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科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燭之武退秦師 班級 高二 人數 45人 

教材來源 普通高中國文第四冊(康熹) 演示者 林詩倩 時間 150分鐘 

教學方法 講述法、欣賞問答法、分討論法 

教學資源 高中國文課本 

教 

 

學 

 

目 

 

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一、認知方面(知識探求) 

   1.認識作者 

   2.明瞭本文體裁及作法 

   3.了解本文章旨 

   4.明瞭本文寫作技巧 

  

二、技能方面(能力培養） 

   5.培養自習能力 

    

 

1-1能說出作者生平事略 

1-2能講述作者之時代背景 

1-3說出作者的學養及生活態度 

1-4能說出作者的重要著作及其文章之風格特色 

2-1能說出本文論述的體裁內容 

2-2能說出作者寫本文之用意 

2-3能講述本文的作法 

3-1能說出本文主旨及敘述各分段要旨 

3-2能正確讀出生難字詞的形音義 

3-3能說出本文結語的用意及塑造意境描述 

4-1能收集資料考查疑難問題 

4-2能做好預習作業 

4-3提供問題並做設問練習 

5-1能正確誦讀課文並辨識正確語音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

具 
時間 評鑑 備註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教師方面 

    (1)研讀本單元教材 

    (2)蒐集相關資料 

    (3)擬定教學大綱 

    (4)編寫教案及製作教具 

  2.學生方面 

    預習課文、作者、題解、注釋 

【第一節】 

貳、發展活動 

一、講解作者 

1. 左傳： 

名稱 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內傳」 

春秋

三傳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體例 編年體 

編年紀事，以魯史為中心 

特色 敘事詳譫，繁簡合宜，文筆明暢 

刻劃人物形象生動（以對話側寫人物

心理） 

剖析事理，精闢獨到 

語言簡練，字句優美 

價值 保存大量史料，為研究春秋歷史的重

要依據 

融經學於史學，寓褒貶於紀事 

先秦時文學價值極高的歷史散文名著 

書中所記大小軍事活動不在少數，為

中國軍事史重要材料 

影響 詳於記事→史傳：漢．司馬遷、班固 

    →散文：唐．韓愈、柳宗元 

 

2. 左丘明： 

（１） 春秋魯人，魯國太史，因後失明而

世稱「盲左」。 

（２） 嘗述孔子之志，依孔子所記春秋及

古代史書，完成左氏春秋，故後人稱

孔子「素王」，而左丘明為「素臣」。 

（３） 採錄周穆王以來，周、魯、齊、晉、

鄭、楚、吳、越八國史事，寫成國語，

為中國國別史之祖，另有春秋外傳之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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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法 

討論法 

 

 

 

 

 

 

 

 

 

 

 

講述法 

問答法 

 

 

 

 

 

講述法 

 

 

 

 

 

 



 

 

 

 

 

 

 

 

稱 

3. 史記：西漢司馬遷所著，以紀傳體編寫而成，

首創論贊以見作者抑揚之意，為紀傳體史書

之祖，亦是中國通史之祖，同時是第一部國

正史。 

4. 十二諸侯年表序：記載春秋時代諸侯國的盛

衰大事之年表的序言。年表，按照年代次序，

羅列歷史事件的表格。 

5. 春秋： 

（１） 本為古代各國史官撰寫的編年史

通稱，猶如今天所說的歷史，當時各

國史書多以春秋為名。 

（２） 現今春秋，實為魯之春秋，而自孔

子成春秋後，始成為六經之一的專名。 

（３） 編年史之祖，然而春秋列入經部，

故四庫全書以竹書紀年為史部編年體

之首。 

（４） 義旨：正名分，寓褒貶，別善惡。 

（５） 特色：史文質約，紀事簡略。 

（６） 傳： 

a.左傳，記載之傳，以史事為主，屬

古文經（以戰國時文字寫）。 

b.公羊傳和穀梁傳為訓詁之傳，以解

釋經義為主，屬今文經（以漢隸寫）。 

 

6. 班固：東漢人，字孟堅，繼承其父班彪之業

撰寫漢書，後因竇憲失勢，受牽連被捕而死

在獄中。 

7.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

史，沿用史記體例而略有變更。 

 

二、講解題解 

1. 秦晉圍鄭歷史背景： 

（１） 晉驪姬亂政，眾公子流亡：晉獻公

攻打驪戎，得驪姬姊妹而寵幸之。驪

姬為鞏固其位，陷害世子申生，後申

生自殺身亡，重耳、夷吾逃亡國外。

獻公死後，驪姬、奚齊被大夫里克所

殺，晉國大亂，秦穆公輔助夷吾回國

登基，是為晉惠公。而惠公先是背贈

地之信，又忘秦賑災之恩，穆公遂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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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晉國，生擒惠公，後以世子圉為人

質始被釋回，惠公為鞏固君位，派人

刺殺逃亡在狄的重耳。 

（２） 晉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因惠公追

殺，流亡各國→先至衛國，然衛文公

不禮遇他，途經五鹿，向人乞討，只

得黃土一抔，趙衰稱此為天賜之土，

重耳只好接受→轉至齊國，齊桓公以

宗女許配重耳，後桓公過世，齊國內

亂，在宗女妻的協助下，將重耳灌醉

逃出齊國→過曹國，曹共公聽說重耳

肋骨緊密相連，趁其洗澡時偷窺之，

因大夫僖負羈逃離曹國→經宋，雖宋

襄公因泓水之戰剛被楚打敗，仍以國

君之禮相待，並贈車馬二十乘→經

鄭，鄭文公不禮遇他，遂種下後來秦

晉圍鄭之禍→至楚，楚成王以諸侯之

禮待之，並於宴飲間質問重耳將來如

何報此恩，重耳承諾若將來兵戎相

見，必先退避三舍，楚國若相逼，晉

也會周旋到底。 

（３） 秦穆公助重耳登基：晉惠公過世，

原在秦當人質的圉潛逃回晉即位（是

為）晉懷公，秦穆公憤其背信忘義，

遂迎回當時流亡於楚的重耳，將懷嬴

（圉之妻）及宗女五人許配給重耳，

必計畫助其回國登基，爾後重耳順利

回國，殺晉懷公登基，為晉文公。 

（４） 誠濮之戰，晉文公稱霸：晉文攻即

位兩年，楚攻打宋，並迫曹衛二國簽

訂盟約。晉先攻曹，生擒曹共公，後

又討伐衛國，促使衛人驅逐衛君。 

2. 秦晉圍鄭後續發展： 

（１） 秦國襲鄭： 

（２） 秦晉肴之戰： 

（３） 秦伐晉： 

3. 燭之武：鄭國大夫，先世受封於燭城，以地

為氏，名武。古人姓名之間多用語助詞「之」

來聯繫。 

4. 城濮之戰：春秋時，晉楚為爭霸權，在誠濮

發生的一次重要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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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齊桓公死後，齊國不能維持

霸業，而南方楚國越發強盛。西元前

638年，楚敗宋軍，其後，中原魯、

宋、鄭、陳、蔡、許、曹、衛等國皆

與楚結盟，受其控制。 

（２） 原因：晉在文公治理下，國力強

盛，有意爭霸中原。宋畏晉而叛楚親

晉，楚成王遂於魯僖公 27 率軍圍宋，

次年，晉派軍攻曹衛以援宋。楚成王

命楚軍主將子玉退兵，子玉不聽，釋

宋圍而率軍北上。晉為報流亡時楚接

待之恩，退避三舍，撤軍至誠濮。楚

軍追至，兩軍對峙，最終擊敗楚軍。 

（３） 結果：中原各國離楚歸晉，晉文公

繼齊桓公成為霸主。 

5. 秦晉矛盾： 

（１） 晉在獻公時代，國勢強盛，秦穆公

無法用武力與之抗衡，故與之聯姻，

娶了晉獻公的女兒。 

（２） 秦穆公助晉惠公返晉為君，晉惠公

後背信忘義。 

（３） 晉惠公恩將仇報，惠公四年，晉發

生飢荒，向秦購買糧食，五年，秦發

生飢荒，向晉購買糧食，惠公不賣反

派兵攻秦。秦晉在韓地交戰，惠公失

敗被俘，穆公夫人伯姬挽救放歸。 

（４） 晉惠公死，懷公即位，秦穆公憂晉

坐大，助重耳殺懷公，即位為文公。

文公時常藉聯盟的口號，與秦兵共討

中原國家，此次合圍鄭，秦本想藉此

為爭霸中原的橋樑，然出錢出兵的結

果，只是助長晉，卻無益於秦。 

三、講解課文第一段 

1. 秦伯：秦穆公，姓羸，名任妤，春秋五霸之

一 

2. 「以」其無禮於晉：因為 

3. 以其無禮「於」晉：對於 

4. 「貳」於楚：轉品（數詞→動詞） 

5. 晉「軍」函陵、秦「軍」犯南：轉品（Ｎ→

Ｖ） 

6. 段析：交代史事背景，為左傳敘事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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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段旨：說明秦晉圍鄭的原因及二軍駐紮之地 

四、講解課文第二段 

1.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派遣 

2. 「師」必退：軍隊，指秦師 

3. 臣之壯也……無能為也已：婉曲修辭，有兩

層意思，一為示委屈，二則試探受信任及被

授權程度。（為：作為、已＝矣） 

4. 寡人：寡德之人，古代王侯自謙詞 

5. 「然」鄭亡：轉折用法 

6. 「許」之：答應 

7. 段析：鋪陳鄭國內部的因應作為，佚之狐、

鄭文公和燭之武各有其應對，鮮明性格躍然

紙上 

8. 段旨：佚之狐推薦燭之武，燭之武臨危受命，

答應前往遊說秦君 

五、講解課文第三段 

1.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頂真 

2. 義辨－執事： 

對對方的敬稱，表示

不敢直指其人，故呼

喚供其役使之人。 

敢以煩執事。 

指官員、有職守的

人。 

嗚呼！邦伯、師長、

百執事之人，尚皆隱

哉。 

從事工作，主管其

事。 

居處恭，執事敬。 

儀仗。 傳齊轎夫，也不用全

副執事 

 

3. 焉用亡鄭以陪鄰？：激問 

4. 鄰之厚，君之薄也：映襯 

5.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通「捨」 

6.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路途 

7. 「許」君焦瑕：答應 

8. 朝濟而夕設版焉：誇飾 

9. 何厭之有？：倒裝（有何厭） 

10. 既東「封」鄭：轉品（Ｎ→Ｖ） 

11. 闕秦以利晉：映襯 

12. 字辨： 

闕 ㄑㄩㄝ 拾遺補闕 

ㄑㄩㄝˋ 宮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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闋 ㄑㄩㄝˋ 一闋詞 

 

13. 義辨－惟： 

希望 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是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只 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助詞 惟仁惟孝，義勇奉公。 

 

14. 段析：燭之武遊說秦君，重點有三，其一從

現實地理位置分說，其二從歷史教訓挑撥秦

晉信任關係，其三從晉之野心預測秦的損害。 

15. 段旨：記燭之武夜裡出城，以利害遊說秦伯。 

六、講解課文第四段 

1. 秦伯「說」：通「悅」，悅服。 

2. 「與」鄭人盟：和 

3. 字辨 

戊 ㄨˋ 戊戌變法 

戌 ㄒㄩ 戌時（午後七到九時） 

戍 ㄕㄨˋ 戍守 

戎 ㄖㄨㄥˊ 兵戎 

 

4. 段析：秦伯雖願退兵，卻派人為鄭協防，為

後來秦晉之戰埋下伏筆。 

5. 段旨：記秦伯心服，決定為鄭國協防，然後

撤軍。 

七、講解課文第五段 

1. 子犯請擊「之」：指秦軍。 

2. 義辨－微： 

沒有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暗中、秘密 引入，微指左公處。 

衰微、沒落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

微。 

細小、輕微 細草微風岸。 

 

 

3.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武：排比 

4. 段析：晉文公分析，一則不做忘恩之人，二

則不願失去盟友，三則體認團結的重要，足

見其情理兼顧，既不截擊秦君，也不獨力攻

鄭，展現出霸王雍容開闊的氣度。 

5. 段旨：敘述晉侯理性評估局勢後也撤軍。 



八、課文結構表 

背景 事件：秦晉圍鄭 

原因：鄭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駐軍：晉軍函陵，秦軍犯南 

鄭國

因應 

佚之狐獻計：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燭之武怨辭：臣之壯也…無能為也已 

鄭文公謝罪：吾不能早用子…子亦有不利 

燭之武應允 

遊說

秦君 

鄭知亡矣：鄭既知亡矣（示弱） 

亡鄭無益：越國以鄙遠…鄰之厚，君之薄

也（說以利害） 

舍鄭無害：舍鄭以為東道主…君亦無所害

（說以利害） 

晉君背信：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挑

撥離間） 

晉國野心：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挑

撥離間） 

結果 秦：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 

晉：亦去之 

鄭：危機解除 

 

 

九、春秋三傳： 

書

名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1. 東漢鄭玄

六藝論

謂：「左氏

善於禮，

公羊善於

讖，穀梁

善於經。」 

2. 晉范寧穀

梁傳集解

序謂：「左

氏豔而

富，其失

也巫；穀

梁清而

婉，其失

也短；公

羊辯而

裁，其失

也俗。」 

作

者 

相傳為

春秋魯

國左丘

明 

1. 周末

齊人

公羊

高所

傳

述，

漢景

帝

時，

公羊

壽與

胡母

子都

寫成

定

本。 

2. 戰國

1. 相傳

為戰

國時

魯人

穀梁

赤所

撰。 

2. 成書

時間

應在

公羊

傳之

後，

確切

時間

難以

斷



至漢

初，

儒家

某家

經師

口耳

相傳

的解

經之

作，

至漢

景帝

時，

由公

羊家

族寫

足。 

定。 3. 宋胡安國

春秋傳

謂：「事莫

備於左

傳，例莫

明於公

羊，義莫

精於穀

梁。」 

內

容 

1. 編

年

紀

事

，以

魯

史

為

中

心

，旁

及

同

時

代

諸

國

之

事

。 

2. 敘

事

為

主

，取

材

賅

博

，記

事

1. 內容

以解

釋春

秋為

主，

多釋

義

例，

少記

事 

2. 解經

往往

字釋

句

解，

自作

問

答，

反覆

申

述，

解經

重點

凡

四：

一為

闡發

春秋

微言

大

1. 內容

以解

釋春

秋為

主，

多釋

義

例，

而略

敘事 

2. 問答

方

式，

就經

文逐

字析

論，

內容

雖不

如公

羊傳

豐

富，

然其

傳義

之

精，

有時

為公

羊傳



周

詳

。 

3. 所

記

史

事

，起

自

魯

隱

公

元

年

，止

於

魯

哀

公

二

十

七

年

。 

4. 古

文

經 

5. 解

經

方

式

有

三

： 

（１） 依

經

立

傳

，

以

事

解

經 

（２） 闡

述

春

秋

義，

二為

略述

春秋

中史

實，

三歸

納春

秋的

筆

法，

四為

字詞

作解

釋 

3. 起於

魯隱

公元

年，

止於

魯哀

公十

四年 

4. 今文

經 

所不

及 

3. 今文

經，

起訖

年代

與公

羊傳

相同 

4. 解經

重點

如

下：

一為

闡發

春秋

微言

大

義，

二略

述春

秋史

實，

三歸

納春

秋書

法 



書

法

（

史

料

處

理

、

史

事

評

論

、

人

物

褒

貶

原

則

和

體

例

） 

（３）  

價

值 

1. 歷

史

價

值

：記

春

秋

兩

百

餘

年

史

事

，為

研

究

春

秋

史

的

重

要

資

書中蘊

含豐富

的政治

思想

（如：仁

政思

想、反侵

略思

想、夷夏

關係等）

資料，是

研究儒

家政治

思想的

重要資

源 

1. 三傳

中最

善於

解說

春秋

經義

者 

2. 書中

政治

思

想，

如君

臣

觀、

治國

觀

等，

為研

究古

代政

治思

想不

可或



料 

2. 文

學

價

值

：文

字

嚴

謹

優

美

，為

先

秦

史

傳

散

文

佳

構

，對

後

世

史

學

及

文

學

影

響

深

遠

。 

缺的

資料 

注

疏 

1. 十

三

經

注

疏

晉

杜

預

集

解

、唐

孔

穎

達

1. 十三

經注

疏東

漢何

休

注、

唐徐

彥疏 

2. 清陳

立春

秋公

羊義

疏 

1. 十三

經注

疏晉

范寧

集

解、

唐楊

士勛

疏 

2. 清鍾

文烝

穀梁

補注 



正

義 

2. 近

人

楊

伯

峻

春

秋

左

傳

注 

備

註 

1. 唐

後

言

五

經

，春

秋

屬

左

傳 

2. 司

馬

遷

、班

固

皆

說

左

傳

和

國

語

為

左

丘

明

所

撰 

3. 左

傳

解

經

，故

又

稱

1. 公羊

高為

齊

人，

故稱

公羊

傳為

齊學 

2. 有

「據

亂

世」

、「升

平

世」

、「太

平

世」

三世

之說 

3. 漢董

仲舒

治公

羊

傳，

成春

秋繁

露一

書

（公

羊外

傳）

，漢

武帝

從其

1. 穀梁

赤為

魯

人，

故稱

穀梁

傳為

魯學 

2. 缺乏

大學

者、

大官

僚之

宣

揚，

其風

光僅

在漢

宣帝

一朝 



春

秋

內

傳

，國

語

不

解

經

，故

稱

春

秋

外

傳 

說，

罷黜

百

家，

獨尊

儒

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