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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蒙田
《竹林深處人家》

閱讀教學分享

何子柔



學習難點

 細味作品內容，分析主題思想

 掌握景物描寫手法

 了解竹的特性、竹林的環境

 掌握抽象概念：竹鄉人家生活的「純樸」

 遣詞造句，咬文嚼字



從題目看整篇文章重點

• 文題猜測

• 解題的技巧

• 從讀到寫

竹 竹林

竹林人家 竹林深處人家

竹林深處 竹林深處人家

竹林深處人 竹林深處人家

策略教學



從題目看整篇文章重點

《一件小事》 《一件事》

《春江水暖鴨先知》

《春湖水暖鴨先知》
《春江水暖麻雀先知》
《春江風暖鴨先知》
《春江水暖鴨知》

《爸爸的花兒落了》 《爸爸的花兒開了》



了解手法背後的用意

配合文章內容教授寫作手法

形式 內容

隨文而教



尋找手法背後的用意

手法：多角度描寫【俯瞰、平視、仰望、近看】

觀察小活動——VR影片

1. 找出三個觀察竹林的角度，並截下相關圖片

2. 思考以這些角度觀察竹林，可以突出竹林甚麼特點

3. 聯想身在竹林裡的感覺 情境策略

視覺策略



通過學生討論成果引領思考

仰視 高大 茂密

俯瞰 茂密 深不見底

遠眺 茂密 廣闊無邊

平視 筆直 多



改寫作品

學生與作品的互動

劉禹錫《陋室銘》

原文：「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

耳，無案牘之勞形。」

改寫：「可以❏❏❏，❏❏❏。無❏❏之

❏❏，無❏❏之❏❏。」

學生與作品的互動

遊戲策略

學生通過填字遊戲，
相互討論，表達意見



連繫學生生活

 截然不同，也可以是另一種連繫

作品所述與同學
生活截然不同



連繫學生生活

• 目的：從相片了解城市人/同學自己的對生活的要求

• 拍攝自己家中的陳設、傢俱

• 上網/實地考察，拍攝餐牌/宣傳廣告/產品介紹

• * 清楚列明搜集資料的要求

• * 搜集資料的途徑盡量多元

連結策略

讓學生以自己的生活作對照



課後延伸活動

• 檢查學生對課文內容的掌握

• AI繪圖【不論畫功，盡情參與】

• 利用畫作，作延伸討論

善用資訊科技



魯迅《風箏》

閱讀教學分享

張錦泉



學習難點

● 分析作品深層意義

● 掌握寫作手法/篇章結構（分析與應用）

● 運用閱讀策略（如「自設問題閱讀法」）

● 突破時空文化阻隔，代入作者情思



預習及引入：繪圖活動

教學流程

● 課前預習：學生繪畫自己兒時最喜歡的玩具或遊樂，
並簡述該玩具的玩法及從中得到的樂趣

● 課上分享：師生分享自己兒時最深刻的玩具及相關經
歷

連結策略



預習及引入：繪圖活動

教學流程

● 老師向學生提問

 如果年幼時你被禁止玩自己心愛的玩具或遊戲，你會
有甚麼感受？

 為甚麼長輩在某些情況下會禁止兒童玩玩具或遊戲？

● 介紹作者背景、引導學生閱讀課文

連結策略



自設問題閱讀法

先教導學生閱讀文章時，可從以
下四種角度設計問題，以加深對
文章的了解：

1. 表面說

2. 分點說

3. 深層說

4. 讀者說

促進自學

策略教學



設計問題，問答比賽

教學流程

1. 學生分組，每組按「表面說」、「分點說」、
「深層說」、「讀者說」，自擬問題及答案。

2. 舉行班內問答比賽，學生向其他組別同學提問。

促進自學

遊戲/競賽策略



學生已有知識、經驗

• 曾嘗試把《聊齋誌異》的故事改編成劇本

（中二「經典劇場」）

• 已研習《人間有情》，掌握劇本的格式及術

語

從「文」到「劇」，焦點細讀



從「文」到「劇」，焦點細讀

教學流程

1. 安排學生分組改寫第3-4段成為劇本（劇本的幕數、
舞台提示、對白的表達方式均由同學自由創作，惟情節
內容必須貼近原文）

2. 提醒學生注意第3-4段描寫人物時所選用的字眼，
以及故事埸景的細節

3. 向全班展示優秀的改編劇本（如課堂時間許可，可以
請相關組別演出）

戲劇策略



從「文」到「劇」，焦點細讀

教學流程

4. 引導學生比較不同組別所寫劇本（判斷同學是否已
注意到作者描寫人物時呈現的細節）

5. 引導學生分析人物的不同形象

6. 引導學生分析文章其他部分（作者如何以對比手法表
現情節的衝突及人物形象）



從「文」到「劇」，焦點細讀

• 記敘性質較強的文章較容易使用「改寫劇本」/
「戲劇教學」的方法

• 面對篇幅較長的文章，可節選部分作劇本改寫/演
繹：

林海音《爸爸的花兒落了》

方苞《左忠毅公軼事》

戲劇策略



黃慧琦

建議篇章

閱讀教學分享



學習難點

● 突破時空文化阻隔，代入作者情思

● 閱讀文言作品，掌握文化內涵

● 梳理作品內容，分析主題思想

● 有機串連不同作品，融會貫通所學

● 熟讀精思，豐富積累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作家生平事蹟 如何？

教師講授？

學生自習？



《始得西山宴遊記》

● 以柳宗元《江雪》作引入，凸顯作者被貶後「千萬孤獨」的
心情

● 簡述作者生平，交代他在「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永州

● 通過電視節目「唐宋八大家‧柳宗元」之「革新失敗，雨夜
淚別」片段，反映他立志濟世匡時，惜未能實踐抱負的無奈

● 輔以地圖說明永州的偏遠，凸顯他被貶後生活艱苦，心情鬱
悶

掌握作者生平及寫作背景

不時連結其他相關的文學作品，加深學生對作者的認識；又引導學
生連結自身經驗，思考當面對逆境時該如何自處。



在引導學生閱讀文本
前，先安排不同的活
動作鋪墊，讓學生充
分認識作者和掌握寫
作背景，從而更好地
理解作品內容和主題
思想。



連結策略

遊戲策略

教學說明：以簡報展示柳宗元《江雪》
（與課文寫於同一時期的絕詩）作引
入，並輔以圖片和提問，引導學生感受
作品營造的氛圍，明白詩中漁翁孤高的
形象正是作者的寫照，以及串連詩歌每
句首字而得知作者被貶後「千萬孤獨」
的心情。



漁翁

那人

同

連結策略



理想 現實

連結策略





視覺策略

善用資訊科技

視訊片段節錄自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電視節目
「唐宋八大家‧柳宗元」





連結策略

教學說明：援引相關
的其他文學作品，加
深學生對作者「孤
獨」心境的領會，掌
握作者被貶的心情。



連結策略



善用多元材料

促進自主探索

提升學習興趣

善用資訊科技

在引導學生學習《月下獨
酌》前，先提供與李白相
關的不同網上資源，包括
文字、動畫、歌曲和影
片，讓學生初步認識作
者，從而更好地理解作品
內容和主題思想。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杜甫

詩聖

儒

沉鬱頓挫

王維

詩佛

釋

清秀明淨

李白

詩仙

道

豪放飄逸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作家生平事蹟 何時？

文本細讀前？

文本細讀時？

文本細讀後？



在引導學生閱讀文本前，先連結學生之
前所學，包括《題西林壁》、《水調歌
頭》等，喚起學生對作者的認識；在學
生閱讀文本後，再通過不同媒體材料，
包括作者畫像、電視劇片段、作者其他
作品等，讓學生進一步認識作者，了解
他寫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心情，
從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







作家生平事蹟 何時 文本細讀前





連結策略



連結策略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作家 溫故 知新

孟子 《論四端》 《魚我所欲也》

陶潛 《愛蓮說》、《桃花源記》、《歸園田居 》 《飲酒》

杜甫 《春望》 《登樓》

學生初中研習的作品

連結策略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作家 前 後

陶潛 《詠荊軻》 《飲酒》

李清照 《一剪梅》 《聲聲慢》

作家不同時期的作品

連結策略



知人論世 深入認識作家

作家
生平
事蹟

如何
作家其他的作品、其他作家的作品

影片、圖像

年譜、文章、史料

練習題、學生創作

何時 文本細讀前

文本細讀時

文本細讀後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前提

‧原因 / 
原則 / 社
會現況 / 
人物特點

形式

‧應對方式

成效

‧利弊

因 事 果

圖式策略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宮中 營中

推薦人選 文臣：郭攸之、費褘、董允 武將：向寵

推薦人選的

特點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善良忠實，志向和心思皆忠誠無二

都是先帝揀選提拔的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性情和善，處事公正，精通軍事

先帝曾稱讚他能幹

 都是品行善良，得到先帝賞識的賢臣

建議 宮中之事，悉以咨之 營中之事，悉以咨之

 不論事情大小，全部諮詢他們的意見


好處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改正過失，補救缺漏，使政策完善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使軍隊和睦融洽，

才能高低不同的將士得到合適安排，各

展所長

《出師表》

前提

形式

成效

圖式策略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人的特點 從師態度 結果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

人不是生下來就擁有知識，

因此必然會有疑惑

惑而不從師

不跟從老師學習

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疑惑不能解決 

跟從老師學習 疑惑得以解決 

《師說》

前提 形式 成效

對比

圖式策略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人物 才德 從師態度 結果

古之聖人 超出眾人很遠 願意從師學習 更加聖明 

今之眾人 低於聖人很多 恥於從師學習 更加愚昧 

前提 形式 成效

《師說》

對比

圖式策略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前提

人性本惡

形式

不斷學習

成效

知明而行無過

略 總結篇章要旨

圖式策略

《勸學》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前提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形式 1. 不斷學習：學不可以已

2. 博學多聞、自我反省：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3. 積少成多：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4. 鍥而不捨：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5. 專心致志：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成效 智慧通達、行為無過：知明而行無過矣

前提 形式 成效

詳

《勸學》
圖式策略



建構框架 培養分析能力

前提

社會背景

‧戰國晚期，禮崩樂壞

‧各國內有篡奪，外有兼併

‧武力和權謀並施

‧輕禮義，多殺戮

‧人性的醜惡面表露無遺

人性論

‧人性本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形式

禮法教育

‧外力改造

‧後天學習

‧外在的規範 ：師長
的教化，禮義的引導，
法度的束縛

成效

才德兼備

‧化惡性為善德

‧知明而行無過

‧修身天下大治

《勸學》

連繫背景資料
與篇章要旨

圖式策略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比較角度 荀子《勸學》 韓愈《師說》
寫作背景 戰國晚期，各國內有篡奪，外有兼併，武力和權

謀並施， 人性的醜惡面表露無遺。身處這個時代

的荀子，於是就提出了和傳統儒家不同的人性論

——人性本惡。荀子認為人性本惡，要由惡向善

需要通過後天的學習，使人知曉禮法，成為才德

兼備的君子。因此，《荀子》以《勸學》居首，

強調教育與學習的重要。

韓愈《師說》一文作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

802）。當時韓愈三十五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是

一個從七品的學官，官位不高。他這篇文章是針對

當時「恥學於師」的門第風氣而寫的。唐代以官位

高低為區分門第之標準，當時的士大夫，普遍有一

種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心理。韓愈

寫此文，就是為着反對這種錯誤風尚，提出「古之

學者必有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的主張

以匡正時弊。
學習的方法 不斷學習、廣泛學習

常常自省、累積學問

從師學習

學習的意義 「知明」、「行無過」

使人智慧通達，行為沒有過失

「解惑」、「聞道」

助人解決疑難，領略儒家道統

前提 形式 成效

文本細讀後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試從「家國單元」中選擇其中一位人物，然後分享你從人物
行誼事跡中的得著。

篇章 君 臣／民

《左傳‧曹劌論戰》 魯莊公 曹劌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惠文王、秦昭王 廉頗、藺相如

《出師表》 先帝劉備、後主劉禪 諸葛亮

《登樓》 唐代宗 杜甫

《岳陽樓記》 ／ 范仲淹

《六國論》 北宋當政者 蘇洵

《青玉案‧元夕》 南宋當政者 辛棄疾

同一單元



理想：君臣共濟，平治天下

士：學優而仕，兼善天下

臣：犯顏直諫，忘身於外

君：選賢用能，納諫如流

同一單元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不同單元

‧學不可以已、學無常師

學習單元

‧義以為質、不憂不懼、捨生取義

儒家思想單元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先天下之憂
而憂

家國單元現實：士生之不辰，
伯樂不常有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站在高處

《始得西山宴遊記》

寄情山水，遊遍永州名勝，受西山怪特的景色感染，體會到與
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道理，對人生的榮辱得失的執着暫時放下。

釋、道

《登樓》

杜甫在春天登樓遠眺，由於感懷國事，詩中所描寫的景物均流
露出他對時局的關心和憂慮，並從諸葛亮的事跡聯想到自己報

國無門的境況，流露懷才不遇之歎。

儒

不同單元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仕途失意

《始得西山宴遊記》

寄情山水，遊遍永州名勝，受西山怪特的景色感
染，體會到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道理，對人生

的榮辱得失的執着暫時放下。

釋、道

《岳陽樓記》

效法古代仁人志士，即使身處逆境，仍要堅守信
念和志向，不受外界事物和個人得失影響，心繫

百姓，以天下為己任。

儒

不同單元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仕途失意

《始得西山宴遊記》

我 + 自然

《岳陽樓記》

家國 > 我

柳宗元和范仲淹面對逆境的方法各有不同，試任擇其
一，說明對你的啟發。

不同單元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辛棄疾 李白

熱鬧
元宵佳節，燈火璀璨

遊人如鯽，鼓樂喧天

春暖花開，明月高掛

酒酣耳熱，載歌載舞

孤獨

國家動盪，獨排眾議

眾醉獨醒，孤立無援

知己難覓，獨來獨往

孤高不群，特立獨行

才高氣傲，受人排擠

懷才不遇，有志難伸

鄙棄世俗，追求高潔

花前月下，無人相伴

孤身一人，自斟自酌

不同單元

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內容 作法

比較角度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客觀處
境

同
主觀情
感

異

時代背景
景物人事

喜怒哀樂
處世態度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異同 評價 啟發

連繫生活

學以致用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李清照的愁緒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杜甫的悲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李白的孤獨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柳宗元的憂懼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蘇軾的無奈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的寂寞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古仁人的憂思

古人的心結

自此之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

我在_________之中找到快樂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古人的處世態度

儒

‧ 孔子克己復禮

‧ 孔明鞠躬盡瘁

‧ 杜甫悲天憫人

道

‧ 莊子逍遙自在

‧ 陶潛歸隱田園

‧ 李白及時行樂



跨篇比較 連繫不同作品

比較角度 儒 道

人生態度 入世 出世

代表人物 士 隱士

 個人志向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順應本性，閒適逍遙

 社會責任 投入社會，盡心為民 不問世事，退避隱世

社會現況

 競爭激烈 志向堅定，乘風破浪 不隨流俗，身心舒坦

 政治黑暗 伸張正義，撥亂反正 明哲保身，逍遙自在

 民生困苦 為民請命，建設社會 安於現狀，不執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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