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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學賞析教學分享

篇章教學

背
後
功
夫



在談文言教學、文學賞析之前……

文
學=

不
斷
寫
字

文
言=

古
代=

刻
板

文
言=

背
書=

辛
苦

文
學=

文
言=
可
怕



1.認識你教的同學 擬定教學方式

觀察辨識

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

建立關係

友善

人格魅力

有能力有興趣

有能力沒興趣

沒能力有興趣

沒能力沒興趣

無可無不可

從態度及能力分析



2.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

要引導同學愛上文學，提升其學習效能

在談任何教學理論之前，最重要的是

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



3.新文學老師的裝備

積累學問 謹慎備課



文學賞析教學的組成—我們文學人的日常

文學科
教學

備課

課程
認知

教學活
動設計

筆記
製作

擬題及
批改

調整教
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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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備課

用專書
備課

善用教
科書

自擬習
測課業

規劃單
元內容



備課小錦囊(1)  用專書─廣泛、精研篇章

備課小錦囊(2)  注意文體特色/體制

備課小錦囊(3)  善用集評

備課小錦囊(4)  閱專題論文 觀其鋪陳析述

備課小錦囊(5)  善用校注本之前言觀作者之整體風格



備課小錦囊(6)  善用注釋與賞析

• 〈歸去來辭〉「三徑就荒」句

•注云：「園庭內小路」(直解) ——《文選》引注云：「蔣
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
皆挫廉逃名不出。」

情意延伸﹝陶慕其隱，也言久不歸﹞+抒情小賦之
「自然清雅」

〈歸去來辭〉「復駕言兮焉求」句

•注云：《詩經‧邶風‧泉水》「駕言出遊」

語有所出+抒情小賦之「自然清雅」

示例

示例



善用教科書

課
本

不必盡用 要添補

不必盡信 多印證

用其文庫、用筆記輔助

不要過份依賴教師用書

以出版商的試題庫來刺激靈感無不可



規劃單元內容

導讀自讀
文章

檢視學習
重點

自排教學
順序

與文學學習基
礎知識互補

與創作練
習配合



指定篇章教學─多向學習 深入鑽研

與文學學習基礎知識互補



導讀自讀文章

〈雜說〉其一、其四
〈獲麟解〉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窮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原毀〉
〈三戒〉(柳文)
「永州八記」前四記(柳文)

寓言體散文+自喻
自喻+以文為戲

導讀

贈序一體+行文筆法多變

創意+〈進〉之姊妹篇
無中生有+立言
議論文筆法
寓言體
遊記+言情筆法

以篇帶篇：進學解



鞏固正篇

增進見識

梳理所學

呼應他篇

自讀
〈與于襄陽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捕蛇者說〉（柳文）

課業：完成讀書札記

以篇帶篇：進學解



以篇帶篇：蒹葭
篇目 學習重點

〈關雎〉 比興、抒情手法、心理描寫

〈桃夭〉 比興、用字精煉、重章法

〈漢廣〉 表現手法、重章法、愛情主題

〈靜女〉 表現手法、愛情主題、雙關語、心理描寫

〈相鼠〉 直率的表現手法、語言

〈氓〉 愛情主題、故事性質、心理描寫(人物塑造)

〈采葛〉〈狡童〉〈風雨〉 表現手法、愛情主題、通俗/直率/含蓄的表現手法

〈陟岵〉 間接抒情(從對面著筆)、溫柔敦厚之旨、重章

〈無衣〉 秦風中風格多豪邁，與〈蒹葭〉之別

〈月出〉 表現手法、愛情主題

〈六月〉 小雅之語言，豐富的表現內容

〈既醉〉〈文王〉 不用詳教，只教1/轆轤體(連章法)2/大雅之雅(語言)



齊天樂

詞體

婉約
詞風

周詞
詞風

詞作
藝術
技巧

內容
情思

姜夔
詞風

豪放
詞風

詞曲
比較

用典
手法

失意
文士
情懷

沉鬱

以篇帶篇：齊天樂（連繫宋代詞風）



檢視學習重點

內容類溫習重點
1. 詞作時地氣氛與色調→秋意
2. 景物特色/分類/隱含之情意 /
渲染之氣氛

3. 作品抒情的情意
(上片/下片/各小景)

4. 各典故表達之情
5. 懷念故人之情(詳述)
6. 詞人活動

寫作手法溫習重點
1. 布局結構嚴謹/善於鋪敘
2. 善於營造氣氛、意境
3. 寫景細膩，融情於景
4. 巧用典故、化用前人詩句
5. 筆力精深，詞藻雅麗

(煉字精工)
6. 造句巧妙，對仗工整
7. 格律精嚴，音律精妙
8. 富豔精工

文學學習基礎知識連繫點



中國文學科篇章教學示例
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法場



《法場》課文教學

1.作者簡介

2.元曲六大家

3.雜劇名作簡介

4.課文內容

5.堂內教學活動

【從略】



網上/影碟資源《竇娥冤》第三折——法場——崑曲版

網上/影碟資源——竇娥冤劇集版片段



元雜劇的體制

一本四折，另有楔子

歌唱部分由套曲組成，正末或正旦獨唱

賓白——即說白

科介——角色動作或舞台效果

腳色分類：末﹑旦﹑淨﹑外【丑﹑雜】

題目及正名



體制術語說明——賓白

分類 定義說明

對白 兩人或多人的對話

獨白 一個人的自敘或敘事

定場白 人物初次登場時的自我介紹

沖場白 人物第二次或第三次上場時對觀眾所說
的話，一般用來陳述事由或表達心情。

背白 人物背著同台的其他人對觀眾說的話，
一般用來表達心情

帶白 即「帶云」，也就是唱辭中間或插入的
說白，多由正末或正旦為之。



腳色說明

角色 〈法場〉示例

外：指末、旦、淨等行當
的次要角色

外扮監斬官

淨：是劇中扮演剛強獰猛
的角色

淨扮公人——劊子手

正旦：女主角 竇娥

卜兒：老太婆(雜類角色) 蔡婆







竇娥冤雜劇創作背景

• 劇中竇娥在刑場發出的第三誓願是：山陽縣三年大旱。元代山陽縣為淮安路
治所。據《元史‧成宗紀》記載，大德元年、二年、三年(公元1297-1299）
淮安路確有三年之旱；其災情甚為嚴重，朝廷要屢次賑糧免租。

• 《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公元1303)紀事：「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汙官吏
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
六事。」這正正是本劇「官吏每無心正法」的寫照了。

• 劇中所言，絕非向壁虛造。因此，劇中揭出此事，無疑是對統治者提出的控
訴。也只有如此才能產生「驚天動地」的力量。



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東海孝婦」

•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
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
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
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
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
「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
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歳大熟。長老傳曰：「孝
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眾
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
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標，又緣旛而下
云。」

取
材
背
景



竇娥形象分析

善良正直 堅強不屈 孝順勤勞

謙卑恭順 ※剛烈



《竇娥冤．法場》一劇反映的社會實況

天

道

不

仁

高利貸殘害民間

流氓當道

吏治敗壞「官吏每無心正法﹐
使百姓有口難言」



竇娥許下的三個無頭願及其目的

•要世人知道自己的冤屈。

被處砍後﹐她的
鮮血倒流飛上白
練上﹐半點不落
地上。

•證明竇娥身受冤獄﹐死後要
還她清白﹐免她屍首沾污。

六月下雪﹐掩蓋
她的屍體。

•證明她的死是由於官吏無心
正法﹐使百姓含冤受苦所致。

楚州亢旱三年。



作者安排竇娥三個無頭願的作用——發誓與應驗

突出竇娥堅
強不屈性格

人物
塑造

借這三個按
理無法實現
的誓願﹐點
出竇娥確是
被冤枉的。

故事
推展

帶出故事高
潮，加強悲
劇的效果。

戲劇
效果

令情節再起
波瀾，營造
了懸疑的氣
氛。

氣氛
營造

官吏無心正
法，民不堪
命

印證
主題



悲劇的構成
利用角色遭遇挫折﹝衝

突﹞，而產生悲哀無奈等負
面情緒；其情感累積下來並
因故事重要情節最終得到不
幸結果。

戲劇理論—悲劇的意義

悲劇的效果
─淨化心靈─觀眾精神因故事由
緊張而鬆弛，將一直累積的負
面情緒渲洩殆盡，內心回復健
康。

─引發觀眾/讀者哀憐和恐懼的情
緒，從而思考反省故事主題。

─深化故事主題思想。

中國古典悲劇傳統
─常有在悲劇的結局中加入喜劇元
素，如《竇娥冤》的「沉冤得
雪」、《紅樓夢》的「賈府復興」
等。

─以悲劇作結果，卻以圓滿作結局
多出於教化的傳統和觀眾喜好所
致。

─可以令觀眾的負面情緒得到緩衝。
─抵消悲劇本該有的以負面情緒動

人心扉的力量。



戲劇理論—巧合的作用

• 展開故事情節，引出人物

• 可以暗示主題，傳達作者的思想

• 為後文埋下伏筆

• 運用巧合可以使讀者們的期望得到滿足

思考~巧合而合情理？

• 竇娥欲改行遠路以避見蔡婆，卻終巧遇

• 前折張父巧飲毒羊肚湯而死



語言生動自然

• 「字字本色」——因應不同的題材的需要，安排適當的語言來推展劇情及
描寫人物。例如竇娥是一個堅強孝順的女子，其說話便具這些個性。

• 通俗自然，多生活口語

-「枉將他氣殺也麽哥」(唱辭)

-「天哪，兀的不是我媳婦兒！」(說白)

-「既是俺婆婆來了，叫他來，待我囑付他幾句話咱。」

• 唱辭能雅俗兼融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
要什麽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其他

《竇娥冤》的藝術創造

-無頭願的潤飾

-被害過程的鋪排

-申冤的鋪敘

-人物塑造的細膩

〈法場〉的人物心理描寫

-以唱辭呈現心理



二. 文學賞析評估教學分享

認識中文與文學科的課程內容相合與相異處

認識本科課程、考評精神及形式

認知答題表現與各評級的關係

評估設計(擬卷)小心得



中文科與文學科比較

作家背景/文學史知識/風格/文學理論

有基礎認識+簡單說明 透徹理解+因題應用所學析述

藝術技巧/文學表現手法

辨識+扼要準確說明 辨識+鋪述說明+舉例印證

作品內容情意探究

重視，需深入各細節 重視，需深入各細節

中文科 文學科



2024年中學文憑試中國文學科評核大綱

部份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考時

公開考試 卷一 文學創作 25% 筆試 2小時

卷二 文學賞析 60% 筆試 2小時

校本評核 創作練習 15% 提交的創作練習分
數由 3 個減至 2 個

/

小說
新詩

律詩

認清各卷佔分比例

認識本科課程、考評精神及形式

2024年特別安排



文言篇章分類(作品時代)

先秦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蒹葭〉 〈鴻門會〉 〈將進酒〉 〈雙調‧夜行船〉
〈涉江〉 〈戰城南〉 〈登高〉 《竇娥冤‧法場》

〈齊桓晉文之
事章〉

〈短歌行〉 〈進學解〉 〈西湖七月半〉

〈庖丁解牛〉 〈歸去來辭〉 〈醉翁亭記〉 〈卻奩〉
〈蘇秦約縱〉 〈前赤壁賦〉〈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齊天樂〉

從不同角度
看篇章

認識本科課程、考評精神及形式



文言篇章分類(文體)

古文 詩詞曲 辭賦 小說/戲劇
〈齊桓晉文之

事章〉
〈蒹葭〉 〈涉江〉 《竇娥冤‧法場》

〈庖丁解牛〉 〈戰城南〉 〈歸去來辭〉 〈卻奩〉
〈蘇秦約縱〉 〈短歌行〉 〈進學解〉 〈接外孫賈母

惜孤女〉
〈鴻門會〉 〈將進酒〉

〈登高〉
〈前赤壁賦〉

〈醉翁亭記〉 〈齊天樂〉
〈南鄉子〉

〈西湖七月半〉〈雙調‧夜行船〉

從不同角度
看篇章



不同角度分析作品(一)



不同角度分析作品(二)



不同角度分析作品(三)



不同角度分析作品(四)



文體知識(1) 實用文類知識

語錄體 小品文 解 記

遊記 寓言 序 列傳



文體知識(2)

古近體詩 詞 散曲

雜劇戲曲 辭賦 古文

駢文 小說



我們在做的是「以小見大」的工作

作品

風格
技法

文體
文類

文
學



文學賞析，試題評核重點分析

題目考核重點 例子

寫作手法分析 分析文中運用的寓言、誇張手法

體制介紹或分析 據某詩說明近體詩體制

文體特色 戲劇元素說明：情節安排、場景布置

集評析述 或謂馬致遠劇最是「本色生動」，試據上篇
說明之

個人意見申述 二篇均藉花以抒情，你較欣賞哪一篇？

情意比較 同寫家國之思，二篇有何不同？

抒情、寫景、說理手法 從略

內容情思 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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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類

•主題思想

•自然景色

•人事處境

•人物形象

•故事/敘事/情節

•價值觀

•道理、情思

藝術技巧

•表現技巧

•結構安排

•寫人手法

•語言風格

•筆法創意

•作家風格

文體類

•體制內容

•文體特色

•文體比較

•文體術語

•時代勾連

1.作者處境
2.人物處境
3.故事環境 1.抒情手法

2.說理手法
3.敘事手法
4.寫景手法
5.營造氣氛
6.意象運用

1.作者感情
2.人物感情
3.作者對人物
之評價及感情

1.構思之妙
2.筆觸精粗
3.直筆曲筆
4.虛寫實寫



甲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
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 與雪苑侯朝宗善。閹人阮大鋮，
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
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阮大鋮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

乙 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
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
歌，其天性也。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
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仁點漆。叫聲「請坐」，克咸曰：「此
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

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
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
矣！」亦被殺。

余懷《板橋雜記》兩則

2022年DSE卷二題三：〈卻奩〉

認知答題表現與各評級的關係



扣題句 論點句 闡述句
圓足

答題

例句

答題意識提升

措語準確



答題、教學結合的幾個溫馨提示

【作答語境】十分重要

比較說明、分述、勾連文學概念作答、作品評價、手法作用及闡述等

平日教學時必須著重【鋪寫及申述技巧】

【文學概念】只有平日多積累才能掌握得當



§ 配合學習目標，衡量學生的學習需要

§ 仔細觀察文學科試題的特質 ，模仿、類推之。

§ 不依賴教科書提供的試題庫

§ 隨意翻閱作家專集或選本以求靈感

§ 活用網上資源以省打字之苦

§ 注意各分題的類型及佔分比例

【內容情意/藝術技巧/風格/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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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設計(擬卷)小心得



一、根據〈蒹葭〉及下列篇章回答以下問題

【甲】

• 雨打梨花深閉門，孤負青春，
虛負青春。賞心樂事共誰論？
花下銷魂，月下銷魂。
愁聚眉峰盡日顰，千點啼痕，
萬點啼痕。曉看天色暮看雲，
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唐寅〈一剪梅〉

【乙】

•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
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
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
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
相逢未嫁時。

張籍〈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1. 甲篇中女主人翁對於等待及盼望愛人時生出甚麼情思？(4分) 乙篇

節婦對於男子的追求有何回應？(4分) 〈蒹葭〉詩中主人翁在尋覓

伊人時及尋之不得後又生出了甚麼感受？(4分)

2.〈蒹葭〉如何用複沓的語言形式來加深情意的表達？(6分)甲乙二詩

中何篇有相類的表現方法？試據其篇說明之。(3分)

3.你認為景色描繪有甚麼作用？三詩中何篇有運用其法？試以一篇為

例說明之。(5分)

4.古典作品常以愛情譬況君臣之情或政治人事，你如何評價這種

寫作方式？試據乙詩或〈蒹葭〉一述己見。(4分)



三. 決定教學模式及設計教學活動

課堂講授
及討論

活動
教學

視聽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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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自學的教學設計及評估安排

•活動設計：

•同學自讀〈項羽本紀〉，並就獲分配的章節完成與指定篇章
〈鴻門會〉進行比對閱讀，在課堂分享。

※課程指定篇章〈鴻門會〉出自〈項羽本紀〉，為篇中重要章
節，同學若能理解全篇內容及以之印證《史記》的寫作特色，
對提升學生賞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有很大幫助。是次活
動亦冀能在課堂復常後重啟中五導修課節的教學鋪墊。



促進學生自學的教學設計及評估安排

分享內容由兩部份組成【故事簡述
+與篇章比較析述+史記藝術成就】
1. 故事簡介—包含重要情節敘述

【扣重要文句】： 2-3分鐘
2. 各於獲分配章節取材析述【可隨

意就A-G項目分享】：2-3分鐘

A  人物形象+寫人手法
B  司馬遷的歷史觀(批判)【呈現的方式】
C  作者的寄託情思
D  敘述筆法
E  古文句法(散行句法VS排偶)
F  各種史記的筆法 / /  故事內容評述
G  與本篇〈鴻門會〉相扣的地方

• 每部份會有老師提問及補充。
• 同學提問會紀錄，另有補充分數。
• 學生分享環節當2次小測計算。(60分)
• 各章節之難度及篇幅按學生的能力分配，以照顧差異。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