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二语文学科导学案

《兼爱》1

研制人：王鹏洲 审核人：卞文惠

班级：________ 姓名：________ 学号：________ 授课日期：________
一、课程标准要求

本单元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通过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积累文言阅读经验，培养民族审美趣味，加强理性思考，增进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阅读应做读书笔记。尝试阅读未加标点的文言文。

二、素养导航

1.语言建构与运用：掌握文中的重要实词、虚词和特殊句式等文言基础知识。

2.思维发展与提升：能够理解文章的论证层次，理解作者的观点。

三、内容导读

1.时代背景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时奴隶制度已经开始崩溃， 封建制度正在逐步建立，礼崩

乐坏、王权衰败、生灵涂炭，社会的动荡给人民 带来极大的苦恼。墨子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入世风骨及救世精

神，积极寻找着救世的药方，他站在平民立场上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生存，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主

张。

2.墨子其人

约公元前 468---前 376 年，名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教育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科技方

面颇有成就，常被誉为“科圣”。他的军事技术高于其他诸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他和孔子两人被并称为“显学”

大师，有“非儒即墨”之称，成为天下人学习的榜样。他一生都在为扶危济困的事业而奔忙。他的思想核心是兼

爱 。

3.主要思想

政治：主张“尚贤”与“尚同”。提出了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非攻”的主张。

经济：主张“强本节用”，即重视生产，崇尚节俭，人人参与劳作并分工合作、各尽所能。主张量功分禄，以劳

定赏。

伦理：主张“兼爱”。为官的要“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为民的要相亲相爱，交互得利。

教育：主张教育目的是实现救世济民。重视教授生产、军事技能、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

军事：主张“有备无患”，反对侵略战争，主张采取防御战术。主张外交上要“遍礼四邻诸侯”，争取国际上的

支持。

4.《墨子》其书

是墨子及其弟子以及后期墨家著述的汇编。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说理。中国古代严格意

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

四、问题导思

任务一：诵读理解，疏通文意。

1.重点语句翻译

①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

②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

③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



④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

⑤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任务二：自主朗读，理清层次。

五、分层导练

达标训练：

1．写出加点字字音。

①当．察乱何自起 ②恶．施不孝

2. 解释下列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 （ ） ②焉．能治之 （ ）

③焉能攻．之 （ ） ④君之不慈．臣（ ）

⑤天下之乱物．． （ ） ⑥具此．．而已矣（ ）

⑦故盗贼亡．有 （ ） ⑧不可以不劝．爱人者（ ）

拓展提升：

给下文断句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

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

也

六、课后导悟：

1．整理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识

2. 画出《兼爱》的思维导图，感受墨子的论辩风格。

3. 拓展阅读《木心：孔子与墨子》



附： 木心：孔子与墨子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没有这样早熟。三十岁时，我关在牢里。当时我笑，笑人生三十而坐，坐班房。但我有我的而立之年，

叫做“六十而立”，比孔子迟三十年。

今天讲孔子。你们小时候练毛笔字，有谁经过“描红”的？就是毛边纸的方格习字簿，每格印有红字，小学生用毛笔蘸了墨，

一笔一笔把红字填成黑字：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贤七十

孔子，一说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七十三岁。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司寇（司空，

唐虞时有之，平水土，六卿之一，清时俗称工部尚书，类工业部长。司寇，亦六卿之一，掌刑狱，清时俗称刑部尚书，类公安部长），

后来罢了官，只好收学生讲学，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春秋》，还

订定了《礼记》与《乐经》。

孔丘的思想与李耳正好相反，乐观、积极、务实，概括起来说，孔丘的理想是恢复尧、舜、文、武的礼乐，以中庸之道架构人

伦关系。他根据周公的原则，周详地建立了一个生活模式。他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才归为鲁国人。孔丘本

人，“少也贱”，做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牛羊，充当过吹鼓手（乐师）。说这些，并非笑话他，而是说明他头脑很实际。那年代和

希腊雅典一样，一个城市等于一个国，鲁国的大夫如孟孙、季孙，都自己建筑都城。孔丘反对，暗中唆使学生子路，设计破坏这种

城。可见孔二先生很有一套阴谋诡计。

我最有意见的是，孔丘杀少正卯，是一桩冤案。他担任鲁国司寇，实际是宰相。他曾说，“子为政，焉用杀”（政治干得好，

用不着杀人），自己一上台，不到七天，处死少正卯。少正卯是个学者，也收徒讲学。思想新、口才好，把孔丘的门徒吸引不少过

去。孔丘记恨，扣他大帽子 ：一，聚众结社。二，鼓吹邪说。三，淆乱是非。

孔丘自己对少正卯的判断：“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纯粹是思想作风问题，明明是孔丘硬

加罪名，本来的少正卯，可能是：“心达、行坚、言辩、记博、顺泽。”

孔丘很像“文革”理论家，安上“险”、“辟”、“伪”、“丑”、“非”五个恶毒的字眼，概念全变了。即使如此，也不犯

死罪。可是孔丘铁腕，把少正卯灭了。

后来儒家掩盖这件丑事。朱熹就否认，说《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没这回事，造谣。但荀况揭露出来。这件事我认为

很重要，迫害知识分子，是孔丘理论的破产。我从孔丘的虚伪，从他理论的不近人情，从他的心理阴暗面，推测杀少正卯是真。我

很惋惜少正卯没有著作留下来。可能有点尼采味道的。假如我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也开讲。会不会被孔丘杀掉呢？他上台，我就逃。

我们讲文学史。按理说，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不是作家，至少不是专业作家，流亡作家。但古代的思想家，如耶稣、释迦

牟尼、苏格拉底、李耳，自己不动笔的。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是对话录，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 《论语》的文学性，极

高妙，语言准确简练，形象生动丰富，记述客观全面。

我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史、子、集），《易》、《书》、《诗》、《礼》、

《春秋》（原来是六经，《乐经》亡于秦，汉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四书中，我最喜欢《论语》，

五经中，最喜欢《诗经》，也喜欢借《易经》中的卜爻胡说八道。

夏天乘凉，母亲讲解《易经》，背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附

带说一说，《周易》的文学性也很高妙。可惜来不及专讲《周易》，像这样的一个月两堂课，得花半年才讲得完一部《易经》。

回到《论语》——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几乎是精练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我常常读与我见解截然相反的书，只为了看

取文学技巧。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

——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

刚才例举的片断，真好。上次我讲老子，主要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当然，重点还是老子的文学价值。这次讲孔子，只谈《论语》

的文学性。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

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所以虚伪，十分精致地虚伪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秋穿什么皮衣，冬穿什么麂皮，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

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骂人，赌咒，等等——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

文。“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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