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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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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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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累甚麼？

字詞、文言認識、文化基礎、文學基礎

(例如必讀古詩文)……  → 培養語感

 現時積累的深度和廣度足夠嗎？

 積累有沒有效能？

有沒有偏頗或忽略甚麼？

 怎樣幫助學生積累？

(教學與評估，有意識與潛移默化)

閱讀為本，重視積累



從一般現象看文本細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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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響閱讀能力，特別是文言和具

深度的作品。

→ 影響深層意義的理解，例如主旨、

言外之音、文化象徵意義等。



從一般現象看文本細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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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作表達：敘述描寫細節欠奉，用詞每多套

語，具體呈現粗疏



文本細讀，不是……

 不是只按文本理解，排斥「知人論世」。

 不是巨細無遺，不放過任何教學點。

 不是任何選取的教學點都詳細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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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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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避免只著重技法

辨析，也要擺脫刻意迎合考評題型的教學

方式。

 帶領學生掌握理解和賞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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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解讀課文的三個階段 (鄭桂華)：

1 普通讀者的自然閱讀，讀出個人的感受與理解

──「這篇文章表達了甚麼」

2 語文教師的「定位」閱讀，

讀出課文的教學價值 ──

「這篇文章可以教甚麼」

(1) 找出課文可能的教學價值點

(2) 確定教材的核心教學價值

教學的文本細讀



不妨看一看參考書，看一看他人對文章的解讀和

教案，以幫助自己確定合適的教學內容。

3 為學生學習語文的 「定點」閱讀，讀出課文

的課程價值──「這堂課應該教甚麼」

鄭桂華《初中教師語文專業能力必修》，重慶：西南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2年

或

鄭桂華《中學語文教學設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吃透文本，蒐集資料，充分掌握

→ 吃透文本，充分理解

→ 知人、論世

→ 賞析、評論篇章

→ 出處、版本變化

→ 其他有關詩文、藝術作品等

→ 教案、評估材料

→ 短片、歌曲、其他網上材料

教學的文本細讀



 照顧校情，結合文本細讀的方向，擬定學習重點。

(分清教學主次。並適當結合語文基礎知識 /能力

的培養，例如劃分層次、重點文言句式及語譯

、概括段意等)

 建構文本的理解框架，深入淺出，引導學生掌握。

 因應難點，或作更有效的學習，擬定學習導引。

 思考教學流程和方法，協助學生建立理解思路。

 課堂中通過評估促進教學。

 注意教學層次，照顧學習多樣性。

文本細讀與教學規劃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 赤壁：景物是怎樣的？

→ 懷古：懷想起甚麼古人、古事？與赤壁關係？

抒發怎樣的感情？

→ 相應的寫作手法

 《左傳．曹劌論戰》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文題入手

新增資料夾/IMG_819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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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只是辨析人稱、記敘手法等 )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情節欣賞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人物形象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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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語言反映人物性格 ? 刻劃準確 ?

→ 引領學生從欣賞到學習有意識地觀察人物

(*避免只是辨析人物描寫手法 )



建構文本理解框架——寫景狀物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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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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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只是辨析直接與間接描寫、視點、感官描寫

、動態與靜態描寫、修辭等 )



 以豐子愷〈作父親〉 和徐國能〈咖啡隨
想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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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選讀



文本細讀：
閱讀教學課堂反思

豐子愷 (1898-1975)

〈作父親〉



〈作父親〉以平凡的生活片段為題材，內容和文字淺白，

細節刻畫具體，初中已適合講授，高中也可以藉此重溫

讀寫要義，或選取表達手法作深入分析，或聚焦於立意

深入討論。教學目標視校情而定。可選取的教學點豐富，

學生容易吸取養份，對學習寫作亦有幫助。

 取材自平凡的生活，以小見大，立意深刻之餘，又具延

伸討論價值。

 觀察深入，記事見詳略變化，人物刻畫形象生動，善於

呈現細節，對學習記事寫人有極大幫助。

 謀篇佈局有獨到之處。

 文字淺白準確，平淡中流露真性情。

為甚麼選〈作父親〉？



 整體校情的思考

 閱讀教學的主要任務

 閱讀教學與閱讀理解，初、高中銜接？

 積累的重要：字詞、語文知識、文學、

文化 ……

 朗讀培養語感

初中閱讀教學的思考



 字詞積累的重視 ：

1 多積累詞彙，掌握更多具表現力的詞語。

2 多在閱讀中積累字詞，少孤立地學習。

3 多讓學生讀出聲音，多查字典，自己解決生

字深詞的問題。

4 容易讀錯寫錯的字，在教學中有意識地不斷提

醒，經常重複，強化印象。



朗讀的角色

*對現代文與文言文學習同樣重要

 有意識製造朗讀機會，設計朗讀方法，培養語感

 讀準字音、斷句、停頓、語調等

 體會句式的意義

 體會感情，掌握文意

 朗讀與默讀的配合



 豐子愷其人其文：

可能的關鍵詞：白馬湖、緣緣堂、弘一法師、

以小見大、童心、率真、《緣緣堂隨筆》

 豐子愷漫畫：

漫畫、竹久夢二、古詩今畫、兒童相、

明川《豐子愷漫畫選繹》、護生護心、

《護生畫集》

教學的文本細讀



創作時地

 篇末顯示創作日期「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即1933年。

 1933年春天，緣緣堂落成，一家遷入新居。

推斷本文寫於此時。

 緣緣堂位於故鄉石門灣，是豐子愷自行設計的

居所。1938年毀於戰火。1985年原址重建。

教學的文本細讀



發表與出版

 初載於1933年7月《文學》

 1949年前先後收入：

《隨筆二十篇》，1934

《子愷隨筆》，1940

《率真集》，1946

 1949年後收入重新整理的隨筆集，文字有少量
改動。

 現時的文本主要據 1983年《緣緣堂隨筆集》的
修訂本。

教學的文本細讀



1933年在世的子女：

 豐陳寶 1920

 豐林先 1921

 【豐寧馨 (軟軟) (胞姐女兒) 1922】

 豐華瞻 1924

 豐元草 1927

 豐一吟 1929

* 文章只提及元草的名字

教學的文本細讀



感謝小思老師主動協助向豐子愷的外孫女崔東明女

士(豐一吟的女兒)求證，解答疑問。

 事情應該是在緣緣堂發生的。

 「好來」：孩子看見小雞，大喊「好來」。「好來」

是石門話，「挺好」的意思。

 「坍牆圈」：住的地方外圍有牆，牆坍塌了，但房子

沒壞，仍住在原先的牆內。

 豐一吟應是當時最小的孩子，但她是「由奶媽

帶到自己家去餵奶的」。

教學的文本細讀



 提高個人的文學和文化素養

 深入解讀作品

 觸發更多教學靈感

 增加教學的談資

 引起學生的興趣，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

 視校情決定增加文學、文化延伸學習

教學的文本細讀



 欣賞細節的描寫。掌握作者如何運用細節的描
寫，具體呈現事情的發展變化 (記事)和生動
的人物形象 (寫人)

 透過細節的描寫體會作者的感情，深入理解主
旨。

 欣賞文章的謀篇佈局。

〈作父親〉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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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體特點：詞，上片寫景，下片抒情；戲劇知識等

→ 知人論世：掌握時代背景，了解作者際遇

→ 思想文化：例如儒家思想

→ 字詞理解：重點字詞解說

→ 溫故知新：例如重溫學過的人物描寫手法、介紹未

學過的典故運用等

→ 其他：地理環境、名物知識等

→ 閱讀文本，初步理解內容



〈作父親〉學習導引舉例

1 觀看影片，通過豐子愷的漫畫初步了解豐子愷其人其畫。

例如：

有情眾生：豐子愷的漫畫世界

豐子愷漫畫作品藝術館展出 (24.5.2012)

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

 5分鐘完豐子愷《護生畫集》：芸芸眾生就就是這樣活



2 欣賞豐子愷畫子女的兒童相漫畫。

(可以參考明川《豐子愷漫畫選繹》)

3 朗讀全文，感知作者的情意。留意讀準字音，嘗試讀出

節奏和感情。

4 嘗試劃分層次。

5 下列漫畫〈討價還價〉(莫一點、許征農編《豐子愷連環

漫畫集》，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頁6。) 的情節

與文本相同嗎？試從事情的起因、經過、人物表現和結

果四方面談談。



文本細讀：第一層次 (1 - 3段)

孩子聽到小雞聲音自遠而至，紛紛衝出屋外
要買小雞。

 場景：屋內 (樓上→樓下庭中) → 大門口

 以父親「我」的視角看孩子的表現。

 起筆：以小雞「咿喲」聲音自遠而至入題，亦以

小雞的聲音間接描寫鄉居的寧靜。

 第2段：由一個孩子寫到四個孩子同時的反應，節

奏迅速，聲音和動態一氣呵成。

→留意動態的細節描寫，具體呈現事情的畫面。

→反映孩子的感情狀態如何？



 第3段由樓上寫到樓下庭中，再寫到大門口，場景

過渡自然，怎樣做到？

 第3段怎樣運用間接的方法描寫孩子的興奮？

 第3段主要描寫元草的表現。元草當時只有6歲，

父親在敘述中寫出他與其他孩子的不同。

→ 隨著事情的發展，元草的表現有甚麼變化？注意

細節的描寫。反映他的感情狀態如何？

→元草與其他孩子的表現有甚麼不同？

 場面有甚麼特點？



文本細讀：第二層次 (4 - 5段)

孩子看見父親出來，紛紛懇求買小雞。父親
經過思量，招呼挑擔的讓孩子看小雞。

 場景：屋外

 第4段描寫其他孩子和元草想買小雞的不同表現。

留意細節的描寫。

→ 其他孩子有甚麼表現？

跟父親未出來之前有甚麼不同？

→元草與其他孩子的表現有甚麼不同？

 第5段父親有甚麼心理矛盾？他有甚麼決定？

 第5段首次提到季節是春天，為下文作鋪墊。



敘述挑擔的讓孩子看了一會小雞，便冒上蓋
子，父親三度討價還價，交易不成，孩子開
始時充滿歡樂，最後以傷心、失望告終。

 第6段從籠子揭開寫到冒上。留意細節的描寫。

→視角：從高處向下望，逐漸移動聚焦 (鏡頭運用)

→小雞的聲音和形態

→孩子的動態和聲音 (反映感情狀態的變化)

→父親的感情因著孩子的表現而起了變化 → 導致後來

問價和討價還價

→挑擔的為甚麼要冒上蓋子？

文本細讀：第三層次 (6 - 10段)



 隨後寫三度討價還價。留意人物動態細節的變化

，以及蘊含的感情和心理狀態。

→ 父親：語言和對小孩動作的變化

→ 挑擔者：語言、動作的反應和變化

→ 孩子：隨著挑擔者不同的反應而起的各種反

應，大的、小的、元草，各有不同。

 本層次著重從哪些方面描寫細節？ 動作、語言



孩子反應 父親動作 父親說話

問
價

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
身邊，有的伸手摸我的袋。

小雞賣幾錢一隻？

議
價
一

這樣小的，要賣
二角半錢一隻？
可以便宜些否？

議
價
二

大的：脈脈含情目送。
小的：拉住我的衣襟而連叫
「要買！要買！」挑擔的愈
走得快，他們喊得愈響。

搖手止住
孩子們的
喊聲。

一角半錢一隻賣
不賣？給你六角
錢買四隻吧！

議
價
三

大的：鎖著眉頭不絕地探望
挑擔者的背影，又注視我的
臉色。
元草：喊聲變成哭聲。

用手掩住
了元草的
口，向挑
擔者遠遠
招呼。

二角大洋一隻，
賣了吧！



孩子反應及父親動作 挑擔說話 挑擔動作

問
價

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身邊，
有的伸手摸我的袋。

一塊洋錢四
隻。

議
價
一

便宜勿得，
二角半錢最
少了。

挑起擔子就走，
逐漸走得快。

議
價
二

大的：脈脈含情目送。
小的：拉住我的衣襟而連叫「要買！

要買！」挑擔的愈走得快，
喊得愈響。

父親：搖手止住孩子們的喊聲。

沒有還價。 不停步，但略微
旋轉頭來說了者
一句話，就趕緊
向前面跑。

議
價
三

元草：喊聲變成哭聲。
大的：鎖著眉頭不絕地探望挑擔者

的背影，又注視我的臉色。
父親：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向挑

擔者遠遠招呼。

沒有還價。 說過便昂然地向
前進行。背影在
弄口的轉角消失。

元草嚎啕大哭。



敘述對面大嫂勸慰孩子，又間接對父親還價
表示肯定。

 特意記述大嫂的說話，在整件事情中產生甚麼
作用？ (解釋挑擔者的行為、間接肯定父親的做法；
襯托父親的世故、揭示大人都是懷著爾虞我詐，處處防
範別人的心計)

 或 可以刪去與大嫂有關的段落嗎？為甚麼？

文本細讀：第四層次 ( 11 段)



返回屋內，感到庭中春景與眼前的遭遇極不
調和。對孩子解釋交易不成的原因，在撫慰
孩子下次該如何做時，深愧要教孩子說謊、
耍心計而說不下去。

 場景：屋內

 元草和別的孩子對買雞不成分別有甚麼反應？

反映怎樣的感情狀態？與前文聽到「咿喲」聲

音衝出屋外的情態成對比。

文本細讀：第五層次 (12 - 15段)



 對於父親的解釋，小的和大的孩子分別有甚麼
反應？作者的刻劃合理嗎？

 說到下次買小雞該怎樣做時，下面這兩句話，
父親說不下去：

「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

「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

→為甚麼本來想要這樣教孩子？

→為甚麼父親不說下去了？



 「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向哪裏
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

→他認為自己是怎樣的一個父親？

→為甚麼要把春景形容為「天真爛漫光明正大」？

→父親對自己的表現，表達怎樣的感情？



豐子愷〈從孩子得到的啟示〉

 背景：阿寶和軟軟因遊戲而吵鬧起來，兩人先是

指責對方「不好」，繼而爭說「我好」。

孩子真是愚蒙。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為「愚蒙」， 「童昏」，

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為自

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

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

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

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地直接說出來

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
，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

…………

……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

」的；而我們呢，難得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

惡德。



豐子愷〈讀《讀緣緣堂隨筆》〉

 吉川君說我「真率」，「對於萬物有豐富的

愛」。谷崎君說我愛寫「沒有什麼實用的、不深

奧的、瑣屑的、輕微的事物」；又說我是「非常

喜歡孩子的人」。難得這兩位異國知己！他們好

像神奇的算命先生，從文字裡頭，把我的習性

都推算出來。



 我自己明明覺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

一方面是一個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

大的、虛偽的、冷酷的、實利的老人（我敢說，

凡成人，沒有一個不虛偽、冷酷、實利）；另一

方面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

故的孩子。這兩種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戰。雖

然有時或勝或敗，或起或伏，但總歸是勢均力敵

，不相上下，始終在我心中對峙著。為了這兩者

的侵略與抗戰，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屋內

庭中

屋外

庭中

綜合整理 (場景變換)



角色 起初 →  結局

挑擔者 「咿喲」自遠而近 →  

悠長的一聲「賣──小──雞──」，在弄
口轉角消失。

孩子 動作迅速，衝出大門 → 

小的不肯進門，大的懶洋洋跟進來。

一片吶喊 →  

小的繼續抽噎；大的靜下來，若有所思。

綜合整理 (聲音和情態變化)



屋內 屋外 屋內

人物
互動

屋內的孩
子回應屋
外的挑擔
者(咿喲)。
父親照顧
元草。

孩子轉向父親
→                           → 大嫂與

父子

父親與孩子

孩子
感情

興奮、
熱切渴望

熱切渴望→熱愛→惆悵→不
捨卻仍心存盼望，希望父親
回心轉意→絕望傷心

空歡喜一場
無奈、傷心

父親
心理

擔心元草
安全

買與不買的矛盾→姑且看看
→體會孩子熱愛小雞→打算
購買→恐怕被騙→議價不成
而放棄

為結果感到
沒趣→自責
內疚

挑擔

父
親

孩
子

綜合整理 (人物互動和感情變化)



大人
(父親、挑擔者、大嫂)

小孩

目
的

富於社會經驗 (世故)，
知道要議價，提防被騙
/ 保護自己的利益，務
求價錢合乎自己的經濟
原則。

沒有社會經驗，不通世故；
單純天真，不加提防；
沒有利益，只知喜歡不喜歡。

表
現

為了隱藏心思，不讓對
方識穿，不得不多思慮，
不惜說謊、不擇手段。

心地善良。容易交心，不懂
得隱藏喜惡，心想到的就直
接表現出來。

特
性

虛偽扭曲、有機心 /狡
詐。

率真。

綜合整理 (議價與主題)



 全文大量寫孩子買小雞表現的細節，目的是甚

麼？

表達孩子的率真善良，不通世故，喜惡沒有隱藏。

 具體寫挑擔者的無情、寫父親議價、寫大嫂的

一番話，目的是甚麼？

表達大人的世故、虛偽、懷有機心。

 怎樣表現主題？

以孩子光明正大，一片率真，襯托出父親/大人的世故、

虛偽和狡詐，從而肯定孩子率真的表現。

綜合整理 (表現主題)



 借日常小事寫出道理，寫得曲折。

 前文花了大量篇幅敘述買小雞不成的經過，寫得
曲折，讀者以為目的是批評挑擔者的無情，孩子
因買不成小雞而傷心，作父親的撫慰一番，顯示
父愛。

 末段一翻，原來是父親為自己議價，甚至進一步
想教孩子說謊而感到自責、內疚。

 全文藉孩子買小雞的率真表現，反襯大人的世故
，充滿機心，從而肯定孩子的率真。

綜合整理 (謀篇佈局)



 從哪些方面進行細節的描寫？

動作、語言(聲音)、外貌、心理

 何以見得孩子的表現率真？舉例：

→聽到咿喲聲，馬上放棄學習活動，迅速下樓，盡情

叫喊跳動，沒有隱藏興奮情緒。

→元草最小，且跳且喊且哭，又拉著擔子的繩子，沒

有隱藏興奮而又害怕得不到的情緒，情感自然流露。

綜合整理 (人物形象：孩子)



 何以見得孩子的表現率真？舉例：

→看見父親出來，一起包圍父親，叫喊「買小雞」，

愈喊愈響，元草索性拉住擔子的繩而狂喊，興奮雀

躍，熱烈渴望得到之情盡顯。

→看見小雞，一齊傾情叫「好來」，又忍不住伸手去

摸，興奮熱愛之情表露無遺。

→不論大小孩子，沒想過隱藏想擁有小雞的欲望。面

對挑擔者離去，愈大的表現較為含蓄，愈小的愈真

情流露，最終由喊叫至嚎啕大哭，不願返回家裏。



相類的賞析方法：朱自清〈背影〉

 事件發展的兩條線：

→ 父親買橘子的背影

→ 看著父親的背影 → 感情變化

→ 各自以動作詮釋情感

 鋪陳細節，具體呈現

→ 父親的形象 (外貌、行動呈現)

→ 父親的情感 (語言、行動呈現)

→ 作者的情感 (行動呈現)

→ 朱紅的橘子 (象徵)

陳嘉英《閱讀力》，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18年



 教學問題：重視程度？如何處理？

 省略號與破折號的運用

「咿喲……」、「但你們下次……」、

「賣──小──雞──」

 比喻的處理：

「好像路上的一群麻雀聽見行人的腳步聲而飛

去一般」、「好像許多活的雪球」

 文言或不常用詞語的處理

冒上、岑寂、春晝、駘蕩、軟語、柔條

綜合整理 (字詞與語文知識討論)



 容易讀錯的字：

挑擔、屏除、點綴、蹲集、揩拭、抽噎、競指

 「二」和「兩」的分別

 是「低迴」還是「低徊」？

 可以用「咀」代替「嘴」嗎？

 「勸慰」與「撫慰」

 咫尺天涯、刁巧、屏除

 競指、悵望、蹲集、蠕動、揩拭、抽噎、略微

旋轉頭、嚎啕大哭、飛奔、昂然

綜合整理 (字詞與語文知識討論)



 對於父親不說下去，有人認為說下去無妨，有人認為

不應該說下去。你贊成哪種看法？試說明原因。

 「競指一隻純白的小雞」，用「指著」代替「競指」
合適嗎？

 文末「向哪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

可以改為下句嗎？

「不能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

 可以刪去與大嫂有關的段落嗎？為甚麼？

 文章以〈作父親〉為題，能夠體現題旨嗎？為甚麼？

綜合整理 (延伸討論舉例)



延伸與比較閱讀

 豐子愷〈給我的孩子們〉(1926)

 豐子愷〈從孩子得到的啟示〉(1927)

 豐子愷〈兒女〉(1928)

 豐子愷〈談自己的畫〉(1935)

 豐子愷〈告緣緣堂在天之靈〉(1938)

 明川〈從隨筆看豐子愷的兒童相〉

 梁實秋〈講價〉

延伸與比較閱讀



文本細讀：
閱讀教學課堂反思

徐國能 (1973 - )

〈咖啡隨想錄〉



 咖啡逐漸成為現代社交和生活的一部分。品嚐咖

啡也是一種生活美學。以此為題材，容易喚起生

活經驗，也可以藉此啟發思考。

 觀察深入，聯想豐富，感受深刻，立意新穎。

 層層開展，揭示立意，謀篇佈局有獨到之處。

 記敘、描寫、抒情、說理兼備，表達手法多樣。

 文章的觀點具討論價值。

 有利於多方面鞏固閱讀理解能力。

為甚麼選〈咖啡隨想錄〉？



關於作者徐國能

 臺灣七十後散文作家，大學教授，任教古典詩
學。

 出版的散文集有《第九味》、《綠櫻桃》、

《詩人不在，去抽菸了》等。

教學的文本細讀



 本文 2007 年刊載於《聯合報》

 2013年結集，收錄於散文集《綠櫻桃》。

 細讀文本，查找專有名詞，託朋友請教作者。

教學的文本細讀



 感受作者對生活的熱愛。

 學習觀察生活，思考反省，積累材料。

 掌握作者深刻的立意，從而提出自己的見解。

 賞析作品的謀篇佈局。

 賞析多樣的表達手法。

〈咖啡隨想錄〉教學目標



 知性認識：

→ 文中出現一些與咖啡有關的名詞，例如：星巴克、

拿鐵、研磨器、濾紙沖泡、虹吸式、骨瓷杯等，

借助互聯網的文字、圖片或短片等，開拓對咖啡相

關知識的認識。

→ 閱讀何炘基〈咖啡 ──── 禁品、寵兒、美人〉，增加

對咖啡流傳背景的認識。

〈咖啡隨想錄〉學習導引舉例



 閱讀徐國能〈咖啡匙舀走的生命〉，了解作者
對咖啡的愛好。

 你喜歡上連鎖咖啡店嗎？為甚麼？

 作者對連鎖咖啡店的看法，有哪些與你相同的
嗎？

 本文最終要討論的是甚麼主題？閱讀時，留意
作者怎樣層層開展，揭示主題。

〈咖啡隨想錄〉學習導引舉例



由連鎖書店說到樸實無華的小書店。

 據題目推測，內容應該是談咖啡，起筆卻是從

書店說起，由連鎖書店談到樸實無華的小書店。

(*提示學生思考這樣安排的原因)

 初則讚賞連鎖書店。

→ 摘錄讚賞連鎖書店的四字詞語。為這四字詞語找

出證明。

→ 為甚麼連鎖書店受現代人歡迎？摘錄關鍵句。

(* 進一步要求舉例說明「心靈」與「物慾」如何

獲得安慰)

文本細讀：第一層次 (第 1 段)



→ 以比喻刻畫形象：「紛紛亂世的桃花源」、

「暫時的心靈避難所」

(*比喻本質的理解？是否貼切生動？替代比喻？)

 轉折：表示較喜歡樸實無華的小書店。

→ 摘錄具轉折意思的的句子。

→ 為「樸實無華」這四字詞語找出證明。

→ 作者喜愛這種小書店，只是樸實無華嗎？你認為

還有甚麼？試提出來。

(* 人的味道、蒐書偶得的快感)

→ 為甚麼不乾脆說這類書店「落後」？



由連鎖書店說到連鎖咖啡店。

 對連鎖書店先揚後抑：「這樣的心理雖屬戀舊

，但更多的是對現代行銷的厭煩。」

→ 結合第1 段的內容，以列表的方式整理連鎖書店

和樸實無華的小書店的分別。

(* 表中該提供多少訊息？)

→ 「對現代行銷的厭煩」一句，反映作者對現代行

銷有甚麼不滿？

所有行銷手法都充滿機心，目的是追求更大盈利。

文本細讀：第二層次 (第 2-3 段)



 以「書店如此，其他的商行亦然，尤其當前在

台北街頭隨處可見的連鎖咖啡館」為過渡句，

由談連鎖書店過渡到談連鎖咖啡店。

 第3段開首說「連鎖咖啡店的口味如何見仁見
智」，「它真正的行銷點是在都會生活的象徵
意義上」，為第2 段連鎖咖啡店的鋪述作了小
結。

→ 據第2 段概括連鎖咖啡店在都會受歡迎的原因。

(* 留意作者運用聯想，具體呈現光顧連鎖咖啡

店上班族的面貌)

隨處可見、時髦便利、舒緩壓力、感覺瀟灑

(* 留意緊扣都會生活)



 連鎖咖啡店地處繁華，作者身處其中，感受卻

是荒涼。又說「這些連鎖咖啡店具體呈現了現代

社會的孤絕與荒謬」。

→文章用「荒涼」、「孤絕」等形容現代社會人際關

係。想想用其他詞語取代。 冷漠 /疏離

→怎樣從顧客與顧客、店員與顧客的關係呈現人際間

雖近卻遠的「孤絕」？

→比喻和象徵：「每一個座位都是孤島，有些晴有些

雨，鄰桌距離雖近冷淡確截然分明」。

(*比喻本質的理解？是否貼切生動？替代比喻？

晴雨象徵甚麼？)



由連鎖咖啡店說到小咖啡店。

 「這種冷酷異境與咖啡溫暖芬芳的本質並不諧

調，卻重新詮釋了咖啡的現代意義」

→「冷酷異境」對上文描寫的連鎖咖啡店作了小結，

「現代意義」進一步概括現代人對「冷酷異境」趨

之若鶩的原因。

→ 根據前段，「冷酷」除了體現在人際關係的「孤

絕」上，還體現在哪些方面？

金屬咖啡器具、咖啡製作、服務

文本細讀：第三層次 (第 4-5 段)



 → 綜合說明「冷酷異境」的意義。

人際關係的冷漠、金屬機具的冰冷、

機械化的製作、機械化的服務 (沒有人的味道)

→ 第3段末句是甚麼意思？

「巧妙地將消費者轉化為這部龐大行銷機器裏的

一個小零件，這正是現代化連鎖咖啡店的賣點」

→ 喝咖啡何以具有「現代意義」？

刺激靈感、享受休閒時光、商業方便、商業禮節

提神醒腦、象徵國際化、專業化與現代化

(*可進一步要求舉例說明)

→ 「而現代化正是一座圍城，外面想進去，裏面的

想出來」是以錢鍾書《圍城》一書為典故，諷刺

台灣人為了表現現代化，為了跟上潮流，紛紛往

連鎖咖啡店鑽。



 第4 段末開啟下文談手工小咖啡店。

 第5段回應第4段說的「咖啡溫暖芬芳的本質」，

描寫在手工小咖啡店享受咖啡的經驗，與第3段

連鎖咖啡店的「冷酷異境」成對比。

→劃分第5 段落的層次，以掌握在小店中從選豆子到

喝咖啡的過程。

→怎樣體現「咖啡溫暖芬芳的本質」？ (*有人的味道)

(提示：老闆煮咖啡的整個過程、老闆與顧客的關

係、煮咖啡的情景、小店的氛圍等)

→列表比較手工小咖啡店與連鎖咖啡店的特質。



 為甚麼改用第二人稱「你」？

 「你」懷著怎樣的態度享受整個過程？

悠閑、欣賞(生活美學)

有甚麼感受？ 親切、溫暖、平凡的日子充滿生機

 第5段是全文最多描寫的段落。留意具體呈現

煮咖啡的細節，形象生動鮮明。例如：

→ 比喻，例如「好耐性地介紹他的豆子就像介紹自

己的兒女一般」、「淡淡的芬芳竟如惜別後的思

念無限蔓延，令人醉倒」

(*比喻本質的理解？是否貼切生動？替代比喻？)

→ 感官感受：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

→ 聯想：「那黑色的液體是繆思奔放的冥想」



由手工小咖啡店享受咖啡寫到在家裏製作，
與朋友共賞的經驗。

 自己煮的咖啡不完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友朋

促膝共賞的經歷，是人生美好的回憶。

→ 朋友「願意接納這杯不甚可口的作品，就像平常

容忍我這盡是缺點的朋友一般」

→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本段是甚麼意思？

→ 「太酸或太苦的滋味何嘗不是人生裏另一種懷念

的微笑」。解釋句意。

文本細讀：第四層次 (第 6 段)



由親手煮咖啡引向說理，道出製造與創造的
分野，強調創造的價值。

 第7段開首引用禪師「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
見水中天」和王安石「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
成畦手自栽」的詩句。

→ 說明甚麼道理？貼切嗎？

→ 有甚麼作用？

→ 按學情進一步讀整首詩，看怎樣「斷章取義」？

文本細讀：第五層次 (第 7-8 段)



 「親手焙成的咖啡並不以大量、質均的現代化
標準為目的，而以傳遞溫暖情感與喚起人生回

憶為樂，這也是創造與製造的分野。」

→ 以親手焙成和機器製造咖啡為例，比較創造和

製造的分野。 (*運用對比說理)



機器製造咖啡 (製造) 親手焙成咖啡(創造)

產
量

機械化大量生產 生產量少

產
品

以統一的配方和流程製造，
成品標準一致。(值均)

人手創造，成品有誤差，
難免不完美。

情
味

以大型金屬機具製造，有
固定的配方和工業流程，
只管工序是否合規則，沒
有感情，沒有人的味道，
予人冰冷的感覺。

懷著真摯的心，執著的態
度親手焙成咖啡，咖啡傳
遞的是溫暖的情感和創造
過程的美好回憶，有人的
味道，予人溫暖的感覺。



 第8段以上帝創造的完美，反襯人類創造總有不

完美。

 人類有創造的慾望，總想透過創造讓平凡的日

子充滿意義和色彩。只要人類願意創造，縱使

成品不完美，但仍是朝向建設更美麗的生活、

更美麗的世界邁進，表現出人類追求美好的存

在意義和價值。



層層開展，揭示主題 (顯示「隨想」)

 起筆不直接談咖啡，卻由連鎖書店說起，又由連

鎖書店說到樸實無華的小書店。

 寫連鎖書店又採先揚後抑的方法，寫得曲折。

 連鎖書店和樸實無華的小書店

↓ 襯托入題

連鎖咖啡店和手工小咖啡店

綜合整理 (謀篇佈局及表達手法)



 逐漸深入，通過比較開展機械與人工、冷酷與溫

暖的討論。

 由享受手工咖啡的經歷寫到親手煮咖啡友朋共賞

的經驗。

 由親手煮咖啡想到禪師「把手插秧」和王安石花

木「手自栽」的典故，藉此揭示主題，討論創造

與製造的分野，肯定創造雖有不完美，但表現出

人追求美好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描寫具體，聯想豐富

 具體的描寫來自平日對生活的觀察，例如寫連鎖

書店。

 張開感官，運用感官感受，具體描寫經歷，例如

寫享受手工咖啡的經驗。

 聯想豐富，加強形象刻畫，例如運用比喻、示現

等手法描寫人和物。

 層層開展以揭示主題，亦見流暢的聯想。

綜合整理 (謀篇佈局及表達手法)



抒情說理，善用對比

 說理不走嚴肅思辯論證的議論方向，而是借逛書

店和喝咖啡的經歷，輕鬆自然地抒情和說理。

 多運用對比突出主題或看法。

綜合整理 (謀篇佈局及表達手法)



 刪去開首談連鎖書店和樸實無華的小書店的部

分，對表達主題會否更理想？

 讀畢全文，作者較喜歡樸實無華的小書店，還

有甚麼因素？ 人的味道

 作者對連鎖書店的現代行銷感到厭煩，你的看

法怎樣？試以自己的經驗說明。

 作者形容連鎖咖啡店是「冷酷異境」，你同意

他的看法嗎？為甚麼？

綜合整理(延伸討論舉例)



 文中引用禪師和王安石的詩句/典故，這部分可

以刪去嗎？為甚麼？

 除了作者的見解外，你認為手工創造還有甚麼

優點？試舉例說明。

 手工創造的哪些特點可能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

發展要求？

 在現代社會，「製造」盛行。「製造」有甚麼

優點足以讓它在現代社會發展？



 詹宏志〈有咖啡的生活──之一〉

 黎紫書〈我在〉

 黃永武〈茶道之美〉

 胡燕青〈茶包〉

延伸與比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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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和學情決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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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提升解讀文本能力的方法：(鄭桂華)：

1  要大量閱讀。我們說培養學生的語感要多讀書，

同理，培養教師的「文感」也得多讀文章，並

且是閱讀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文章。

2  要閱讀一些優秀的分析文章，……還需要閱讀

一些文藝理論和教育學書籍。

3 要總結和掌握一些提高分析文本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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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學生學習描寫

細節，學習具體呈現事象的寫作能力。

結語：文本細讀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