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导入

孙权（吴）曹操（魏） 刘备（蜀）





 

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陕
州夏县（现属山西省）涑水乡
人，也称涑水先生。谥号文正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政治
上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力主
祖宗之法不可变。作为史学家
，他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著有《司马
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我来说说作者与作品,我
能行!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

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历时十九年

完成，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

年间的史事。内容以政治、军事和

民族关系为主，长于描写战争。宋

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

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

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

鉴》。司马光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

统治者治国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的。

作品简介



编年体

    指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

的体例。编年体是以时间为经，以史事

为纬，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比

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

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

源于中国，代表作有《春秋》《左传》

《资治通鉴》等。

文体知识



故事背景
          本文所叙故事发生于三国之初。汉
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大将周瑜
和刘备在赤壁大战中大破曹军。不久
周瑜病死江陵。鲁肃代替周瑜成为孙
权最主要的谋士，劝孙权将荆州借给
刘备共拒曹操，刘备很快取得益州，
形成了曹、刘、孙三方鼎峙的局面。
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 



    孙权（181-252），字仲谋，

三国时吴国的创建者。他从兄

长孙策遇害身亡之日起，在五

十多年的时间内占据江东。其

最大功绩就是开发了东南地区，

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

展。

人物背景



    吕蒙（178-219） ，东吴国

大将。字子明，汝南富陡（今

安徽阜阳）人。少年时不读书，

以胆气称，后接受孙权劝告，

读了许多兵书、史书，智勇双

全。倍受孙权、鲁肃的信赖。

鲁肃死后，掌管东吴军事，率

军暗袭荆州，擒杀关羽父子，

名扬三国。杀关羽后不久病死。



    鲁肃（172-217），字子

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

人。三国时吴王的得意谋臣,

倍受赏识。他少有大志，轻财

好施，喜欢习武骑射。他一生

的最大功绩是倡导、促成并终

身不易地竭力维护孙刘联盟，

使三足鼎立之势能够形成。





卿（   ） 岂（   ）
涉猎（   ）孰（   ）　                         

遂（   ）   邪（   ）
更（   ）



卿（qīng）  岂（qǐ）
涉猎（shè）孰（shú）　                       

遂（suì） 邪（yé）
更（gēng）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

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
见/往事耳。 卿言/多务，孰/若/孤？孤
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
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
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
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
结友/而别。 



孙权劝学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

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古代君对臣或
朋友、夫妇之
间的爱称。

当道，当
权。 推托

事务 古时王
侯的自
称。

研究儒家经典。
经，指《易》
《书》《诗》
《礼》《春秋》
等书。

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

语气词，
后写作
“耶”。

释词解意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

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

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粗略地阅读。

了解历史。
见，了解。
往事，指历史。

于是，就

到，等到。

经过

才干和谋略

不再是



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重新

拭目相看，用新的眼光看待。
刮目，擦擦眼。

长兄，这里是对朋
友辈的敬称。

知晓事情。



蒙辞以军中多务。

吕蒙以军营中事务繁多为理由来推辞。
状语后置句：蒙以军中多务辞

    我难道是想要你钻研经史典籍而成为学

问渊博的学者吗？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只是（觉得你）应当浏览群书，了解历史
罢了。

你说事务多，哪里比得上我（事务多）呢？

卿言多务，熟若孤？



    你如今的才干和谋略，已不再是过去的东

吴吕蒙可相比的了!

    读书人三天不见，就要重新用新的眼光来

看待（他），长兄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啊!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鲁肃于是拜见了吕蒙的母亲，（与吕蒙）
结为朋友然后就分别了。
省略句式：肃遂拜蒙母，（与蒙）结友而别。



古今异义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

邪孤：（古）古代王侯的自称；（今）孤单，孤苦。

治：（古）研究；  （今）治理。

博士：（古）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今）学位最高一级。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但：（古）只，只是；（今）转折连词，但是。

见： （古）了解；  （今）看到，看见。

往事：（古）指历史；（今）过去的事情。

蒙乃始就学
就： （古）从事； （今）常用作副词或连词



一词多义

卿今当涂掌事

但当涉猎

与蒙论议，大惊

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当

大

掌管

副词，表程度，十分

应当；应该

形容词，年长的



见往事耳

何见事之晚乎

蒙辞以军中多务

自以为大有所益

见

以

了解

介词，用，拿

知道，理解

与“为”连用构成动词，认为



１、自己根据注释质疑、疏通字词。

２、重点字词补充：

但：　　      孰若：　　　　　     更：

三日：　　　　乃:　　　　     涂：

只，只是　　 谁比得上 gēng  重新

指多日

３、翻译全文 
通“途”道于是,就/才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
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
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
言多务，孰若孤?   孤常读书，自以为大
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
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
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
结友而别。 

课文翻译：

温馨提示：文言文句子翻
译注意（１）留、删、补、
换、调、变（２）关键、

特殊字词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了，
不可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多来推辞。孙权说：
“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当博士吗!只应当粗略地
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事多,谁比得上我事务
多呢?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于
是开始学习。到了鲁肃来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
吕蒙论议，十分惊奇地说：“以你现在的才干、
谋略来看，你不再是原来那个吴下阿蒙了!”吕蒙
说：“士别三日，就要重新另眼看待，长兄知道
这件事太晚了啊!”鲁肃于是叩拜吕蒙的母亲，与
吕蒙结为朋友就分别了。 

课文译文：



情节线索: 劝－－－学－－－赞

复述
故事



    本文写的是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其才

略很快就有惊人的长进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

的故事。

听朗读，概括课文的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是如何开展的？

通过人物对话展开故事情节。



    可用文中哪两个词语来概括鲁肃与

吕蒙对话的主要内容？

全文共写了哪两个片段？

孙权劝学，吕蒙“乃始就学”

与蒙议论，结友而别

吴下阿蒙 刮目相看



（一） 操 作 方 
法

集体朗读。注意在理解文意的基

础上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口吻和

表达的情感，读出新感受。



品析内容：先独自思考、再小组讨论

1. 孙权是怎样“劝学”的？你能找出并读一读吗？
他说话时会是什么样的语气、神态和心理呢？

　
2、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吗？
3、吕蒙“就学”后有变化吗？文章是怎样表现
这种变化的呢？这种表现人物的手法叫做什么？

4、吕蒙对自己当时的进步又会是怎样的心态呢？
从哪里看出？

6、讨论：吕蒙的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

5、读了课文，你能告诉老师孙权、吕蒙
和鲁肃三人你喜欢谁？为什么？请用“我喜
欢……（谁），因为…….”表达



（１）“不可不学”：双重否定句，语气坚决，
无可置疑。 心理：表现了孙权对吕蒙的严格要
求和关心、厚望。

（2）“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邪”表反问语气。可见孙权对吕蒙不听劝告的
不悦和责备。

（3）“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
所益。”现身说法，激励吕蒙求学，语重心长，
言辞恳切。      这番劝说，表现出孙权的善劝既有
严格的要求，又有殷切的希望。使吕蒙无可推辞。

1. 孙权是怎样“劝学”的？你能找出并读一读
吗？他说话时的会是什么样的语气、神态和
心理呢？



爱惜人才，对部下很严格，
善劝，好学

   我们说言由心生，语言是人物内心地
展现，我们通过孙权对吕蒙的这一番
即严厉又饱含关怀的苦口婆心的劝告
中我们能看出孙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人呢？有什么特点呢？ 



2、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吗？

          辞——就学

3、吕蒙“就学”后发生了有变化吗？文章是怎
样表现这种变化的呢？这种表现人物的手法叫
做什么？请找出具体证据。

（1）（鲁肃）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
吴下阿蒙！”
※通过鲁肃的神态、语言描写来表现．十分惊
奇的神态，吕蒙的变化令鲁肃既吃惊又赞叹。
从侧面反映吕蒙才略大增。



（２）从鲁肃与吕蒙“结友”这一行为描写，进
一步从侧面表明吕蒙学有所成． 因为鲁肃佩服
吕蒙的才略，这也表明鲁肃敬才、爱才。

   　可见文章为了表现吕蒙“就学”后巨大变化，
主要是通过鲁肃的语言、神态、心理、行为来表
现的。

这种表现人物的手法，叫侧面烘托。



4、吕蒙对自己当时的进步又会是怎样的
心态呢？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
见事之晚乎！”：自得、自豪（正是
听取别人意见的结果）

5、读了课文，你能告诉老师孙权、吕蒙
和鲁肃三人你喜欢谁？为什么？

请用“我喜欢……（谁），因为…….”表达



6、讨论：吕蒙的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
（1）开卷有益；（２）一个人即使基础差，只要端正态
度，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学到东西，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和办事能力。（3）我们不要以一成不变的态度看待他人,
要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事物。 （4）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放
弃学习，坚持读书是有益的。 
（5）要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或意见 
（6）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就会学有所成。 
（7）不但自己要学好，还要催动附近的人也要学习，让
社会也一起进步。 
（8）做人不能太骄傲，要谦虚。 
（9）劝人要讲究策略。 
（10）不能找借口轻言放弃。 
（11）只要发奋学习，就能积学修业，学有所成。 
（12）想学什么时候都能……



“非复吴下阿蒙”
（惊异、赞叹）
“结友而别”
（敬才、爱才）

孙
权
劝
学

　对话

孙权
劝学

孙权

吕蒙

“不可不学”

“大有所益”

（严格、恳切、

关心、寄予厚望） 认真

与蒙
议论 鲁肃

吕蒙

风趣

“乃始就学”

(能听取别人意见)

结构梳理

“刮目相待”
（自得、自豪）　



温馨提示:

        可从内容、写作特点等方面小结



 文章通过孙权劝吕蒙学习这一故事,告诉我们开卷
有益 、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

Ａ、叙事简洁
          　　　　　　　　Ｂ、主要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形象



孙权

吕蒙

鲁肃

学

劝

赞

吴下阿蒙

刮目相待

孙
权
劝
学

情节线索：劝－－学－－赞



 
   学习的重要性，古人从事例、名言……
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育，你还有哪些关
于古人爱学习的故事或者名言？
故事：闻鸡起舞、悬梁刺股、凿壁偷光、
                 程门立雪、囊萤映雪
名言：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鸟欲高飞先振
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4、书到用时方恨
少。5、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6、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7、明日复
明日，明日何其多。8、知识就是力量。



试试你的身手，

你最行！ 

１、中考连接。下列红色字意思相同的一项（　）
Ａ、但当涉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Ｂ、故时有物外之趣／温故而知新
Ｃ、太丘舍去，去后乃至／蒙乃始就学
Ｄ、昂首观之／作青云白鹤观

Ａ

此类题目要注意：学习中
注意文言词语的积累，运

用排除法



２、写出下列词语的古今异义。

博士：古义　　　　　　　　　　今义                                .          　　　　　　　　　　　　　　　　　　　　　　
 
但：古义                ；　今义                                                                  .   

３.翻译下列句子。
  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②卿言多务，孰若孤？
  ③蒙辞以军中多务。

当时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 学位的最高一级

只 表转折关系的连词，但是

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当博士吗!
你说事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 　　　

吕蒙用军中事务多来推辞。

试试你的身手，

你最行！ 



４、你知道从本文的学习中，可以帮助我们积累哪些
成语吗？

         
吴下阿蒙：原指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
意思是说人没有学问的意思。现在多用在
他人有了转变方面，凡学识大进，或地位
从低下而攀高了，以及穷困而至富有了，
都可以用此语。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用新的眼光来看
待。表示不要用老眼光看待别人，要估计
到别人的进步。

试试你的身手，

你最行！ 



5、孙权劝吕蒙读书的原因是什么？

6、最初吕蒙推辞的理由是什么？

7、孙权给吕蒙提供的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8、孙权如何以现身说法劝学？

9、吕蒙读书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0、鲁肃为何与吕蒙结友？

11、为什么“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试试你的身手，

你最行！ 



被吕蒙的才略所折服而愿与之深交

鲁肃为何与吕蒙结友？

为什么“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人也在不断变化，
不能拿老眼光看待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人和事。



本文通过孙权劝告吕蒙读书，
吕蒙读书后大有长进的故事，
告诉我们“开卷有益；活到老，
学到老"的道理。启示我们只
要努力读书学习就会有所长进。
以对话为主，用不多几句话，
就使人受到人物说话时的口吻、
神态和心理。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