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授课学时 2课时 

授课章节 《大学》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常见的文言词语和句式，了解课文文本句意； 

2.了解《大学》中体现的儒家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
响。 
◆能力目标： 
1.理解“三纲”“八目”的具体内涵； 
2.理解“三纲”“八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能学以致用，

加强自我修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悟《大学》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借助《大学》，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提升自

我修养，进而热爱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理解“三纲”“八目”的基本思想和含义； 

2.理解“三纲”“八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教学难点： 
1.探讨《大学》中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2.在理解“八目”对中国文化积极影响的同时，理解其对现代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教学方法与 

策略 

◆教法：讲授法，任务驱动法 
◆学法：讨论法、问题探究法 

◆教学策略：生活场景引入、问题意识唤起、课文背景分析、
文本讲解和研读、文本影响分析、问题讨论、课本知识延展及
课后思考等策略。 

思政元素设计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应大力传承和弘扬。

《大学》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是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思想的重要文章，历来备受推崇。大学篇首明确其书旨在于

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文中的“修身”之

说更是对现代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修身是一个人成才的基本逻

辑。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只有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把品德作

为立身做人、努力学习的基础，才能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的新时代青年。  

 

 



 

教学过程 

 

◆任务引入（5 分钟）  

以多所大学校训中的《大学》格言，引入《大学》篇目。
同时阐明本章学习的目的、要求以及重点和难点。 
◆《大学》的来源（10 分钟）  
1.《大学》的成书 

《大学》出自《礼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
二篇。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朱熹将《大
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
《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
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
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  
2. 《大学》的作者 

张岱年说：“《大学》强调‘齐家’、‘治国’、‘平天
下’，其所谓家指大夫之家，不是一般家庭之家。这里反映的
是诸侯纷争、大夫专权的局面，这是战国时期的情况，不是秦
汉时期的情况。所以，从这点看，《大学》应是战国时期儒家
的著作。” 
◆“大学”的定义（5 分钟）  

“大学”一词包含三种意思： 
1.指成人所受的教育，与“小学”相对而得名。古代把童

子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称为“小学”，而把成人所受的高等教育
称为“大学”。 

2.大人之学。“大人”与“小人”相对而言，“大人”指
贵族，“小人”指一般平民。大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小人则

没有。 
3.大觉。“大觉”是佛教用语，有自觉和觉他两层意思。 
上述三种意思，第一种最接近《大学》的原旨，所以朱熹

加以采用。 
◆文本研读（50分钟）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彰明，动词 明：美好的，形容词  止：达到 

译文：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美好的品德，在于亲抚民众，在于

使自己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知：知道 止：应达到至善的境界       定：志向坚定 

静：心不妄动 安：性情安和          虑：思虑精

详       

得：处事合宜 

译文：知道应达到至善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

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使内心安定；内心安定才能够思虑

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处事合宜。 

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近：接近 

译文：每个东西都有根本有始末，每件事都有开始有结束。明

白了先后次序、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大

学的宗旨）了。 

 



教学过程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治：治理 齐：使...整齐有序 

修：修养 其身：自身的品性 

译文：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

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理好自己的家

庭；要想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 

原文：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 

正：使...端正 诚：使...真诚       致：获得 

译文：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

自己的心思，要先让自己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先要获取知识。 

原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 

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 

致知：对外物之理充分认识 

译文：获得知识的办法，在与探究事物的真理。充分认识了的

外物之后就能对外物之充分认识，充分认识到外物之后意念才

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

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

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原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庶人：平民百姓 壹是：一律；一概 

修身：修养品性 本：根本 

译文：上自国家君王，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

根本。 

◆《大学》的影响（5 分钟）  

《大学》重在阐述教育纲领，其着眼点为教育与国家政治、

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以道德认识

（格物、致知）为起点，以克服偏私情感，树立道德信念（诚

意、正心）为根本要求，以“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 

核心论点是：治人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慎独为先。（慎独：

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

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

事。） 

《大学》以相当成熟的理论思维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

儒家人生教育的总体框架，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士人人生

发展的宏观图式。 



教学过程 

◆问题探讨（10分钟） 

问题 1.“修齐治平”四者的关系如何？要达到修身，需经
过哪些步骤？ 

问题 2.《大学》采用了很多递进论述的方法，如 “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请将文章中的类似论证整理出来，体会其中的逻辑关系，
弄明白它们所说的道理。 
◆课文延展（5 分钟） 

介绍古代学校的发展历程。 
  

反思与改进 

应该让学生学会理性看待本文提到的“大学之道”。  

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①积极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

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

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

想主张积极人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

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 

②消极的影响：《大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

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

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

成才，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

背离。文章间接强化了古代知识学习的“德化”倾向，不利于

科学技术类知识的传播，阻碍了中华文明向现代科学技术文明

的转化和发展。同时，“大学”中的很多理念最终目标是为当

时封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