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鸿门宴的论文(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鸿门宴的论文篇一

课文预习提示对《红楼梦》的基本内容作过交待。假如我们
从林黛玉进贾府的过程一路学将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
但是这样一来，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教习，并没有摆
脱满堂灌的嫌疑，也不能发挥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进
一步说，不利于发展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在无形中被常规教学所忽视了。
于是我想何不就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发展作为讲课的一
个切入点进行带点创新意识的教学呢?打定主意，便着手进行。

先设定本课的讲习目的：

“通过对课文人物描写的理解分析，提高学生获取，提高学
生获取、感受、品味语言的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学鉴
赏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增强学生对《红楼梦》的构思艺术
的理解。”

教学方法：

“启发、讨论式教学。”然后设定教学的过程，在预读《红
楼梦》的情况下，请同学谈他对《红楼梦》的初步认识。如
全书的内容，艺术价值等，都要求用简练的语言加以概话。
其目的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待学生完成后，教师提示并肯定：鲁迅先生说：“自从《红
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



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品。自从它行世以来，就不知迷恋
了多少读者。课文所选的第三回就初步展示了《红楼梦》高
超的艺术技巧，从而把学生的学习方位加以确认。

二、激疑

在设疑的基础上，请同学读课文的预习提示。读完后，引导
学生注意本段的叙述顺序，发现问题：原来，《红楼梦》以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我
中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爱
情故事原来是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

本篇课文虽然写林黛玉初进贾府的所见所闻，但也重点交待
了林黛玉和贾宝玉初次相会二人细腻而微妙的感情关系。

可以说，整个《红梦楼》中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发展能否
一帆风顺，从这一回里就看出来了。如果教师能引导学生感
受到这一点，那么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情感描写来感受《红
楼梦》高超的艺术这一教学任务就完成了。

三、析疑

问题摆出来了，就要引导学生去分析、解决。我设计了以下
几个阶梯性问题：

提问一：林黛玉与贾宝玉未见面以前，她了解到的贾宝玉是
什么形象?

提示：王夫人的介绍，贾敏的介绍都不是什么好印象：她们
都是从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来判定贾宝玉的。
在王夫人和林黛玉母亲的眼里，贾宝玉的一切行为都与封建
正统思想格格不相容的，他是封建阶级的一个叛逆，更是一
个受到贬斥的人物。但由于他受到贾母的宠爱，在贾府居于
无人敢管的地位，所以成了一个特殊人物。(学生从课文中找



材料并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对他的表哥并不持什么先入为主的看
法，当她舅母数落贾玉玉时，她只是“一一的都答应着”。
这里一方面看出林黛玉的小心，另一方面也看出林黛玉也是
一个好新之人。这就她看好她的表哥打下了情感的基础。

还有，在林黛玉的心里，贾宝玉无疑是聪明，灵动，有着不
拘小节的作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能体会女孩心中的一
份隐秘的情感(与女孩关系不错)，估计能与她心有屡犀一点
通。这样，贾宝玉的一切所作为就都为她所理解了。无论王
夫人怎么说贾宝玉的坏话，林黛玉并不发表她的任何看法，
都能以一颗平常的心来包容他。这里既说明林黛玉处事之精，
更说明林黛玉对贾宝玉有一定的好感。也正是这份感情，使
林黛玉和贾宝玉有了心心相应的可能。

提问二：林黛玉与贾宝玉见面以后，她对贾宝玉的印象是什
么?

提示：这时的林黛玉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那就是，先疑而
后惊。

当听说“宝玉来了!”时，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
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
(点拨：还没见着，怎么又想见了呢?矛盾的心理)。心中想着，
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黛玉一见，
便吃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地一般，
何等眼熟到如此!”(点拨：真是见过吗?没有见过而说见过，
可见林黛玉对贾宝玉有着很深的好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
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
来，再看已换了冠带(点拨：何以如此快速，他想给黛玉留下
良好的印象!)。

教师小结：当贾宝玉出现在林黛玉面前之时，林黛玉得到一



个意外惊喜：他就是林黛玉心目中的偶像。这个偶像既是形
象上的又是气质上的。虽然说他他并没有见面，但是在他们
的心里，他们已经俨然是彼此相知的一对了。

“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几
个字，正是十分准确地写出了林黛玉心中对贾宝玉的默默情
怀。

提问三：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以后，他对林黛玉的印象如何?

提示：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
妹妹!”宝玉早己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
忙来作揖(心有灵犀吗?)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宝
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
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
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
重逢，亦未为不可。”

教师小结：这一串描写都是十分见精神的。一者贾宝玉心中
有着偶像的影子。不然他就不公大胆猜她是谁。二者，贾宝
玉也有相当的判断力。从情态上和气质上，他感到林黛玉无
疑就是他心中的另一半。所以，文章借贾母的问话道出了贾
宝玉心中秘密。从贾宝玉换衣服一事来看，这既是他展现自
己的表现，也是他尊重林黛玉的表现。上文说，林黛玉见了
贾宝玉，觉得“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
到如此!”写出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好感，而这里又用贾宝玉的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写出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一片真
诚。真可谓两情相悦。也正是这处真诚，写出了作者的高超
技巧。

提问4：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以后，贾宝玉是怎样表达他对林
黛玉的好感的?

提示：(学生朗读此段，并注意细节描写，重点)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
可曾读书?”……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
别论了。

教师小结：这是文中最为精彩的一段文字。贾宝玉为了向林
黛玉表示友好，他极尽表演之能事。但是我们也能从二人的
对话中体会到，贾宝玉对林黛玉喜之深，爱之切。而这一段
又主要是贾宝玉通过表达自己的见解来获得林黛玉的好感。
林黛玉对此也表示了默认。

提问五：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形象描写是通过什么途径表达出
来的?说明什么问题。(学生讨论)

提示：分别通过对方的观察写出来。加深印象。使其“情人
眼里出西施”的故事发展有了根源。这是文章中最为精彩的
一段。

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林黛玉进贾府已经大半天了，为何到
此时才与她的相貌?这正是为让贾宝玉来观察林黛玉作准备的。

从上文中，至少有三方面可以看出两个青春少年的两颗跳动
的心就要碰到一切了，一是形象上，他们彼此是相容的。二
是情感上他们是彼此是相容的。三是见解上他们是相容的。
总之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真情，这是他们两情相悦的基础。

但是这种真情，在他们之间能不能走到一起呢?有没有可能遇
到更大的波折呢?

从他们二人的性格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情感不可能是完全心心
相应的。他们最终的结局绝非那么理想。他们二人绝不可能
走到一起。只不过我们不会轻而易举地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教师引导：请从文中找出相应材料证明：



林黛玉听得多，听得细。想得多，想得细。行动小心，谨慎。
过于多虑，自尊心太强。(对他人不会太关心)

贾宝玉过于顽劣，独立不羁。(对他人也不会太真心)(当然还
有其他原因社会原因。)

正是由于二人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写，增加了小说的
无穷魅力。而这一点也是《红楼梦》的成功之处。

四、解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我们对小说的艺术构思已经初步掌
握了。接着提问：这样构思的艺术价值是什么?(重点分析讨
论)

教师小结：欲合而又分，欲分而又合，分与合之间，故事情
节更加曲折多变，生动诱人，构思精巧。

出示材料，深入理解：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的笔墨技巧(哈斯宝)：

(摘自《〈新译红楼梦〉回批》)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附记：

这一创新设计的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在保持教学目标的情况下，打破教学的程式化常规，通过逆
向切入，给学生以创新的思维模式训练。

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从来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把这个
话题交给有一定理智和判断力的高二学生来讨论，可以更多



地激发他们的兴趣。强化主动学习意识。

本文的爱情描写无疑是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的，把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能增强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

把教师要教习的整个内容包容在学生的阅读与讲座活动中之
中。这是训练学生语感的最好办法。

注意事项：完成本课的前提必须保证两条，一是学生对《红
楼梦》这部书多少有一些了解。二是预习工作要做得细一些。

这一教案引导学生逆向深入课文，捕捉语言文字信息，进而
了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把学生的认知能力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增强了学生
活动的自主性，强化了语文能力的训练。

附板书：

宝细心、谨慎、多虑、自尊：独立(爱己而非爱人) 　分魅

黛林黛玉园中捉蝶 合力

形象相容情感相容其他相容 分

初贾宝玉欲捉不能 合无

会混世魔王、顽劣异常惫懒人物：独立(爱己而非爱人)分穷

鸿门宴的论文篇二

谈到楚汉之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鸿门宴了。由于司马
迁传神的描述，不但使得鸿门宴的过程曲折动人极富于戏剧
性，更使得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而期间得失更是另后
人咋舌不已，或惋惜之，或痛恨之，或不屑之，或赞叹之。



对于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的原因却莫说纷纭，前人对此基本
给予否定的态度，视之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
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其结论就是项羽头脑简单，
骄傲自大，所以大意放走了敌手，酿成后患。

近年来出现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当时背景，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作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学者张志坤在其文《鸿门宴楚
汉得失之我见》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废吹
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
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来渡过暂时难关，仅此而已。学
者周骋在《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一文认为鸿门
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式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上，
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
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
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学者蔡伟更是高度的评价项羽
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
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
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前人对项羽鸿门宴上轻易放
跑刘邦简单归于其头脑简单，不足论矣!好在现在大多学者开
始从当时的背景重新来探讨，犹为可喜，但是翻案过甚，许
多观点尚有待于商讨。

汉元年十月，刘邦从武关进入关中，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
泱泱大秦，就此覆灭。刘邦进入关中后听从儒生建议：“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
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
内诸侯军，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派兵把守函谷关，
自己欲在关中为王。

刘邦此战略有早年楚怀王之约为政治依据，早在约法三章的
时候，刘邦就告诉关中父老：“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
吾当王关中。”，在这里刘邦把楚怀王之约的主角偷天换日
改成自己，显示他此时不可一世，忘无所有，急不可待想在
关中称王的心理。当然派人把守函谷关，以免其他反秦诸侯



来分一羹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此时刘邦却犯了一个严重的
战略错误，反秦诸侯在北方和秦军誓死角斗，终于击败秦军，
刘邦却趁秦主力被诸侯牵制而轻易盗取了胜利果实，却关起
门自己独享成果。从道义上讲，刘邦这样做不厚道，遭到各
路诸侯唾弃;从利益上讲，刘邦这样做大大惹怒了各路诸侯，
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要消灭刘邦这个绊脚石。

鸿门宴的论文篇三

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校教学工作处工作计划”为
行动指南，以“小课题研究”为抓手，以课例为平台，立足
教学，聚焦课堂，抓实常规，积极创新，切实有效地开展校
本研修活动，全面提升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努力提高课堂
教学效益，力求达到“轻负担，高质量”的高效课堂的教学
目标。

二、工作目标及主要措施

1、学好理论，更新观念，提高素质。要求教师积极参加市教
研室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活动，并在工作之余相互推荐自己
喜欢的理论书籍和专家论著共同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
修养和业务水平，来适应日新月异的教学形势。“组兴我荣，
争创一流”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指导本组教师学习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论和新的《课程标准》，每人认真通读一本理论专
著，要围绕“新课程标准”中的“减负”、“素质教
育”、“创新教育”等热点问题，结合语教学实践，通过专
题学习和讨论，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和学生观。

2、鼓励教师每人订阅报刊，平时通读教学研究刊物，及时了
解语教学动态和教改趋向，开拓视野，拓宽改革思路。

3、鼓励本组教师紧密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和课题研究，自觉学
习理论，深入研究探索，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撰写论文。



三、狠抓常规，改革教学，提高效率。

抓教学常规的落实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尽量照顾不同程度、不
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需要。为此，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
完善教育教学五认真，进一步提升每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
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做到期中有检查，期末有评价。

四、开展以课例为载体的公开教学，认真搞好校本研修活动

课堂是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扎
实有效地开展课堂教学，不仅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自我挑战
的舞台，更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学习实践基地。根据校本
研修计划我们本学期推出3个形式不一的公开课例，并以此为
平台开展研修活动。

鸿门宴的论文篇四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咏项羽》

《鸿门宴》所叙述的是项羽，刘邦在共同灭亡秦国之后，范
增见刘邦有雄视天下之心，因此举办了一个暗藏杀机的宴会，
准备除掉刘邦。而刘邦最终在张良，项伯，樊哙等人的帮助
下逃离楚营的故事。

项羽，昔日的楚霸王，多么的威风，多么的不可一世!但因为
与刘邦争天下，兵败垓下，最终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归根
结底，都是他桀骜不驯，犹豫不绝的性格让他在鸿门之上错
过了一次刺杀刘邦的绝好机会。就这样，一个唾手可得的江
山被拱手送人。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残忍!项羽压根儿就没想
到他所见的种.种，皆是刘邦之计。所以，“古之成大事者，
不可拘泥于小节”。



曹操，历史上的奸雄。这是基于人们个人爱憎基础上给予他
的名字。让我们正视历史：“曹操，字孟德，诗人，军事
家……”这些是什么?——这没有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当断则
断，遇事有魄力，当他诛杀孔氏后人时，正是因为他的铁血，
后世才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典故。若不是他的能力，
他的性格，何以三足鼎立，统江山;又何以有他“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壮诗篇。

项羽之所以失江山，刘邦，曹操之所以得江山，正是因为个
人人格。项羽的桀骜不驯让他孤注一掷，让他呈匹夫之勇，
让他兵败垓下;而刘邦，曹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让他们
招贤纳士，让他们统帅三军，让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然结局也必然有不同，一个既失江山，又失美人，另一个
则建立千秋功业。

就个人观点而论，项羽——我崇拜，但只有一个叹惋——英
雄短命;刘邦，曹操——我尊重，但他们也只有一个评价——
书写历史。

好的个性——好的人生，让我们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鸿门宴读后感800字

鸿门宴的论文篇五

李清照有诗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在很多人眼里，项羽是一个忠肝义胆的豪杰。
他叱咤风云的伟业，所向披靡的战绩，在秦汉交替之际掀起
了澎湃的浪潮。曾几何时，举世共仰，千秋景慕。项羽因之
而成为历代王朝倍加推崇的人物，着实为后人所景仰。

《鸿门宴》所叙述的是项羽，刘邦在共同灭亡秦国之后，范
增见刘邦有雄视天下之心，因此举办了一个暗藏杀机的宴会，
准备除掉刘邦。而刘邦最终在张良，项伯，樊哙等人的帮助



下逃离楚营的故事。

项羽，昔日的楚霸王，多么的威风，多么的不可一世!但因为
与刘邦争天下，兵败垓下，最终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归根
结底，都是他桀骜不驯，犹豫不绝的性格让他在鸿门之上错
过了一次刺杀刘邦的绝好机会。就这样，一个唾手可得的江
山被拱手送人。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残忍!项羽压根儿就没想
到他所见的种.种，皆是刘邦之计。所以，“古之成大事者，
不可拘泥于小节”。

项羽的性格悲剧还表现在他的刚愎自用。韩信始在项羽麾下，
“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陈平效力于项王，“累
谏不受，乃封其金与印，仗剑亡，归汉于武”。此二人均有
经国之伟，济世之才，然而却不为项羽所用。亚父范增，尽
心尽力，鞠躬尽瘁，亦未免被猜忌。最后，明修栈道，暗渡
陈仓的是韩信;七出奇计，困项王于垓下的是陈平;十面埋伏，
逼项羽走江东的是张良;乌江渡口取项羽头颅的竟然是项
王“故人”王翳。项王的刚愎自用，终于让自己饮下了“四
面楚歌”的恶果。可以说，过分借重于武力而忽视智谋，也
是造成项羽性格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操，历史上的奸雄。这是基于人们个人爱憎基础上给予他
的名字。让我们正视历史：“曹操，字孟德，诗人，军事
家……”这些是什么?——这没有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当断则
断，遇事有魄力，当他诛杀孔氏后人时，正是因为他的铁血，
后世才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典故。若不是他的能力，
他的性格，何以三足鼎立，统江山;又何以有他“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壮诗篇。

项羽之所以失江山，刘邦，曹操之所以得江山，正是因为个
人人格。项羽的桀骜不驯让他孤注一掷，让他呈匹夫之勇，
让他兵败垓下;而刘邦，曹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让他们
招贤纳士，让他们统帅三军，让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然结局也必然有不同，一个既失江山，又失美人，另一个



则建立千秋功业。

关于鸿门宴的观后感800字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