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汉语 1》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古代汉语 1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Ancient Chinese 1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

授课时间：周三 5-7 节/1-16 周 授课地点：6D-301

授课对象：2018 汉语 1班；2018 汉语 2 班

开课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周赛红/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课间教室答疑；2、课后网络交流或当面辅导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8 年校订重排版

教学参考资料：（1）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 6 月版；（2）朱家振主

编《古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 6 月第二版；（3）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三版；（4）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0；（6）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古汉

语学习丛书本，1986 年

课程简介：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具课，属于

语言类课程。它的先期课程是现代汉语，后续课程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选修课程，该课程具

有基础性、知识性、工具性等特点，该课程在整个课程结构体系中相当重要。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要求学生掌握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基础知识；

2.要求学生理解、掌握、熟读、背诵《郑伯克段于鄢》《冯谖客孟

尝君》《论语》等文选。

二、能力目标：

1.提高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

2.提高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

三、课程思政目标：

1.学习《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分物人物形象，让学生认识到母慈

子孝，兄仁弟悌等中国古代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2.《冯谖客孟尝君》，冯谖报效知己、深谋远虑和孟尝君礼贤下士，

分析其现实意义。

3.讲解《论语》选篇，学习儒家文化。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

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核心能力 7．

□核心能力 8．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学时数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 绪论 3 难点：古代汉语的内涵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通论一：怎样查字

典辞书（1）

重点：字典常用的编排方式和注音方式，

介绍古代汉语常用字典

小组讨论 查找《说

文解字》

2

通论一：怎样查字

典辞书（2）

通论二：古今词义

的异同通论

3

重点：字典常用的编排方式和注音方式，

介绍古代汉语常用字典

难点：古今词义的异同：词义范围的扩大、

缩小、转移；词义感情色彩和轻重的不同。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3

通论三：单纯词、

复音词、同义词

通论五：汉字的构

造（一）

3

难点：介绍几种古代汉语复音词。

重点：介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4

通论五：汉字的构

造（二）
3

难点：介绍转注、假借

重点：介绍形声字的结构形式。

课堂讲授

课堂练习

课堂作业

1：小测通

论 1、2、

3、

5 放假（国庆节）

6

通论四：词的本义

和引申义

通论六：古今字、

异体字、繁简字

（一）

3

重点：介绍本义和引申义的定义；本义的

探求方式；词义引申的规律。

难点：介绍古今字。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7

通论六：古今字、

异体字、繁简字

（二）
3

重点：介绍异体字、繁简字的定义

难点：分析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在形、

音、义等方面的联系和区别

课堂讲授

课堂练习

课堂作业

2：小测通

论 4、6

8 校运会放假

9

文选：郑伯克段于

鄢（1）
3

难点：讲解课文历史背景、实词用法、分

析课文中特殊用字、宾语前置、双宾语等

语法现象

重点：学习课文１－６段

视频播放

课堂讲授

熟读

10

文选：郑伯克段于

鄢（2）

文选：冯谖客孟尝

君（１）

3

重点：学习课文７－８段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分物人物形象，让

学生认识到母慈子孝，兄仁弟悌等中国古

代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视频播放

课堂讲授

熟读

11

文选：冯谖客孟尝

君（２） 3

重点：学习课文内容

难点：文中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

意动用法

课堂讲授

熟读

课堂作业

3：小测文

选：《郑》



课程思政融入点：从冯谖报效知己、深谋

远虑和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历史史实，分析

其现实意义。

课堂练习 《冯》

12

通论七：判断句，

也字

通论八：叙述句，

矣字、焉字（一）

3

重点：介绍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

介绍宾语前置句

难点：古代汉语判断句的表达功能；古代

汉语双宾语的表示法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13

通论八：叙述句，

矣字、焉字（二）

通论九：否定句，

否定词

3

难点：讲解《齐桓公伐楚》，分析其宾语

前置句。

重点：介绍动量表示法，和被动句；介绍

否定词的类别、意义和作用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14

通论十：疑问句、

疑问词

《论语》选讲（１）

3

重点：介绍“谁、孰、何”等疑问代词的

用法和区别

讲解分析测试题

课堂讲授

课堂练习

课堂作业

4：小测通

论 7、8、

9、10

15

《论语》选讲（2）
3

重点：学习《论语》选篇中的重点字词句

课程思政融入点：学习儒家文化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16 复习 3

合计： 48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课堂作业
共四次课堂作业，全班检查计分，要求学生认真、准确、

独立完成，满分 80 分。
80×20％

考勤
要求学生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满分 20 分，迟到

一次扣 5 分。
20×20％

课堂表现 教学过程中组织有效讨论，鼓励学生发言
发言一次平时成

绩奖励 2×20％

卷面成绩 100×80％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8 月 31 日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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