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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初中中國語文學習單元示例  
 

一、 級別：中二 

二、 主題：家國之情 

三、 學習目標 
賞析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體味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感受語文之美；培養勤奮好學、

孝親敬師、勇於承擔、心繫祖國的品德情操；體悟中華文化中的家國情懷。 

四、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理解作品中心思想，體味作者情思 

文學範疇︰ 
 欣賞文學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 
 初步感受豪放詞的風格 

中華文化： 
 體悟中華文化中的家國情懷 

品德情意： 
 培養勤奮好學、孝親敬師、勇於承擔、心繫祖國的品德情操 

語文知識： 
 簡單認識律詩和新詩的特點 

五、 學習材料 
講讀： 
 佚名《岳飛之少年時代》 
 岳飛《滿江紅》 

導讀： 
 杜甫《春望》 
 余光中《民歌》 

自讀： 
 王堅敏、韓玉琪《永不後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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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第 1 – 4 節 

講讀《岳飛之少年時代》 
 

初步感知 
1. 課前預習： 
 請同學課前蒐集與岳飛有關之故事/傳說。 
 學生匯報：請學生於課堂上簡單介紹所得資料，

並談談個人對岳飛的印象。 

 
 

․ 如岳母刺背、岳家軍、直搗

黃龍、十二道金牌、莫須有。 
 

2. 教師朗誦示範或播放《岳飛之少年時代》的誦讀錄

音，讓學生初步感知作品的內容和情感。 
․ 《岳飛之少年時代》誦讀錄

音：

https://www.edb.gov.hk/attach
ment/tc/curriculum-developm
ent/kla/chi-edu/recommended-
passages/ks3_20_c.mp3 
 

3. 對於岳飛於少年時代的行事，有哪處地方令你最

感︰ 
 詫異 
 佩服 
 不解 

 
․ 學生自由表達。學生如有不

解的地方，教師在講讀此篇

後須向提出的學生追問是否

已釋疑。 
 

理解分析 
4. 據原文第一段，引導學生討論以下問題： 
 文中記述岳飛出生時有何異常情況？這些記述有

甚麼作用？ 

 
 
․ 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

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

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氏抱

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

下，及岸，得不死。 
․ 這些記述的作用：渲染岳飛

出生的不平凡，為後來他竟

答允殉國死義，以至長大後

真的成為抗金英雄，並最終

為國犧牲作鋪墊。 
 

 據文中的記述，岳飛算得上是文武雙全嗎？有何

事實證據支持？ 
․ 文︰天資敏悟，記憶力強，

勤學用功(拾薪為燭，誦習達

旦)，熟讀《左氏春秋》及孫

吳兵法。 
․ 武︰生有神力，未冠，能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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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弓三百斤。箭法奇準，一再

射破箭尾筈，又肯勤力練習。 
 

 岳飛好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與他日後的成

就有關係嗎？ 
․ 《左氏春秋》記述不少忠臣

死義之事，孫吳兵法談論作

戰技術，岳飛日後能成為忠

臣名將，與好讀此二書不無

關係。 
 

5. 岳飛與周同 
 你認為周同與岳飛的箭術誰較優勝？如果岳飛較為

優勝，為何他仍跟隨周同學射？ 
 
 
 

 周同把自己所愛的良弓送給岳飛，有甚麼用意？收

到周同的弓後，岳飛有何回應？ 
 
 

 周同死後，岳飛有何舉動？岳飛的父親又有何表

示？ 
 
 
 
 岳飛與周同的師生關係如何？何以見得？你羨慕這

種師生關係嗎？ 

 
․ 岳飛的箭法奇準，但不一定

代表他的箭術比周同優勝；

更由於岳飛謙虛受教，周同

於是傾囊相授，岳飛乃盡得

其術。 
․ 周同把自己的弓送給岳飛，

表示欣賞他，樂意收他為

徒。岳飛收到周同的弓後，

就更加勤力練習。 
․ 岳飛悲慟不已，每逢朔望，

必備酒肉哭祭；又引所贈弓

發三矢，表示追念和敬意。

岳飛的父親嘉許他能尊師重

道，不忘師恩。 
․ 岳飛與周同的師生感情非常

要好。老師愛護學生，把自

己喜愛的良弓送給他，又把

箭術傾囊相授；學生既感激

又敬慕老師，老師去世，他

悲慟不已，每逢朔望，必備

酒肉哭祭；又引所贈弓發三

矢，表示追念和敬意。 
 

6. 根據岳飛父親與他的對話，引導學生討論以下問

題： 
(父)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

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

為！」 
 岳飛志向、品格如何？ 

 
 
 
 
 
․ 這段對話，反映出岳飛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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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做父親的叫兒子「殉國死義」，你認為合情合理嗎？ 

遠大，以國家大事為己任，

願意殉國死義。這也反映出

岳飛孝親的品格，他雖然願

意以身報國，但也要先得到

父親的允許。 
․ 為父親的叫兒子「殉國死

義」，可說不合於情，但由於

當時外族入侵，國勢傾危，

先國後家，父親的期許，也

屬合理。(只供參考，學生可

各抒己見。) 
 

 
深入體悟 
7. 作者說岳飛「少負氣節」。綜合全文，有哪些記述

表明岳飛有這特質？ 
 
 
 
 
 
 
 
 
 
 
 
8. 本文記述了岳飛少年時代的事跡，與他長大成人後

的行事為人有相呼應的地方嗎？ 
 

 
 

․ 少負氣節 
- 岳飛好讀《左氏春秋》及孫

吳兵法，可見他早有治國治

軍的志向。 
- 岳飛天資敏悟，記憶力強，

雖然家貧但拾薪為燭，誦習

達旦，用功讀書，不因家境

貧困而怠惰，志氣不凡。 
- 岳飛生有神力，箭法奇準，

但仍肯努力學射，可見抱負

不凡。 
- 他尊師重道，不忘本，節操

可嘉。 
 

第 5 – 7 節 
講讀《滿江紅》 

 

初步感知 
1. 課前預習： 
 請同學預先尋找《滿江紅》的寫作背景。 
 請學生於課堂上報告《滿江紅》的寫作背景。 

 
 

․ 此篇是岳飛約三十二歲時寫

的作品，當時抗金形勢略有

變化，收復失地的願景正露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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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2. 教師播放《滿江紅》的誦讀錄音，讓學生先整體感

受作品的情感和氣勢。 
․ 《滿江紅》誦讀錄音： 

https://www.edb.gov.hk/attach
ment/tc/curriculum-developm
ent/kla/chi-edu/recommended-
passages/ks3_18_c.mp3 
 

理解分析 
3. 結合《滿江紅》的寫作背景，引導學生討論以下問

題： 
 詞的上片和下片感情焦點有何不同？ 

 
 
 

․ 上片抒發國恥未雪的憾恨，

下片表現對「還我河山」的

決心和信心。 
 

 「怒髮衝冠」是出自何典？岳飛以此表達甚麼情

感？ 
․ 《史記》兩次寫怒髮：一、《廉

頗藺相如列傳》，藺相如持和

氏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怒

責秦王貪酷；二、《刺客列

傳》，荊軻入秦刺秦王，眾送

行時「士皆瞋目，髮盡上指

冠」。 
․ 兩處皆是與面對強虜霸權有

關，岳飛以此突出憤激之

情，表明與敵人的深仇大恨。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一聯，岳

飛有何感嘆？他又有何抱負？ 
․ 岳飛感嘆自己已三十多歲，

所獲功名成就卻如塵土細

小，微不足道。 
․ 岳飛一心想着追雲逐月，轉

戰千里，抗擊金兵，收復失

地。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是經典名句，

表達的是甚麼意思？作者為何有此自勉自勵的說

話？ 
 
 

․ 莫輕易讓光陰虛度，頭髮變

白了卻一事無成，那時就悲

切痛悔也徒然了。 
․ 此處反映岳飛早決定將畢生

精力貢獻抗金復國事業，故

此珍惜光陰，為實現目標而

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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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4. 「靖康恥」指甚麼？ ․ 指靖康之難︰宋室首都被金

兵攻破，徽宗、欽宗二帝被

擄去。 
 

5. 賀蘭山是甚麼地方？「踏破賀蘭山缺」是甚麼意

思？ 
 
 
 

6. 「天闕」是甚麼地方？「朝天闕」又是甚麼意思？ 

․ 賀蘭山：位於寧夏與內蒙古

交界處。這裏泛指金兵的軍

事要塞。這是表達岳飛殺敵

的渴望，抒發他抗金的決心。 
 

․ 「天闕」是皇宮，借代皇帝。

「朝」是拜見。古代以皇帝

作國家最高象徵，對皇帝忠

心也就是對國家忠心。本詞

以朝見天子（「朝天闕」）作

結，表明詞人決心驅逐外

敵，收復國土，以報效國家。 

 
深入體悟 

7. 教師和學生一起誦讀本詞(或再次聆聽誦讀錄音)，讓學

生深入體會作品的情感和領略本詞的風格。 
 

 
․ 本詞通篇充滿豪言壯語，氣

勢磅礡，音調激越。全篇感

情直露，詞意難以抑勒，既

不曲折，又不蘊藉，是豪放

派詞的代表作。(進一步探

討︰全篇皆用入聲韻，表現

「壯懷激烈」的決斷語氣；

下片多三字短句，節奏明

快，配合激昂的情調。) 

 
8. 寫作活動：  

讀完《岳飛之少年時代》和《滿江紅》兩篇作品後，

我們對岳飛的認識多了一點。可嘗試︰ 
 閱讀一本岳飛的傳記，寫一篇評價岳飛的短文。

或 
 寫一封電郵給岳氏宗親會，表達對岳飛的尊崇和

敬意。或 
 寫一封信給岳家後人，感謝岳飛對自己的啟發

（學習態度/立定志向/師生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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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第 8 – 10 節 
導讀《春望》 

 

1. 課前預習： 
 學生誦讀作品，初步領略詩歌的情意。 

 
 
 

 

2. 全班一同誦讀作品，並請學生分享誦讀後的感受和

體悟。 
 

․ 例如可讓學生談談自己對春

天的印象、聯想，再比較《春

望》所寫的春天。 
․ 春天的大自然：象徵一年之

始、充滿生機、萬物欣欣向

榮 
․ 《春望》寫的是戰火中的春

天，沒有春天常見的生氣和

歡欣 
 

3. 讓學生討論以下問題： 
 杜甫在《春望》中提及甚麼大自然景物？這些景

物有甚麼特點？ 

 
․ 山、河、草、木、花、鳥 
․ 詩中寫的雖是春天的景物，

但全沒有春天的生氣，只有

戰火的蕭條，令人觸目傷懷。 
– 「國破山河在」：城池殘破 
– 「城春草木深」：人煙稀少 
– 「感時花濺淚」：從花上的露

珠想到花彷彿因感傷時局而

濺淚 
– 「恨別鳥驚心」：枝頭的鳥兒

似乎因恨別而不安 
 

 為甚麼詩中的花兒彷彿在濺淚，鳥兒也似在枝頭

不安地鳴叫？ 
․ 杜甫把對時局不安和對家人

思念的情緒，投射在春天的

花和鳥之上，以抒發愁苦之

情、家國之思。 
 

 詩末描寫了杜甫外貌的變化，用意何在？ ․ 詩末「白頭搔更短，渾欲不

勝簪」兩句，描寫杜甫因憂

心國事和思念家人，導致頭

髮變白，而且愈見稀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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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致無法再用簪束髮，進一步

表達了他對家國的憂思。 
 

4. 《春望》一詩充分表達了杜甫愛國的情懷。你對詩

中哪些詩句印象最深刻？ 
․ 學生可自由表達，言之成理

即可。(如「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移情於景，以花

鳥擬人，抒發國破家亡的傷

痛；「峰火連三月，家書抵萬

金」，以家書可抵萬金，抒發

對家人的思念之情。) 
 

5. 杜甫和岳飛兩人的處境和情懷有相近之處嗎？ ․ 杜甫和岳飛同樣處於國家多

難之時世，兩人同樣有一片

愛國之心。 
 

延伸活動： 
請學生選取一首個人覺得最能牽動家國情懷的詩

歌，與老師及同學分享。 
分享重點可參考以下各項： 
– 朗讀作品(透過誦讀表達對作品內容的理解以

及情感的體會) 
– 簡介作者和寫作背景 
– 簡介作品所抒發的家國情懷(從作者的角度出

發) 
– 簡介作品的表達手法(點出作品的形式美) 
– 分享作品能牽動家國情懷的原因(從學生的角

度出發，讓學生分享個人的閱讀心得和感悟，

說出被作品所打動的原因。) 
 

 
․ 學生自由選擇能牽動心繫祖

國之情的作品，分享個人的

感受。所選作品及有關原

因，言之成理即可。 
․ 教師亦可考慮利用學校內聯

網或中文科討論區，讓學生

上載及分享有關的詩作和個

人感受，鼓勵學生透過不同

平台，善用文字、聲音，甚

或視像片段，分享個人閱讀

感受，從而促進師生和生生

之間的交流。 

第 11 – 14 節 
導讀《民歌》 

 

1. 課前預習： 
 蒐集資料： 

- 初步認識作者生平； 
- 在中國地圖上找出及標示「黃河」、「長江」、「青

海」、「黃海」、高原、平原的位置，結合詩歌

的內容，概略認識中國地形特徵。 
 
2. 誦讀詩歌：學生誦讀詩歌，然後自由表達個人閱讀

 
․ 可與地理科或「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組」協作，進行

跨課程學習，由地理科等引

導學生認識中國地形特徵，

本科負責教授《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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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或誦讀作品的感受。 
 

 
 

3. 引導學生理解詩歌內容和形式： 
 「民歌」是甚麼意思？詩題為「民歌」，有甚麼含

意？ 

 余光中說：「這首《民歌》我

寫於 1971 年，是講中華民族

的元氣、中華民族的精神。」  
詩中所體現出來的是對中華

民族文化精神的認同感、中

華民族文化精神傳承的歷史

使命感。 
 這首新詩以河流的流動和轉

換為民歌傳唱的載體，把地

域環境與民族演化縱橫融匯

起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

神」是這首《民歌》的主旋

律。 
 

 第一、二節同是描述中國的地域環境，兩者有甚

麼不同之處？又兩者有甚麼關聯？「黃河」和「長

江」象徵了甚麼？ 

 詩歌從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寫

起。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

搖籃。正是那黃土地孕育了

中華民族，這首「只有黃河

的肺活量能歌唱」的《民

歌》，歌聲響徹華夏大地，因

此「風也聽見/沙也聽見」。這

裏的民歌是中華民族起源時

民族精神的象徵。 
 民族精神的演化，歷史的發

展，從黃河到長江，從高原

到平原，地域擴大了，亦展

現了中華民族精神所經歷的

歷史行程。因此「魚也聽見/
龍也聽見」。魚、龍是中華民

族的圖騰，代表中華民族文

化精神。 
 「黃河」和「長江」同是中

國文明的搖籃。「風、沙」是

黃河流域文化的見證；「魚、

龍」是長江流域文化的見

證。「風、沙、魚、龍」共同

見證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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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史長河中一以貫之的民族文

化精神。 
 

 第三、四節寫「我的紅海」和「你的血他的血」，

是甚麼意思？ 
 「黃河」、「長江」寫到「我

的紅海」、「我的血」、「你的

血他的血」，寫中華民族血脈

相連、生生不息，把地域環

境與民族演化融匯起來，述

說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傳承

延續不絕。 
 

 試概括每一節詩歌的內容大意。  第一節以傳說中北方的「民

歌」代表中華民族精神，寫

中華民族發源於黃河； 
 第二節述說從北到南從西到

東，「民歌」傳遍廣大的地

域，民族歷史文化一直演進； 
 第三節比喻文化精神演進縱

然一再遭受挫折，「歌聲」卻

已在中華民族兒女的血液中

流動，「我」不是純粹的個

人，寫的是民族的自覺與確

認； 
 第四節的「你」與「他」指

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脈承傳，

讓中華兒女同悲共喜的「民

歌」，傳唱不會斷絕。 
 

 分析詩歌的句式和結構特點。  詩歌布局井然，各節句式整

飭，循環往復，一唱三歎，

具有民歌的特色。 
 

4. 引導學生賞析作品。學生分組討論及匯報，教師點

撥及回饋： 
 為甚麼詩人說「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這裏運用的

擬人法有甚麼作用？ 

 
 

 有人把黃河和長江稱爲中國

大地的動脈，世世代代地滋

潤着大地、哺育着人民。黃

河與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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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此處賦予黃河和長江以母親

的性格或情感，並凸顯與人

類歌唱動態有關的「肺活量」

和「鼻音」等特徵，令母親

河的形象更為生動，讀起來

更感親切。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

兩句，是甚麼意思？第三節又說「有一天我的血

也結冰」，用意何在？ 

 「凍成了冰河」、「結冰」喻

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傳承

和發展上縱然遇上挫折和障

礙，譬如天災人禍等，「還有

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

唱」，這正是民族精神的傳承

和弘揚，也正因為每一個炎

黃子孫將民族精神代代相

傳，才使得中華民族五千多

年來雖歷經坎坷、磨難和滄

桑卻又生生不息。 
 

 詩歌運用了哪些修辭法？你認為對表達主題有幫

助嗎？ 
 

 比喻、擬人、象徵等。 

 詩歌重複用了八次「……也聽見」，對於表達詩歌

的情感有甚麼作用。 
 詩歌韻律和諧，一唱三歎，

重複的部分可以令聽者易於

記憶，也是情感上的高潮部

分，令人深刻感受到詩人對

民族文化深厚的情感。 
 

 作品的語言和節奏有何特色？詩人流露了甚麼感

情？ 
 清新的比喻和意象，洋溢激

揚豪邁之情，節奏鏗鏘、明

快，韻律和諧，句式整飭，

循環往復，一唱三歎，具有

民歌的特色。詩人藉中國自

然地理風貌為導引，從北到

南、從西到東，寫民族的歌

聲遊遍幅員遼闊的中國山

河，訴說中華民族文明源遠

流長的歷史和故事，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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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對山河故土深厚的感情。 

 老師可以藉歌曲及影片加強

學生對民族、文化的感情。 
5. 認識新詩和近體詩的體例。 
 《民歌》是現當代的新詩，而《春望》則是唐代

的近體詩。 
– 新詩可分為格律體和自由體，格律體每行字

數基本平均，音尺有規律，也講求押韻。自

由體的特點是每行的字數參差不齊，每節行

數也不均勻，而且多不押韻。《民歌》節奏明

快，韻律和諧，句式整飭，屬於格律體。 
– 近體詩按每句字數分為五言和七言兩類；若

按句數分，四句為絕詩，八句為律詩，而《春

望》則屬於五言律詩。 
 試比較兩首作品在體例的不同特點。 

(句數和字數、平仄、用韻、對偶、分段) 

 
 新詩 
句數和字數： 句數和字數均沒有限

制 

平仄： 沒有固定的規律 

用韻： 沒有固定的規律 

對偶： 不講求對仗 

章節： 沒有限制，一般按內

容劃分章節 

 
 五言律詩 
句數和字數： 全篇共八句，每句五

個字 

平仄： 有仄起、平起兩種基

本形式 

用韻： 雙數句末字押韻，第

一句可押可不押 

對偶： 第三、四句和第五、

六句必須對仗 

章節： 不分章節 
 

延伸活動 
1. 介紹余光中教授生平事跡及「鄉愁詩人」的稱號，

引導學生體會作品的情感與作者的情懷。 
2. 誦讀詩歌及撰寫讀後感：個人或集體再次誦讀詩

歌，體會詩人表達的情感，同儕互評，教師回饋

後，請學生抒發個人從《民歌》所得到的體會。 
3. 引導學生認識一些代表中華文化獨有的象徵，如

黃河、長江、秋海棠，讓學生預先蒐集有關的詩

歌，在課堂上分享。 
 

 

第 15 節 
自讀《永不後悔的選擇》 

 

1. 學生閱讀《永不後悔的選擇》後，分析陳章良的為

人特點。 
 文章反映陳章良為人勇於承

擔、心繫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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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2. 個人短講：試分析「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民

歌》)一句中的「你」或「他」，可會是岳飛、陳章

良……？請選擇一位人物加以說明。 

 《民歌》中「還有你的血他

的血在合唱」一句寫中華民

族的忠臣烈士、愛國詩人、

學成回國貢獻的科學家等，

每一位認同民族文化精神的

中華兒女，都為民族文化精

神的發展和傳承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 
 岳飛：孝親敬師、勇於承擔。 

陳章良：勇於承擔、心繫祖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