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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發展方向

 提升語文素養。

 開放學習材料，重視經典閱讀。

 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提升語文學與

教的成效。

 進一步加強評估促進學習的作用。

 照顧學生學習語文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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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為本，重視積累

 閱讀輸入是培養語文能力和人文素養的

最重要方法。質和量同樣重要。輸入不

足，就沒有具內涵的輸出。

 量：與多少有關，也與範疇有關。

量與質不能完全分割。

 質：與題材內容、思想深度、寫作技巧等有關。

 量與質的建立，既與課程規劃有關，也與教

學引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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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般現象看文本細讀的迫切

 為了完成閱讀理解 / 練習而閱讀

→ 索然無味

 少認真閱讀，少朗讀背誦，語感薄弱，

詞彙貧乏

→ 積累不足，影響理解和表達

 文學閱讀量少，歷史、文化知識薄弱

→ 影響深層意義的理解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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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般現象看文本細讀的迫切

 閱讀欠缺耐性 / 忽視方法

（特別是對較多細節刻劃、有深層寓意

或較具思想深度的作品）

→ 不善於欣賞文學作品

→ 駕馭較複雜的或長篇的作品乏力

→ 思考公式化、概念化

→ 表達：敘事細節欠奉，具體呈現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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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不是……

 不是不用「知人論世」，只按文本理解。

 不是巨細無遺，不放過任何教學點。

 不是任何教學點都詳細講解。

 不是只讀文本，排斥其他教學方法。

 不是「離地」的，無助於應付公開試。

 不是只適用於語文能力較高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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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講求
豐富教學內容，提升質量和效能

 因應實際教學環境和篇章特點，選取恰當

的學習重點，對焦施教。

 以理解和賞析為本，避免受以表達為本的

能力導向壟斷教學，以及擺脫過於着重符

合考評模式的閱讀。

 帶領學生掌握理解和賞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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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講求
豐富教學內容，提升質量和效能

 重視積累。

 感受和欣賞篇章的思想感情。

 欣賞細節、具體呈現的形象等。

 欣賞寫作技巧。

 欣賞文詞之美、意境氣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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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的準備

 單元規劃

配合校情（學生程度、校本規劃等）

 掌握文本

 文本選取

學習點豐富，具深度，手法多樣，有利積累。

 設定文本角色

不同文本配合不同的教學目標，作講讀、導讀或

自讀處理。文本細讀較適用於講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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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的準備

 蒐集資料，吃透文本，佈置教學得心應手。

 結合文本細讀的方向，擬定學習重點。

 建構文本的理解框架。

 因應學習難點，擬定學習導引。

 思考教學流程和教學方法。

 課堂中通過評估促進教學。

 注意教學層次，照顧學習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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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處理：

→ 欣賞不純粹是平鋪直敘，而是現實與回憶 /

想像交錯的悉心安排

→ 欣賞情節的嚴密、懸疑、曲折、張弛等

→ 欣賞敘事中具體呈現的細節

→ 掌握情節的變化及由此帶來感情的變化

（*避免只是分辨人稱、敘述手法等）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欣賞情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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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欣賞人物的形象

 重點處理：

→ 留意人物的出場安排

→ 了解人物的變化，如感情、行動等

→ 難點是間接描寫，要重點處理

→ 欣賞細節的刻劃，思考背後的意涵與情感

例如語言反映人物特徵？刻劃準確？

→ 引領學生從欣賞到學習有意識地觀察人物

（*避免只是分辨人物描寫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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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景/物形象的欣賞

 重點處理：

→ 引領學生從欣賞到學習有意識地細緻觀察。

→ 分辨描寫對象。是個別還是整體？

→ 固定視點？視點轉移？視點是怎樣的？

→ 從哪些方面刻劃描寫對象？

→ 描寫對象的特徵是甚麼？怎樣具體呈現？

（不濫用陳言套語）

→ 概括描寫對象形成的氣氛、狀態等。

→ 為甚麼選取這樣的描寫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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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物與情的關係？（借景抒情）

寫景狀物的目的是甚麼？

→ 有助具體呈現物象的描寫手法，例如間接描寫、

感官描寫等。

→ 具體形象呈現：修辭豐富？字詞樸素？

用詞準確、多樣？

(*避免只是分辨直接與間接描寫、視點、感官

描寫、動態與靜態描寫等 )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景/物形象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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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用意

 以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和西西〈
家具朋友〉為例，分享文本細讀和教學
的各種可能方向。

 具體教學層次、流程和方法，還待老師
因應校情細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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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規劃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整體規劃思考

 教學上可以做到前有銜接嗎？

 哪個年級施教最為理想？

 單元規劃方向如何？

例如主題、配合的文言範文、其他文言或

白話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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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規劃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文本教學規劃思考

 文言字詞句式學習、語譯重點。

 劃分段落層次和段落中的層次。

 從欣賞具體呈現到學習概括理解，以及探索隱含
的感情。

 結合背景，從理解表層意義到掌握深層意義。

 賞析文章的結構布局和表達手法。

 連繫其他篇章，整理所學及深化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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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西山宴遊記〉教學目標

 掌握常用的文言字詞。

 理解文意，結合文章背景，掌握作者寄託的情懷。

 欣賞文章的結構布局。

 欣賞前後映襯，寄情於景，託物言志的表達手法。

 連繫其他篇章，擴闊及拓深認識，啟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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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甚麼一回事？

 細讀文本前，學生應該重點掌握甚麼，才可以促
進對整篇作品的理解？例如：

→文體知識：詞，上片寫景，下片抒情

→知人論世：掌握時代背景，了解作者際遇

→思想文化：儒家思想

→字詞理解：重點字詞解說

→溫故：重溫人物描寫手法、強調情景關係等

→知新：用典、襯托等

→通讀課文，初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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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知人論世：歷史背景和柳宗元的遭遇

 順宗繼位，柳受王叔文提拔，參與革新。八個
月後順宗被迫禪位(「永貞內禪」)，改革集團
遭殃。

 柳宗元盛年遭貶謫：

→ 王叔文被賜死，柳由禮部官員貶為邵州刺史，未

到任所再貶永州司馬，恐懼在所難免。

→ 個人仕途和實現人生抱負遭遇挫折。

→ 永州荒僻，環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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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連繫〈念奴嬌．赤壁懷古〉、〈岳陽樓記〉等
有關篇章思考：

→ 逆境思緒如何排遣？寄情山水自然。

→ 思想感情如何？

→ 逆境思緒如何投射於山水自然？

→ 逆境中可有體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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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文題思考法：從題目入手，推想內容和手法

 記 ：文體，通過記敘、描寫等抒發感情和主張。

 西山：西山景物是怎樣的？有甚麼特點？

→ （視點、描寫手法等）

 宴遊：具體情況和經過是怎樣的？

 得 ：有甚麼發現 / 體悟感受？（抒發感情）

 始 ：「得」為甚麼是「始」？暗示遊西山前無所得？

遊西山前是怎樣的？ → （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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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自行朗讀全文多次，嘗試參考註釋自行理解。

 劃分全文為兩個層次：

→ 遊西山前的遊歷、遊西山

 完成指定預習活動，例如文言字詞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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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的重要

有意識製造朗讀機會，設計朗讀方法

 讀準字音（例如有助掌握通假字的意思）、斷句、
停頓、語調等。

 體會駢散相間的效果。

 體會頂真句式的效果。

 培養文言語感。

 聲入心通，掌握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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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字詞理解及語譯

教學過程中重點解釋或提點：

 選取重點文言字詞

→ 常見常用

→ 容易理解錯誤

→ 對理解關鍵內容有幫助

→ 方便連繫其他篇章解說

常用虛詞舉例：

始、是、猶、莫、若、嚮、然後、於是等

其他常用或關鍵字詞舉例：惴慄、累積、俱、

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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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字詞理解及語譯

重點語譯練習：口頭語譯 / 文字語譯

 選取重點句子語譯

→ 常用句式（視篇章而定）

→ 對理解關鍵內容有幫助

→ 可同時評估對多種文言知識的掌握

例如：

(以下劃有底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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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
，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
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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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
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
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
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
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
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
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劃分層次

劃分層次，有利掌握文意：

 劃分段落中的層次：遊西山前的遊歷

→ 記述遊歷原因

→ 記敘宴遊經過

→ 抒發遊歷感受

 劃分段落中的層次：遊西山

→ 記敘發現經過

→ 記敘登山經過

→ 描寫西山所見所感

→ 記述山上宴遊及抒發感受

→ 記述創作本文的原因和時間

28



遊西山前的遊歷

難點：理解整個遊歷過程反映的感情狀態

（*細讀過程中多調動生活經驗，有助理解）

 為甚麼經常出遊 ?

→ 抓住「恆 + 惴慄」的情緒。情緒需要排遣。

 「施施而行，漫漫而遊」：

→ 出遊的舉動反映怎樣的一種心理狀態 ?

 「日與其徒上高山……無遠不到」：

→ 四字詞語概括遊覽過程。 尋幽探祕

→ 何以見得遊興之濃？用自己文字概括說明。

經常出遊，遊覽很多不同的山水，不畏艱難。

→ 遊興之濃正好反映排遣惴慄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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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前的遊歷

 「到則披草而坐……起而歸」：

→ 圈出宴遊活動的動詞：

坐、（傾）醉、（枕）臥、夢（趣、覺）、起、歸

→ 頂真句運用如何有助於表達宴遊的感情 ?

 「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
始知西山之怪特」：

→ 沒有具體刻劃山水的「異態」。為甚麼？

→ 有表達不捨的感情嗎？

→ 末句領起下文，強調西山的特點。抓關鍵詞——

「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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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難點：

 字詞比首段艱深，且意思較抽象；

 西山景物的描寫，要點難以掌握；

 理解整個遊歷過程反映的感情狀態。

（*細讀過程中多調動生活經驗，有助理解；

多運用不同的教學活動，有助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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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今年……始指異之」：

→ 留意「始」和「異」兩字的用意。

 「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

→ 可見西山人跡罕至。

→ 敘事背後隱含怎樣的感情狀態？

→ 欣賞排比的運用，思考排比在這裏產生的作用。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 「攀援」和「箕踞」的行動反映怎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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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 其
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 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莫得遯隱。// 縈青繚白，外與天際，
四望如一。」： （ *學生難點）

→ 描寫登上西山所見。分辨描寫對象。

→ 視點？有沒有轉移？

→ 從欣賞具體呈現到學習概括理解：

描寫對象的特徵是甚麼？怎樣具體呈現？

用甚麼方法具體呈現？

→ 正面描寫西山所見，目的是甚麼？

側面描寫西山高聳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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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 / 悠悠
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
而不知其所窮」： （ *學生難點）

→ 以「特立」概括西山的特點。前文用「怪特」，見

用詞的變化。西山高聳，視野遼闊，與小山丘相比

而見其「特立」，「不與培塿爲類」。

→ 進一步從時間久遠和空間廣闊的方向刻劃西山，同

時也藉此抒發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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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
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
形釋，與萬化冥合。」： （ *學生難點）

→ 欣賞如何通過看暮色抒發感情？

陶醉忘懷、留戀不捨、心凝形釋

→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具體呈現「惴慄」的消

散，這與西山所見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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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西山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
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 綜合全文，為甚麼說遊西山前沒有真正遊覽過，

遊西山是遊覽的真正開始？

（「始得」的「得」是甚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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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全文：深層意義
結合柳宗元的遭遇，體會文章的寄意：

西山 寄意

西山怪特/特立 自己是世間的奇才，獨特出眾。

西山「不與培塿

為類」

「培塿」意為小人。自己的才華與

人格高尚，不與俗同流。

西山一直為人所

忽略，不易發現。

世間的奇才好像奇山異水一樣，有

待世人發掘，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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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全文：結構布局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臥而夢，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
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
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
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
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
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
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
歲元和四年也。

遊
西
山
前

遊
西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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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全文：襯托

遊西山前的遊覽 遊西山

出遊表現

登臨難易

山水景象

宴遊經過

體悟感受

遊西山前的遊覽一段可以刪去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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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其他篇章，整理深化

處境 其他篇章

不受重用/遭

貶謫，遊山玩

水 / 寄情於景

〈岳陽樓記〉、〈登樓〉、〈念奴

嬌．赤壁懷古〉

藉寄託以明志 〈登樓〉、〈青玉案．元夕〉

面對逆境 /

排遣愁緒

〈岳陽樓記〉、〈念奴嬌．赤壁

懷古〉、〈月下獨酌〉、〈聲聲慢

．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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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與比較閱讀

 蔣咸喜〈柳宗元永州八記景點都在全州青瑤峒〉

 余光中〈杖底煙霞〉（節錄）

 歐陽修〈醉翁亭記〉

 袁宏道〈滿井遊記〉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徐霞客〈遊雁宕山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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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選〈家具朋友〉？

〈家具朋友〉以平凡的家具為題材，通過有趣的刻劃，抒
寫生活的情思，充滿情味。文章的立意新穎，表達手法多
樣，聯想力豐富，展現獨特的思考和感受。

 取材自平凡的生活，以身邊的事物為題材。

 觀察深入，感受深刻，立意新穎。

 善於從新穎的角度切入，描寫狹小居所的家具和
佈置，聯想力豐富，表達手法多樣。

 文辭樸素，親切的朋友語調，平淡中流露性情。

 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生閱讀（可以節選）。有利於
寫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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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感受作者熱愛生活，欣賞和關心身邊事物的態度。

 學習觀察，掌握事物的特點，並從獨特的角度切入描
寫。

 欣賞豐富的聯想和多樣化的表達手法，啟發創意。

 欣賞樸素的文辭，親切的敘述語調，平淡中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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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文題思考法：從題目入手，推想內容和手法

 家具：寫甚麼家具？

這些家具是怎樣的？ → （描寫手法）

 朋友：為甚麼稱家具為朋友？

怎樣看待家具朋友？感情怎樣？

寫作的目的是甚麼？

→ （擬人、聯想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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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引
 分辨清楚每一節的主要描寫對象

 查找「家具」一詞的解釋。本文的描寫對象符
合「家具」一詞的定義嗎？

部分 主要描寫對象
一 雙疊床

二 透明的櫥

三 櫥頂上的盆栽

四 陶花燈罩

五 冷氣機、洗衣機、冰箱

六 鐵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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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1 節

雙疊床、書櫥和樟木箱子

 略寫三者外貌。選取從哪方面切入刻劃？

 初則說都是老朋友，後則說樟木箱子是長輩，
書櫥是老師，雙疊床才是朋友，甚至是戀人。

→ 為甚麼這樣敘述？

→ 三者都喜歡，但三者關係有何分別？怎樣通過具

體呈現顯示出來？

→ 描寫樟木箱子和書櫥有甚麼作用？ / 可以不寫這兩

種家具嗎？

 通過與三者關係的刻劃，可以想見作者的家居
情況、生活喜好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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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2 節

不透明的櫥、半透明的櫥和透明的櫥

 入題方法與第一節相似，卻有甚麼不同？

 兩節同樣運用甚麼手法突出描寫對象？

 從哪方面切入刻劃各種櫥？

 描寫透明的櫥：

→ 先寫外觀，以「奇怪」概括，怎樣奇怪？

→ 由外觀寫到櫥裏面角色的變換。角色的共同點？

→ 描寫中隱含甚麼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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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2 節

不透明的櫥、半透明的櫥和透明的櫥

 直接寫出「家裏地方小」。這是現實。

 「覺得它其實是華而不實的」：

→ 為甚麼說透明的櫥「華而不實」？

→ 真的是「華而不實」嗎？

 末句「它就以它的美麗長年累月向我挑戰」，
帶出內心長久存在的掙扎：

→ 非實用(藝術 /美感) vs 實用

→ 她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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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3 節

櫥頂小盆栽

 怎樣入題？怎樣做到過渡自然？

 為甚麼強調盆栽要放在櫥頂？

 描寫盆栽：

→ 略寫外觀。

→從具體呈現概括盆栽的特點：數量很多、花葉茂盛。

→直接描寫與間接描寫並用。

→欣賞帶點童趣的聯想與比喻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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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3 節
櫥頂小盆栽

→ 試與原文第3節比較：

櫥頂上都擺滿小盆栽。植物愈長愈密，盆栽愈分愈多

。每天把櫥頂的花搬到窗前的樟木箱子曬太陽，晚上

又把它們搬回去。花葉茂盛，在櫥頂上蓬散垂掛，不

管哪一方，都看見紅花綠葉。

 作者喜愛種植盆栽嗎？何以見得？

 通過盆栽種植，可以想見作者的生活態度：

沒有埋怨家居狹小，反而用心以盆栽點綴，追求雅致寫意。

熱愛美，熱愛生活，盆栽展現生活中蓬勃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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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4 節

彩繪陶花燈罩

 怎樣入題？

 本節描寫、敘事和抒情三個層次十分清楚。

 描寫：細緻刻劃燈罩的外觀

→ 物料、形態、形狀、花紋、顏色、光線

→ 運用比喻，加強形象刻劃

 敘事：不敢坐在燈下面的原因

 抒情：→ 「代價」、「包袱」、「脆弱」是甚麼意思？

→ 作者真的感到「凡人自煩」嗎？

→ 既然有擔憂，為甚麼不願放棄？反映生活中的

追求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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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5 節

嘩啦嘩啦大叫的冷氣機、洗衣機和冰箱

 怎樣入題？與第一、二節有甚麼不同？

 從感官感受的角度看，前文多從視覺切入刻劃，
本節則從聽覺 / 聲音切入；前文多從靜態的角度描
寫，本節則多寫動態：

→ 三種電器的聲音特徵有甚麼不同？

→ 欣賞作者有意運用多種修辭加強特徵刻劃。

→ 欣賞用詞的豐富準確 （積累詞語）

→ 欣賞作者豐富的聯想。幽默而有童趣，也很生活化。

52



文本細讀：第 6 節

鐵風扇和浴室小風扇

 怎樣入題，銜接自然？

 主要從哪方面切入刻劃風扇？概括特點：

→ 比較兩種風扇：風力、外觀、製造物料、重量。

描寫各有側重。

→ 欣賞如何運用擬人法寫鐵風扇，十分立體。

→ 概括鐵風扇的特點：風力強、耐用、容易打理、

款式陳舊，實而不華

→ 概括浴室小風扇的特點：款式新穎、風力弱，

不耐用，華而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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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第 6 節

鐵風扇和浴室小風扇

 浴室小風扇一段可以刪去嗎？為甚麼？

 家具的改變，也是時代改變的證明。作者有甚麼
感嘆？

 綜合第5、6節

→ 從物到人，盡是有情。

→ 作者視家具為朋友，可見作者是怎樣對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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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文

全文別具創意，對閱讀和寫作多所啟發：

 取材平凡：

→ 描寫家具，從生活中取材，書寫平凡事物也可以

做到立意新穎，「言人之所未言或少言」。

 立意新穎：

→ 寫平凡事物，處處流露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精

神生活富足。熱愛生活，把生活藝術化。從中可

見「我」的視野、品性等。

→ 萬物有情。從物到人，處處顯示欣賞和關愛。

→ 綜合全文，朋友之道當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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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文

 表達手法多樣：

→ 具體呈現不同家具的形象，讀者可以從具體呈現中

概括家具的特徵。

→ 描寫的切入點多變，表達手法多樣化。

→ 豐富的聯想，精準的用詞對突出形象大有幫助。

→ 以朋友的語調敘述，親切自然而又不失童心，為文

章帶來新意。

 結構緊密

→ 突破一般結構模式，分為六節。但每節之間內在結

構緊密，變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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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與比較閱讀
 西西〈店鋪〉

……灰塵也值得細心觀看，正如一位拉丁美洲

的小說家這樣說過：萬物自有生命，只消喚醒

它們的靈魂。

 潘步釗編《描寫文選讀》一書，選錄第5節，
並附作品賞析。

 西西〈椅子〉、〈桌子〉、〈樟木箱子〉、

〈家具清單〉、〈店鋪鄰居〉、〈舞蹈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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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參考

 潘步釗編《描寫文選讀》(中華書局) 一書，

選錄第5節，並附作品賞析。

 何福仁〈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

見何福仁編西西散文選集《羊吃草》(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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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閱讀是語文教學的根本。

 保持閱讀習慣，輸入源頭活水，教學才可以歷久常
新。

 多從學習角度想，教學才可以多變而又符合需要。

 吃透文本，教學佈置才得心應手。

 配合篇章擬定教學重點，教學重點和教學環境決定
教學方法、層次。

 不必受表達能力導向束縛，也不必受考評模式限制
，變為答題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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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文本細讀可以……
 可以幫助學生積累詞彙、知識……

 可以培養閱讀理解能力，也足以應付閱讀理
解。

 可以培養欣賞分析能力，讓學生讀出樂趣，
從而培養閱讀的興趣。

 可以引導學生觀察，可以讓學生學習寫細節
，學習具體呈現事象的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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