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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之處 

�學生方面 

�學生的文言文基礎一般 

�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
的興趣一般 

�12篇指定文言文篇章屬
必考範圍，又加入8篇建
議文言文篇章。學生吃
不消? 

�面對不同壓力，如升讀
高中、疫情、社會環境。 

�教師方面 

�教學時數不足 

�教多廣?多深? 

�文白失衡? 

�如何貫連寫作、品德情
意… 

�過分依賴教科書?教學模
式? 



增設建議篇章 

1.《詩經》《國風．關雎》 

2.《左傳》的《曹劌論戰》 

3.《禮記》的《大學（節錄）》 

4.李密《陳情表》 

5.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 

6.袁宏道《滿井遊記》 

7.方苞《左忠毅公軼事》 

8.關漢卿《四塊玉．閒適（南畝耕）》與白樸《沉醉
東風．漁父詞》 



謀定後動—理論篇 

依據中央課程架構，逐步發展校本課程 

以文言經典作品作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
價值觀教育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節錄 (2021年更新) 



謀定後動—理論篇 

�教師可按學校情況，靈活地把「建議篇章」融入課程，
例如增設文言經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篇章。 

�資訊科技教育能促進語文學習，增加學習趣味，亦能照
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及風格。 

�學生透過熟讀精思，進一步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
從而提升語文素養，增強品德情意。 

 

�因應學生的需要,編選多樣化的優秀學習材料,兼顧文白,
讓學生閱讀。 

�編選若干經典篇章,並結合多元化的學習材料,有機地連
繫各範疇的學習。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21年更新)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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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李白《月下獨酌》與 陶淵明《飲酒》（其五）對讀 

如何令學生了解兩位詩人的飲酒態度？ 

有何角度比較兩篇作品的內容?如何比較? 

從比較中學生有何得著?文化意涵?語文知識? 

如何從中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 

兩間不同的中學、不同的級別，如何透過不同的方法回應以上的教學要點?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先教授李白《月下獨酌》 

•教案 

•工作紙 

•電子簡報 

 
後教陶淵明《飲酒》(其五) 

• 教案 
• 工作紙 
• 電子簡報 
• 「定格」遊戲 



學生筆記--《飲酒》其五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對讀課節： 

1. 利用Plickers，讓學生回答選擇題，
重溫《飲酒》及《月下獨酌》的重點 

2. 以選擇題形式，讓學生初步對讀兩詩。
問題如下: 

3. 陶淵明《飲酒其五》與李白《月下獨
酌》，兩者所營造的氣氛有何分別。 

   陶詩恬靜悠然,李白熱鬧 

   陶詩描寫對象是大自然，在大自然中  
   找到心之所安，安心之處。 

   李詩良辰美景下的孤寂，以樂寫哀 
 
4. 陶淵明《飲酒其五》與李白《月下獨

酌》，皆有抒發一種寂寞孤獨之感？ 

   不是。陶詩悠然恬靜，心境平和，物  
   我兩忘。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繪圖呈現法 

1. 展示學生的畫作，題目為「當李白
遇上陶淵明」，從畫作的環境、色
調、二人神態、動作、對白等，點
出兩人的所面對的客觀環境和主觀
世界的特點。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老師點撥:寫作背景對讀 

  《月下獨酌》（其一） 《飲酒》（其五） 

寫作背景 ● 寫於天寶三載 

● 詩人當時任待詔翰林，遭受排擠，

無法實現政治抱負 

● 被迫離開長安 

● 生逢盛世，但因個人際遇不佳而無

法實現理想 

● 曾有一展抱負之心「願解腰下劍，

直為斬樓蘭」《塞下曲(其一)》 

●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

海」《行路難》 

● 寫於東晉末年 

● 詩人不願陷於政權交替的爭鬥和黑

暗的官場 

● 主動選擇退居山林 

● 因生逢亂世而無法實現理想 

●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

「猛志逸四海」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繪圖呈現法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老師點撥 老師點撥:氣氛對讀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老師點撥:花/菊花意象對讀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老師點撥:花/菊花意象對讀 

文化、文學元素切入： 
菊花的文學意象： 
隱逸、高潔、脫俗。 
 
「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宋代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黃巢的《不第後賦菊》 
 



謀定後動—單元實踐篇 

老師總結 
陶淵明《飲酒》(其五) 

詩題雖為飲酒，但是詩歌正文卻沒有出現與飲酒直接相關的信息。
通讀全詩，卻能品味到詩中隱溢出淡淡的酒香。 

 
選材:夕陽、南山、歸鳥、手握一朵菊花，有一種怡然之情，身處
「人境」但對車馬暄嚣的淡泊。讓心靈與大自然契合，飲酒作淡
化的處理。 

 
酒對於陶淵明不僅是生活中的消遣之物，是慰藉心靈的良藥，更
是生活的一種，內化其中。 

 

李白飲酒，獨飲開始，獨飲結束，孤傲不羈，自我開解，但又有一
種難以排解的憂愁。 



情意教育 

 品德情意學習要點(節錄) 

(2) 自我節制：不沉溺物慾、情緒有
節  

(9) 曠達坦蕩：了解客觀限制、知所
調處挫折失敗  

(10)美化心靈：欣賞自然、藝術，享
受閒適、寧靜、淡泊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重點(2021年修訂) 



情意教育 

延伸活動(1)： 
播放林家謙《一人之境》，點出詞
人面對獨處的心境。 



情意教育 
延伸活動(1)： 

播放林家謙《一人之境》，點出詞人面對獨處的心境。 



情意教育 
延伸活動(2)：隨筆寫作 

目的：連繫寫作元素，如記敍或描寫抒情，寫我心懷。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