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科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鴻門宴 班級 高二 人數 45人 

教材來源 普通高中國文第五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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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國文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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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中心而編輯的史書體裁。 

二、講解題解 

1. 項羽本紀：綜括項羽一生，其內容可分三部

分，鉅鹿之一、鴻門宴和垓下之圍。 

2. 本紀：為記載天子國君之言與事所專用。在一

般史家眼中，項羽並未稱帝，然司馬遷在項羽

本紀贊說：「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

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

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

嘗有也。」從這體例上的破例，反映司馬遷不

以成敗論英雄的史觀。 

三、課文第一段 

1. 項羽大怒：其因有二，其一為函谷關有兵守

關，項羽軍隊不得入。其二為沛公已破咸陽城。 

2. 「軍」霸上→轉品（n→v） 

3. 欲「王」關中：動詞，稱王。 

4. 「為」相：擔任。 

5. 項羽大怒：首段中，項羽兩次大怒，已寫出他

情緒化的人格特質。 

6. 「為」擊破沛公軍：替。 

7. 沛公居山東時…婦女無所幸→映襯。 

8.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帝王親臨。 

9. 今入關，財物無所取：與曹無傷所言有出入，

不盡相同，可見范增未被曹無傷矇騙，可項羽

卻輕易上當。 

10. 其志不在小：因美姬、財貨已無法滿足沛公

慾望。 

11. 「吾」令人望氣：吾是與項羽為平輩的口吻，

不像張良與劉邦言談時皆自稱臣。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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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法 

討論法 

 

 

 

 

 

 

 

 

 

 

 

講述法 

問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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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勿失：不要失去機會。 

13. 段旨：鴻門宴形成背景（劉邦破咸陽，據關

中，引起項王陣營不滿。） 

四、課文第二段 

1. 素善：一向友好。 

2. 善→轉品（a→v） 

3. 是時：當時。 

4. 夜馳「之」：往。 

5. 私：私自、暗中。 

6. 俱去：一起離開。 

7. 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頂真。 

8.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忠義的表現。 

9. 不可不「語」：告訴。 

10. 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頂真。 

11. 為之奈何：顯示沛公的慌亂與無能。 

12.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替。 

13.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謀劃。 

14.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呢。 

15. 距關…故聽之：呼應首段「至函谷關，有兵

守關，不得入。」 

16. 秦地可盡王也：可佔有整個關中而稱王。 

17. 王：稱王。 

18. 料：估量。 

19. 固不如也：能衡量時勢，有自知之明。 

20. 固：本來。 

21. 且：將。 

22. 為之奈何？：一段中出現兩次，更凸顯沛公

的懦弱無能，毫無主張。 

23. 「請」往謂項伯：求對方允許做某事，表敬

副詞。 

24. 請往「謂」項伯：告訴。 

25. 君安與項伯有故？：劉邦此問，可見其政治

敏感度。探詢張良與項伯關係，為拉攏項伯而

預做打算。 

26. 秦時與臣「游」：同「遊」，交往。 

27. 臣「活之」：使動用法，使之生存下去。 

28. 「故」幸來告良：所以。 

29. 孰與君少長→倒裝（與君孰少長） 

30. 吾得兄事之：可見沛公身段柔軟。 

31. 要－補充： 

ㄧㄠˋ 重 然四者之中，恥尤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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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總

之 

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

以不能免。 

ㄧㄠ 求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邀

請 

張良出，要項伯。 

 

32. 兄→轉品（n→adv） 

33. 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頂真。 

34.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誇飾。 

35. 吾入關…而待將軍： 

（１） 劉邦入關後，原欲入宮殿安頓，但

「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務府

庫，還軍霸上。」（史記高祖本紀） 

（２） 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

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

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史記留侯世家） 

36. 「籍」吏民：轉品（n→v） 

37. 所以遣將守關「者」：的原因。 

38. 備：防備。 

39. 出入： 

（１） 偏義複詞，出字無義，只有入的意

思，此指入侵。 

（２） 既指出也指入，即防止對方入侵，

也防止己方有人逃跑。 

40. 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激問。 

41. 日夜望將軍至…不敢倍德也：從言辭中可表

現出劉邦的低姿態，無怪乎蘇軾留侯論說：「觀

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

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 

42. 蚤自：親自。 

43. 謝項王：為「遣將守關」與「先破咸陽」向

項羽道歉。 

44. 「因」言曰：接著。 

45. 沛公不先入關中…不如因善遇之：先分析事

實，再用道德勸說，由項伯說法可知項伯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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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服劉邦說法。 

46. 項王許諾：顯示項營的輕敵 

（１） 對項伯洩漏項羽欲攻擊劉邦之事，

項羽表現無所謂之態。 

（２） 項羽也接受劉邦之所以遣將守關的

說詞，顯現他未把劉邦放在眼裡。 

47. 段旨：寫劉邦巧言謝罪，藉項伯力量遊說項

王，化解項王對劉邦殺機。 

五、課文第三段 

1. 從：使動用法，使（百餘騎）跟隨。 

2. 謝－補充 

辭謝、

婉拒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辭別、

告別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凋零、

消逝 

凋謝。 

道歉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表感

激、酬

答 

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以辭相

「問」

或「告」 

使君謝羅敷。 

更換、

替代 

新陳代謝。 

 

3. 不自意：自己沒有料想到。 

4.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項羽性情直率，坦

言不諱。 

5. 即日：當日。 

6. 因：於是、就。 

7. 數「目」項王→轉品（n→v） 

8.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以范

增的動作而言，范增、項羽事前應有既定計

畫。玦，與決諧音，暗示項羽下決心。 

9. 項王默然不應：項羽優柔寡斷，當決不決。 

10. 范增起，出召項莊：一計不成，另生一計。 

11. 為人不忍→韓信評項羽是婦人之仁：「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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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12. 若入前為壽，壽畢→頂真。 

13. 壽畢…若屬皆且為所虜：范增的詞語簡短有

力而篤定，顯示情況的緊急與必殺沛公的決

心。 

14. 莊「則」入為壽：就。 

15. 項伯亦拔劍起舞…莊不得擊：劉邦事前的拉

攏生效。 

16.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現今用法，比喻說話

或行動，表面雖有正當好聽的名目，實際上卻

別有用心。 

17. 范增「數目項羽」、「召項莊舞劍」等行為，

都逾越了軍師尺度，是不得當的行為，透露出

項營的矛盾。 

18. 此「迫」矣：緊迫、危急。 

19. 樊噲側其盾以撞…目眥盡裂：用詞短促，簡

潔明快，凸顯情況緊急。本文人物的摹寫，以

樊噲最為突出，動作刻劃極其細膩，足以引起

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氛圍。 

20. 頭法上指，目眥盡裂→誇飾。 

21. 按劍：抓住劍把。 

22. 壯士：因樊噲無畏項羽威儀，勇猛闖帳護主，

項羽賞識他的勇氣，稱之為壯士。 

23. 壯士！賜之卮酒：項羽表現英雄相惜之器度。 

24. 卮酒安足辭？→激問。 

25. 辭：推辭。 

26.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借喻。 

27.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誇飾、錯綜。 

28. 殺人如不能舉…天下皆叛之：意近於「桀、

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孟子離婁上） 

29. 項羽的命令為「卮酒」、「彘肩」，下屬卻

給予「斗卮酒」、「生彘肩」，可見下屬有意

刁難樊噲，卻無意使其壯士無畏形象更凸顯。 

30. 如－補充 

似 殺人如不能舉。 

往 沛公起如廁。 

假如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及、比得上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31. 毫毛不敢有所近→誇飾。 

 

 

 

 

 

 

 

 

 

 

 

 

 

 

 

 

 25分 

 

 

 

 

 

 

 

 

  

 

 

 

 

 

 

 

 

 

 

 

 

 

 

 



32. 竊：謙詞，私下。 

33. 未有以「應」：回應。 

34. 從良坐：坐張良旁。 

35. 樊噲擁盾入軍門是表現忠忱護主的勇者形

象，而對項羽的一番言辭，有說明、有責備、

有表功，不卑不亢，則兼具智者形象。本段並

側寫出劉邦、張良等人事先籌畫之周密，與團

隊臨事之果決。 

36. 段旨：鴻門宴會中的真實場面。藉座次安排、

項莊舞劍、項伯護敵、樊噲護主，依序生動逼

真地描述一場危機四伏的宴會。 

六、課文第四段 

1. 須臾：短時間。 

2. 因：乘機。 

3. 因-補充。 

就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 

乘機 不如因善遇之。 

順應 昔因機變化，遭遇名主。 

憑藉 未若柳絮因風起。 

因為、由於 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 

 

4. 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可知項王此時已感蹊

蹺。 

5. 未辭也：告辭。 

6.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對偶。 

7.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明辨輕重緩急。 

8. 不辭：不講究。 

9.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隱喻。 

10. 何辭為？→激問。 

11. 遂「去」：離開。 

12. 乃：就。 

13. 謝：道歉。 

14. 我持白璧一雙…欲與亞父： 

（１） 白璧：易引起表白聯想。 

（２） 玉斗：斗能容物，易引起請多包容

之聯想。 

15. 「會」其怒：適逢。 

16. 相「去」：距離。 

17.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沛公置車騎為障

眼法，目的是為了製造仍在鴻門帳中的假象。 

18. 「道」芷陽閒行：經過。（轉品，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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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度」我至軍中：ㄉㄨㄛˋ，估計。 

20.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１） 劉邦自行離去，令張良留謝。 

（２）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 

（３）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４） 以上三點將劉邦膽怯怕事和不敢承

擔面對的性格具體呈現。 

21. 沛公不勝桮杓→婉曲。 

22. 桮杓→借代（酒）。 

23. 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 

24. 大將軍：指范增。 

25. 項王則受璧…拔劍撞而破之→映襯。 

26. 項王則受璧…拔劍撞而破之：由項羽、范增

不同的態度可知項羽已接受劉邦的說辭，原諒

了劉邦。范增則是憤慨憾恨不已。 

27. 不足：不值得。 

28. 吾屬：我們。 

29. 立：馬上、立刻。 

30. 立誅殺「曹無傷」：貫串首尾的人物。 

31. 鴻門宴拉開楚漢相爭序幕，在這場宴會鬥爭

中，各個人物性格都躍然紙上，令人留下深刻

印象： 

（１） 劉邦工於計謀，長於權變，精於審

度時勢。 

（２） 項羽剛愎自用，胸無城府，自大好

名而寡斷。 

（３） 范增老謀深算，急躁易怒。 

（４） 張良足智多謀，沉著冷靜。 

（５） 項莊聽命行事，未能隨變立功。 

（６） 樊噲勇猛豪邁，機智識時。 

32. 項羽三誤：宴前欲擊而不擊，宴中可殺而不

殺，宴後宜追而不追。坐失良機，從此後他的

形勢變江河直下，終致兵困垓下、全軍覆沒、

烏江自刎的結局，留下「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愧對江東父老的感嘆！ 

33. 面對張良代獻之理，項羽、范增二人態度不

同。前者陶醉於虛假勝利中，後者認為這是走

向失敗的起點。一個幼稚輕信又自視不凡，一

個獨具見識而器度褊狹，從而表現出項營內部

衝突。 

34. 敘述劉邦伺機回營，項羽縱虎歸山，種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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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覆亡的後果。范增暗責項羽，劉邦立即誅殺

內奸。 

七、課文結構表 

緣起 項羽

之怒 

至函谷關，有兵守

關，不得入 

項羽欲擊破沛

公軍 

聞沛公已破咸陽 

曹無傷中傷：「沛公

欲王關中，使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

之。」 

范增

說項

羽 

沛公志不在小 

沛公有天子氣 

轉機 項伯

夜訪 

原因：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

公 

發展 沛公自忖不足抵擋項羽兵力 

沛公奉卮酒為壽，與項伯約為婚姻，

巧言自己不敢倍德 

項伯為沛公緩頰，對項羽說「今人有

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至鴻門來向項王

謝罪→項王態度軟化，留宴沛公 

鴻門

宴 

座位

安排 

項王、項伯東嚮坐，范增南嚮坐，沛

公北嚮坐，張良西嚮坐 

危機

一 

范增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

然不應 

 

危機

二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項伯舞劍，身

蔽沛公 

插曲 樊噲闖帳 瞋目視項王，頭

髮上指，目眥盡

裂 

項羽賜酒肉，飲

之啗之，概不推

辭 

為劉邦慷慨陳

辭 

結果 沛公如廁，逃回壩上 

項羽接受玉璧，范增擊破玉斗 

沛公回營立誅曹無傷 

 



八、項羽和劉邦比較表 

 項羽 劉邦 

年紀 年少氣盛要鬥力 世故老人只鬥志 

見識 毫無遠見，看不出

劉邦野心 

掌握項羽弱點 

權謀 恃勇無謀、婦人之

仁 

忍辱負重、善於應變 

納諫 剛愎自用、不聽諫

言 

察納雅言、從善如流 

用人 用人唯親、謀臣不

能施其計 

知人善任、謀臣能逞

才定計 

對待

奸細 

養奸貽患，自絕敵

營中的內應 

有奸必肅，能讓敵營

中人肯為自己效勞 

 

九、鴻門宴 

（１） 時間：秦二世四年 

（２） 背景：秦末天下大亂＋懷王約定（先入

咸陽者，尊之為王）＋項羽大破秦軍，劉

邦卻先入關＋項羽邀約劉邦，會面鴻門。 

（３） 筆法：以曹無傷密告啟筆，至曹無傷被

殺收筆，曹無傷為全篇暗線。 

（４） 人物：採對比法刻劃，透過人物、言語、

行動來凸顯其性格，也預示了楚漢相爭的

發展趨勢。 

（５） 楚漢雙方陣營： 

 楚 漢 

主帥 項羽 劉邦 

謀臣 范增 張良 

勇將 項莊（項羽堂

弟） 

樊噲（呂雉妹夫） 

奸細 項伯（項羽堂

叔） 

曹無傷（劉邦左司

馬） 

 

十、重要史類書籍體例 

體例 區別 史書 作者及其年代 

紀傳體 人物傳

記中心 

史記 西漢司馬遷 

漢書 東漢班固 

台灣通史 民國連橫 

編年體 時間中

心 

春秋 春秋孔子 

左傳 春秋左丘明 



資治通鑑 北宋司馬光（主

撰） 

 

紀事本

末體 

歷史事

件中心 

通鑑紀事

本末 

南宋袁樞 

國別史 以國別

區分 

國語 春秋左丘明 

戰國策 西漢劉向編 

雜史 遺文舊

事 

貞觀政要 唐吳兢 

涑水紀聞 北宋司馬光 

地理 郡縣、河

渠、邊

防、山川

等 

水經 西漢桑欽 

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 

政書 以典章

制度為

主 

通典 唐杜佑 

通志 南宋鄭樵 

文獻通考 元馬端臨 

史評 評論史

事為主 

史通 唐劉知幾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目錄 讀書方

法指導 

別錄 西漢劉向 

七略 西漢劉歆 

 

十一、 史記與漢書比較 

 史記 漢書 

作者 司馬遷 歷經班彪、班固、班

昭和馬續 

體例 紀傳體、通史 紀傳體、斷代史 

時間 黃帝－漢武帝太初

年間 

漢高祖－王莽篡漢 

內容 本紀 12 篇，表 10

篇，書 8 篇，世家

30 篇，列傳 70 篇，

共 130 篇。 

紀 12 篇，表 8 篇，志

10 篇，列傳 70 篇，

共 100 篇。體例多採

史紀，將「世家」併

入「列傳」，改「書」

為「志」。 

取材 雅俗並收，所以有舊

俗風搖，有異事異

聞。史記之文有獨創

性。 

重典雅之文，所以書

中多載各種經術文章

及辭賦，多取諸現成

文獻，傾向於文獻保

存。 

特色 文字雄深雅健，善敘 文字精煉，敘事詳



事理，行文多用散

體。 

密，工辭賦，習藻飾，

韻偶多而散行少。 

價值 1. 通史之祖 

2. 紀傳體之祖 

3. 金聖歎列為六才

子書之一 

1. 斷代史之祖 

2. 漢以後各朝代正

史，皆以此為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