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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及學與教資源簡介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春曉》、《明日歌》的學與教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丁詠詩、黃秋燕



春曉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孟 浩 然

初小：建議篇章

預習
請學生收集有關春天景物
的詞語，鼓勵課堂上跟同
學分享。

年級：小二

教時：3教節



《春曉》孟浩然

學習目標︰

1. 理解詩歌所描寫的內容和意境，感受春天美
景，珍惜美好事物。

2. 朗讀古詩《春曉》的美麗詞句與韻律，並能
夠表達對詩歌的感受。

參考「學習項目舉隅」擬訂學習目標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commended-passages/Recommended_passages_KS1_lpe.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Recommended_passages_KS1_lpe.pdf


中秋文
化

運用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引發學習興趣

•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 《積累感興》書冊

• 教大「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

• 《明月光》(圖畫書)



關於中
秋

秋秋秋秋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建

善用教育局提供的「建議篇章」配套資源

包括：原文、賞析、誦讀錄音 (粵、普)及書法欣賞



關於中
秋

秋秋秋
秋

秋秋秋秋

《積累感興》（初小）
《春曉》

《春曉》原文
註釋
經典小學堂
作者小檔案
作品朗讀
來玩小遊戲



聲情策略

連結策略

遊戲策略

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戲劇策略

視覺策略

觸感策略

情境策略

故事策略

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2023年11年11日)

採用多樣化的學與教策略，引發學習古詩文興趣



學與教策略：連結

引入
活動一：聆聽春天的聲音，聯想景物及詩歌所描寫的季節

(一)聆聽春天的聲音，着學生説出通過這些聲音聯想到甚麽春天的景物。
提問︰
1. 你們聽到甚麼聲音？這些聲音令你聯想到甚麽環境?看看跟你預習收集

的景物相同嗎? (學生自由作答)
2. 這些聲音及景物令你聯想到甚麼季節？(春天)

• 連結學生的已有知識、生活經驗，思考《春曉》
的內容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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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朗讀 (聲情策略)

《春曉》孟浩然
春眠 / 不 / 覺曉，
處處 / 聞 / 啼鳥。
夜來 / 風 / 雨聲，
花落 / 知 / 多少？

學習重點：
• 學習朗讀古詩的快慢、停連和節奏
• 利用大細聲，拉長語調等帶出感情
• 感受詩歌的節奏美、韻律美

活動二 朗讀

1. 播放《春曉》粵語錄音，着學生用心聆聽，注
意停頓、輕重音、快慢及拖長音等。

2. 教師有感情地朗讀《春曉》，提示注意節奏，
讀音的輕重。

3. 教師示範每句第二、三個字可以拖長，而第三
個字是重音。

4. 着學生模仿教師的節奏朗讀，然後2人一組朗
讀，教師提示留意節奏。

5. 全班有感情地再朗讀一次，教師給予評價。
6. 鼓勵學生按詩句配上合適的動作，有助背誦。



中秋文
秋

秋秋秋秋

教大：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

https://classic.eduhk.modernedu.hk/

活動三
通過有趣的動畫，深化對《春曉》的內容理解。

https://classic.eduhk.modernedu.hk/


活動四

教師配合圖畫書《明月光》講故事。

學與教策略：故事

• 引導學生理解詩歌中所描寫的景物、
所帶出背後意義和詩人想表達的感
受。



學與教策略：情境

活動五：角色扮演

 演繹詩歌，感受詩人對落花憐惜之情。

 學生分組 (每組6人)，一位學生扮演詩人，把花貼在電子簡
報的樹枝上，接着請詩人伏下睡覺，然後其中兩人扮風雨
聲，花落下。其他人(2至3位)扮演小鳥叫，把詩人吵醒了，
看見樹上的花兒被打落了。

 請扮演詩人、鳥兒的同學說說心情。



學與教策略：連結、情境

提問：學校的花兒被風雨打落，你的心情怎樣?

活動六：

 帶學生到學校地下的遊樂徑欣賞春天的美景及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拍下春天的美景



 情意教育：感受春天美景，珍惜美好事物。

學與教策略：連結、情境

活動七：

在樹屋向同學展示所拍的片段，並描述所拍的美景、所聽到的大自然
聲音。

着學生思考如何保護美麗的大自然。

• 連結學生的已有知識、生活經驗，思考《春曉》的內容與
現實生活的關聯和意義。



古詩文教學

高小《明日歌》的學與教

年級：小五

教時：2教節



《明日歌 》 錢福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善用教育局及網上的學與教資源

•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 學習項目舉隅

• 《積累感興》書冊

• 中華經典名句

• 知文識趣



 提供原文、賞析、誦讀錄音、書法欣賞

 作者簡介、注釋

 預習/跟進活動

 思考問題

 想一想

善用教育局提供的「建議篇章」配套資源



學習項目舉隅

 提供作者、朝代、篇章要旨、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範疇、寫作手法

 讓教師設計校本課程時作參考，考慮篇章的學習目標和重點內容，因應

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進程靈活運用，視乎實際需要加以調整。



關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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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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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感興》（高小）
《明日歌》 古詩文常用字註釋，幫助理解

原文錄音讓學生反覆誦讀，增強語感



關於中
秋

秋秋秋
秋

秋秋秋秋

《積累感興》（高小）
《明日歌》

錢福小檔案：初步認識作者生平、背景

生動的短片帶出
珍惜光陰的重要

清晰仔細分析古文含義



善用「中華經典名句」專頁資源

 揀選經典名句印製成書簽，着學生背誦，積學儲寶。

 完成硬筆書法，加深印象。



來玩小遊戲：知文識趣

延伸活動：善用遊戲，鞏固文言字詞基礎知
識，查考所學



加強朗讀訓練 (聲情策略)，收聲入心通之效

《明日歌》 錢福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教師範讀，學生模仿，除了要求發音正確、吐字清

晰外，利用讀音的輕重、快慢、停連，加強情
感的表達。



學與教策略：連結

分享與討論：

教師着學生以小組形式分享日常生活中如何珍

惜時間，以及思考若然做事時不坐言起行 ，

只會逃避及拖延會有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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