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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必上册第二单元·单元梳理课 

基本信息 

执教 卫奚芸 班级 高二（5）班 时间 2022年 10月 

课题   选必上册第二单元·单元梳理课 

单元教材分析 

统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上第二单元，包含六篇经典文本，包括《<论语>十二章》

《大学之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三篇儒家经典，《<老子>四章》《五石之瓠》两

篇道家经典，《兼爱》一篇墨家经典。依据课标“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

务群的学业要求和教材“单元研习任务”的提示，在单元梳理课中，可就以下三

方面作为梳理重点： 

1.整理积累常用文言虚词、实词、句法现象等，分析典型词句在语境中表情

达意的效果。（落实单元研习任务三） 

2．梳理并认识诸子论说风格及其表达效果：深入体会《论语》简洁明晰、《孟

子》气势磅礴、《大学》条贯分明的语言特点，深入体会《老子》以朴素的思辨和

凝练的语言给日常用词重新下定义的智慧，《庄子》借助形象生动的寓言和绘声绘

色的对话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灵动，以及《墨子》语言的浅显和逻辑的严谨。（落实

单元研习任务二） 

3．理解儒、道、墨三家核心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比较儒、道、墨三家看待社

会人生问题的不同思维方式；探究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得失及其当代价值。（落

实单元研习任务一和四） 

学习需求分析 

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过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论语>十二章》、八年级上册

《<孟子>三章》、八年级下册《<庄子>二则》；在高一时学习了必修下册第一单元

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齐桓晋文之事》《庖丁解牛》，加上本单元

的学习，学生对诸子思想有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同时，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对这些经典篇章在论述道理方面的巧妙之处，已有一些感受和认识，如

何更好地了解诸子的论说风格及表达效果，以及探究诸子论说方式及背后的思维

特点是学生需要进一步研习的。 

单元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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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先秦诸子的主要流派，梳理先秦诸子文本的内容主旨和逻辑思路，理

解先秦诸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比较儒、道、墨三家看待社会人生的不同思维方

式，评析先秦诸子学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意义。 

2.关注诸子散文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赏析先秦诸子各具特色的论说风格，

并初步分析其成因。 

3.把握议论文写作的审题立意方法，能够筛选作文题的主要信息，准确把握

涉及的话题及范围的限定，在此基础上确立文章中心，从习以为常的事物和现象

中开掘新的意义，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4.借助注释、工具书研读文本，理解重点词句含义，整理积累常用文言虚词、

实词、句法现象等，分析典型词句在语境中表情达意的效果。背诵先秦诸子经典

名篇名句。 

课时学习目标 

1.梳理儒道墨三家论说方式，认识寓理于形，形象化说理的共同特点。 

2.探究形象化说理背后的取譬论说方式及其思维特点。 

3.辨析儒道墨三家取譬论说中的个性特点及看待社会人生的不同思维方式。 

学习重点与难点 

学习重点：探究形象化说理背后的取譬论说方式及其思维特点。 

学习难点：辨析儒道墨三家取譬论说中的个性特点。 

学习过程预设 

〔课前学习任务〕 

诸子如何言说—— 

选必上第二单元•单元梳理学案 

小组成员：                                              

组长：                    发言人：                      

一、梳理第二单元课文相关内容，完成表格。 

篇目 论说方式 相对应的典型文本 

《<论语>十二

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 

  

《<老子>四章》   

《五石之瓠》   

《兼爱》   

   

空格处可回顾以往所学先秦诸子散文篇目，找出其它印象深刻的文本填入。 

二、思考：诸子的论说方式有何共性？ 

 



选择性必修上册课例 

3 

 

〔课堂学习过程〕 

导入：本单元我们学习了先秦儒道墨三家六篇散文，在初中及高一基础上深化了

对诸子思想的理解，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三家六篇散文的言说形式上，一起来探

究诸子的论说方式以及论说背后的思维特点。 

环节一：交流反馈预习作业，梳理诸子的主要论说方式及效果  

1.展示学生作业，学生评价作业及提出困惑之处 

预设：解决学生作业中出现的文体、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不同说法，聚焦论说

方式及效果。 

2.根据学生交流整理成表格，落实论说方式及论说效果的共同点。 

篇目 论 说 方

式  

典型文本 共 同

点 

《<论语>十二

章》 

比喻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寓 理

于形，

借 助

形 象

说理 

《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 

举例 

比喻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达。 

《<老子>四章》 举例 

比喻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

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

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其在道也，曰余

食赘行…… 

《五石之瓠》 寓言 五石之瓠、不龟手之药 

《兼爱》 类比 

举例 

医之攻人之疾与治国 

列举父子、兄弟、君臣等不相爱说“治乱”

问题 

设计意图：梳理本单元作品的论说方式和效果。诸子作品或言简意深，或条贯分

明，或气势磅礴，或朴素思辨，或婉曲生动，或逻辑严谨，聚焦不同风格中共同

的论说效果，都具有富于论辩性，且能够寓理于形，借助形象议论说理的共同特

点。 

环节二：探究“形象化说理”背后的取譬论说方式和思维特点 

1.由现代修辞概念到古人的取譬论说方式 

举例、比喻、类比等都是现代修辞概念，诸子论说时并没有这些概念。“辟”即“譬”，

取譬是先秦诸子论说思想的最常见方式，是广义概念，举例、比喻、类比皆属于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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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墨子介绍“辟”/“取譬”： 

“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 

2.诸子取譬论说的共性特点及效果 

思考支架： 

 
结合至少两家的具体文本，根据图示支架，说说取譬论说的共性特点及效果。 

预设： 

（1）“他物”来源： 

如，取譬于器物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 

如，取譬于自然现象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合抱之木，起于毫末。《老子·第六十四章章》 

如，取譬于人情事理 

《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梁惠王上》一篇中，孟子劝导齐宣王实行“王道”，

就是先以“以羊易牛”这样的小事喻出“仁术”之理，然后通过非“挟太山以超

北海”而是“为长者折枝”之类的事情，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上升到更高的层

次“王道”上去。 

《兼爱》中医之攻人之疾 

另如，取譬于自身、寓言故事等 

（2）“他物”特点：日常、已知、熟悉、具象、浅显的 

“此理”特点：未知、易忽视、抽象、深奥的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刘向《说苑•善说》 

（3）其他学生可能提到的 如呈现形式等 

（4）以他物“明”此理成立的条件？相似相通。 

3.思维特点及影响 

（1）补充吕思勉：“然须知诸子皆非有意为文。其所以看似诙诡者，以当时言语

程度尚低，抽象之词已少；专供哲学用之语，更几于绝无；欲说高深之理，必须

取譬于实事实物；而眼前事物，欲以说明高深之理极难，故不得不如是也。”（《经

子题解》）” 

(2)回溯已学课文中，感受先秦诸子取譬论说对后世的影响。 

预设：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魏征劝谏唐太宗积德义时取譬于“求木之长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浚其泉源”；“载舟覆舟”）、苏轼《赤壁赋》（苏轼在自我开解阐发

哲思时取譬于“水月”来说变与不变、取与不取的道理）、鲁迅《拿来主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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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大宅子）、费孝通《乡土中国》（踢足球、同心圆水波纹等）。古人在经验、直觉

的基础上，广泛择取“他物”，借助已知的、具体的“形象”来说明位置的、抽象

的“理”。 

设计意图：落实取譬论说这一言说方式，明确这种方式背后是古人因为言语程度

尚低、抽象之词很少的现实下，必然选择的一种推类思维。使学生从思维共性角

度去理解诸子的言说方式，也能够有意识去关注课文中所学的呈现相似思维方式

的文本。 

环节三：探究“形象性说理”背后的个性特点及看待社会人生的不同思维方式 

1.教师讲解墨家在取譬上的特点 

补充“以类取，以类予”：选取同类事物推演、证明、辩驳。 

墨家取譬——以类推演。大量同类、相似的的例子层层递推，强化自己的观点。 

2.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儒家与道家取譬的比较 

比较文本：儒道两家取譬于“木”和“水”的例句比较 

 儒家 道家 

“木”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

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

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

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

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

义之心哉! （《孟子•告子上》）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

子·第六十四章》）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

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

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

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

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

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

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

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庄子·逍遥游》） 

 

“水”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尽心上》）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

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

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

子•第八章》） 

预设： 

儒家的物象，“牛山之木”茂盛美好，来说人先天的善性；不可雕的“朽木”，来

说后天的惰性，有明显的道德评价。盈科而后进的“水”也突出了积极进取的精

神，由此可见儒家的取譬思维是取譬对象和人的精神品质联系，与成仁之教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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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 

道家，无论是木还是水，甚至是庄子说的道在屎溺的道，是没有差别的。“合抱之

木”句是来说重视事物之“始”，重视事物发展规律；“大树”是无用之用，能够

保身全生；“水”能够“善利万物”、“不争”、处下。他们借自然之物来阐释道在

万物，在精神上与道一体。 

另可补充：儒道两家用到的寓言。例如浩然之气中的揠苗助长，也是能近取譬，

来说养气不能借助外力，需直养无害。而庄子寓言诙诡灵动，是道家人与物冥，

精神超越的一种呈现方式。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三家取譬对象、方式和目的等区别，探究三家取譬的个性特

点及看待社会人生的不同思维方式。 

环节四：内容结论与学法小结 

其一，内容结论：诸子散文形象化说理的背后，是借已知、熟悉、具象、浅

明去说未知、易忽视、抽象、深奥的道理的“取譬”说理的方式和思维，三家取

譬也各有特点，儒家比类道德，追求止于至善，完成成仁之教，道家体悟大道，

遵循自然，墨家取类推演，讲求逻辑，强化兼爱。 

其二，学法小结：通过对儒道墨三家论说方式的梳理，明确了“寓理于形，

借助形象说理”的共同点，聚焦其背后取譬的论说方式和思维特点，通过比较、

分析，进而探究三家的共性与个性。在今后的阅读中也要关注文学作品内容与形

式的融合，言说与思维的统一。 

环节五：布置作业 

班会课上，同学们正就自我成才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有同学引用《论语》

里的名言“君子不器”来阐述当今时代需要通才，强调要成为多才多艺的人。也

有同学提出“君子当器”，认为当今社会需要的是专才，呼吁大家成为有专门特长

的人才。请结合单元写作要求，联系自身的感受和思考，写一段审题立意的分析。

（不少于 200字） 

设计意图：“君子不器”符合本节课重点聚焦的取譬方式，能够让学生进一步去运

用所学思考这种取譬方式和思维特点；也能够针现实去思考诸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教学反思 

在这次备课、磨课和上课的过程中，感触颇多。作为第一次使用统编教材的

“新”老师，建立单元贯通概念，学习实施单元文化贯通，朝着体现语文课程的

综合性、实践性特征去努力是我要去不断学习和靠拢的。实施单元贯通教学可以

借由布置单元贯通预习并检查、开展单元贯通课堂教学、单元贯通读写结合、单

元贯通展示等部分组成。 

我的教学设计初稿，将教学目标定位在:梳理儒道墨三家对春秋战国混乱的

社会局势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并比较三家思想中的矛盾交锋处，并由此进一

步把握儒道墨三家的思想特征；联系现实，进一步感受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当代价

值。这样的设计忽略了文学性的方面。试讲后我清晰地分析了单元教材，梳理了

条贯分明的单元学习目标，于是我在修改中确定将梳理重点放在文字、文学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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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方面中的“文学性表达”上，并最终从诸子的论说方式及思维特点的角度确

立本课重点。本节课能够从单元贯通的角度去尝试梳理形象化说理背后的取譬方

式和思维特点，并以此设计课前预习和组织课堂活动。 

回看本堂课的课堂生成，在学生预习学案交流的环节，处理得有些拖沓，重

点不够清晰；在取譬的概念分析“他物”的共同点的学生交流过程中，图示支架

与文本结合处，对于学生的引导还不够明确。另外在课堂中，由于个人的表达习

惯，有些问题表述显得随意，有一些“填空式”问题，会对学生思维有一定拘

束。 

也许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进入单元教学模式对于我这样的一线老师来说

还存在困难，但随着以后更多的学习和实践，相信能尝试更多更好地以单元来组

织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