是为了使天下变成一



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这与魏征主张“竭诚以待”是一致的，
那当然是可行的。

5、积累成语：居安思危垂拱而治择善而从载舟覆舟

六、课文小结

本节课我们重点研读一二段，在夯实文言知识点的同时，更
要把握文章内容的精髓，那就是懂的固本思源、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的道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代明君唐太宗尚
有不足之处，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太宗虚心纳谏，创造历
史有名的“贞观之治”。若大家也虚心纳他人建议，虚怀若
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苦乐观，定会树立起光辉俊洁的人
格。那么，魏征到底给唐太宗进谏了哪“十思”呢，我们下
节课来揭开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