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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三章



语文

复习重点:1.把握文章的观点和思路。2.体会孟子说理的特点(比喻、类

比手法和对举、排比句式)。　

常识概要

1.孟子,名　  　,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　   　时期思想家,　 　家

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主张仁政、性善、

民本等,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　     　”之称,与孔子

合称为“　      　”。 

2.《孟子》是记录　                  　的著作,共七篇,一般认为是

　                        　等人共同编著的。 

3.“四书”:《　    　》 《　    　》 《　    　》 《　   　

》。

轲 战国 儒

亚圣

孔孟

孟子及其弟子言行

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语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语文



语文

2.写作特色 

(1)教师教学用书　 观点正确鲜明,论证严密有力。开篇即提出中心论

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后将“天时”与“地利”、“地

利”与“人和”两两比较,层层推进,论证观点;接着,从战争类推到治

国,从管理百姓、巩固国防、征服天下三个方面,反面强调“人和”的重

要性,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最后,通过“得道”与“

失道”的两两对比,得出君王行仁政、得民心,可以战无不胜的结论。



语文

(2)教师教学用书　 举例论证、对比论证、道理论证。①举例论证。举

城很小,攻方攻势极猛并占有战斗的主动权时,却不能取胜的例子,得出

“天时不如地利”的结论;举守方占尽地利条件,结果却弃城而逃的例

子,得出“地利不如人和”的结论。②对比论证。将“寡助之至”会众

叛亲离与“多助之至”则天下归顺进行对比,得出君王行仁政、得民心,

可以战无不胜的结论。③道理论证。从管理百姓、巩固国防、征服天下

三个方面,反面强调“人和”的重要性。



语文

(3)思考探究　 排比、对比。①“城非不高也……米粟非不多也”,将

“地利”与“人和”进行比较,多方面强调守城一方占尽地利,但结果却

是弃城而逃,有力证明了“人和”的重要性。“域民不以……兵革之利

”,从管理百姓、巩固国防、征服天下三个方面,反面强调“人和”的重

要性,使文章气势磅礴,论证有力。②将“寡助之至”会众叛亲离与“多

助之至”则天下归顺进行对比,得出君王行仁政、得民心,可以战无不胜

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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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知识

方圆三里的内城

围

能够施行治国的正道,即行仁政

极点 内外亲属,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

指能行仁政的君主,即上文所说的“得道者”



语文

叛 背叛



语文

城墙

护城河

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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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

外城



语文

限制

巩固

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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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翻译句子 

(1)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译文:　                                                      .

                                                  

(2)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

译文:　                                                      

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疆域的边界,巩固

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器的锐利。

凭着天下人都归顺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人都背叛的(寡助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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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层对接中考
1.                 下面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分析不准确的一项
是(    )

A.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论战争,而是通过战争来论述推行仁政、赢得民
心的重要性。
B.三个“……不以……之……”强调物质条件不足恃,从正面论述“人
和”的重要性。
C.文末将“多助”和“寡助”的结果作了一番鲜明的对比,从而自然有
力地得出结论。
D.文章析理精微,议论恢宏,气势奔放,阐明引申层层深入,逻辑严谨,极
具说服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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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考探究　 

    薛虎子①上疏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齐造化,仁德所覃②,迹超

前哲。臣窃寻居边之民,蒙化③日浅。小户者一丁而已,计其征调之费,终

岁乃有七缣④。去年征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

忍闻。今淮南之人,思慕圣化,延颈企足,十室而九。恐闻赋重,更怀进退。

非惟损皇风之盛,虑伤慕义之心。特宜宽省,以招未至。”

(选自《魏书·列传》,有删改)

【注】①薛虎子:北魏大臣。②覃(tán):蔓延,延伸。③蒙化:蒙受教化。

④缣(jiān):双丝织的浅黄色细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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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文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两文的政治主张有什么相同之处?请

结合文段内容简要分析。

答案:都强调了得民心的重要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孟子认为

统治者施行仁政,关爱尊重人民,可获得更多支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

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选文中,薛虎子关注民生,建议统治者减轻赋税,

吸引未归附朝廷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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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源:【思考探究一】说说你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理解,并

举事例证明。

答案:施行仁政的君主会得到广泛的拥护,不施行仁政的君主则会失去民

心。例如:文王姬昌为西伯侯时,礼贤下士,善养老者,人民拥护,贤士归

心,为后来周代商奠定了基础。商纣王不行仁政,残害臣民,最终众叛亲

离,葬送了商朝。



语文

3.                 下面链接材料中唐太宗是否会接受孟子的治国理

念?请结合课文和链接材料简要分析。

链接材料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

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①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②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③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

异端④,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选自《贞观政要》,有删改)

【注】①奉:遵守。②但:关键。③因:顺应。④异端:背离道义。



语文

答案:(示例)孟子主张以民为本,推行仁政,唐太宗会接受他的治国理念。

唐太宗重视人民,了解到人民风俗习惯会改变,因此,他制定用仁义治国,

顺应民心,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的治国政策。



语文

富贵不能淫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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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作特色 

(1)教师教学用书　 有破有立。首先,景春提出公孙衍、张仪是真正的

大丈夫的观点。孟子反驳,先“破”后“立”。先用反问句,否定景春的

观点。再用“妾妇之道”作比,指出公孙衍、张仪的本质就是顺从君王

的意志,不能称为大丈夫(这是“破”)。然后,从正面提出大丈夫的标准

(这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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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教学用书　 类比论证。以出嫁的女子顺从丈夫的意志来类比公

孙衍、张仪之流对君王意志的顺从,指出公孙衍、张仪的本质是顺从君

王的意志,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判断善恶、是非、曲直的标

准,是在迎合君王的喜好,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大丈夫。

(3)思考探究　 排比、反问。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采用排比句式气势磅礴、义正词严地指出了大丈夫精神的实

质。②“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使用反问,以不可辩驳的语

气否定景春的观点。



语文

二、基础知识

真正,确实 有大志、有作为、

有气节的男子

战争停息,天下太平

怎么,哪里

教导、训诲

喻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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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指“礼”

喻指“义”

遵从

汝 你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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