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烛之武退秦师》公开课教案
连云港中医药高职校 赵雯雯

一、导入：

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口才的作用：“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

之师”，此言是否夸大了言辞的作用，这节课我们走近《烛之武退秦师》去验证一下。

二、走近课文：

1．首先我们来看题目，它被称为文章的眼睛，透过这双眼睛，我们会想到哪些问题？

烛之武何许人？为什么退秦师？如何退秦师？退秦师结果如何？

2. 学习文言文津梁之一：“因声求气”——朗读古文的重要性。

古文朗诵采用“因声求气”的方法，指节奏、韵律，“气”指情感、气势，“因声求气”

就是通过感受诗文的节奏，揣摩人物的情绪，解读他们的思想。

请大家想一想，说一说：

佚之狐：心情沉重，胸有成竹

郑伯：自责，诚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烛之武：慨叹虚度人生，基调伤感，满腹牢骚；沉稳、冷静

晋文公：（最后一段）冷静明智、无奈

请学生们分角色诵读课文，读出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三、课文赏读

课文共有四个自然段，能不能分别用四个字归纳大意。

秦晋围郑、临危受命、说退秦师、迫晋撤兵

第一自然段 秦晋围郑

1. 我们来看第一节的内容，秦晋为什么围郑？

无礼于晋：晋公子重耳流亡经过郑国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

贰于楚也：城濮之战，郑本与晋结盟，但看到楚在军事实力上占优势，转而助楚，结果

楚国大败，晋胜利之后想报复郑。

2.郑得罪是哪个国家？秦为什么也要出兵？文章中哪些话说明秦与晋在历史上一直交好？

（1）秦晋之好（成语，联姻）

（2）“且君尝为晋君赐矣”：秦穆公曾派兵护送晋惠公

（3）还有吗？最后一节中找 “所与”这个词说明两国什么关系？“同盟”。“微夫人之

力不及此”（假如没有秦穆公的帮助，我晋文公重耳不可能回国执政。）

3.得罪了晋，秦出兵，仅仅是因为两国关系好吗？

有一句话：“春秋无义战”，春秋各国之间战争毫无“正义”可言，都是为争夺利益。由

此可见，秦军为何而来？瓜分土地，获取利益。

4.除此之外，第一节还交待了什么内容？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两国军队分兵驻扎，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秦晋围郑的形势图：

两处是军事咽喉之地，两大国夹击郑小国，从军事学角度言，占尽天时、地利，对应文

中话：郑国“危矣”，还有呢？分军驻守又暗示烛之武有机会离间，郑国转危为安还有希望，

为“退秦师”埋下了伏笔。

第二自然段 临危受命

1.（此时，郑国唯一可图之处在于人和，那么君臣是否做到“人和”呢？）



2

我们齐读第二节：（ 要注意人物的心境），如“国危矣”要读出心情沉重之感。“师

必退”要读得坚定。烛之武的推辞读出奈何和伤感，而郑伯之语读出情真意切。

2. 请学生翻译下面几个句子：

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3．国难当头，郑国君臣是怎么做的？明确：一心抗敌。

佚之狐出谋划策，力荐烛之武；郑伯从其言，请求烛之武；烛之武答应退秦师

4.烛之武一开始就答应吗？为什么不直接写“许之”，而先写推辞，有什么作用？

（1）烛之推年轻时没有被重用，他因此抱怨。

（2）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敌军兵临城下，烛之武要“力挽狂澜”劝退敌军谈何容易，

自己就一点不怕么？就一定有胜算的把握么？所以先推辞一下，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

夸海口，最终落人笑柄。

（3）退一步讲，即使有把握，也要卖个关子的，否则人家认为这是轻而易取的事情，不会

对你心存感激的。所以这样写，人物是很真实的。

5.虽然抱怨，后来为什么答应使秦了？

放下个人恩怨，大局为重，深明大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 他是爱

国的，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这种复杂的爱国之情一样，是非常感人的，“是一种高

尚的，历经烈火金刚打磨，而格外鲜亮的爱国之情，纯粹、深刻而圣洁。

第三自然段 说退秦师

我们再来看第三自然段，着重写烛之武的外交辞令。

1．正如 宋，吕祖谦所说：“烛之武一言使秦穆公背晋亲郑，弃强援，附弱国；弃旧恩，

招新怨；弃成功，犯危难。非利害深中秦穆公之心，讵能若是乎？”

烛之武抓住哪几个利害点来说动秦穆公？

亡郑利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存郑利秦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晋人无信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晋人无厌（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

利晋，唯君图之。）

由此可见，烛之武先从地理上、再从历史上、最后从逻辑上分析秦灭郑毫无利益可图，

思路非常清晰，句句中的。

2．烛之武之所以劝说成功，除了思路外，语言表达上还有什么技巧？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视频：

（1）语气谦卑博好感

示弱博好感：先诚恳道出郑国必亡是明摆着的事，不去怨恨或狡辩，语气谦卑以示弱，

博得秦穆公好感。

尊敬赢好感：执事（敬语）不卑不亢，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

（2）处处维护秦立场

始终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为秦国考虑，先对方之忧而忧，“邻之厚，君之薄也”，陈其弊

端，分析好处。

（3）揭微显隐挑矛盾

利用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揭短晋国的背信弃义，以此戳到秦穆公的痛处。

（4）审时度势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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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也想称霸的秦穆公的心，指出“秦晋之后”的实质，并非牢不可破的盟约关系，而

是竞争对手，甚至是你死我亡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总结：烛之武之所以能说服秦伯，不仅得益于他清晰的思路，而且得益于他漂亮的外交

辞令。

3．此外， 我个人觉得第三节开头：“夜，缒而出，见秦伯曰”，这三处简写实包含了

诸多智慧。

（1）此“夜”肯定是当夜，明天一早说不定秦晋就发动进攻了，要连夜行动。

（2）“缒而出”，对方只见一人下来，城门未开，没有大股部队冲出来，所以心理上不

会那么紧张。

（3）“见秦伯曰”，为什么不是见“晋侯”，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如果这一步走

错了，下面言辞再精彩也无济于事。这就是烛之武的智慧所在。

“秦伯说”及以下，留三个大夫护郑，这是反衬烛之武劝说的效果。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烛之武的形象：义、勇、智

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义、强秦面前不卑不亢的勇，能言善辩的智。

第四自然段 迫晋撤兵

面对秦国的倒戈，晋文公又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隐忍不发，采用了撤军的措施，他为

什么不继续攻打郑国或追击秦军责问他们的背盟呢？

一是曾受过秦之恩惠，翻脸不“义”，晋文公不愿意背负这个坏名声。

二是如果这时继续攻打郑国或进攻秦军，晋军就有可能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三是进攻秦军就意味着立刻与秦翻脸，而多树了一个强敌，失去一个盟国，退一步也许

还能重新再拉拢秦国，使它站在自己这边，毕竟两国联姻关系比较牢固。

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晋文公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气度、胸怀，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霸

主冷静的军事头脑。

《孙子兵法·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

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说，用兵之道，最高明者乃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以

兵戎相见，攻城拔池，乃为最下之策。烛之武正是运用外交谋略，使别国不战而退，这是战

争的最高境界。正所谓：

危亡之际挺身行，宝刀未老史留名。但凭三寸不烂舌，说退秦伯虎狼兵。

五、板书设计：

烛之武退秦师

地理 亡郑利晋

存郑利秦

历史 晋人无信
逻辑 晋人无厌

烛之武：义、勇、智

语气谦卑博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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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维护秦立场

揭微显隐挑矛盾

审时度势抓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