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1月，世界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巴黎集会，发表宣

言：“人类要在
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头2500年，

去吸取孔子的智
慧。”



季氏将伐颛臾



教学目标
• 了解孔子生平和论语。
• 掌握古今异义、词类活用、一词
多义和句式。

• 理解孔子的政治理想。



儒家：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创始人     

             孔子、孟子。 提倡积极入世。

释家（佛）：由印度传入中土，创始人释迦·摩
尼。                释家讲因果报应、修来世。

道家：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创始人老子、庄

     子；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举。无为而治。

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流派



孔子（前551—前479），春
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儒家的创始者，名丘，
字仲尼，鲁国人。晚年致力
教育，整理《诗》《书》等
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
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
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孔子的生平



 《论语》是记录＿＿＿＿时期思想
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所以它
是       体，凡＿＿篇，为＿＿
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北宋时，朱熹
将《大学》 、《中庸》、 《论语
》、 《孟子》编在一起，称为“
＿＿＿＿”。

春秋

语录 ２０ 儒

四书

论：纂辑，应读lún;
语：言谈。



孔
子
格
言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欲速则不达。

•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 四海之内皆兄弟。

•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 朽木不可雕也。



一、解题：季氏将伐颛臾

关键词语：将伐

将：说明尚未实现，可以劝阻；

伐：攻打，明目张胆，在本文中有以大欺
小、以强凌弱的意思，所以“季氏伐颛臾
”是非正义的事。



二、背景简介
       孔子时代的鲁国，政治上处于动荡变
革之中。当时，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
叔孙三大家族逐渐强大，把持鲁国朝政，
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

       他要讨伐颛臾的原因有二：其一贪其
土地，其二是担心颛臾对自己不利。

       当时冉有、季路都在季氏门下，且都
参与了出征前的筹划。也就是在这时候，
二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孔子，由此引出了
孔子和两位弟子的对话。



• ①论语（lún)     ②颛臾（zhuānyú）
• ③社稷（jì)        ④虎兕（sì）
• ⑤ 出于柙(xiá)   ⑥焉用彼相矣
（xiàng) 

• ⑦干戈（gē）     ⑧冉有（ rǎn   ）
• ⑨椟（ dú   ）

正音：请你读读准





孔子是否赞成季氏讨伐颛臾的
做法？理由是什么？

• 反对。“求！无乃尔是过与？”
•理由：“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为？”

颛臾受先王之封，不可伐；
颛臾是鲁国附庸，不必伐；
颛臾是社稷之臣，不当伐。



第二课时



  

• 1、孔子是否赞成季氏讨伐颛
臾的做法？理由是什么？

• 2、针对冉有的辩解，孔子是
如何反驳的？（两次）

• 3、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
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那么季孙讨伐颛臾的真
正目的是什么？



辩解一：
“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
• 引用周任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

• 打比方（两个）：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是谁之过与？”

在其位谋其政

失职就要追究责任

推卸责任



辩解二：“今夫颛臾，固而近于
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政治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
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
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
希望人民安居乐业，通过仁义教化去
吸引人来归顺、去感化别人。

借口



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
而在萧墙之内也”，那么季孙讨伐颛
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季孙真正担心的是鲁君。当时季孙把持朝政，

与鲁君矛盾很大，他担心鲁君要采取对他不
利的手段，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占领颛臾这
块地方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与鲁君对抗。

孔子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刻的政治眼光一

语道破了季氏的阴谋，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冉

有的论点，表现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力伐争利 文德治国

文中涉及了几个人物？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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