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 讀 薈 萃 二 零 一 一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多 元 化 的 策 略  

之  

讓 非 華 語 學 生 閱 讀 中 國 名 著  

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 協 和 )  

 

 

 

誰 說 非 華 語 學 生 字 詞 貧 乏 ， 難 以 開 展 閱 讀 ？ 誰 說 他 們 水 平 偏 低 ， 難 以 閱

讀 中 國 名 著 ？ 自 2008/09 年 度 開 始 ， 我 們 決 意 在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中 文 課 程

內 加 入 閱 讀 組 件，課 程 內 容 取 材《 西 遊 記 》、《 史 記 》、《 資 治 通 鑑 》及《 三

十 六 計 》等 中 國 名 著 ， 以「 低 起 點 ‧ 漸 遞 進 」及「 核 心 與 延 展 」的 理 念 ，

引 領 學 生 接 觸 一 個 個 生 動 精 彩 、 興 味 濃 郁 的 中 華 文 化 故 事 。  

 

  讓 非 華 語 學 生 閱 讀 中 國 名 著  內 容 綱 要  

  附 件 一 ： 關 於 發 展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20 /10 /2010 )  

  附 件 二 ： 規 劃 手 稿  

  附 件 三 ： 規 劃 手 稿  

  附 件 四 ：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的 規 劃 流 程  

  附 件 五 ： 10/03 /2010 備 忘 (有 關 照 顧 差 異 ) 

  附 件 六 ： 閱 讀 課 安 排 備 忘 (03 /09 /2008 )  

  附 件 七 ： 中 一 至 中 三 高 級 程 度 閱 讀 教 學 進 度 (28 /08 /2008 )  

  附 件 八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教 學 計 劃 (07 /01 /2010 )  

  附 件 九 ： 關 於 「 紙 上 談 兵 」 單 元 學 習 要 點 剖 析 (10 /03 /2010 )  

  附 件 十 ： 單 元 七 參 考 資 料 (20 /01 /2010 )  

  附 件 十 一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單 元 七 教 學 計 劃  

  附 件 十 二 ： 單 元 七 《 紙 上 談 兵 》 教 案 設 計 (基 本 程 度 ) 

  附 件 十 三 ： 單 元 七 《 紙 上 談 兵 》 課 文 及 工 作 紙 (基 本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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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薈 萃 二 零 一 一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多 元 化 的 策 略  

讓 非 華 語 學 生 閱 讀 中 國 名 著  內 容 綱 要  

[主 題 ]  讓 非 華 語 學 生 閱 讀 中 國 名 著  

[講 者 ]  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徐 福 強 /陳 美 晶  

[日 期 ]  16 /04 /2011 (六 )  10 :45am~11 :45am 

 

[綱 要 ] 

1 .  不 是 一 個 成 功 範 例 ， 而 是 一 個 探 究 課 題 ， 我 們 仍 然 在 「 逆 境 中 奮 進 」  

2.  背 景 資 料 及 相 關 概 念 /事 實 知 識  

  讓 ： 建 構 平 台 → 提 供 經 歷 → 帶 動 學 /教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文 能 力 水 平 偏 低 的 情 況 漸 有 改 善 /差 異 大  

  閱 讀 ： 吸 收 知 識 ， 引 發 思 考 的 過 程 /自 主 學 習 /學 習 的 關 鍵 (要 項 包 括 ：

閱 讀 的 興 趣 與 習 慣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閱 讀 方 法 和 技 巧 ) 

  中 國 名 著 ： 語 文 學 習 離 不 開 文 化 /文 學 層 面  

3 .  前 期 基 建 工 作 ：  

  學 中 文 水 平 分 三 個 層 級 ： 高 級 /標 準 /基 本 程 度  

  確 立 方 向 原 則 ：「 低 起 點 ， 漸 遞 進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的 同 心 圓 」 (核 心

與 延 展 )、 課 堂 的 結 構 /規 範 /立 體 性  

  劃 出 指 定 教 節 ： 每 週 2 節 (連 堂 /共 70 分 鐘 ) 

  結 構 性 處 理 -建 構 課 程 框 架 ：  

 

 中 一 級  中 二 級  中 三 級  中 四 級  

名 著  西 遊 記  史 記  資 治 通 鑑  三 十 六 計  

重 心  故 事 中 的 六 何 人 物 性 格 形 象 不 同 治 事 手 法 扣 連 現 實 生 活

 

  結 構 性 處 理 -以 故 事 為 單 元  

  結 構 性 處 理 - 閱 讀 興 趣 與 習 慣 ( 內 容 理 解 )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字 詞 / 作 法 /

語 法 ) 

  結 構 性 處 理 -「 70 分 鐘 x 2」 立 體 性 強 的 課 堂  

 

預 習  課 業 反 饋 → 導 入 → 發 展 → 鞏 固 → 總 結  布 置 學 生 課 業  

 

4 .  課 程 規 劃 流 程 ：  

  選 擇 中 國 名 著 →  

  選 訂 學 材 教 材 →  

  制 訂 學 習 單 元 →  

  剖 析 學 習 單 元 →  

  剪 裁 連 堂 教 案 → 施 教 → 教 學 反 思  



5 .  以 「 紙 上 談 兵 」 為 例 ：  

  說 明 「 剖 析 學 習 單 元 」： 以 寧 繁 勿 略 為 原 則 ， 查 找 單 元 學 習 要 點  

  說 明 「 剪 裁 連 堂 教 案 」： 留 意 「 中 文 水 平 的 差 異 性 」、「 僅 得 70 分 鐘 x 

2」 等 侷 限 ， 考 驗 老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6.  附 件 ：  

  附 件 一 ： 關 於 發 展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20 /10 /2010 )  

  附 件 二 ： 規 劃 手 稿  

  附 件 三 ： 規 劃 手 稿  

  附 件 四 ：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的 規 劃 流 程  

  附 件 五 ： 10/03 /2010 備 忘 (有 關 照 顧 差 異 ) 

  附 件 六 ： 閱 讀 課 安 排 備 忘 (03 /09 /2008 )  

  附 件 七 ： 中 一 至 中 三 高 級 程 度 閱 讀 教 學 進 度 (28 /08 /2008 )  

  附 件 八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教 學 計 劃 (07 /01 /2010 )  

  附 件 九 ： 關 於 「 紙 上 談 兵 」 單 元 學 習 要 點 剖 析 (10 /03 /2010 )  

  附 件 十 ： 單 元 七 參 考 資 料 (20 /01 /2010 )  

  附 件 十 一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單 元 七 教 學 計 劃  

  附 件 十 二 ： 單 元 七 《 紙 上 談 兵 》 教 案 設 計 (基 本 程 度 ) 

  附 件 十 三 ： 單 元 七 《 紙 上 談 兵 》 課 文 及 工 作 紙 (基 本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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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 中 國 語 文 (非 華 語 學 生 ) 

關 於 發 展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1.  推 廣 閱 讀 ， 優 化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課 程  

  閱 讀 是 語 文 學 習 的 重 要 環 節 ， 閱 讀 與 寫 作 、 聆 聽 、 說 話 、 文 學 、 中

華 文 化 、 品 德 情 意 、 思 維 、 語 文 自 學 等 ， 被 視 為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領 域

的 九 個 學 習 範 疇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教 育 發 展 多 年 ， 本 校 所 收 錄 的 中 一 新 生 ， 大 部 分 已

非 初 接 觸 中 文 ， 他 們 已 具 一 定 的 中 文 水 平 ， 基 礎 已 立 ， 能 力 有 待 進

一 步 提 升 ， 而 閱 讀 則 是 提 升 「 認 知 學 術 語 言 水 平 」 的 重 要 途 徑  

  我 們 堅 信 「 不 管 中 文 能 力 如 何 ， 人 人 皆 可 以 /應 該 閱 讀 」， 自 2008/09

年 度 起 ， 開 始 推 廣 閱 讀 ， 發 展 至 今 ， 本 校 的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課 程 已

包 括 閱 讀 、 讀 寫 和 聽 說 三 大 部 分  

2.  建 構 閱 讀 課 程 的 核 心 和 延 展 目 標  

課 程 目 標 是 要 透 過 導 讀 課 ， 帶 動 非 華 語 學 生 進 行 閱 讀 。 我 們 希 望 課 程 能

讓 非 華 語 學 生 多 接 觸 中 文 ， 逐 漸 培 養 和 維 持 閱 讀 中 文 書 籍 的 興 趣 和 習 慣

(核 心 目 標 )， 並 因 應 學 生 的 水 平 ， 適 度 地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延 展 目

標 )， 從 而 提 高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中 文 水 平  

3.  建 構 「 低 起 點 ‧ 漸 遞 進 」 的 學 習 要 求  

以「 低 起 點‧漸 遞 進 」為 指 導 原 則，學 生 最 重 要 的，是 要 明 白 書 本 內 容 ，

持 續 閱 讀 ； 其 次 ， 是 在 不 損 學 生 閱 讀 興 趣 的 前 題 之 下 ， 適 度 地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進 行 識 字 、 閱 讀 方 法 、 表 達 技 巧 等 語 文 教 學  

4.  閱 讀 課 程 適 度 注 入 圖 書 館 課 、 說 話 訓 練 及 課 後 閱 讀  

5.  選 擇 合 適 的 閱 讀 題 材  

  選 擇 中 國 名 著 ， 以 增 加 非 華 語 學 生 接 觸 中 國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機 會  

  讀 物 最 好 有 清 晰 的 章 回 ， 以 便 細 分 閱 讀 單 元  

  不 是 讀 零 散 篇 章 ， 要 有 讀 一 本 書 的 整 全 概 念 ， 以 照 顧 閱 讀 的 持 續 性  

  內 容 以 故 事 為 主 ， 有 豐 富 插 圖 ， 以 增 加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最 好 有 由 原 著 改 編 成 深 淺 不 同 的 版 本 ， 以 方 便 選 擇 及 開 展 延 展 閱 讀  



6.  校 本 閱 讀 課 程 的 整 體 規 劃 (詳 見 附 錄 ) 

7.  照 顧 差 異 的 校 本 單 元 教 學 設 計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中 文 能 力 水 平 差 異 性 相 當 大 ， 有 必 要 從 課 程 設 計 層 面

照 顧 差 異 (現 已 採 行 能 力 分 組 ， 分 高 級 、 標 準 、 基 本 等 三 個 程 度 ) 

  單 元 是 照 顧 差 異 的 教 學 設 計 的 主 要 切 入 點  

  採 用 「 同 一 課 程 框 架 內 進 行 適 調 」 的 方 式 照 顧 差 異 。 換 言 之 ， 是 各

組 閱 讀 同 一 本 書 ， 有 相 同 的 教 學 進 度 ， 但 在 「 內 容 理 解 」 (包 括 故 事

的 中 心 思 想 、 內 容 大 意 、 人 物 角 色 、 價 值 教 育 、 歷 史 文 化 )及 「 語 文

教 學 」 (包 括 辨 識 字 詞 、 閱 讀 方 法 、 表 達 技 巧 )的 深 淺 闊 窄 有 所 不 同  

  教 師 因 應 學 生 程 度 訂 定 不 同 的 學 習 目 標 、 學 習 要 點 ， 教 師 導 讀 的 程

度 亦 應 有 所 不 同  

  教 師 可 為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程 度 的 閱 讀 輔 助 方 法 ， 例 如 加 插 圖 象 、 附 以

英 文 解 說 ， 以 協 助 理 解 故 事 內 容 等  

8.  強 調 進 展 性 及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評 估  

  強 調 進 展 性 學 習 評 估 ， 不 擬 採 用 統 一 考 試 形 式 ， 每 個 單 元 均 應 設 計

合 適 的 評 估 方 法  

  總 結 性 評 估 可 採 多 元 化 形 式 進 行 ， 例 如 分 組 以 話 劇 形 式 演 繹 故 事 、

以 說 話 或 文 字 方 式 表 達 閱 讀 心 得 … … 等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的 規 劃 流 程  

工 序  說 明  

 

決 策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課 程 加 設 閱 讀  

校 方 、 科 組 相 關 成 員 有 共 識 ； 制 訂

配 套 措 施 落 實 政 策  

↓   

制 訂 閱 讀 課 程 指 引 文 件  確 立 方 向 及 原 則，對 課 程 設 計 有 指

導 作 用  

↓   

訂 定 題 材 ， 編 訂 基 本 閱 讀 教 材  建 構 學 教 平 台  

↓   

制 訂 整 體 教 學 計 劃  有 教 學 規 範 意 義，為 單 元 教 學 設 計

的 依 據  

↓   

進 行 單 元 剖 析  捕 捉 學 習 要 點；分 辨 基 要 及 延 展 要

求 ； 屬 單 元 設 計 前 期 的 基 礎 工 序  

↓   

制 訂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及 相 關 教 件  

加 工 處 理 教 材 (供 教 師 及 學 生 用 ) 

高 級 程 度  

單 元 計 劃  

標 準 程 度  

單 元 計 劃  

基 本 程 度

單 元 計 劃

有 教 學 規 劃 意 義，課 堂 教 學 及 學 生

學 習 均 有 所 依 據；制 訂 不 同 程 度 組

別 的 單 元 教 學 計 劃，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      ↓   

課 節 教 案  

及  教 件  

課 節 教 案  

及  教 件  

課 節 教 案

及  教 件  

有 教 學 規 範 意 義，令 課 堂 教 學 的 隨

意 性 減 低 ， 省 時 高 效  

↓      ↓      ↓   

單 元  

學 習 評 估  

單 元  

學 習 評 估  

單 元  

學 習 評 估

進 展 性 評 估 ， 蒐 集 表 現 顯 證 ， 作 適

切 反 饋 及 調 整 ， 從 而 促 進 學 習  

↓   

整 體 學 習 評 估 (完 成 所 有 單 元 後 )  總 結 性 評 估 ， 蒐 集 表 現 顯 證 ， 了 解

學 生 中 文 能 力 的 進 展，對 日 後 課 程

規 劃 有 幫 助  

 

附 註 ： 有    所 示 為 單 元 教 學 設 計 所 涉 的 工 序  

 

 



致 ： 各 NCSS 中 文 科 科 任 教 師  

由 ： 徐 福 強  

日 期 ： 10/03 /20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9 /03 /2010 的 會 議 相 當 有 意 義 ， 會 上 論 及 如 何 在 教 學 設 計 層 面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議 題 ， 對 此 ， 我 續 有 下 列 的 看 法 ， 希 望 老 師 們 掌 握

(明 白 → 扣 連 → 應 用 )有 關 理 念 及 方 法 。  

 

1.  教 學 對 象 是 中 二 級 非 華 語 學 生 ， 設 計 者 需 要 對 高 級 、 標 準 及 基 本 程

度 等 中 二 級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中 文 能 力 背 景 有 認 識 (當 然 愈 細 緻 愈 好， 最

起 碼 也 要 有 概 略 認 識 )， 才 能 作 適 切 的 教 學 篩 選 安 排  

2 .  單 元 教 學 設 計 體 認「 同 一 課 程 框 架 內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高 級 、 標 準 及

基 本 程 度  

  有 共 同 的 教 學 主 題  

  有 共 同 的 教 材  

  有 共 同 的 教 學 步 驟 ： 導 入 → 發 展 → 鞏 固 → 總 結  

  有 共 同 的 教 學 目 標 框 架 (內 容 理 解 /語 法 技 巧 /辨 識 字 詞 /聽 說 能 力

/閱 讀 興 趣 及 方 法 )  

3 .  「 照 顧 差 異 的 同 心 圓 」 原 理 是 ： 在 同 一 個 立 足 點 上 有 遞 進 性 的 延 展  

4 .  試 運 用 下 表 ， 考 量 「 紙 上 談 兵 」 單 元 「 照 顧 差 異 的 同 心 圓 」 安 排  

 

學 習 要 點  高 級 程 度  標 準 程 度  基 本 程 度  

內 容 理 解     

辨 識 字 詞     

語 法 技 巧     

聽 說 訓 練     

教 學 策 略     

聽 說 能 力     

學 習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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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 中 國 語 文 (非 華 語 學 生 ) 

閱 讀 課 安 排 備 忘  

1.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有 兩 個 層 次 ：  

  無 特 定 目 的 ： 培 養 學 生 對 閱 讀 興 趣 、 習 慣 及 能 力  

  有 特 定 目 的：透 過 閱 讀 達 致 某 種 學 習 目 標，例 如 透 過 閱 讀《 射

雕 英 雄 傳 》 某 個 片 段 ， 學 習 人 物 及 情 境 描 寫 。  

2.  語 文 學 習 流 程 包 括 「 輸 入 → 中 樞 處 理 → 輸 出 」， 圖 示 如 下 ：  

 

輸 入  →  中 樞 處 理  →  輸 出  

 

讀  說  

聽  

→  

→  

思 考  

整 理 、 分 析 、 綜 合 、 歸 納

→  

→  寫  

 

3 .  閱 讀 是 語 文 學 習 的 要 項 ， 特 別 是 在 「 輸 入 」 方 面 ， 因 此 ， 我 們

才 有 「 針 對 非 華 語 學 生 字 詞 貧 乏 的 閱 讀 安 排 」。  

4.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字 詞 貧 乏 ， 誠 然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但 「 不 管 學 生

的 語 文 能 力 如 何 ， 人 人 皆 可 /應 該 閱 讀 」， 教 師 /家 長 所 考 量 的 應

該 是 書 本 或 篇 章 的 ：  

  圖 象 和 文 字 的 多 與 寡 ， 以 及  

  導 讀 的 程 度 (邊 看 邊 聽 → 導 讀 → 伴 讀 → 自 讀 ) 

5.  閱 讀 課 安 排 指 導 原 則  

  性 質 是 「 導 讀 」， 附 加 說 話 訓 練 ， 強 調 「 以 讀 帶 說 」  

  起 步 點 要 低，目 的 是 要 增 加 非 華 語 學 生 接 觸 中 文 的 機 會，逐

步 培 養 學 生 閱 讀 的 習 慣、興 趣 及 能 力。當 然，通 過 持 續 的 閱

讀 ， 學 生 對 漢 字 的 辨 識 能 力 應 可 加 強  

  步 子 要 小，導 讀 著 重 內 容 理 解，暫 不 宜 作 太 多 或 太 深 刻 的 語

文 技 巧 /字 詞 教 學 及 書 寫 方 面 的 跟 進 活 動  

  要 照 顧 持 續 性，讀 的 是 整 全 的「 書 冊 」，不 是 零 散 的「 文 章 」；

要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能 ， 從「 圖 象 」與「 文 字 」的 光 譜 之 間 ， 選

擇 程 度 合 適 的 書；要 照 顧 興 趣 性，應 選 擇 有 趣 的 故 事 書；要

照 顧 延 展 性，應 選 擇 中 國 文 學 名 著，以 增 加 非 華 語 學 生 接 觸

中 華 文 化 的 機 會  

  建 構 以 「 以 班 組 及 單 元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計 劃 」  



6.  2008/09 年 度 閱 讀 工 作 要 項  

  S1 各 組 、 S2/S3 High Level 每 週 劃 定 1.5 節 為 閱 讀 課 ；  

  制 訂 S1 High Level「 以 單 元 為 中 心 的 閱 讀 教 學 計 劃 」(附 註 ：

有 關 教 學 計 劃 亦 適 用 於 S2 及 S3 High Level )；  

  S1 High Level 根 據 單 元 教 學 指 引，開 展 集 體 備 課，制 訂 教 案

及 教 件 、 並 進 行 觀 課 及 評 課 。  

7.  2008/09 年 度 ， 關 於 閱 讀 方 面 的 預 期 成 果  

  確 立 S1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課 程 的 框 架 (讀 寫 4 節、閱 讀 1.5 節、

聽 說 1.5 節 )， 成 功 加 入 閱 讀 部 分 ；  

  完 成 S1 High Level「 以 單 元 為 中 心 的 閱 讀 教 學 計 劃 」， 並 能

總 結 經 驗 ， 向 外 推 廣 ， 供 其 他 科 組 借 鏡 ；  

  完 成 兩 個 單 元 集 體 備 課，觀 課 及 評 課，並 製 作 相 關 教 案 及 教

件 。  

8.  2008/09 年 度 ， S1 High Level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透 過 導 讀 課 ， 讀 完 一 本 書 -《 西 遊 記 》 簡 易 版 ， 並 掌 握 書 中

內 容 ；  

  全 年 兩 次 圖 書 館 課 ， 共 借 閱 兩 本 自 己 喜 愛 的 中 文 書 (每 學 期

各 一 )， 利 用 晨 讀 十 分 鐘 ， 完 成 閱 讀 ， 其 輪 流 在 堂 上 作 口 頭

推 介 ；  

  非 華 語 學 生 在 閱 讀 能 力 及 字 詞 辨 識 方 面 有 所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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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 中 國 語 文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一 至 中 三 高 級 程 度  閱 讀  教 學 進 度  

 

1.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每 週 7 節 ， 具 體 安 排 如 下 ：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節 數 安 排 第 7 節  第 5、 6 節  第 5、 6 節  第 8、 9 節

 

2.  課 程 分 為 讀 寫 、 閱 讀 、 聽 說 三 大 部 分 ， 節 數 分 配 如 下 ：  

 

項 目  節 數  上 課 時 間  課 堂 結 構  

讀 寫  4  逄 星 期 二 、 五 兩 次 連 堂  

聽 說  1 .5  逢 星 期 一 或 四 一 次 單 堂 ， 一 次 連 堂 (隔 週 )  

閱 讀  1 .5  逢 星 期 一 或 四 一 次 連 堂 ， 一 次 單 堂 (隔 週 )  

 

3 .  閱 讀 部 分 ， 上 學 期 18 節 ， 下 學 期 24 節 ， 全 年 合 共 42 節  

4.  以 完 成 《 西 遊 記 故 事 精 選 》 一 書 作 為 本 年 度 的 學 習 目 標 ， 全 年

按 內 容 分 成 10 個 單 元 ：  

 

單 元  章 節  預 算 教 節  節 數  週 次  

1 前 言  2 1~2  3  

2  靈 猴 出 世  6 3~8 4~8  

3  大 鬧 天 宮  6 9~14 9~12  

4  偷 吃 人 參 果  6 15~20 13~16 

5  三 打 白 骨 精  5 21~25 23~25 

6  智 擒 金 銀 角 大 王  5 26~30 26~29 

7  孫 悟 空 大 戰 紅 孩 兒  5 31~35 29~32 

8  真 假 美 猴 王  4 36~39 33~35 

9  火 焰 山 三 借 芭 蕉 扇  4 40~43 35~37 

10  總 結  2 44~45 38、 40  

 合 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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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教 學 計 劃   

1.  閱 讀 教 材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 校 本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教 材  

2.  教 學 對 象 ： 英 文 部 中 二 級 高 級 、 標 準 、 基 本 程 度  

3.  實 施 時 間 ： 2009/10 年 度 ， 為 期 1 學 年  

4.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  

  完 成 閱 讀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充 分 了 解 各 個 故 事 的 思 想 內 容  

  掌 握 相 關 成 語 ： 一 鳴 驚 人 、 指 鹿 為 馬 、 紙 上 談 兵 、 負 荊 請 罪  

  字 詞 積 儲 量 有 所 提 升  

  學 懂 相 關 的 閱 讀 方 法 ， 閱 讀 能 力 有 所 提 升  

  學 懂 相 關 的 語 文 表 達 技 巧 ， 寫 作 能 力 有 所 提 升  

  透 過 課 堂 活 動 ， 聽 說 能 力 有 所 提 升  

5.  學 習 要 點 ：  

  理 解 故 事 的 思 想 內 容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知 識 和 價 值  

  教 導 辨 識 及 運 用 字 詞 (特 別 是 成 語 ) 

  教 導 閱 讀 方 法  

  教 導 語 文 技 巧  

  持 續 訓 練 聽 說 能 力  

6.  教 學 實 施  

  以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為 藍 本 ， 參 照 「 單 元 剖 析 」， 撰 寫 高 級 、 標

準 及 基 本 程 度 組 別 的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依 據 有 關 的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 撰 寫 教 案 及 準 備 教 件 ， 然 後 施 教  

 

高 級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教 案  教 案

標 準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教 案  教 案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  

全 年 教 學 計 劃  

↓  

單 元 剖 析  

→

→

→
基 本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

→

→ 教 案  教 案

 



  由 於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能 力 差 異 很 大 ， 教 師 需 要 在 教 學 設 計 、 實

施 及 評 估 層 面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方 式 不 是 「 提 供 另 類 課 程 」， 而

是 在 「 在 同 一 框 架 內 進 行 課 程 適 調 」  

  閱 讀 教 材 及 教 學 進 度 會 一 致 ， 不 同 組 別 有 不 同 的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 教 學 內 容 、 教 學 策 略 、 輔 助 工 具 及 評 估 方 法 。 此 外 ， 教 師

導 引 程 度 及 教 學 深 度 亦 應 因 應 不 同 能 力 而 有 所 不 同  

  指 導 學 生 完 成 閱 讀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及 理 解 故 事 的 思 想 內 容 是

最 基 本 /必 須 做 到 的 目 標 ， 達 標 之 後 ，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能 力 及 教

學 時 限 ， 開 展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進 行 識 字 、 閱 讀 方 法 和 語 文 技 巧

教 學  

  照 顧 「 兩 極 」： 較 低 的 ， 需 要 照 顧 閱 讀 興 趣 ， 減 少 教 學 行 為 ； 較

高 的 ，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增 潤 及 延 展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程 度 較 深 的 閱

讀 要 求 ， 最 高 層 次 是 閱 讀 《 史 記 》 原 文  

  除 了 提 問 之 外 ， 需 有 計 劃 地 為 學 生 提 供 說 話 機 會 ， 例 如 輪 流 講

故 事 或 讀 後 心 得 等  

  全 年 附 加 兩 次 圖 書 館 課 (上 下 學 期 各 1 次 ) 

  教 學 進 度 (詳 見 附 錄 ) 

7.  學 習 評 估  

  進 展 性 評 估 ： 每 單 元 需 按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 訂 定 學 習 評 估 方 法  

  總 結 性 評 估 ： 完 成 全 書 閱 讀 後 ， 安 排 評 估 活 動 ， 例 如 分 組 排 演

話 劇 演 繹 《 史 記 》 故 事 、 以 說 話 或 撰 寫 閱 讀 心 得 … … 等  

8.  附 錄 ： 教 學 進 度  

學 期  單 元  節 數  週 次  

單 元 一  司 馬 遷 與 史 記  2 節 x 2  2   3    

單 元 二  一 鳴 驚 人    

單 元 三  秦 始 皇    

單 元 四  指 鹿 為 馬    

單 元 五  圖 書 館 課    

單 元 六  河 神 娶 妻    

 

 

上  

學  

期  

單 元 七  紙 上 談 兵    

單 元 八  圖 書 館 課    

單 元 九  萬 世 師 表    

單 元 十  張 良 拾 履    

單 元 十 一  負 荊 請 罪    

單 元 十 二  孫 武 練 女 兵    

單 元 十 三  荊 軻 刺 秦 王    

 

 

下  

學  

期  

單 元 十 四  全 書 總 結    

 



9.  附 錄 ： 規 劃 流 程  

工 序  產 出  

 

確 立 課 程 理 念  

建 立 指 導 思 想  

及 設 計 原 則  

制 訂  

閱 讀 課 程  

指 引 文 件  

關 於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閱 讀 課 程  

↓  ↓  

建 構  

閱 讀 學 教  

實 施 平 台  

選 擇 讀 物  

或  

自 編 教 材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  ↓  

確 立 指 引 規 範  

單 元 有 所 依 循  

(質 素 保 證 ) 

制 訂  

全 年  

教 學 計 劃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全 年 教 學 計 劃

↓  ↓  

單 元 設 計  

前 期 工 序  

(照 顧 差 異 ) 

剖 析 單 元  

捕 捉 學 習 要 點

確 立 基 要 與 延 展

紙 上 談 兵  單 元 參 考 資 料  

↓  ↓        ↓        ↓  

確 立 指 引 規 範  

教 案 有 所 依 循  

 (質 素 保 證 ) 

制 訂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高 級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標 準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基 本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計 劃  

↓  ↓   ↓  ↓   ↓  ↓   ↓  

具 體 實 施 方 案  

教 學 有 規 範  

(質 素 保 證 ) 

編 寫 教 案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每 節

教 案

( 連 堂 )

 

 

 



徐 福 強 10/03 /2010  

關 於 「 紙 上 談 兵 」 單 元 學 習 要 點 剖 析  

1.  我 已 梳 理 你 們 提 交 的 「 閱 讀 課  單 元 七  紙 上 談 兵  初 、 中 、 高 程 度

單 元 教 學 設 計 分 析 」， 歸 納 出 附 表 的 學 習 要 點  

2.  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序 ， 可 據 此 處 理「 照 顧 差 異 的 同 心 圓 」， 然 後 再 因

應 時 限 (兩 連 堂 /四 節 課 )布 置 教 學 分 量 ， 完 成 相 關 組 別 的 單 元 設 計 。  

3.  「 紙 上 談 兵 」 單 元 學 習 要 點 ：  

 

 學 習 要 點  類 別  

1 理 解 故 事 內 容 及 成 語 「 紙 上 談 兵 」 的 出 處 及 含 義  

2 認 識 主 要 人 物 的 形 象 及 性 格 特 徵  

3 明 白 「 紙 上 談 兵 」 帶 來 「 空 談 與 實 學 」 的 人 生 道 理  

4 透 過 相 關 字 詞 接 觸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內 容 理 解

5 辨 識 字 詞  識 字  

6 理 解 每 段 大 意 及 段 落 之 間 的 銜 接 關 係，從 而 掌 握 整 個

故 事 的 內 容  

7 增 加 閱 讀 興 趣  

8 運 用 六 何 法 理 解 故 事 內 容  

 

閱 讀 方 法

9 認 識 文 中 的 反 復 叙 事 手 法  

10 舉 述 事 證 ， 支 持 判 斷  

11 通 過 人 物 對 比 ， 塑 造 人 物 的 形 象 和 性 格 特 徵  

12 學 習 戲 劇 創 作 元 素 -對 白 和 語 氣  

13 學 習 戲 劇 創 作 元 素 -角 色  

14 學 習 戲 劇 創 作 元 素 -分 場 與 場 面 轉 換  

15 學 習 戲 劇 創 作 元 素 -故 事 結 構 與 情 節 的 起 伏 變 化  

 

 

 

語 法 技 巧

16 排 演 話 劇  

17 角 色 扮 演  

18 運 用 視 聽 資 訊 輔 助 學 習  

19 課 堂 答 問  

20 課 堂 討 論  

21 課 堂 運 用 工 作 紙 鞏 固 及 評 估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策 略

與 方 法  

22 培 養 廣 東 話 聆 聽 及 說 話 能 力  中 文 能 力

 



2 0 / 0 1 / 2 0 1 0  

地 利 亞 修 女 紀 念 學 校 (協 和 ) 中 國 語 文 (非 華 語 學 生 ) 

單 元 七  參 考 資 料   

1.  主 題 ： 紙 上 談 兵  

2.  剖 析 中 心 思 想  

  學 生 需 要 充 分 理 解 成 語 「 紙 上 談 兵 」 的 出 處 及 含 義 ， 並 能 加 以 應 用

是 最 基 本 的 學 習 目 標  

  「 紙 上 談 兵 」說 的 是 戰 國 時 秦 趙 對 抗 (長 平 之 戰 )的 故 事，寓 意 是 戰 場

形 勢 變 幻 莫 測 ， 用 兵 之 道 講 求 謀 略 ， 經 驗 與 實 效 至 為 重 要 。 將 帥 空

有 書 本 理 論 知 識 ， 說 來 頭 頭 是 道 ， 但 全 無 實 戰 經 驗 及 顯 赫 軍 功 ， 通

常 都 沒 有 好 結 果  

 

要 點  事 證  

戰 場 形 勢 變 幻 莫 測  

用 兵 之 道 講 求 謀 略  

經 驗 與 實 效 很 重 要  

趙 秦 兩 軍 對 抗 形 勢 的 逆 轉 / 廉 頗 死 守 / 秦 施

離 間 /白 起 誘 敵 、 包 圍 及 設 伏 /白 起 坑 殺 趙 軍

作 震 懾  

空 有 書 本 理 論 知 識  

說 來 頭 頭 是 道  

趙 括 從 小 熟 讀 兵 書 / 談 用 兵 打 仗 來 頭 頭 是 道

/很 多 人 都 認 為 他 是 軍 事 天 才  

無 實 戰 經 驗  

無 顯 赫 軍 功  

趙 母 的 阻 諌 /趙 奢 、 廉 頗 、 白 起 的 對 比 /老 兵

的 不 同 意 見  

通 常 都 沒 有 好 結 果  趙 括 被 射 殺 ( 害 己 )/ 趙 軍 被 殲 ( 害 人 ) / 秦 日 後

統 一 六 國 (壞 大 事 )  

3.  引 申 討 論 「 空 談 與 實 學 」  

學 生 充 分 掌 握 「 紙 上 談 兵 」 的 意 義 之 後 ， 可 引 導 學 生 深 入 討 論 「 空 談 與

實 學 」 的 道 理 ， 在 課 堂 內 融 入 價 值 教 育 ， 下 列 問 題 可 供 參 考 ：  

  趙 括 有 哪 些 優 點 和 缺 點 ？ 你 有 沒 有 跟 他 相 似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  

  如 果 你 是 趙 孝 成 王 ， 面 對 一 場 重 大 戰 役 ， 連 趙 母 也 勸 告 你 不 要 讓 趙

括 出 戰 ， 你 會 怎 樣 做 ？ 又 作 為 一 國 之 君 ， 又 應 如 何 用 人 ？  

  在 戰 場 上 ， 如 果 你 是 經 驗 豐 富 的 老 兵 ， 面 對 「 紙 上 談 兵 」 的 趙 括 ，

你 會 怎 樣 做 ？  

  在 現 實 生 活 裡 ， 書 本 知 識 重 要 ， 抑 或 工 作 經 驗 重 要 ？ 為 什 麼 ？  

  怎 樣 才 能 做 個 有 「 真 才 實 學 」 的 人 ？  

  試 就 故 事 內 容 總 結 出 「 紙 上 談 兵 」 所 帶 來 的 結 果 及 影 響 ？ 並 從 現 實

生 活 中 舉 例 說 明 ？  

  試 就 故 事 內 容 總 結 出 秦 勝 趙 敗 的 主 因 及 所 汲 取 的 教 訓 ？  



4.  故 事 起 承 轉 合 的 結 構  

拆 解 故 事 結 構 ， 有 助 學 生 掌 握 內 容 大 要 ， 並 能 訓 練 理 解 分 析 能 力  

 

情 節  主 體 故 事  結 構

1 扼 要 介 紹 趙 括 的 特 質  

2  秦 侵 趙 ， 廉 頗 以 死 守 城 池 戰 術 ， 力 抗 秦 軍  
起  

3  秦 施 離 間 計 ， 令 趙 換 帥  

4  趙 孝 成 王 中 計 ， 與 趙 括 面 談 ， 並 任 他 為 主 帥  

5  趙 母 見 趙 孝 成 王 ， 阻 止 任 用 趙 括 失 敗  

承  

6  趙 括 到 任 ， 改 變 戰 術 ， 主 動 出 擊 ， 老 兵 勸 阻 無 效  

7  秦 施 計 ， 誘 敵 深 入 ， 趙 軍 初 勝 ， 後 被 包 圍  
轉  

8  趙 軍 糧 盡 ， 趙 括 率 部 力 圖 突 圍  

9  秦 將 白 起 設 伏 兵 ， 射 殺 趙 括 ， 趙 軍 盡 降  

10  白 起 坑 殺 趙 軍 四 十 萬 ， 史 稱 長 平 之 戰  

11  戰 後 秦 逐 步 統 一 六 國  

 

合  

5.  故 事 的 背 景 資 料  

適 度 地 解 說 或 引 導 學 生 探 究 下 列 問 題 ， 以 加 深 理 解 及 豐 富 知 識  

  歷 史 人 物 包 括 ： 趙 括 、 趙 奢 、 廉 頗 、 白 起  

  戰 國 的 歷 史 背 景 及 七 國 的 地 理 位 置  

  長 平 之 戰 的 歷 史 意 義  

  中 國 第 一 個 統 一 王 朝 -秦 朝  

  策 略 與 戰 術 ： 被 動 死 守 、 離 間 計 、 主 動 出 擊 、 誘 敵 深 入 、 包 圍 、 突

圍 、 伏 擊 、 坑 殺 震 懾  

6.  辨 識 字 詞 ： 重 溫 字 詞 及 教 授 新 字 詞  

透 過 識 字 教 學 ， 提 高 學 生 的 識 字 (詞 )量  

  二 字 詞 ： 兵 書 、 軍 事 、 天 才 、 對 抗 、 城 池 、 傳 揚 、 膽 量 、 害 怕 、  

指 揮 、 軍 隊 、 點 ( 點 ) 頭 、 完 蛋 、 虎 符 、 取 代 、 決 定 、 作 戰 、 經 驗 、

搞 垮 、 打 算 、 倘 若 、 誅 連 、 家 族 、 明 文 、 準 備 、 主 動 、 出 擊 、 老 兵 、

鋒 芒 、 氣 餒 、 適 宜 、 方 法 、 故 意 、 敗 仗 、 郊 外 、 包 圍 、 牢 牢 、 糧 草 、

吃 光 、 著 急 、 副 官 、 埋 伏 、 弓 箭 ( 手 )、 瞄 準 、 射 死 、 投 降 、 坑 殺 、

統 一  

  四 字 詞 ： 頭 頭 是 道 、 沾 沾 自 喜 、 無 可 奈 何 、 信 以 為 真 、 收 回 成 命 、

哈 哈 大 笑 、 如 狼 似 虎 、 胡 言 亂 語 、 一 意 孤 行 、 無 計 可 施 、 決 一 死 戰 、

群 龍 無 首 、 無 心 戀 戰  

  其 他 ： 不 放 在 眼 內 、 書 獃 子 、 秦 、 趙 、 國  



7.  故 事 具 備 豐 富 戲 劇 創 作 元 素  

  完 整 的 故 事 結 構 (有 開 始 ， 有 結 局 ) 

  有 清 楚 場 面 轉 換 (分 場 ) 

  故 事 情 節 有 起 伏 變 化  

  有 主 角 、 配 角 等 故 事 人 物  

  有 第 一 人 稱 的 對 白 ， 以 及 第 三 稱 的 旁 述  

8.  配 合 情 節 及 角 色 的 對 白 設 計  

著 學 生 在 不 同 情 節 扮 演 不 同 角 色 ， 運 用 不 同 語 氣 說 出 (設 計 )對 白  

 

情 節  人 物  

趙 孝 成 王 中 計 ， 與 趙 括 面 談 ， 並 任 他 為 主 帥  趙 王 與 趙 括  

趙 母 見 趙 孝 成 王 ， 未 能 阻 止 任 用 趙 括 為 帥  趙 王 與 趙 母  

趙 括 改 變 戰 術 ， 主 動 出 擊 ， 老 兵 勸 阻 無 效  趙 括 與 老 兵  

9.  環 繞 中 心 思 想 ， 反 覆 論 述 的 手 法  

  先 交 代 趙 括 「 從 小 熟 讀 兵 書 」、「 談 起 用 兵 頭 頭 是 道 」、「 很 多 人 認 為

他 是 軍 事 天 才 」， 先 入 為 主 ， 為 故 事 確 立 發 展 主 線 -趙 括 只 懂 「 紙 上

談 兵 ， 種 下 禍 根 」  

  說 明 趙 括 是 趙 國 名 將 趙 奢 的 兒 子 ， 但 他 卻 「 沾 沾 自 喜 ， 連 父 親 也 不

放 在 眼 內 」， 趙 括 與 趙 奢 是 一 個 對 比  

  廉 頗 以 死 守 戰 術 ， 令 秦 軍 無 可 奈 何 ， 用 兵 的 對 與 錯 ， 廉 頗 與 趙 括 亦

是 一 個 對 比  

  趙 母 勸 阻 趙 王 起 用 趙 括 ， 透 過 趙 母 之 言 ， 強 化 趙 括 「 紙 上 談 兵 」 的

形 象  

  趙 王 中 離 間 計 ， 起 用 趙 括 ， 置 他 於 實 戰 的 考 驗 當 中 ， 為 「 紙 上 談 兵 」

故 事 發 展 鋪 路  

  趙 括 不 聽 勸 告 ， 主 動 出 撃 ， 結 果 被 包 圍 ， 這 是 「 紙 上 談 兵 」 所 造 成

的 惡 果  

  白 起 早 料 到 趙 括 突 圍 ， 設 伏 射 殺 趙 括 ， 高 下 立 見 ， 白 起 與 趙 括 又 是

一 個 對 比  

  趙 軍 四 十 萬 被 坑 殺 ， 這 是 「 紙 上 談 兵 」 所 帶 來 更 大 的 惡 果 ； 另 外 ，

長 平 之 戰 後 ， 秦 勢 日 強 ， 終 致 統 一 六 國 ， 歸 根 究 底 ， 就 是 「 紙 上 談

兵 」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10.  人 物 對 比 ， 彰 顯 趙 括 「 紙 上 談 兵 」 的 形 象  

  趙 奢 ： 趙 名 將 ， 趙 括 的 父 親 ， 曾 大 破 秦 軍 ， 令 其 不 敢 輕 舉 妄 動  

  廉 頗 ： 趙 名 將 ， 與 白 起 、 王 翦 、 李 牧 並 稱 「 戰 國 四 大 名 將 」， 戰 功 顯

赫  

  白 起 ： 秦 名 將 ， 亦 為 「 戰 國 四 大 名 將 」 之 一 ， 為 將 三 十 多 年 ， 拔 七

十 餘 城 ， 共 殲 滅 過 百 萬 敵 軍  

11.  閱 讀 輔 助 方 法  

附 以 英 文 解 說 (詳 見 附 件 )， 有 助 學 生 理 解 故 事 內 容 ， 但 學 生 必 須 知 道 掌

握 「 漢 字 漢 語 才 是 學 習 的 最 終 目 的 ， 英 文 附 解 只 是 輔 助 中 文 閱 讀 的 一 種

手 段 ， 是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一 種 輔 助 手 法 而 已 」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中 國 語 文 （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二 級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閱 讀 單 元 教 學  

單元七《紙上談兵》 教案設計（陳美晶老師） 

 

（一）學生基本資料 

人數 ：45 人 

國藉 ：巴基斯坦（12 人）、尼泊爾（12 人）、印度（8 人）、印尼（7 人）菲律賓（6 人） 

程度 ：基本程度﹝學習中文有三至五年，聽說能力一般，讀寫能力較弱﹞ 

 

（二）學生已有知識 

1. 已閱讀的《史記故事精選》故事包括「一鳴驚人」、「秦始皇」、「指鹿為馬」、「河神娶

妻」，已對春秋戰國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有初步認識 

2. 閱讀《西遊記故事精選》和《史記故事精選》時，已運用「六何法」分析故事內容，對此閱

讀策略已有基本的掌握 

3. 在閱讀「一鳴驚人」時，已初步了解成語的概念 

4.  閱讀《西遊記故事精選》和《史記故事精選》時，已學習「 選 角 」 、 「 旁白、敘述（第

一人稱）」、 「 說 話 的 語 氣 」、 「 選 材 」， 並 作 出 分 組 話 劇 和 配 音 排 演 ， 對 戲

劇 元 素 已有基本的掌握 

 

（ 三 ） 學 習 目 標 及 預 期 成 果  

  1 .  基 本 學 習 重 點  

  辨 識 字 詞 方 面 ， 認 讀 故 事 中 的 重 點 字 詞 ， 掌 握 其 形 、 音 、 義 ， 消 除 內 容

理 解 的 障 礙 ， 提 高 識 字 /詞 量 ， 包 括 ：  

    題目：紙、上、談、兵 

    名詞：兵書、天才、虎符、經驗、書獃子 

    動詞：熟讀、攻打、死守、指揮、取代、誅連、投降、坑殺 

    成語：紙上談兵 

  閱讀策略方面，運 用 「 猜 想 」 和 「 段 旨 法 」 ， 初 部 掌 握 故 事 內 容 大 要  

 作法分析方面，運用「六何法」和「排序法」，理解故事情節的序列 

  2 .  延 伸 學 習 重 點  

   「 增 」 的 部 份 ：  

  作法分析方面，透 過 教 師 提 供 有 關 描 述 性 格 的 形 容 詞 ， 分 組 找 尋 故 事 中 的

事 例 或 情 節 ， 從 而 歸 納 出 主 要 人 物 形 象 及 性 格 特 徵  

「 潤 」 的 部 份 ：  

  聽 說 訓 練 方 面 ， 重 點 訓 練「 對話和情節」和「 對 白 和 語 氣 」， 運 用 不 同 語

氣 說 出 對 白 ， 並 作 出 同 儕 觀 摩 及 互 評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中 國 語 文 （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二 級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閱 讀 單 元 教 學  

單元七《紙上談兵》 教案設計（陳美晶老師） 

 

（ 四 ） 教 學 結 構 及 流 程  

  本 單 元 有 4 節 課 ， 節 數 分 佈 為 2— 2 教 學 結 構 ：  

課 前 預 習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學 生 課 業  

預 習  課 業 反 饋  / 導 入

/發 展  

70 分 鐘  

發 展  / 總 結  

70 分 鐘  

鞏 固  

 

 

（ 五 ） 教 學 流 程 如 下 ：   

教 節  教 學 建 議  

課 前 預 習  

 

  教 師 回 顧 有 關 春 秋 戰 國 至 秦 統 一 六 國 的 歷 史 背 景 ， 以

及 地 理 位 置 及 形 勢 ， 增 加 接 觸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的 機 會 ，

加 深 學 生 對 「 紙 上 談 兵 」 故 事 背 景 的 認 識  

 

  猜 測 故 事 內 容 ， 向 學 生 提 問 ， 引 發 學 生 思 考 ， 如 ：  

在這個背景下，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出色的領袖？ 

 

第 一  /二 節  

導 入  /發 展 階 段  

（ 課 文 第 一 至 九 段 ）  

 流程：預習及回顧所學——把不同情節排序——按事例分析出主

要人物性格的優點和缺點——通過提問鞏固內容理解——

透過工作紙評估學習成果 

 

 導 入 ： 跟 進 學 生 的 預 習 ， 回 顧 過 往 單 元 的 領 袖 （ 如 齊

威 王 、 秦 始 皇 、 西 門 豹 等 ） ， 分 組 討 論 ， 簡 單 匯

報 出 色 的 領 袖 需 要 具 有 的 條 件 ，達致「從過往所學

引入新概念」的效果 

 

 釋詞：理解第一至第九段內容，兼作解說，清除字詞障礙： 

題目：紙、上、談、兵 

名詞：兵書、天才、經驗、虎符 

動詞：熟讀、攻打、死守 

 

  策略：運 用 「 六 何 法 」 ， 從 「 時 間 」 、 「 人 物 」 、 「 地

點 」 、 「 原 因 」 、 「 經 過 」 、 「 結 果 」 概 括 故 事

內 容 要 點，得 出 故 事 起 承 轉 合 的 結 構（ 見 附 錄 1）

 

透 過 故 事 中 的 事 例，初 步 歸 納 出 趙 括 性 格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 見 工 作 紙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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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提 問 ， 促 進 學 生 自 學 ， 如 ： 

趙括有哪些優點和缺點？你有沒有跟他相似的優、缺點？

如果你是趙孝成王，面對這場重大的戰爭，連趙母也勸告

你不要讓趙括出戰，你會怎樣做？ 

如果你是秦軍，你會怎樣做？  

 

  評 估 ：  

進 展 性 評 估  

工 作 紙 （ 一 ） ： 評 估 學 生 對 故 事 第 一 至 九 段 內 容 及 人

物 的 理 解 程 度  

  分 析 趙 括 的 優點和缺點 

  對 重 點 字 詞 、 近 義 詞 的 掌 握 度  

  代 詞 所 指代的人物 

  故 事 場 面 或 課 文 段 旨 的 排 序  

 

第 三  / 四 節  

發 展  / 總 結 階 段  

（ 課 文 第 十 至 十 六 段 ）  

 流程： 通過提問鞏固內容理解——透過工作紙評估學習成 

果——教師總結得失——佈置學生課業 

 

 釋 詞 ： 理解第十至第十六段內容，兼作解說，清除字詞障礙：

名詞：書獃子 

動詞：指揮、取代、誅連、投降、坑殺 

成語：紙上談兵 

 
  策 略 ： 通 過 覆 述 ， 鞏 固 學 生 對 故 事 內 容 的 掌 握  

 

透 過 故 事 的 不 同 分 場 ， 分 組 把 情 節 排 序 ， 共 同

列 出 故 事 的 發 展 過 程  

 

分 析 故 事 中 的 事 證 內 容 和 觀 點 ， 從 而 作 出 多 角

度 判 斷  

 

透 過 教 師 提 供 有 關 描 述 性 格 的 形 容 詞 ， 分 組 找

尋 故 事 中 的 事 例 或 情 節 ， 從 而 歸 納 出 趙 括 的 形

象 及 性 格 特 徵  

 

聽 說 訓 練，列 出 故 事 中 的 三 大 場 面（ 見 附 錄 5），

運 用 不 同 語 氣 說 出 對 白 ， 同 儕 觀 摩 及 互 評 ， 透

過 提 問 ， 進 行 價 值 教 育 （ 見 附 錄 6）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中 國 語 文 （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二 級 《 史 記 故 事 精 選 》 閱 讀 單 元 教 學  

單元七《紙上談兵》 教案設計（陳美晶老師） 

 

 

初 步 理 解 「 紙 上 談 兵 」 帶 來 「 空 談 與 實 學 」 的

人 生 道 理  

 

教 師 提 問 ， 促 進 學 生 自 學 ， 如 ： 

在戰場上，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兵，面對「紙上談

兵」的趙括，你會怎樣做？ 

在現實生活裡，你認為多讀書重要，還是多積累工作經

驗重要？為甚麼？ 

我們怎樣才能做個「真才實學」的人？  
 
 
 

  評 估  

進 展 性 評 估  

工 作 紙 （ 二 ） ： 評 估 學 生 對 故 事 第 十 至 十 六 段 內 容 及

人 物 的 理 解 程 度  

  對 歷 史 字 詞 的 掌 握 度  

  故 事 場 面 或 課 文 段 旨 的 排 序  

  代 詞 所 指代的人物 

  溝 通 能 力 、 創 意 能 力 、 批 判 能 力 的 運 用  

  高 階 思 維 的 運 用  

 

總 結 性 評 估  

「 對話和情節」 說 話 訓 練  

  在 不 同 場 面 裡 找 出 一 個 人 物 ， 設 計 對 白  

  設 計 不 同 人 物 對 白 的 同 學 進 行 演 繹  

 語 氣 的 運 用 、 糾 正 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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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附 錄  

1.  故 事 內 容 剖 析 ：  

內 容  段 落  

誰  做 甚 麼  

性 質  

第 一 段  趙括 因人們認為他是個軍事天才，因而沾沾自喜。 事 由

第 二 段  廉頗 死守城池抗秦。 過 場

起  

第 三 段  秦國 散 佈 謠 言 。  

第 四 段  

|  

第 六 段  

趙孝成王 信以為真，派趙括取代廉頗出戰。 

第 七 段  

|  

第 九 段  

趙母 無 法 勸 服 趙孝成王收回成命。 

 

承  

第 十 段  

|  

第 十 一 段  

趙括 不理老兵建議，主動出擊。 

第 十 二 段  

|  

第 十 四 段  

白 起  包 圍 趙 軍 。  

 

 

經 過

轉  

第 十 五 段  

|  

第 十 六 段  

趙括 

趙 軍  

被射殺。 

被坑殺。 

結 果 合  

 

 

2.  戲 劇 元 素 分 析 — — 「 對話和情節」 和 「 對 白 和 語 氣 」  

著 學 生 在 不 同 的 故 事 場 面 扮 演 不 同 角 色 ， 運 用 不 同 語 氣 說 出 （ 或 設 計 ） 對 白 ， 從 而

了 解 故 事 中 主 要 角 色 的 性 格 特 徵 ：  

課 文 內 容  人 物  對 白  語 氣  

場 面 一 ： 趙孝成王與趙括的對話 

「 這時候，秦國就故意四處揚傳」至「派他到軍中取

代廉頗。」 

   

場 面 二 ： 趙括的媽媽與趙孝成王的對話 

「 趙括的媽媽知道趙孝成王的決定後」 至 「 趙孝成

王就寫下了明文，讓趙括的媽媽帶走。 

   

場 面 三 ： 趙括與老兵的對話 

「 趙括一到軍中」至「 白起就將這四十萬趙軍坑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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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 值 教 育 方 面 ：  

 場 面 一 ： 趙孝成王與趙括的對話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出色的領袖？ 

 場 面 二 ： 趙括的媽媽與趙孝成王的對話 

趙括有哪些優點和缺點？你有沒有跟他相似的優、缺點？ 

如果你是趙孝成王，面對這場重大的戰爭，連趙母也勸告你不要讓趙括出戰，你會怎樣

做？ 

如果你是秦軍，你會怎樣做？ 

 場 面 三 ： 趙括與老兵的對話 

在戰場上，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兵，面對「紙上談兵」的趙括，你會怎樣做？ 

在現實生活裡，你認為多讀書重要，還是多積累工作經驗重要？為甚麼？ 

我們怎樣才能做個「真才實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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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   紙上談兵1 

趙奢是戰國時的名將
2
。他的兒子趙括從小就熟讀兵書，談起用兵打仗來頭

頭是道。很多人都認為趙括是個軍事
3
天才

4
。趙括自小也常常沾沾自喜

5
，有時連

父親都不放在眼內。 

趙奢死後，有一年，秦國攻打趙國
6
。趙國派出

7
老將

8
廉頗對抗

9
秦軍。廉頗

死守
10
城池

11
，秦軍無可奈何。 

這時候，秦國就故意
12
四處傳揚

13
：「趙國的廉頗老了，沒有膽量出戰，所

以死守城池。我們秦軍就只害怕
14
和趙括作戰。」 

趙孝成王信以為真，立刻找趙括問：「你是否真的能指揮
15
軍隊

16
？」 

趙括點點頭
17
，說：「當然，他們一定完蛋

18
了。」 

趙孝成王哈哈大笑
19
，就將虎符

20
交給趙括，派他到軍中取代

21
廉頗。 

                                                 
1 紙上談兵：treats a battle like a game of chess 
2 名將：famous general 
3 軍事：military 
4 天才：talent 
5 沾沾自喜：very pleased with himself 
6 趙國：State of Zhao 
7 派出：send 
8 老將：famous commander 
9 對抗：against 
10 死守：stay 
11 城池：forts 
12 故意：intentionally 
13 傳揚：spread 
14 害怕：fear of 
15 指揮：direct 
16 軍隊：army 
17 點點頭：nod his head 
18 完蛋：totally lost 
19 哈哈大笑：laugh 
20 虎符：battlefield pass 
21 取代：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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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括的媽媽知道趙孝成王的決定
22
後，就到趙孝成王面前，向趙孝成王說：

「請大王收回成命
23
，我的兒子沒有作戰經驗

24
，只會將我國的軍隊搞垮

25
。」 

趙孝成王說：「我早下了決定，自然有我的打算
26
，趙老夫人你不必多說了。」 

趙括的媽媽說：「倘若趙軍大敗，大王請勿誅連
27
我們家族

28
。」趙孝成王

就寫下了明文
29
，讓趙括的媽媽帶走。 

趙括一到軍中，取代了廉頗，就命令軍士準備
30
主動出擊

31
。有些富經驗的

老兵
32
走到趙括的面前，勸說：「秦軍如狼似虎

33
，廉頗叫我們避

34
他鋒芒，等他

們氣餒
35
後我們才出擊，將軍現在就出擊，不是適宜

36
的方法

37
。」 

趙括說：「你也是和廉頗一樣無心戀戰吧。大王派我來，是出戰而不是死

守的。你再敢胡言亂語，我就殺了你。」 

趙括一意孤行
38
，派兵出擊。秦軍故意打幾場敗仗，將趙軍引到郊外。 

這時，秦國的名將白起指揮秦軍，分開十路包圍
39
趙軍。四十萬趙軍就被牢

牢的包圍着。秦軍沒有出戰，而趙軍的糧草
40
快要吃光了。 

                                                 
22 決定：decision 
23 收回成命：withdraw the order 
24 經驗：experience 
25 搞垮：destroy 
26 打算：plan 
27 誅連：execute or kill 
28 家族：family clan 
29 明文：clear statement 
30 準備：ready to 
31 主動出擊：attack actively 
32 老兵：experienced soldiers 
33 如狼似虎：strong 
34 避：avoid 
35 氣餒：deflated 
36 適宜：appropriate 
37 方法：strategy 
38 一意孤行：stubbornly, act without taking others’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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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括這時着急了。他對副官們
41
說：「我們現在無計可施了，唯一突圍和他

們決一死戰。大家跟着我衝出去吧！」 

白起早料到趙括只是一個書獃子
42
，根本不會想到其他方

法的。所以他一定會帶兵突圍，於是埋伏
43
了很多弓箭手。當

趙括帶趙軍突圍的時候，弓箭手就瞄準趙軍發箭，就射死
44
了

趙括。趙軍群龍無首
45
，就向秦軍投降，白起就將這四十萬趙

軍坑殺
46
。 

於是，再沒有任何國家有能力對抗秦國，秦國就慢慢地統一六國了。 

 

                                                                                                                                                                  
39 包圍：surround 
40 糧草：food 
41 副官們：general assistants 
42 書獃子：bookworm 
43 埋伏：ambush 
44 射死：shoot 
45 群龍無首：lost the leader 
46 坑殺：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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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紙上談兵  工作紙（一） 

 

預習：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出色的將軍？  

 

 

 

 

 

 

 

  

1. 2. 3. 

 

 

 

堂課（課文第一至第九段）： 

趙括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趙括的優點 趙括的缺點 

 

從小就熟讀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2. ________________經驗。 

 

 

談起 3. ______________來頭頭是道。 

 

過度自信，會把 4. ________________搞垮。

 

 

 

 

***想一想：如果你是趙孝成王，面對這場重大的戰爭，連趙母也勸告你不要讓趙括出戰，你

會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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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 

（一）再次閱讀課文第一至第九段，找出方格內所指代的人物或事物： 

 

例：他的兒子趙括從小就熟讀兵書。            趙奢       

 

1.  他連父親都不放在眼內。                         

 

2.  我們只害怕和趙括作戰。                         

 

3.  他們一定完蛋了。                          

 

4.  你不必多說了。                           

 

 

（二）再次閱讀課文第一至第九段，然後把句子排序： 

a. 趙括沾沾自喜。 

b. 趙母無法勸服趙孝成王收回成命。 

c. 秦國散佈謠言。 

d. 趙括自小熟讀兵書。 

e. 趙孝成王信以為真，派趙括取代廉頗出戰。 

f. 廉頗死守城池抗秦。 

g. 人們認為趙括是個軍事天才。 

 

 

1.__d___  2.______  3.______  4.______  5.______  6.______  7.______ 

 

 

（三）如果你是秦軍，你會怎樣做？  

 

 

 

 

 

 

 

  

1. 2. 3. 

 

單元七：紙上談兵  工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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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 

在戰場上，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老兵，面對「紙上談兵」的趙括，你會怎樣做？  

 

 

 

 

 

 

 

  

1. 2. 3. 

 

 

堂課（課文第十至第十六段）： 

「對白和情節」說話訓練——試在不同場面裡找出一個人物，設計對白，然後

找出設計不同人物對白的同學進行角色扮演，注意語氣的運用。 

課文內容 

場面一：趙孝成王與趙括的對話 

「這時候，秦國就故意四處揚傳」至「派他到軍中取代廉頗。」 

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 

對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面二：趙括的媽媽與趙孝成王的對話 

「趙括的媽媽知道趙孝成王的決定後」至「趙孝成王就寫下了明文，讓趙括的媽媽帶走。」

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 

對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面三：趙括與老兵的對話 

「趙括一到軍中」至「白起就將這四十萬趙軍坑殺。」 

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 

對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在現實生活裡，你認為多讀書重要，還是多積累工作經驗重要？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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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 

（二）再次閱讀課文第十至第十六段，找出方格內所指代的人物或事物： 

 

例：他的兒子趙括從小就熟讀兵書。            趙奢       

 

1.  廉頗叫我們避他鋒芒。                         

 

2.  你也是和廉頗一樣無心戀戰吧。                       

 

3.  大王派我來，是出戰而不是死守的。                      

 

4.  大家跟着我衝出去吧！                         

 

 

（二）再次閱讀課文第十至第十六段，然後把句子排序： 

a. 趙括不理老兵建議。 

b. 趙母無法勸服趙孝成王收回成命。 

c. 趙軍被坑殺。 

d. 白起包圍趙軍。 

e. 趙括主動出擊。 

f. 老兵勸趙括死守城池。 

   g. 趙括被射殺。 

 

 

1.__b___  2._______  3._______  4._______  5._______  6._______  7._______ 

 

 

（三）我們怎樣才能做個「真才實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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