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校本全班式教學及抽離式課程
提升語文資優學生的

古詩賞讀能力及培養其家國情懷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林家欣主任 26-6-2024



本班特色

•學生特性：混合能力的班別，學習差異比較大。

•學習難點：學生對歷史的認識較少。
學生不理解古詩的字詞。

•學習需要：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需要延伸學習，

例如挑戰題。

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需要學習提示。



年級：五年級
單元／課題︰《出塞》
學生的學習需要︰
1. 學生對歷史的認識較少。
2. 學生需加強朗讀古詩的能力。

教學設計



所運用的教學策略：

1. 分層工作紙

預習工作紙：一般學生使用工作紙1，專家小組6人使用
工作紙2，工作紙2的題目難度會較高。

2. 分層教學活動

戲劇教學活動：設有挑戰題以照顧能力高的學生，以小
錦囊提示能力稍遜的學生思考問題。

3. 分層提問

4. 多元化的課業 (工作紙3-4)

5. 延伸圖書閱讀



學習目標：

第一層:全班式

知識:

1.學生能深入理解《出塞》的內容。

技能:

2.學生能有感情地朗讀《出塞》。

價值觀和態度:

3.學生能感受作者愛國之心，以自省其身。

4.資優/高能力學生能欣賞詩人愛國之心，從而思考自己

能為社會作出甚麼貢獻。



課前預習

•學生根據預習工作紙蒐集作者和詩歌的資料，
並上載到Padlet

•學生在課堂匯報預習內容

•教師給予回饋和作出補充



一般學生使用工作紙1

專家小組6人使用工作紙2



出生地

生於的朝代

美譽

官職



代表作品



王昌齡創作《出塞》時的社會發生甚麼事？

專家小組報告

發生的朝代

戰爭頻密嗎？

人民的看法是？



通過分層提問解讀詩歌內容

1.（複述）第一句詩人提及甚麼景物？(明月。)

2.（複述）第一句詩人還提及甚麼景物？(關/邊關。)

3.（伸展）(高層次提問)分組討論：為何會提及邊關？邊關令

你想起甚麼？(戰爭。)

4.（伸展）(高層次提問)分組討論：由秦漢到唐，經歷了數百

年，時間悠長，仍然戰爭不斷，詩人有何想法或感受？(悲

傷/慨歎。)



為何人民渴望和平呢？

播放戰爭的新聞片段，幫助學生理解戰爭的慘況

影片連結略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xNbK4X1aE


回想一下當時的社會發生甚麼事？

多年來守着邊關，不能歸來，看到戰
骨埋在荒外，你有甚麼感受？

如果你見到皇帝，你會跟皇帝說
甚麼？你有甚麼願望？

挑
戰
站

我覺得……因
為……

如果你是將士，多年來守着邊關，不能歸來，
你有甚麼感受？你會說甚麼？

偷聽到的對話

通過戲劇活動讓學生解讀詩歌內容

圖片略去



偷聽到的對語

創作工作紙

1. 如果你是將士，多年來守着邊闊，不能歸來，你有甚麼咸受？你會説
甚麼？

2. 如果你見到皇帝，你會跟皇帝説甚磨？你有甚磨願望？
偷聽到的對語

釗作工作紙

小錦雲
（這個錦裳可以幫助你更理解詩詞，請積極討論屯！你可以的！）

1. 偷聽到的對語
＊＊提示：

背景

I
= 外族多次和屋軍 1 邊境上交戰 。 為了鞏固邊防 ，你不斷要到邊境作

戰，已多年沒有回家了。

1. 如果你是將士，多年來守着邊鯖，不能歸來，看到戰骨埋在荒外，你
有甚磨戚受？你會説甚磨？
將士説： 「 我咸到很……因為…… 」 （有甚蘑咸受？）

將士説： 「 我戚到很

因為 。 」



《出塞》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對士兵的同情

渴望良將救國，人民過

上安定的生活

激動的愛國情懷
粵語：郊

分組朗讀

透過分組朗讀比賽讓學生能有感情地朗讀《出塞》



1.社會上，有很多人物或職業都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請選擇以下其中一種形式展示對他們的謝意。

•感謝卡、錄音、影片或其他

挑戰站：作為國家的一分子，你身為小學生可以對國家、

社會有何貢獻？請選擇以下其中一種形式表達你的看法。

•寫作、演講、影片或其他

•以Padlet方式(影片、錄音、相片、文字或其他)繳交

多元化的課業讓學生反思所學，培養家國情懷



圖書角

照片略去



挑戰站：資優學生的功課

一般學生的功課

有效地照顧學習差異

照片略去



社會上，有很多人物或職業都對國家、
社會有貢獻，請選擇以下其中一種形
式展示對他們的謝意。



挑戰站：作為國家的一分子，你身為小學生
可以對國家、社會有何貢獻？請選擇以下
其中一種形式表達你的看法。

聲檔略去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的學習目標(五年級中文啟迪小組)

技能:

1.學生能配合節奏、語調、感情和動作等朗誦《出塞》。

價值觀和態度:

2.資優/高能力學生能欣賞詩人用簡短的詩句表達出豐富
的內容和感情。



教學難點：
學生對古詩文的賞析能力不足。

學生需加強朗誦古詩的能力。

所運用的教學策略：

高層次的提問

分組討論

老師示範朗誦古詩



透過高層次的提問提升學生賞讀古詩的能力

•分組討論：詩詞中借緬懷善戰的歷史名將李廣，作者
想暗斥甚麼？暗斥現今將領的無能。(借古諷今的手
法)

•作者在詩詞中只用了短短的四句，就表達了甚麼的情
感或看法？(對歷史教訓的認識/對邊防的關注/對士
兵的同情對古代英雄的仰慕/對朝廷的諷刺)



透過老師示範朗誦古詩，讓學生掌握朗誦
的技巧

影片略去



學生朗誦古詩

影片略去



大部分學生能配合節奏、語調、感情和動作等朗誦，
成效不錯。

老師會提供相關主題的其他古詩供資優學生延伸閱讀。

課業要求：朗誦《出塞》

影片略去



延伸閱讀：邊塞詩



總結及反思
第一層、第二層的教學設計、教材：

• 校本全班式教學：透過分層工作紙、分層教學活動，分層提問及多元
化的課業照顧學習多樣性，特別是專家小組、挑戰題、多元化課業能
照顧資優學生。

• 抽離式課程：透過高層次的提問及小組討論能提升資優學生的語文能
力及古詩賞讀能力。

價值觀教育：

• 透過古詩文連繫生活：讓學生反思所學，從課業中看到學生反思自身
能為社會作出的貢獻及或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作出感謝，從而培養其家
國情懷。

參與計劃的感受和反思：

• 透過共同備課能增進對照顧資優學生的教學策略

• 透過觀摩不同老師的教學及課後討論能提升個人教學技巧，提升專業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