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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發展的源頭，同時也是我國

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學習《詩經》，有助於從源頭把握

詩歌發展與嬗變的脈絡，了解古人如何利用詩歌表達情意，從而掌握其藝術表

現手法，傳揚民族精神與文化。 

《氓》是《詩經》中最長的敘事民歌，是著名的棄婦感傷詩，為棄婦返娘

家所作。詩歌以女子自述的口吻，敘述其戀愛的歡樂、婚後的悲苦及決絕的堅

強等，塑造出勤勞、溫良、堅強的婦女形象。同時，也反映處於轉型時期的周

代社會價值觀念的衝突與矛盾，反映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與愛情題材的敘事詩《氓》相對，被清·方玉潤譽為‚千古孝思絕作‛的

《蓼莪》，則表現對父母恩情的悼念。子女贍養父母，孝敬父母，本是我們中

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亦是人類社會的道德義務，而本詩則是以充沛情感表現這

一美德最早的文學作品，對後世影響極大。詩歌通過以蓼莪和南山起興、以瓶

罍作比及鋪陳父母養育與呵護，抒發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念，表達失去父母的

孤苦及不能終養父母的悲痛。 

本教學主要以合作探究的形式進行展開，以此方式進行分組譯文、探究課

文主體內容、分析課文藝術特色、繪製課文腦圖等，借此方式集思廣益，高

效、深入地把握課文內容，並提升學生協作學習的能力。此外，更輔以工作紙

練習，鞏固所學課文文言知識。 

        學習《詩經》中的《氓》與《蓼莪》，有助於從根源上掌握鋪陳、比喻及

托物起興等藝術手法，有利於樹立正確的情感觀念，培養正確的愛情觀及孝順

長輩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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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

《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註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9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四第三節） 

1 第一

課時 

《氓》課文初

探 

1.介紹《詩經》、課

文背景等相關文學常

識。 

2.初讀課文，掌握重

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

義，疏通文意。 

40 

2019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五第六節） 

1 第二

課時 

《氓》分組譯

文 

1.以小組形式自主翻

譯課文內容，並於台

上作分享。 

2.因應學生譯文進行

分析與點評。 

40 

2019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五第七節） 

1 第三

課時 

《氓》精講課

文 

1.以合作探究的形

式，把握課文主體內

容。 

2.分析課文人物形象

的性格特點，掌握課

文塑造人物形象的技

巧與方法，把握課文

的藝術特色。 

3.佈置功課：完成工

作紙、繪製課文腦

圖。 

40 

2019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一第二節） 

1 第四

課時 

《蓼莪》課文

初探 

1.介紹課文背景等相

關文學常識。 

2.初讀課文，掌握重

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

義，疏通文意。 

3. 以小組形式自主翻

譯課文內容，並於台

上作分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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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2019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二第六節） 

1 第五

課時 

《蓼莪》深化

學習 

1.因應學生譯文進行

分析與點評。 

2. 以 合 作 探 究 的 形

式，把握課文主體內

容。 
3.探究課文寫作技巧

與藝術特色。 

4.佈置功課：完成工

作紙、完成分組腦

圖。 

40 

2019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三第五節） 

1 第六

課時 

《蓼莪》鞏固

所學 

1.《氓》、《蓼莪》

工作紙講評。 

2.腦圖分享與講解。 

3.探討《氓》與《蓼

莪》的異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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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一、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認識《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能掌握‚六義‛中內容體例‚風‛、‚ 雅‛、‚頌‛與寫作手法‚賦‛、

‚比‛、‚興‛的定義說明。（高中基本學力 D-4-2） 

3.了解《詩經》選文——《氓》與《蓼莪》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

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4.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5.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高中基本

學力 D-9-4）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2-2）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意。（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1） 

3.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4.能從不同角度解構文學作品，如《氓》一文，從女性角度出發，解構課文內

容等。（高中基本學力 D-3-3） 

5.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與技

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6.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7.學習《詩經》二詩《氓》與《蓼莪》，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

術特色。（高中基本學力 D-4-2）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審美情趣。（高

中基本學力 D-9-6） 

2.樹立正確的感情觀，欣賞由一而終的忠貞觀念，培養孝順長輩的品質。（高

中基本學力 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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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目標 《氓》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能說出《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

4-5） 

2.能掌握‚六義‛中內容體例‚風‛、‚ 雅‛、‚頌‛與寫作

手法‚賦‛、‚比‛、‚興‛的定義說明。（高中基本學力 D-

4-2） 

3.了解《詩經·氓》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中

基本學力 D-4-5） 

4.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5.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

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

2-2）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

通文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3.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4.能從不同角度解構文學作品，如《氓》一文，從女性角度出

發，解構課文內容等。（高中基本學力 D-3-3） 

5.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

象的方法與技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6.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

法，並能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

2） 

7.學習《詩經·氓》，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特

色。（高中基本學力 D-4-2）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

審美情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2.樹立正確的感情觀，欣賞由一而終的忠貞觀念。（高中基本

學力 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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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目標 《蓼莪》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能說出《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

4-5） 

2.了解《詩經·蓼莪》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

中基本學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4.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

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B.技能目標 

1.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

2-2）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

通文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3.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4.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

法，並能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

2） 

5.學習《詩經·蓼莪》，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

特色。（高中基本學力 D-4-2） 

6.能通過繪畫的形式，呈現中華傳統孝道文化。（高中基本學

力 F-5-4） 

 

 

C.情意目標 

1.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

審美情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2.樹立正確的感情觀，培養孝順長輩的品質。（高中基本學力

D-9-6） 

 

二、主要內容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及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高中基

本學力 C-1-2、C-3-2、D-4-3） 

2.能從不同角度解構文學作品，如《氓》一文，從女性角度出發，解構課文內

容等。（高中基本學力 D-3-3） 

3.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與技

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4.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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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詩經》二詩《氓》與《蓼莪》，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

術特色。（高中基本學力 D-4-2）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合作探究。在課堂教學中，將學生分為 4-5 人一組，以合作探究的形式，把握

課文主體內容。 

2.結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通過學習與理解，將課文文本內化後通過相關圖像

策略表現出來，提升學生閱讀技巧與水準。 

3.運用摘要閱讀策略，摘要詩歌作品中運用‚賦‛、‚比‛、‚興‛手法的詩

句，品讀詩歌句子。同時，運用此閱讀策略，摘要能表現人物形象的課文內

容，為深化學習奠定基礎。 

4.運用比較分析閱讀策略，比較分析《詩經》選文《氓》與《蓼莪》的異同，

以提升閱讀鑒賞能力。 

四、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意。（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1） 

2.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3.能判別課文詩句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高中基

本學力 D-4-2） 

 

五、教學難點 

1.能摘錄課文使用‚賦‛、‚比‛、‚興‛手法的詩句，並分析其效果。（高

中基本學力 D-4-2、D-7-2） 

2.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與技

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3.學習《詩經》二詩《氓》與《蓼莪》，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

術特色。（高中基本學力 D-4-2） 

六、教學用具 

教材、教學簡報、學習單、工作紙、學生腦圖作品、學生孝文化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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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

《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一課時 課題名稱 《氓》課文初探 

教材 校本教材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朗誦音頻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認識《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能掌握‚六義‛中內容體例‚風‛、‚ 雅‛、‚頌‛與寫作手法

‚賦‛、‚比‛、‚興‛的定義說明。（高中基本學力 D-4-2） 

3.了解《詩經“氓》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

學力 D-4-5） 

4.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5.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2-2） 

基力

要求 
C-3-2 隨課文識字，不斷擴大識字量；  

D-2-2 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D-4-2 瞭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主要表現手

法，感受其藝術魅力；  

D-4-5 能結合背景材料、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說明及前人賦予作品

的意義，品味文學語言，評判經典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和審美

價值；  

 教學重點 1.認識《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能掌握‚六義‛中內容體例‚風‛、‚ 雅‛、‚頌‛與寫作手法

‚賦‛、‚比‛、‚興‛的定義說明。（高中基本學力 D-4-2） 

3.了解《詩經“氓》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

學力 D-4-5） 

教學難點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2.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2-2）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3 分鐘） 

提問：同學們都有聽過‚白頭偕老‛這個成語，那麼大

家知道它出自哪裡嗎？知道它形容的是甚麽嗎？ 

此前已佈置學生預習新課，故大部分同學能回答出此成

 

 

以成語

‚白頭偕

老‛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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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詩

經》六義

及其相關

文學常

識。（高

中基本學

力 D-4-5） 
 

 

 

 

 

 

 

 

 

 

2.能掌握

‚六義‛

中內容體

例

‚風‛、

‚ 雅‛、

‚頌‛與

寫作手法

‚賦‛、

‚比‛、

‚興‛的

語出自《詩經·氓》，指夫妻相親相愛、不離彼此，攜手

一生直至終老的意思，形容愛情的忠貞、由一而終。 

愛情是千百年來文學創作中長盛不衰的話題，古今中外

有多少詩人墨客對此進行闡釋。描寫美好愛情的，有如

《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又如樂府詩中所描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

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那麼，是否

所有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愛情都是美好的呢？ 

今天，我們將會學習兩年多年前的詩章，走進公元前的

衛國，品讀一個古老的愛情故事。 

 

二、《詩經》介紹（20 分鐘） 

在進入課文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詩經 》。 

 
 

（一）《詩經》六義 

·風：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共 15 國風，160 篇，最富思

想意義和藝術價值。 

·雅：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 105 篇，又分為大雅

和小雅。大雅 31 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 74 篇，用於

貴族宴饗。 

·頌：統治階級宗廟祭祀舞曲歌辭，分為周頌 31 篇、魯

頌 4 篇、商頌 5 篇，共 40 篇。 

·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陳述鋪敘。 

·比：‚以彼物比此物‛，即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 

·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即借住他物作為

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 

入，一方

面能帶出

我國第一

部詩歌總

集《詩

經》，另

一方面亦

能引起學

生對愛情

的思考，

有助推動

教學的開

展。 

 

對《詩

經》進行

介紹，學

生能把握

《詩經》

相關知

識，有助

深入剖析

課文內容

意涵。 

 

 

 

 

 

 

 

此環節的

設計，旨

在學生能

掌握《詩

經》內容

與體例，

進而藉此

探究課文

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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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說

明。（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3.了解《詩

經“氓》

的課文背

景、題解

等相關文

學常識。

（高中基

本學力 D-

4-5） 
 

5.能用普通

話流暢且

富有感情

（二）《詩經》的形式、題材內容及歷史價值 

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 

 它形式多样：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

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 

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

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

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

映。 

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詩經》

的語言是研究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前 6 世紀漢語概貌的

最重要的資料。是我國寶貴的文學遺產，它對我國文學

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三）《詩經》對後世的影響 

1.開啟後代詩歌格律 

2.奠定文人向民間文學學習的傳統 

3.建立現實主義精神 

4.開創表現手法 

5.開創渾樸自然的風格 

6.建立言志抒情的傳統 

（四）《詩經》歷史地位 

《詩經》自漢代被奉為儒家經典，儒家奉有‚四書五

經‛，其中‚四書‛指《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而‚五經‛則指《詩經》、《尚

書》、《禮記》、《周易》、《春秋》。 

 

三、課文背景（3 分鐘） 

《氓》是春秋時的一首民歌，當時青年男女交往比較自

由。鄭、衛一帶風俗更是浪漫，桑澗濮上、城隅河畔，

青年男女幽期密約、投桃報李，並常以詩歌互表衷腸。

《氓》反映的正是這個時期社會生活的一齣悲劇。 

 

四、朗讀課文（3 分鐘） 

學生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文章形成初

步認識。 

 

五、聆聽朗讀音頻。（3 分鐘） 

通過聆聽朗讀音頻，標示重、難點字詞讀音，同時加深

對文章的理解，進一步把握詩歌朗誦的語調、停頓、情

 

 

 

 

 

 

 

 

 

 

 

 

 

 

 

 

 

 

 

 

 

 

 

 

 

 

 

 

 

 

 

此環節的

設計，意

在把握課

文的時代

與社會背

景。 

 

對於語文

課文的學

習，尤其

是詩歌的

學習，應

重點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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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吟誦課

文。（高

中基本學

力 D-2-2） 

 

4.掌握課文

字詞讀音

與意義。

（高中基

本學力 C-

3-2） 
 

感等技巧。 

 

六、字詞正音（板書）（6 分鐘） 

將學生朗讀過程中遇到的重難點字詞及其拼音標示於黑

板上。 

氓之蚩蚩（méng）（chī）  

匪我愆期（fēi）（qiān） 

將子無怒（qiāng）               乘彼垝垣（guǐyuán） 

泣涕漣漣（qì）                      爾卜爾筮（shì） 

體無咎言（jiù）                     以我賄遷（huì） 

于嗟鳩兮（xūjiējiū）        無與士耽（dān） 

猶可說也（tuō）                   其黃而隕（yǔn） 

自我徂爾（cú）                       淇水湯湯（shāng） 

漸車帷裳（jiān）（cháng）  士貳其行（èr） 

士也罔極（wǎng）                 靡室勞矣（mǐ） 

夙興夜寐（sù）（mèi）          咥其笑矣（xì） 

躬自悼矣（gōng）（dào）    及爾偕老（xié） 

隰則有泮（xí）（pàn）           言笑晏晏（yàn） 

 

七、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介紹了《詩經》六義及其題材與影響、課文

背景等相關文學常識，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誦音

頻，標註文中重、難點字詞讀音，初步把握課文內容。 

 

八、佈置功課（1 分鐘） 

以 4 人為一組，利用字詞典、網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

難點字詞的意義，疏通文意。 

‚朗讀‛

的訓練與

教學，藉

此把握其

中的字詞

讀音及朗

誦技巧。 

 

通過將學

生在朗讀

過程中遇

到的重難

點字詞，

以板書的

方式呈現

於黑板

上，並標

註字詞拼

音，以及

老師領讀

的方式，

加深學生

對字詞的

把握，達

到隨課文

識字，擴

大識字量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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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

《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二課時 課題名稱 《氓》分組譯文 

教材 校本教材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D-9-4 積累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式；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第二課時 

一、課堂導入（2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詩經》及課文背景等相關文學

常識，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讀音頻，掌握文中重難

點字詞的讀音。此外，還佈置了功課，讓同學善用字典

詞典及網絡資源，了解課文重難點字詞的意義。接下

來，我們將進行分組譯文，進一步理解課文意涵。 

 

二、分組譯文（12 分鐘） 

以 4 人為一小組，對課文進行堂上翻譯。 

學生分組翻譯，老師進行巡視及答疑。 

 

 

 

 

 

 

 

 

 

 

進行分組

譯文前，

已於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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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三、台上分享（24 分鐘） 

鼓勵小組自薦，上台分享課文翻譯，以及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及得失。 

 

 

 

 

 

 

 

 

 

 

 

（一）分析第一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一段，老師引導。 

 

節課進行

小組人員

的分配，

以及佈置

學生善用

字詞典、

網絡資源

等進行重

難點字詞

意義的查

閱，掃清

閱讀障

礙，有助

學生疏通

文意。 

 

鼓勵小組

上台分

享，既可

以提升學

生的語言

組織與表

達能力，

又有助老

師了解學

生在譯文

過程之中

遇到的問

題，便於

展開針對

性的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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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課文

通假字、

特殊句

式、文言

實詞與虛

詞等文言

基礎知

識。（高

中基本學

力 D-9-

4） 

老師點評：《詩經》雖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年代久

遠，但由於其現實主義的特點，作品中辭藻質樸，學生

易於把握，能譯出大意，然仍有幾處涉及文言基礎知

識，需要留意。包括： 

1.首句‚氓之蚩蚩‛，其中‚蚩蚩‛為通假字，通‚嗤

嗤‛，解作‚笑嘻嘻/憨厚的樣子‛；而‚氓‛則為男子

的代稱。對於此句的翻譯，大多學生能翻譯出‚定語‛

+‚名詞‛的結構，即‚有個憨厚的青年（男子）‛，

但對於此句句式則不甚明了，因此需作詳解。現代漢語

中，定語修飾名詞，應置於名詞前，而此句則不然，定

語置於名詞後，因此此句為定語後置句。 

2.‚抱布貿絲‛一句，在翻譯上無甚問題，其中 

 

‚貿‛，金文為‚         ‛，《說文解字》釋義‚易財

也。‛可見本義為‚交換財物，即交易‛。此句 ‚貿‛

解作其本義。除此之外，所學課文《賣柑者言》‚予貿

得其一，剖之‛中‚貿‛則解作‚買‛。因此，對於學

過的文言實詞、虛詞可進行歸納、整理，如此有助於建

立完善的文言知識體系。 

3.‚匪來貿絲‛一句，在翻譯上難度亦不大，但此句亦

涉及通假字，其中‚匪‛通‚非‛，解作‚不是‛。就

句式而言，此句為判斷句，從‚匪‛一詞可以看出。對

於判斷句的辨別，同學習慣根據文言文中‚者‛、

‚也‛等字詞進行辨別，此外亦較為熟悉表肯定的判

斷，而表否定的則不然，此亦為需注意的地方。 

4.‚送子涉淇‛一句，解讀的難點在於‚涉‛。 

 

‚涉‛，甲骨文為‚        ‛，中間是水，兩邊兩隻腳，

象涉水之形，本義為‚趟水過河‛。與之相對，‚淇‛

為水名。此外，‚子‛為第二人稱代詞，解作‚你‛，

在文言文中，表第二人稱的還有‚若‛、‚乃‛、

‚爾‛、‚女‛、‚汝‛、‚而‛等，故可作串聯記

憶。 

5.‚至於頓丘‛一句，難點在於‚至於‛，此詞至今仍

在使用，意思是‚表示到達某種程度‛，然古義則不

同，解作‚直到‛，故此詞為古今異義的現象。 

6.而‚將子無怒‛一句，其中‚將‛，讀‚qiāng‛，與

所學課文《將進酒》中‚將‛同音，亦同義，解作

 

 

 

 

 

定語後

置，是文

言倒轉句

式之一，

可結合詞

性及句子

成分進行

講解。 

 

 

結合漢字

學相關知

識進行譯

文講解，

有助學生

了解相關

漢字字

源，把握

字詞本

義，加深

對漢字的

把握。 

 

 

 

 

對於同類

型的文言

詞語，若

能補充說

明，則有

助學生進

行系統學

習。 

 

結合學生

所學課文

進行講

解，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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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而‚無‛則為通假字，通‚毋‛，意思是‚不

要‛。整句解為‚請你不要發怒‛。 

7.末句‚秋以為期‛，其中‚期‛與前文一般，指婚

期。此句翻譯為‚把秋定為婚期‛。翻譯上難度不大，

但需注意文言句式，此句翻譯與原文句子順序不同，原

文中‚秋‛存在前置的現象，而‚秋‛為賓語，故此句

為賓語前置句。文言文特殊句式，亦是文言文學習中的

重要內容，需重點講解。 

 

（二）分析第二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二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文段，與上一段一樣，都是陳述戀愛時期

的景象，同學亦能參照課文註析、字詞典等，翻譯出大

意。但其中個別地方，亦需留意。包括： 

1.首句‚乘彼垝垣‛，其中‚乘‛與現今‚乘坐‛、 

 

‚乘除‛等意思不同，其甲骨文為‚       ‛，從大(人)從

木，表示人爬在樹上，本義為‚登‛。而‚彼‛則為文

言文中的指示代詞，解作‚那‛，除此之外，還可用

‚其‛、‚夫‛等表示遠指代詞。至於‚垝垣‛則指

‚倒塌的牆‛。此句省略主語，根據下文可判斷主語為

作者‚我‛，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需補充完整。而省略句

在文言文中亦是最常見的句式，需掌握。 

2.‚以望復關‛一句，其中常見虛詞‚以‛，用法與意

義較多，充當連詞時，可表並列、遞進、承接、目的、

因果、修飾等。此處表目的，解作‚來‛。而‚復關‛

學生對所

學知識進

行歸納與

分類。 

 

賓語前

置，即句

中賓語提

前，在教

學過程

中，應注

重對句子

詞性、成

分及其位

置進行分

析。 

 

 

 

 

 

 

 

 

 

 

 

 

 

 

 

省略句是

文言文常

見的句

式，故教

學中應側

重培養學

生完整表

述的良好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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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男子往來經過的關卡，此處代指男子，與下文‚復

關‛用法相同。 

3.‚泣涕漣漣‛一句，翻譯難度不大，對於其中的古今

異義字‚涕‛，同學亦能聯繫高一學過的課文《出師

表》‚臨表涕零‛準確地回答出來，解出‚眼淚‛的釋

義。 

4.‚既見複關‛一句，翻譯亦不難，其中‚既‛，甲骨 

 

文為‚        ‛， 左邊是食器的形狀，右邊象一人吃罷而

掉轉身體將要離開的樣子，本義為‚吃罷，吃過‛，引

申為動作行為的完成，解作‚已經‛。 

5.而‚爾卜爾筮‛一句，需注意其中涉及的占卜習俗，

其中‚卜‛指燒灼龜甲的裂紋以判吉凶，而‚筮‛則指

用蓍草占卜。而如今，對於婚娶習俗，部分地區亦保留

擇吉日、合生辰、問兇吉等習俗。 

6.最後，‚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一句，雖解讀難度不

大，但要注意其中的虛詞，前文‚以望複關‛中

‚以‛，用作連詞，表目的；而‚以爾車來‛中

‚以‛，則充當介詞，表動作、行為所用或所憑藉的工

具、方法及其他，可譯作‚‛用‛、‚拿‛、‚憑‛、

‚依據‛、‚按照‛、‚用（憑）‛等；至於‚以我賄

遷‛中‚以‛，用法又有不同，此處雖充當介詞，但起

提賓作用，解作‚把‛。對於常見虛詞‚以‛的作用，

充當介詞，除以上兩種用法，還可表示動作、行為產生

的原因，可譯為‚因‛、‚由於‛等；亦可引進動作、

行為發生的時間和處所，用法同‚於‛，可譯為

‚在‛ 、‚從‛等；又可表示動作、行為的物件，用法

同‚與‛，可譯為‚和‛、‚跟‛，有時可譯為‚率

領‛。對於常見虛詞，若能將其不同用法與意義熟記於

心，則有助提升文言閱讀水平。 

 

 

 

 

 

 

 

 

 

 

古今異義

現象，是

指漢字在

使用與流

傳過程中

發生的詞

義轉變，

可分為詞

義擴大、

縮小及轉

移。是文

言文學習

的重點。 

 

 

對於常見

虛詞

‚以‛，

在講解過

程中可結

合其不同

意義與用

法進行補

充講解，

若學生能

將其不同

用法與意

義熟記於

心，則能

提升文言

閱讀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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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第三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三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這一段，由於涉及比興手法的運用 ，因此在

翻譯過程需要注意，同學雖能參照註解及字詞典進行翻

譯，但對其段意則不甚明白，故而需作講解。此外，此

文段亦涉及較多的文言基礎知識，包括： 

1.首句‚桑之未落‛，句意明確，翻譯難度不大，但對

於其中的虛詞‚之‛，則需注意。‚之‛在此句翻譯

中，並無意義，但處於主語‚桑‛與謂語‚（未）落‛

之間，因此其用法為充當助詞，起取消句子獨立性的作

用。除此之外，‚之‛充當助詞，還可作定語、補語、

賓語前置的標誌，亦可作音節助詞。 

2.‚其葉沃若‛一句，其中‚沃若‛，猶‚沃然‛，意

思是‚潤澤的樣子‛，需留意的是此處以桑比喻女子。

此句以桑的茂盛比喻自己戀愛滿足，生活美好。 

3.‚于嗟鳩兮‛一句，其中‚于‛為通假字，通

‚吁‛，為‚歎詞，表感慨‛，‚ 嗟‛亦為歎詞。 

4.而‚無與士耽‛一句，其中‚耽‛解作‚沉溺‛，與

今義 ‚耽誤‛不同，故為古今異義現象。 

5.最後，‚猶可說也‛一句，涉及通假字，其中‚說‛

通‚脫‛，意為‚解脫‛。由於漢字是形、音、義結合

的文字，因此存在形近、音近、義近或形音義相近的通

假情況，故需作歸納，把握其判斷方法。 

  

 

 

 

 

 

 

 

 

 

 

 

 

 

 

 

 

 

 

 

 

 

 

 

對於文言

虛詞

‚之‛，

學生多能

把握其助

詞用法， 

但對於取

消句子獨

立性的用

法則較為

陌生，可

重點講

解。 

 

 

進行通假

字講解

時，可結

合漢字形

音義結合

的特點進

行分析，

以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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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第四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四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由於《詩經》重章疊唱的特點，此段形式與

第三段相似，內容亦相對。上一段敘述的是戀愛及婚前

的情況，此段敘述的是婚後及被棄的情況。在翻譯上亦

有幾個地方需要注意，包括： 

1.首句‚桑之落矣‛，其中虛詞‚之‛，與上一段相

同，亦充當助詞，起主謂之間取消句子獨立性的作用。 

2.‚其黃而隕‛一句，‚其‛為代詞，指代上句主語—

—桑樹。至於其中‚而‛，亦為常見虛詞，由於桑葉是

先經歷枯黃，而後才墜落。因此‚而‛表承接，為連

詞。除此之外，‚而‛充當連詞，還可以表示並列、遞

進、轉折、假設、修飾、因果、目的等，用法較多，需

注意。 

3.‚自我徂爾‛一句，其中‚徂‛，《說文解字》釋義

‚從彳(chì)且聲。，表示與行走有關。本義:往;去。‛此

處用此本義，但在翻譯過程中，需結合上文下理進行分

析，上一段談及桑葉時，喻指婚前歡樂時光，而此處應

指婚後；且下句提及‚三歲食貧‛，敘述婚後生活貧

苦。因此‚徂爾‛，可譯作‚嫁給你‛。 

4.‚三歲食貧‛一句，其中‚三歲‛為虛指，意指‚多

年‛，此詞意義如所學課文《詩經·碩鼠》‚三歲貫女‛

中‚三歲‛一般。而‚食貧‛，則為‚過著貧苦的生

活。‛由於涉及學過課文的詞語，因此老師稍加點撥，

學生便能準確翻譯句意。 

5.‚淇水湯湯‛一句，其中‚淇水‛，前文‚送子涉

掌握其判

斷方法。 

 

 

 

 

 

 

 

 

 

 

 

 

 

 

 

 

 

 

 

 

對於常見

虛詞

‚而‛，

可補充其

不同用法

與意義進

行講解。 

 

進行文言

文翻譯

時，應培

養結合上

下文進行

譯文的習

慣。 

 

文言文的

數詞

‚三‛、

‚九‛多

有虛指的

用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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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亦有提及，然前文所述為婚前情況 ，而此處所指則

是棄婦遭棄返回娘家時的情況。而‚湯湯‛，意思是

‚水勢很大的樣子‛，與初三學過的課文范仲淹《岳陽

樓記》‚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中‚湯湯‛一

般。因此，若善於將所學文言實詞、虛詞及相關文言知

識進行歸納、統整，則有助提升文言閱讀能力。 

6.‚漸車帷裳‛一句，其中‚漸‛，《說文解字》釋義

‚從水，斬聲。本義:古水名。‛此處用其引申義，解作

‚浸濕‛。而‚帷裳‛，則指車旁的布幔。 

7.‚女也不爽‛一句，其中‚爽‛，甲骨文為‚      ‛，

《說文解字》釋義‚從㸚從大，明也。‛即‚明亮‛，

而此處為引申義，解作‚差錯‛。對此，‚屢試不爽‛

中‚爽‛亦作此解，然同學時有誤判。 

8.而‚士貳其行‛一句，其中‚貳‛為‚貣‛（tè）的誤

字，‚貣‛就是‚忒‛（tè），從心，弋(yì)聲。本義為

‚差誤‛。 

 9.最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一句，其中‚罔極‛

意為‚沒有定準，經常變化‛，而‚二三‛則為詞類活

用，為數詞活用作動詞，意為‚經常改變‛。 

 

（五）分析第五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五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段所述，為棄婦婚後生活及被棄返回娘家

的遭遇，學生能善用相關資料譯出大意，但其中有幾點

需要留意，包括： 

作補充講

解。 

 

 

 

 

 

結合《說

文解字》

進行字詞

講解，有

助學生把

握相關漢

字的本意

及引申

義，加深

對漢字的

理解。 

進行詞類

活用的教

學，為夯

實學生詞

性方面的

基礎，可

對不同詞

性的特點

進行補充

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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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句‚三歲為婦‛，其中‚三歲‛為虛指，與前文

‚三歲食貧‛一般，與今義‚三歲‛實指年齡不同，故

為古今異義的情況。 

2.‚靡室勞矣‛一句，較為簡單，同學能參照課文註

解，把握‚靡‛字意思，即‚沒有‛，進而順利譯出句

意。 

3.‚夙興夜寐‛一句，現為成語，如今仍在使用，且意

思不變，故學生均能準確翻譯出來。 

4.‚言既遂矣‛一句，其中‚言‛為句首助詞，無義。

而‚既‛解作‚已經‛，與前文‚既見復關‛中‚既‛

一般。而‚遂‛則解作‚稱心、滿足‛。 

5.‚至於暴矣‛一句，其中‚至於‛為古今異義現象，

前文‚至於頓丘‛解作‚到‛，而此處則表示前面條件

達成後引出的下文。 

6.‚咥其笑矣‛一句，學生多能 結合上句‚兄弟不知‛

完整地翻譯出句意。 

7.而‚靜言思之‛一句，其中‚言‛亦無義，與前文

‚言既遂矣‛中‚言‛相同。 

8.最後，‚躬自悼矣‛一句，‚躬‛意為‚自身‛，與

所學課文諸葛亮《出師表》‚躬耕於南陽‛中‚躬‛一

般。而‚悼‛，如今多解‚悼念‛，而此處不然，為

‚傷心‛之意。 

 

（六）分析第六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六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末段為棄婦返家後的醒悟之語，對於字面

 

 

 

 

 

 

 

 

 

文言文

中，常有

因調解語

氣及停頓

需要而使

用的無義

的詞。 

 

 

 

 

 

結合學生

學過的課

文進行講

解，能加

深其對字

詞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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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解讀，學生多能把握，但對於其中所涉的言外之意

則需作補充。此外，亦尚有幾處需要留意，包括： 

1.首句‚及爾偕老‛為成語，至今仍在使用（或寫作

‚與子偕老‛），且詞義亦相同，故學生皆能準確譯

出。 

2.‚老使我怨‛一句，存在小部分學生將‚老‛直譯作

‚年老‛，不甚妥當。此處‚老‛是指前文中‚偕老之

說‛，即一起白頭到老的心願。 

3.‚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一句，學生雖能譯出字面上

的意思，但對其用意則不甚明白，故需作講解。此句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淇水再寬總有個岸，低溼的

窪地再大也有個邊）喻凡事都有邊際，言外之意是如果

和這樣的男子偕老，那就苦海無邊了。此外，‚泮‛為

通假字，通‚畔‛，解作‚水邊、邊岸‛。 

4.‚總角之宴‛一句，其中‚總角‛指男女未成年時結

髮成兩角，此處借指未成年時（少年時）。對於此情

況，文言文中亦較常見，如弱冠，則以 20 歲男子行冠禮

表示成年。又如陶淵明《桃花源記》‚黃髮垂髫‛中

‚垂髫‛本指古代兒童不束髮，頭髮下垂，後借指為

‚兒童‛或‚童年‛等。 

5.‚言笑晏晏‛一句，其中‚晏晏‛為形容詞，形容快

樂的樣子。在文言文中，存在不少以疊字組成表狀態的

形容詞的情況，《詩經》尤甚。《詩經》作品通過使用

疊字組成的表狀態的形容詞，達到增強語音節奏感的效

果。下文中‚信誓旦旦‛亦屬於此類情況。 

6.而‚不思其反‛一句，與下句‚反是不思‛句意相

同，僅變換句法。 

7.末句‚亦已焉哉‛，其中‚已‛意思是‚了解，終

結‛，用法與意義和所學文章陶淵明《歸去來辭並序》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中‚已‛一般。而‚焉

哉‛二字均為語氣詞，此處連用，表感歎，具有加強語

氣的效果。 

 

四、小結（1 分鐘） 

本節課通過小組堂上譯文並上台分享與講解的形式，進

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此為第一

課時導入

時所用成

語，可作

‚應筆‛

進行講

解。 

 

就通假字

而言，

‚泮‛與

‚畔‛為

形音義相

近的通假

字類型。 

 

補充文言

文中的年

齡代指，

有助加深

學生對此

方面的理

解。 

 

 

 

 

 

 

相對而

言，學生

對實詞掌

握較好，

而對於歎

詞等虛詞

則不然，

故講解過

程中可加

強此方面

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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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佈置功課（1 分鐘） 

1.試歸納課文段意與主旨。 

2.完成《氓》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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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

《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三課時 課題名稱 《氓》精講課文 

教材 校本教材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工作紙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2.能從不同角度解構文學作品，如《氓》一文，從女性角度出發，解

構課文內容等。（高中基本學力 D-3-3） 

3.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

法與技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4.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

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5.學習《詩經“氓》，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6.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審美情

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7.樹立正確的感情觀，欣賞由一而終的忠貞觀念。（高中基本學力

D-9-6） 

8.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基力

要求 
D-3-3 精讀文章，能綜合多種資料，嘗試從‚藝術審美、表達創

意、歷史文化、哲學政治‛的某個方面，深入理解文章、評價

文章；  

D-4-2 瞭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主要表現手

法，感受其藝術魅力；  

D-4-3 能把握文學作品的基本內容和思想情感，理解作品主旨，

分析作品形象；  

D-7-2  能篩選文本的關鍵資訊並根據需要進行處理；  

D-9-4 積累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式；  

D-9-6 通過中國古代優秀作品的學習，認識民族精神和民族智

慧，熱愛中華文化；  

 教學重點 1.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2.能從不同角度解構文學作品，如《氓》一文，從女性角度出發，解

構課文內容等。（高中基本學力 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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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課文所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並掌握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

法與技巧。（高中基本學力 D-4-2、D-4-3） 

4.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

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教學難點 1.學習《詩經“氓》，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2.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審美情

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3.樹立正確的感情觀，欣賞由一而終的忠貞觀念。（高中基本學力

D-9-6） 

4.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三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在前面的課堂，我們已經介紹了《詩經》、課文背景等

相關文學常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文的翻譯、分享

與點評，這節課我們將會進一步探討課文內容。 

 

二、朗讀課文（3 分鐘） 

帶著以下問題朗讀課文。 

1. 試概括每節內容，歸納詩歌主旨。 

2. 本詩事件以甚麼順序進行書寫？根據表達方式判斷，

這是一首甚麽詩？女主人公感情有何變化？每一變化對

應課文哪一章節？ 

3. 研讀第 1-2 章（戀愛部分）。思考（1）男女雙方各有

何舉動？（2）這一階段感情基調如何？（3）第一部分

主要運用了什麼藝術手法？ 

4. 研讀第 3-5 章（婚變部分）。思考（1）這一部分主要

運用甚麽藝術手法，有何特點？（2）第三章在全文中起

甚麽作用？（3）結合第 3-5 章，女主人公用抒情兼議論

的方法回顧自己幾年的婚姻生活及自己婚姻失敗的原

因，她思想情感如何？又從這場失敗的愛情中總結出甚

麽經驗？ 

5. 研讀第 6 章（決絕部分）。思考（1）女主人公最後做

出怎樣的抉擇 ？（2）這一部分運用了甚麽藝術手法，

如何表現？ 

6. 本詩塑造了兩個人物形象，他們具有怎樣的性格特

 

 

 

 

 

 

 

通過反復

誦讀，帶

著問題進

行課文朗

讀，能從

不同角度

剖析課文

內容，深

化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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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歸納詩

作主旨。

（高中基

本學力 D-

4-3） 
 

 

 

 

 

 

 

 

 

 

 

 

 

 

 

 

 

徵？ 

7. 試從女性角度出發，分析這場婚姻失敗的原因。如何

看待這場愛情悲劇？ 

 

三、合作探究（6 分鐘） 

以 4 人為一組，以小組為單位，研討以上問題。 

 

 

 

 

 

 

 

 

 

 

 

四、精講解題（12 分鐘） 

此環節以學生回答與補充，老師引導與完善的方式進

行。 

（一）試概括每節內容，歸納詩歌主旨。 

明確：第一章：男子求婚，女子許婚。（‚將子無怒，

秋以為期‛） 

第二章：男女戀人相思、結婚。（‚以爾車來，以我賄

遷‛） 

第三章：勸誡女子不要癡情。（‚于嗟女兮，無與士

耽‛） 

第四章：控告男子移情別戀。（‚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 

第五章：補敘多年的苦楚和處境。（‚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 

第六章：今昔對比的怨恨和痛苦。（‚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主旨：詩歌敘述女子從戀愛到被遺棄的經過，藉此批判

男子的負心，揭示當時不合理的婚姻帶給婦女深刻的痛

苦。 

 

 

 

 

 

 

 

由於所涉

問題較

多，且涵

蓋面較

廣，故通

過合作探

究，能集

思廣益，

深入探究

課文內

容。 

 

 

 

 

 

 

 

此問題設

計之意，

在於提升

學的歸

納、總結

方面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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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

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4.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

（二）本詩事件以甚麼順序進行書寫？根據表達方式判

斷，這是一首甚麽詩？女主人公感情有何變化？每一變

化對應課文哪一章節？ 

明確： 

①以時間順序書寫。 

②敘事詩。 

③戀愛（第 1-2 章）—婚變（第 3-5 章）—決絕（第 6

章）  

 

（三）研讀第 1-2 章（戀愛部分）。思考（1）男女雙方

各有何舉動？（2）這一階段感情基調如何？（3）這一

部分主要運用了什麼藝術手法？ 

明確： 

①氓：     求—怒—卜—娶 

‚我‛： 送—勸—盼—嫁 

②這一階段感情基調是歡樂幸福的。 

③這一部分主要運用了‚賦‛的手法寫男子向女子求

婚。男子求婚心切，不惜喬裝冒險，假借換絲，向女子

求婚。此手法既表現男子急切、狡黠的性格特點，又為

下文二人婚姻悲劇埋下伏筆，並構成對比。 

 

（四）研讀第 3-5 章（婚變部分）。思考（1）這一部分

主要運用甚麽藝術手法，有何特點？（2）第三章在全

文中起甚麽作用？（3）結合第 3-5 章，女主人公用抒情

兼議論的方法回顧自己幾年的婚姻生活及自己婚姻失敗

的原因，她思想情感如何？又從這場失敗的愛情中總結

出甚麽經驗？ 

明確： 

（1）這一部分運用了比、興。 

1.‚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於嗟鳩兮，無食桑葚！‛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興：先說桑樹，以引起婚前婚後與氓的故事。 

比：同時又運用了比，以桑樹的枝繁葉茂，比喻女子正

值青春芳華；以桑樹的枝葉枯落，比喻女子紅顏已老，

青春不再。 

2.‚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比：桑葚甜美，吃多了會上火，斑鳩貪吃，以致昏醉；

甜蜜的愛情就像桑葚，沉湎其中難免神傷。 

此問題設

計之意在

於從總的

方面對課

文內容進

行把握。 

 

 

 

 

此環節設

計之意，

一方面訓

練學生摘

要、擷取

及分析能

力，另一

方面亦結

合‚六

義‛剖析

課文內

容。 

 

 

 

 

 

 

 

 

 

 

通過結合

‚六義‛

中寫作手

法進行課

文分析，

有助學生

把握課文

內容。而

對於女主

人公的思

想情感及

總結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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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4.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

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總結：第三章‚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於嗟鳩兮，無食

桑葚！‛用桑葉鮮嫩，不要貪吃桑葚。這與後面的勸說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形成對照，詩意是相連的。而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葉由嫩綠變成枯黃，這與

士‚信誓旦旦‛變為‚士貳其行‛相對照，含有隱喻。

這一部分的起興詩句，用自然現象來對照女主人公戀愛

生活的變化，由起興的詩句引出表達感情生活的詩句，

激發讀者聯想，增強意蘊，產生形象鮮明、詩意盎然的

藝術效果。更有學者認為，用桑葉由嫩綠變為枯黃來比

喻戀愛生活由幸福而至痛苦，這種興兼有比的特點，更

富藝術魅力。 

（2）由前兩章的敘事轉入這一節的抒情和議論，在讀者

心理上造成明顯的停頓和隔離，暗示女主人公悲慘命運

已經開始。 

（3）悔恨、沉痛，但不哀傷。她從這場失敗的愛情中總

結出：作為女子，千萬不能沉溺於男女情愛之中。男子

沉溺於情愛，還可以自我解脫，然女子一旦沉溺其中，

便不能自拔。 

 

（五）研讀第 6 章（決絕部分）。思考（1）女主人公最

後做出怎樣的抉擇 ？（2）這一部分運用了甚麽藝術手

法，如何表現？ 

明確： 

（1）‚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反應其清醒、剛烈的性

格特點。 

（2）這一部分聯合運用了賦、比、興的藝術手法。首

先，在賦方面，不僅追述婚前的歡樂與誓言的誠懇，還

敘述了男子的變心，形成強烈的對比。其次，在比方

面，運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用河水和窪地有岸和

邊，反比氓在感情的歧途上越走越遠，不知道回頭。最

後，在興方面，先言他物（‚淇則有岸，隰則有

泮‛），繼而再表達往昔的歡樂與如今的悔恨經歷。 

 

 

 

 

 

 

驗，則可

引導學生

設身處地

地進行換

位思考。 

 

 

 

 

 

 

 

 

 

 

 

 

 

 

 

 

 

此題設計

之意，在

於提升學

生的資訊

摘要能

力，以及

對文本的

分析與解

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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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課文

所涉人物

形象的性

格特點，

並掌握作

品塑造人

物形象的

方法與技

巧。（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4-3） 
 

7.樹立正確

的感情

觀，欣賞

由一而終

的忠貞觀

念。（高

中基本學

力 D-9-6） 

 

 

 

 

 

 

 

 

 

 

 

 

 

 

 

 

 

 

 

 

 

 

 

 

（六）本詩塑造了兩個人物形象，他們具有怎樣的性格

特徵？ 

明確： 
人物 

性格 

衛女 氓 

 

 

 

 

 

 

 

優 

癡情（“乘彼垝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

見復關，載笑載言。”描繪出

戀愛中的女主人公的癡情） 

能言會道（婚前的戀愛時

期，曾許下誠懇的誓言，

曾給予女主人公幸福歡樂

的時光） 

熱情、溫柔（從“送子涉淇，

至於頓丘”可見） 

 

重情、勤勞、任勞任怨（“自

我徂爾，三歲食貧”，婚後過

著貧苦的生活而不改初心，可

見其重情；從“三歲為婦，靡

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矣”可見其勤勞、任勞任怨） 

 

專一（其由始至終，忠貞不

二，從“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可以看出） 

 

剛烈、堅強（婚變以後，女子

清醒、堅決地分手，體現其堅

強、自愛，從“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可以看出） 

 

 

 

 

 

 

 

 

 

劣 

過於遷就氓（因氓生氣而拖

延，即便沒有好的媒人，也嫁

給他） 

狡黠（無準備便假借換絲

求婚，婚前裝作憨厚老

實，婚後便本性暴露，由

此可見其狡黠） 

缺乏矜持（在婚前的戀愛過程

中，女主人公展現熱烈的情

感，以及過於主動的行為，缺

乏矜持） 

急躁（無良媒便提婚） 

過於沉溺於愛情（從“於嗟鳩

兮，無食桑葚！於嗟女兮，無

與士耽！”“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可以看出女主人公過

於沉溺愛情，不能自拔） 

任性、易怒（求婚不成便

生氣，從“將子無怒”可

以看出其任性、易怒） 

 易變、專橫暴躁（不僅不

守誓言，三心二意，還因

女主人公年老色衰就“二

三其德”，甚至“言既遂

矣，至於暴矣”，從而可

見其易變、專橫暴躁） 

 不負責任（從婚前許下的

真摯誓言，到婚後的變心

也體現其不負責任） 

 

 

 

雖此文篇

幅短小，

但其中衛

女與氓人

物形象鮮

活生動，

有必要對

其性格特

點進行分

析與探

究。在此

環節，應

充分發揮

教師引導

的積極作

用，引導

學生從不

同方面探

究人物形

象的性格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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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從不同

角度解構

文學作

品，如

《氓》一

文，從女

性角度出

發，解構

課文內容

等。（高

中基本學

力 D-3-3） 
 

 

 

 

 

 

 

 

 

 

 

 

 

 

 

 

 

 

 

5.學習《詩

經“

氓》，能

掌握《詩

經》作品

的寫作手

法與藝術

特色。

（高中基

本學力 D-

4-2） 
 

（七）試從女性角度出發，分析這場婚姻失敗的原因。

如何看待這場愛情悲劇？ 

明確： 

從詩歌文本出發，從作者女性角度看，婚姻失敗的

原因文中有提及，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 說明女子並沒有甚麽差錯，而氓的行

為卻前後不一，這說明主要責任在氓的變心。而對於氓

的變心，存在幾種可能。首先，可能因為女子的年老色

衰。‚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因

日夜操勞而年老色衰，引起‚士‛的變心。其次，可能

因為婚姻制度。‚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到‚言既遂

矣，至於暴矣‛由貧富的變化引發婚姻危機，可以看出

當時的婚姻制度是建築在經濟之上。最後，還可能因為

社會風俗。‚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這是由當時的社會

風俗、人們的愛情觀所造成的。 

        這場愛情悲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這是由

社會因素決定的。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在經濟上、政治

上都處於附屬地位，她們的生活天地都很狹小，生活得

幸福與否都維繫在丈夫身上，如果遇上一個對家庭、對

愛情不負責任的丈夫，那她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 

       這場愛情悲劇雖有社會原因，但人物自身的性格特

點也是不可忽略的。從他們的戀愛過程看，兩人雖是自

由戀愛，但女主人公對男主人公缺乏必要的了解，被他

忠厚的表現所蒙蔽，輕率地答應了他，種下日後悲劇的

種子。 

 

五、藝術特色（8 分鐘） 

學生回答與補充，老師引導與完善。 

明確： 

《氓》詩在藝術上，也有較高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如下

幾個方面： 

（一）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氓》詩是詩人現實生活典型情緒的再現，詩人不自

覺地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歌唱抒述自己悲慘的

遭遇，起了反映、批判當時社會現實的作用。 

  《氓》是民歌，是口頭創作。最初廣泛地流傳於民

間，經過無數勞動人民的反復歌唱、不斷修改，到寫定

時候，才形成現在這樣的完整詩篇。人們在流傳中，把

此環節設

計之意，

在於訓練

學生換位

思考的思

維，以及

多維度解

構文章的

能力。 

 

 

 

 

 

 

 

 

 

 

 

 

 

 

 

 

 

 

 

 

 

對於中文

課文的學

習，藝術

特色既是

學習的重

點，亦是

難點，故

應發揮教

師引導的

積極作

用。此環

節可引導

學生結合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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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過學習

古代經典

文學作品

《詩

經》，培

養熱愛古

典文學的

審美情

趣。（高

中基本學

力 D-9-6） 
 

 

 

 

 

 

 

 

 

 

 

 

 

 

 

 

 

 

 

 

 

 

 

 

 

 

 

 

 

 

 

 

 

 

 

 

自己關於戀愛婚姻方面的感受，滲透到歌唱中去，故作

品富於現實性。詩中女主人公所敘述的是自己的切身經

歷，自己的感受，都是真情實感。而這種真情實感在階

級社會中是帶有普遍性、典型性的。詩人善於把握題材

的各種複雜的矛盾。她抓住自己和氓的矛盾，氓是夫權

的代理人，他們從夫妻關係而變為壓迫與被壓迫的關

係，透露了男尊女卑、夫權制度的社會現實。她抓住了

自己和兄弟的矛盾，反映了當時社會道德、輿論，是以

夫權為中心的思想和棄婦孤立無援的現實。她抓住自己

內心的矛盾：婚前沒有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否可

以同居呢？見了氓就開心，不見氓就傷心，如何解決見

與不見的矛盾呢？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結成詩的主要

矛盾——封建禮法制度與婦女幸福家庭生活的願望的矛

盾。這是當時社會中極為顯著和普遍的現象。 

其次，《氓》詩人善於塑造人物現象。《氓》詩中

有兩個形象比較鮮明。一個是狡詐負心的氓，一個是善

良被棄的女。氓是從別處流亡到衛國的一個農民，‚抱

布貿絲‛點明了他還是個小商人。最初，他‚蚩蚩‛地

假老實，‚言笑晏晏‛地假溫情，‚信誓旦旦‛地假忠

誠。他用虛偽的手段，欺騙一位天真美貌的少女，獲得

了她的愛情、勞動力、家私。結婚以後，他便露出真面

目了。過去是指天劃日地賭咒，現在是‚二三其德‛地

變心；過去是有說有笑地溫存，現在是‚至於暴矣‛，

不但虐待，甚至把她一腳踢出了家門。有人說：氓‚婚

前是羊，婚後是狼‛，這個比喻，既形象，又確切。 

  氓的形象，是夫權制度的產物，是商人唯利是圖的

產物。詩中又描繪了一位善良的勞動婦女的形象，她最

初可能搞些養蠶繅絲的家庭副業，所以有些積蓄。她純

潔天真，入世不深，以致一下子便以心相許了。當她看

到氓不高興時，趕快安慰他：‚將子無怨，秋以為

期‛。她多情，真心愛氓，看不到他時，‚泣涕漣

漣‛，看到他時，"載笑載言‛。 

她勇敢，敢於無媒而和氓同居。她忠誠，把自己和

財物都用車子搬到氓家。結婚以後，她安貧，和氓共同

過苦日子。她辛勤，把家務勞動一齊挑起來。她堅貞，

當家境逐漸好轉，遭受丈夫虐待時，始終不渝地愛氓

（女也不爽）。被棄以後，她堅強剛毅，冷靜理智，看

清氓虛偽醜惡的嘴臉，堅決地和氓決絕。 

特點及

‚六義‛

從多維度

展開分

析，進而

把握課文

藝術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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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一位純潔多情勇敢的少女，到吃苦耐勞忍辱的

妻子，再到堅強剛毅的棄婦。她性格的發展，是隨著和

氓關係的變化而發展的。本詩通過氓和女兩個形象的鮮

明對比，誰真誰假，誰善誰惡，誰美誰醜，不是很清楚

嗎？當時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真實面貌，不是如在目前

嗎？所以我們說，《氓》詩人不自覺地運用了現實主義

的創作方法。 

周揚先生曾云：‚有文學就有創作方法。‘神話傳

說’是浪漫主義的淵源，《詩經》是現實主義的淵

源。‛他這段概括的話，是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情況

的。 

（二）比興藝術手法  

        詩人是農村婦女，農村四周的自然景物，是她每天

所接觸的熟悉的，詩人觸物聯想，便歌唱起來。 

第三章的‚桑之未落，其葉活若‛是起興，比喻年

青貌美的少女初婚的幸福。第四章的‚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也是起興，比喻棄婦面容憔悴與被棄的痛苦。第

三章的‚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對喻，喻下兩句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第六章的‚淇則有岸，濕則

有泮‛是反比，比氓的變心是無邊無際不可捉摸的。  這

些，對於塑造形象，突出主題，加強詩的思想意義，都

起了積極作用。 

（三）對比的表現手法  

       這是由於現實矛盾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其形式有

二： 

1.句法對比，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之耽

也，猶可說也；女子耽也，不可說也。‛這是士和女兩

種不同人物的對比。‚桑之未落‛與‚桑之落兮‛的對

比，‚不見複關‛與‚既見複關‛的對比，都是互相映

襯，收到更好地塑造形象、抒發感情的效果。 

2.前後對比，如氓在未婚前是‚言笑晏晏，信誓旦

旦‛，在婚後則‚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前後不同態

度互相映襯，描繪出氓虛偽的本質。 

  （四）借代修辭  

        詩是形象思維，不是抽象的說教，要用具體的事

物，抒寫抽象的意境。形象的語言，容易引起讀者想

像、共鳴，增強詩的魅力。《氓》詩人用氓住的地方

‚復關‛代表氓，用‚總角‛代表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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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送行之遠、乘垣望關表多情。以車來賄遷表同

居，以‚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表大歸。以‚三歲‛表

多年，以‚二三‛表反復。這和《采薇》詩人用‚楊柳

依依‛代春，‚雨雪霜霏‛代冬，性質是一樣的。收到

語言雋永，耐人尋味的效果。 

（五）頂真修辭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中言：‚頂真是用前一句的

結尾來做後一句的起頭，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蟬聯，而有

上遞下接趣味的一種修辭法。‛這種修辭，多見於歌

曲。這可能由於集體歌唱，口耳相傳，此唱彼和，互相

銜接，便於記誦所產生的一種句式。如‚抱布貿絲，匪

來貿絲‛，‚以望複關，不見複關‛，‚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等，都是《氓》詩中的頂真句。  蟬聯詞不一定

都在句首，有的在句中，它們的作用是一樣的，都是加

強詩的音樂性。 

（六）歎辭的應用  

        詩人抒發猛烈的感情或深沉的思想的時候，經常用

一種呼聲或感歎辭來表達。如當她追敘婚前戀愛生活的

時候，感情比較穩定，沒有使用歎辭。 

第三章轉入抒情，感情激昂，連用兩個‚于嗟‛

（哎呀），三個‚兮‛（啊）字，兩個‚也‛（呀）

字。第四章對‚桑落‛有所感，用了一個‚矣‛字。第

五章訴說被丈夫虐待，被兄弟譏笑，情緒最激動，連用

六個‚矣‛字，借表她沉痛的心情和口氣。最後一章對

氓表示憤慨和決絕，加強了語氣，拖長了音調，堅決地

唱出‚亦已焉哉‛（也就算了吧）！焉哉二字連用，就

象歌劇幕終，使人有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之感。 

  （七）呼告的表現手法  

由於詩人感情的強烈，對所愛者或所憎者，雖不在

面前，但覺得如在面前，向他陳訴或斥責，這就是呼告

的特徵。它在抒情詩中用得最普遍。《氓》詩第三章詩

人敘述她的被棄，心情憤激，把個人的命運和當時一般

女子的命運聯繫起來，仿佛有一群青年女子在她面前，

她把自己的痛苦告訴她們，在戀愛過程中，要警惕男子

將來會變心，自己將難擺脫禍害：‚于嗟女兮，無與士

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

幾句呼告，唱出了對男女不平等社會現象的強烈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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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掌握課文

通假字、

特殊句

式、文言

實詞與虛

詞等文言

基礎知

識。（高

中基本學

力 D-9-

4） 

 

 

 

 

 

 

 

第六章又轉為呼告的形式，‚及爾偕老，老使我

怨‛，這時好象氓站在面前，斥責他的誓言是個欺騙。

接著以少時兩情融洽，言笑宴宴，信誓旦旦的情景，反

襯氓今日的負心。悲憤之情，又達到了高潮。最後又高

呼‚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如果這裡不用

呼告手法向氓發出斥責，是不足以解恨的。 

這首詩音調鏗鏘自然，富有真情實感。詩中用了不

少‚蚩蚩‛、‚漣漣‛、‚湯湯‛、‚晏晏‛、‚旦

旦‛等疊字形容詞，它們不但起了摹聲繪貌的作用，且

加強了詩的音樂性。《詩經》民歌的章法，多半是疊章

複唱的。 

由於《氓》詩人感情複雜，敘事曲折，故分章而不

復唱，這在《國風》民歌中是少見的。  

 

六、講解工作紙（8 分鐘） 

附：學生工作紙 1 

 

 

 

 

 

 

 

 

 

 

 

 

 

 

 

 

 

 

 

 

 

 

 

 

 

 

 

 

 

 

 

 

 

 

 

 

 

 

通過完成

練習及講

解分析，

學生能鞏

固所學課

文文言基

礎知識，

進而提升

文言閱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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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工作紙 2 

 

 

 

 

 

 

 

 

 

 

 

 

 

 

 

 

 

 

 

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考答案

書寫於黑板之上。 

（一）找出通假字並寫出其本字及解釋。 

1.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明確：匪，非 ，不是。 

2. 吁嗟鳩兮，無食桑葚   

明確：無，毋，不要。 

3.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明確：說，脫，解脫。 

4.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明確：泮，畔，水邊、岸邊。 

 

（二）判斷下列句子為何種特殊句式並翻譯句子。 

1.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明確：賓語前置句。請你不要生氣，就把婚期定在秋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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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明確：定語後置句。有一個憨厚老實的男子，抱著布匹

去換絲。 

 

（三）解釋加框字 

1. 匪我愆期 

明確：拖延，錯過。 

2. 乘彼垝垣   

明確：登上。倒塌的。 

3. 爾卜爾筮       

明確：你 

4. 自我徂爾   

明確：往、到。 

5. 漸車帷裳  

明確：浸濕 

6. 女也不爽   

明確：差錯。 

7. 士也罔極 

明確：沒有定準、沒有準則。 

8. 夙興夜寐   

明確：早。睡。 

9. 言既遂矣 

明確：滿足、實現。 

10.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明確：快樂。快樂的樣子。 

11.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明確：誠懇的樣子。違反。 

12.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明確：了結、終止。 

 

四、翻譯 

1.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明確：請你不要發怒，就把秋定為婚期吧！ 

2.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明確：有個憨厚的青年抱著布來換絲。 

3.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明確：你用你的車子來接我，並把我的嫁妝搬到你家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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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明確：桑樹還沒有凋零的時候，它的葉子還很潤澤。 

5.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明確：我靜下來好好想一想，自身感到很悲傷。 

6.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明確：本來希望和你一起變老，如今老了卻是我怨恨。 

 

七、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通過小組合作的形式，歸納段意及主旨、探

究課文主體內容、掌握課文賦比興寫作手法的運用、分

析課文人物形象、探究課文藝術特色等，進一步把握課

文思想意涵。 

 

八、佈置功課（1 分鐘） 

1.預習《蓼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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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四課時 課題名稱 《蓼莪》課文

初探 

教材 《預科中文》上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朗誦音頻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能說出《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2.了解《詩經“蓼莪》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

本學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4.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2-2） 

5.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C-3-2 隨課文識字，不斷擴大識字量；  

D-2-2 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D-4-5 能結合背景材料、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說明及前人賦予作品

的意義，品味文學語言，評判經典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和審美

價值；  

 教學重點 1.能說出《詩經》六義及其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本學力 D-4-5） 

2.了解《詩經“蓼莪》的課文背景、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高中基

本學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高中基本學力 C-3-2） 

教學難點 1.能用普通話流暢且富有感情地吟誦課文。（高中基本學力 D-2-2） 

2.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四課時 

一、課堂導入（6 分鐘） 

請同學們觀看幾幅圖，能否說出圖中故事？這些故事的

共同主題是甚麽？ 

 

通過‚二

十四孝‛

的故事圖

畫進行導

入，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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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圖中皆為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學生多有聽說，故能

說出大概，老師因應學生所述故事梗概進行補充即可。

此外，學生亦能準確回答出這些故事均以‚孝‛為主

題。 

1.鹿 乳 奉 親 

周朝郯子，天性至孝，父母年老，雙目均患眼疾，想食

鹿乳，郯子就穿上鹿皮，往深山鹿群之中，取鹿乳供奉

雙親，不料為獵人發現，欲箭射殺，郯子急忙告以：

‚為取得鹿乳供奉患有眼疾之雙親，始穿上鹿皮混入鹿

群之中取鹿乳‛ ，獵人獲悉非鹿，始未予射殺，並感贊

其孝行。 

2.負 米 養 親 

周朝仲由，字子路 家境貧困，時常採食藜與藿等野菜，

子路為奉養父母，每每往百里以外之地背負食米。 父母

逝世後，南游至楚國，楚王敬慕其學問人品，給與封其

官爵百乘之車馬，積存之米糧以萬鐘計，平時生活，以

多層毛毯為坐褥，用膳時排列食鼎食用，極盡榮華富

貴，但仍然思念父母之苦勞，感歎說: 雖然希望再如以

往，食用藜藿等野菜，往百里以外之地負米奉養雙親，

惜巳無法如願。 

3.親 嘗 湯 藥 

西漢時代之漢文帝名恒，系漢高祖劉邦之第三子，尚未

就帝位前，其父就封化為代王，文帝奉養其母薄太后，

極為孝順，從不怠慢，有一次母親患病，病了三年之

久，文帝親自殷勤看護，在側侍候，目不交睫，衣不解

帶，每逢煎好湯藥，如非親自嘗試，未敢拿與母親服。 

能帶出

‚孝‛的

主題，而

且還能激

發學生體

念親恩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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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說出

《詩經》

六義及其

相關文學

常識。

（高中基

本學力 D-

4-5） 

 

 

 

 

 

 

 

 

 

 

 

2.了解《詩

經“蓼

莪》的課

文背景、

題解等相

關文學常

識。（高

中基本學

力 D-4-5） 
 

4.能用普通

話流暢且

文帝孝順母親，因而仁孝聲名傳遍於天下，得到人人之

讚頌。 

4.哭竹生筍 

三國時代，有一孝子，姓孟名宗，字恭武，幼年喪父，

母親年紀老邁，患疾沉重 ，時逢冬月，風雪交加，未有

竹筍，但母親思食筍煮羹，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

抱竹而泣，因其孝感動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

歸作羹供奉母親，食畢疾病竟得痊癒。 

老師：確實如此，這些故事都以‚孝‛為主題。今天，

我們將會學習一篇《詩經》中有關‚孝‛的課文。 

 

二、溫故知新（3 分鐘） 

在學習課文之前，我們先回顧有關《詩經》的知識點。 

此環節以提問形式展開。 

 
 

三、課文背景（3 分鐘） 

《蓼莪》出自《詩經·小雅》。關於此詩的背景，《毛詩

序》說：‚《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

終養爾。‛歐陽修認爲所謂‚刺幽王，民人勞苦‛云

云，‚非詩人本意‛（《詩本義》），詩人所抒發的只

是不能終養父母的痛極之情。 

 

四、朗讀課文（2 分鐘） 

學生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文章形成初

步認識。 

 

 

 

 

 

 

 

 

 

 

 

 

 

 

通過溫故

的方式回

顧《詩

經》相關

文學常

識，具有

鞏固所學

之效。 

 

 

 

 

 

 

 

 

 

 

對課文背

景進行介

紹，有助

於學生對

課文形成

初步的認

識。 

 

通過朗

讀，感受

課文濃厚

孝思。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authors/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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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感情

地吟誦課

文。（高

中基本學

力 D-2-2） 

 

 

3.掌握課文

字詞讀音

與意義。

（高中基

本學力 C-

3-2） 

 

 

 

 

 

5.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五、聆聽朗讀音頻。（2 分鐘） 

通過聆聽朗讀音頻，標示重、難點字詞讀音，同時加深

對文章的理解，進一步把握朗誦文章語調、停頓、情感

等技巧。 

 

六、字詞正音（板書）（4 分鐘） 

將學生朗讀過程中遇到的重難點字詞，以板書的方式，

寫於黑板之上，並標註字詞拼音。 

蓼蓼者莪（lù）（é）         匪莪伊蒿（hāo） 

生我劬勞（qú）                  缾之罄矣（píng）（qìng） 

維罍之恥（léi）                  鮮民之生（xiǎn） 

無父何怙（hù）                  無母何恃（shì） 

出則銜恤（xián）（xù）    入則靡至（mǐ）                 

母兮鞠我（jū）                 撫我畜我（fǔ）（xù） 

昊天罔極（hào）（wǎng） 

飄風發發（bō）                民莫不穀（gǔ） 

 

七、分組譯文（18 分鐘） 

以 4 人為一小組，參照課文註析及字詞典等資源，對課

文進行堂上翻譯。 

學生分組翻譯，老師進行巡視及答疑。 

 
 

八、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溫故《詩經》相關知識、介紹《蓼莪》課文

背景，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誦音頻，標註文中重、

難點字詞讀音，還以分組譯文的形式初步把握課文內

容。 

 

通過聆聽

朗讀，有

助提升學

生詩歌朗

誦方面的

技巧。 

 

通過字詞

拼音的板

書標註，

易於學生

掌握課文

重難點字

詞，達到

隨課文識

字、擴大

識字量的

目的。 

 

 

以分組的

方式進行

課文翻

譯，能集

思廣益，

進一步把

握課文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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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佈置功課（1 分鐘） 

因應小組譯文進行完善與潤色。 

 



2019/2020 

C013 

 39 

 

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五課時 課題名稱 《蓼莪》深化

學習 

教材 《預科中文》上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3.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

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4.學習《詩經“氓》，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5.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審美情

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6.樹立正確的感情觀，培養孝順長輩的品質。（高中基本學力 D-9-

6）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D-4-2 瞭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主要表現手

法，感受其藝術魅力；  

D-4-3 能把握文學作品的基本內容和思想情感，理解作品主

旨，分析作品形象；  

D-7-2 能篩選文本的關鍵資訊並根據需要進行處理；  

D-9-6 通過中國古代優秀作品的學習，認識民族精神和民族智

慧，熱愛中華文化；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疏通文

意。（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能歸納詩作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3.能判別課文中所使用的‚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並能

將相關詩句摘錄出來。（高中基本學力 D-4-2、D-7-2） 



2019/2020 

C013 

 40 

教學難點 1.學習《詩經“氓》，能掌握《詩經》作品的寫作手法與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2.通過學習古代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培養熱愛古典文學的審美情

趣。（高中基本學力 D-9-6） 

3.樹立正確的感情觀，培養孝順長輩的品質。（高中基本學力 D-9-

6）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第五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回顧了《詩經》相關知識、介紹了課文

背景，並通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誦音頻，掌握文中重難

點字詞的讀音。此外，還進行堂上分組譯文。這節課，

我們將會因應小組譯文進行分析與點評。 

 

二、譯文講解（12 分鐘） 

因應學生分組譯文進行分析與點評。 

（一）講解第一、二章。 

 

老師點評：通過學習《詩經·氓》，學生對《詩經》六義

已有一定的認識，基本能準確判斷詩中賦、比、興的運

用。此部分內容在翻譯上難度不大，但需弄清楚詩中比

喻義，以及文言相關知識。具體包括： 

1.首句‚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其中‚蓼蓼‛ 為疊

字，如《氓》教學中所述，《詩經》作品常常使用疊字

組成的表狀態的形容詞，達到增強語音節奏感的效果。

此處情況亦如此，‚蓼蓼‛解作‚長又大的樣子‛。而

‚莪‛，即‚莪蒿‛，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莪

 

 

 

 

 

 

 

 

 

由學生自

主翻譯課

文，老師

對此進行

講解，不

僅能培養

學生的文

言閱讀能

力，還能

促進其語

言組織與

表達能力

的提升。 

 

 

 

 

 

 

 

 

聯繫所學

課文《詩

經·

氓》，有

助學生進

行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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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娘蒿。‛此外，‚匪莪伊蒿‛句式

上為判斷句，與《氓》‚匪我愆期‛一樣。而‚伊‛， 

此處表示判斷。文言文中，若‚伊‛表判斷，則常與

‚匪‛連用，解作‚卻是‛、‚即是‛。至於‚蒿‛， 

 

甲骨文為‚        ‛，為草名，有白蒿、青蒿、牡蒿、臭

蒿等多種，此處特指青蒿。 

2.對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其中‚哀哀‛與前文

‚蓼蓼‛一般，均為疊字組成的表狀態的形容詞，形容

悲傷不已的樣子。而‚劬勞‛與下句‚勞瘁‛詞義相

同，皆解作‚勞累‛，出於避免重複用詞，故而在章句

疊唱的基礎上進行易字。 

3.最後，‚蓼蓼者莪，匪莪伊蔚‛一句，形式、句式與

首句相同，學生均能把握，故不贅述。其中‚蔚‛，如

課文註析所述，為牡蒿。 

對於第一、二章節之意，學生能大致翻譯出來，亦能根

據老師引導、點撥，把握句中比喻修辭，但對於其比喻

之意，則不甚明白，故需補充。 

補充： 

詩人見蒿與蔚，卻錯當莪，於是心有所動，遂以為比。

莪香美可食用，並且環根叢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

材且孝順；而蒿與蔚，皆散生，蒿粗惡不可食用，蔚既

不能食用又結子，故稱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盡

孝。詩人有感於此，藉以自責不成材又不能終養盡孝。

後兩句承此思言及父母養大自己不易，費心勞力，吃盡

苦頭。 

        朱熹於此指出：‚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

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

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

也。‛(《詩集傳》) 

 

 

 

 

 

 

 

 

連結與歸

納。 
 

 

 

 

 

 

文言文中

疊字的使

用，對後

世影響深

遠，如今

現代漢語

亦保留

AA 式的

構詞方

法。 
 

 

 

通過補充

講解，學

生能進一

步理解課

文意思，

達到深化

學習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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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二）講解第三、四章。 

 
老師點評：第三章亦涉及比喻修辭，然學生雖能準確判

斷該段使用的比的手法，但大多同學會從‚缾‛、

‚罍‛的容器大小出發進行判斷，故不能準確把握該比

喻之意。此外，第四章亦涉及相關文言基礎知識，需要

留意。包括： 

1.首句‚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其中‚缾‛為‚汲水

的瓶子‛，而‚罍‛則為‚盛水、儲水的罈子‛，兩者

相較，體積上瓶小罈大，故較多學生誤以為‚缾‛喻

子，‚罍‛喻父母。其實不然。以瓶喻父母，以罍喻

子。因瓶從罍中汲水，瓶空是罍無儲水可汲，所以為

恥，用以比喻子無以贍養父母，沒有盡到應有的孝心而

感到羞恥。句中設喻是取瓶罍相資之意，非取大小之

義。而‚維‛表示判斷，相當於‚乃‛、‚是‛、

‚為‛，故此句亦為判斷句。 

2.‚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其中‚鮮‛讀作‚xiǎ

n‛，意思是‚孤‛、 ‚寡‛。此句學生能參照註解，

準確地翻譯出句意。 

3.句子‚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由於屬於較為典型的

賓語前置句，故學生不僅能把握其句意，還能準確地說

出其文言句式的類屬。其中疑問代詞‚何‛，於上下句

中均充當賓語，且前置，故二句皆為賓語前置句。此句

依照現代漢語語序應為‚無父怙何？無母恃何？‛ 

4.‚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一句，其中‚出‛與

‚入‛，指出門、入門，學生能準確把握；亦能參照註

析了解‚銜恤‛之意，即‚含憂‛；還能參照所學課文

 

 

 

 

 

 

 

 

 

 

 

 

 

 

 

 

 

 

 

 

 

對“瓶罍

相資”作

補充說

明，學生

能糾正以

“瓶”、

“罍”大

小來判斷

父母子女

比喻關係

的不當。 
 

 

 

進行文言

倒裝句式

講解時，

將句子以

現代漢語

語序呈現

出來，有

助學生進

行比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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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氓》中‚靡室勞矣‛、‚靡有朝矣‛，把握

‚靡‛之意，即‚沒有‛。但對於‚銜恤‛、‚ 靡至‛

之原因，則不甚明白，故需補充講解。曹粹中說：‚以

無怙恃，故謂之鮮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

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轉引

自戴震《毛詩補傳》） 

5.第四章節均為賦手法的運用，且為避免字詞重複使用

而運用較多同義詞，故在翻譯上較為簡單，如第五章首

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學生能參照註析，把握

‚鞠‛之意，即‚養‛，進而準確譯出句意。 

6.‚拊我畜我，長我育我‛一句，則涉及通假字，其中

‚拊‛、‚畜‛皆為通假字，‚拊‛通‚撫愛‛，意思

是‚喜愛‛；而‚畜‛通‚慉‛，意思亦是‚喜愛‛。

此外，‚長‛為動詞使動用法，解作‚使……長大‛。

由於通假字、詞類活用等皆屬於文言文重要的基礎知

識，故需重點講解。 

7.而‚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一句，其中‚顧‛金文為 

 

‚      ‛，從頁( xié)，雇聲，表示與頭有關，本義為

‚回頭看‛；而‚復‛亦有‚返回‛之意，故此二字均

表示‚顧念‛、‚不捨離去‛之意。而‚腹‛，其後為

‚我‛，聯繫上文及其句式特點可知，‚腹‛應為動

詞，故此處為詞類活用的情況，名詞活用作動詞，意為

‚懷抱‛。 

8.最後，‚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一句，學生能根據意

思，把握句中所省略的字詞，如‚欲報之德‛，學生在

翻譯過程中會將‚之德‛作補充，解作‚父母的/你們的

恩德‛，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而‚昊天罔極‛一句， 

 

其中‚昊‛，金文為‚      ‛， 從日，從天，本義為

‚廣大無邊‛。而‚罔‛與所學《詩經·氓》‚士也罔

極‛中‚罔‛一般，解作‚無‛。 
 

 

 

 

 

 

 

 

分析，能

加深學生

對文言句

式的理解

與認識。 
 

 

 

 

 

 

 

在譯文講

解過程

中，通過

對文中涉

及的通假

字、詞類

活用等文

言基礎知

識進行講

解，有助

提升學生

的文言閱

讀水平，

利於學生

建立系統

的文言知

識體系。 
 

聯繫

《氓》中

的文言詞

語進行講

解，有助

加深學生

的理解與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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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疏通

文意。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三）講解第五、六章。 

 
老師點評：對於末段的翻譯，由於運用了興的手法，且

涉及環境的描寫，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存在需要留意的地

方。包括： 

1.首句‚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其中‚烈烈‛為通假

字，通‚颲颲‛，意思是‚山風大的樣子‛，亦屬於疊

字組成的表狀態的形容詞，具有增強語音節奏感的效

果。下半句‚飄風發發‛中‚飄風‛指‚暴起之風‛；

而‚ 發發‛則為通假字，通‚撥撥‛，讀作（bō），

為象聲詞，摹擬大風呼嘯的聲音。此句描寫肅殺的環

境，營造悲涼的氣氛，因此也奠定了此詩的感情基調。

而詩歌的情感，是翻譯過程中需要表現出來的，而又常

常被學生所忽略的。因此，需要重點講解。 

2.‚民莫不榖，我獨何害！‛一句，其中‚榖‛，意為

‚善‛。而下半句‚我獨何害！‛，其中‚獨‛於古文

中可表感歎。 

3.而句子‚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其中‚律律‛，指

山高峻的樣子，亦屬於疊字組成的表狀態的形容詞；而

‚飄風弗弗‛中‚弗弗‛，指風急促的樣子。 

4.最後，‚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其中‚卒‛與現代

漢語中，常見意義‚兵卒‛、‚死亡‛不同，此處解作

‚終‛、‚終了‛，指終養父母一事。 

 

三、朗讀課文 

帶著以下問題朗讀課文。 

1.試歸納課文主旨。 

 

 

 

 

 

 

 

 

 

 

 

 

 

 

 

進行此部

分的講解

時，可以

聯繫詩歌

中景與情

的關係作

展開，即

詩詞中常

常通過寫

景進行渲

染與抒

情，此處

亦有此特

點。 
 

 

 

 

 

 

 

 

 

 

 

 

通過反復

誦讀、帶

著問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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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歸納詩

作主旨。

（高中基

本學力 D-

4-3） 
 

3.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2.詩歌前兩段寫‚莪‛、‚蒿‛、‚蔚‛的作用是甚

麽？用了甚麽手法？ 

3.‚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一句有何用意？ 

4.詩歌第四章連用九個動詞和九個‚我‛，有何作用？

表達了怎樣的內容？ 

5.文章後兩段對山和風進行了描寫，這種描寫的作用何

在？談談你的看法。 

 

四、合作探究（5 分鐘） 

因應以上問題進行合作探究。 

 

 

 

 

 

 

 

 

 

 

 

 

五、精講解題（13 分鐘） 

（一）試歸納課文主旨。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感念父母養育之恩，表達自己不能終養父母之

憾。 

 

（二）詩歌前兩段寫‚莪‛、‚蒿‛、‚蔚‛ 用了甚麽

手法？其作用是甚麽？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運用了比的手法。詩人見蒿與蔚，卻錯當莪，於是心有

所動，遂以為比。莪香美可食用，並且環根叢生，故又

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順；而蒿與蔚，皆散生，蒿粗

惡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結子，故稱牡蒿，蒿、蔚

喻不成材且不能盡孝。詩人有感於此，藉以自責不成材

又不能終養盡孝。後兩句承此思言及父母養大自己不

行課文朗

讀，能促

進學生從

不同維度

把握課文

內容，加

深學生對

課文的理

解。 
 

 

 

 

 

 

 

 

 

 

 

 

 

 

 

 

 

 

此問題的

設計，旨

在提升學

生的歸納

能力。 
 

辨別詩句

中使用的

賦比興手

法，並指

出其作

用，藉此

提升學生

對“六

義”的認

識與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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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摘錄出

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3.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句摘錄出

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6.樹立正確

的感情

觀，培養

孝順長輩

的品質。

（高中基

本學力 D-

9-6） 

 

 

3.能判別課

文中所使

用的

‚賦‛、

‚比‛、

‚興‛的

寫作手

法，並能

將相關詩

易，費心勞力，吃盡苦頭。 

        朱熹於此指出：‚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

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

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

也。‛(《詩集傳》) 

 

（三）‚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一句有何用意？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從罍中汲水，瓶空是罍無

儲水可汲，所以為恥，用以比喻子無以贍養父母，沒有

盡到應有的孝心而感到羞恥。句中設喻是取瓶罍相資之

意，非取大小之義。 

 

（四）詩歌第四章連用九個動詞和九個‚我‛，有何作

用？表達了怎樣的內容？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詩人連用了‚生‛、‚鞠‛、‚拊‛、‚畜‛、

‚長‛、‚育‛、‚顧‛、‚復‛、‚腹‛九個動詞和

九個‚我‛字，語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厭

其煩，聲促調急，確如哭訴一般。 

姚際恒：‚勾人眼淚全在此無數‘我’字。‛

（《詩經通論》）這章最後兩句，詩人因不得奉養父

母，報大恩於萬一，痛極而歸咎於天，責其變化無常，

奪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報不能！ 

敘述父母對‚我‛的養育撫愛，這是把首兩章說的

‚劬勞‛、‚勞瘁‛具體化。 

 

（五）文章後兩段對山和風進行了描寫，這種描寫的作

用何在？談談你的看法。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詩人以南山高險、狂風迅疾比興統治者的苛政暴急

使他遇父母死喪之禍，讓詩人不能盡孝奉養。 

南山高大，正示父母的恩德，飄風的吹拂，又寫孝

子的悲苦，情與景交融，虛與實相襯，以悲景寫悲情。 

此部分抒寫遭遇不幸。頭兩句詩人以眼見的南山艱

 

 

 

 

 

 

 

此題設計

之意，旨

在把握詩

中運用的

比喻手

法。 
 

 

 

此題設計

之意，意

在藉此掌

握詩中運

用的

“賦”的

手法，並

分析其作

用與效

果。 
 

 

 

 

 

 

 

 

此問題的

設計，重

在藉此把

握景與情

之間的關

係。老師

可引導學

生聯繫時

代背景、

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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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摘錄出

來。（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D-7-2） 
 

 

 

4.學習《詩

經“

氓》，能

掌握《詩

經》作品

的寫作手

法與藝術

特色。

（高中基

本學力 D-

4-2） 

 

5.通過學習

古代經典

文學作品

《詩

經》，培

養熱愛古

典文學的

審美情

趣。（高

中基本學

力 D-9-6） 
 

危難越，耳聞的飆風呼嘯撲來起興，創造了困厄危艱、

肅殺悲涼的氣氛，象徵自己遭遇父母雙亡的巨痛與淒

涼，也是詩人悲愴傷痛心情的外化。四個入聲字重疊：

烈烈、發發、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讀來如嗚咽一

般。後兩句是無可奈何的怨嗟，方玉潤說：‚以眾襯

己，見己之抱恨獨深。‛（《詩經原始》） 

 

五、藝術特色（7 分鐘）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一）真摯感情的流露。 

詩中每一句，都把孝子哀悼父母，咎恨未克終養之情，

抒發得淋漓盡致。‚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將孝子感傷

痛極的情懷表覽無遺；‚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極盡沉

痛，可謂一字一淚；‚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表現孝子痛

不欲生之情。造語自然，真情流露，實是本詩的一大特

色。 

（二）心理描寫的細緻。本篇除透過直率的詩句,流露悼

念父母的哀痛感情之外，還有細緻的心理描寫。如‚蓼

蓼者莪,匪莪伊蒿‛；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兩句，表

面描寫墓前所見,實則刻劃詩人極度哀傷時目光紊亂，看

朱成碧的情景。又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寫出作者

失父母後，滿懷哀傷,茫無所依的心情。‚入則靡至‛看

似平直，卻是作者傷懷之最忠實傳神的描寫。 

（三）比物喻情的貼切。作者在哀歎不能終養父母時，

以缾罍比喻子女有責任供養父母。缾中之酒盡而罍不能

相資，猶如父母得不到奉養是子女未盡其責，貼切生

動。‚維罍之耻‛一句，自責甚深，尤堪玩味。 

（四）感物興懷的手法。首二章，作者以莪蒿、莪蔚起

興。莪是抱根叢生之植物，俗稱抱娘蒿；作者舉出這種

植物，一是自咎非良材，有負雙親期望，一是自責未能

終養父母，不能如莪抱根而生，含意婉曲深至。而末二

章以南山、飄風等墓前景物起興。南山永存，使詩人感

傷於父母亡逝；飄風疾勁，使詩人慨嘆於人事變化之無

常；感物興懷之手法，於此可見一斑。 

（五）氣勢強烈的排句。第四章，一連六句排句，直下

九個‚我‛字，氣勢強烈，鋪陳父母養育之恩。配合作

者哀悼父母的沉重感情，深切有力。一氣讀來,感情傾瀉

等進行多

元解讀。 
 

 

 

 

 

 

對於語文

課文的學

習，藝術

特色既是

重點，又

是難點，

因此應充

分發揮教

師引導的

積極作

用，引導

學生從不

同角度、

不同維度

進行分析

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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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感人至深。 

（六）賦比興綜合運用。本篇在作法上屬於賦，比，興

的混合體，第一、二章，用‚興‛的作法；第三章用

‚比‛，第四章用‚賦‛，末二章再用‚興‛。六義

中，賦、比、興三種作法同時運用，使本詩感情抒發上

更見靈活，在作法上更顯特色。 

 

六、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合作探究的形式，通過歸納課文主旨、分

析課文詩句六義的運用與效果、探究課文藝術特色等教

學活動進一步把握課文思想意涵。 

 

七、佈置功課（1 分鐘） 

完成工作紙、完成分組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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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詩經》選讀：《氓》、

《蓼莪》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6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六課時 課題名稱 鞏固所學 

教材 《預科中文》上冊 教學資源 工作紙、腦圖、孝道

畫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2.能通過繪畫的形式，呈現中華傳統孝道文化。（高中基本學力 F-

5-4） 

基力

要求 
D-9-4 積累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式；  

F-5-4 初步掌握文字表述與圖表、圖標、圖畫、視頻配合的基本

方法，增強表達效果；  

 教學重點 1.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2.能通過繪畫的形式，呈現中華傳統孝道文化。（高中基本學力 F-

5-4） 

教學難點 1.掌握課文通假字、特殊句式、文言實詞與虛詞等文言基礎知識。

（高中基本學力 D-9-4） 

2.能通過繪畫的形式，呈現中華傳統孝道文化。（高中基本學力 F-

5-4）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掌握課文

通假字、

特殊句

式、文言

實詞與虛

詞等文言

基礎知

識。（高

中基本學

力 D-9-

4） 

第六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對課文進行深化學

習，並佈置功課，完成工作紙。這節課，我們將鞏固所

學。 

 

二、講解工作紙（20 分鐘） 

 

 

 

 

 

 

 

 

 

 

 

 

 

通過完成

與講解工

作紙，學

生能鞏固

課文所學

文言基礎

知識，提

升文言閱

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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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考答案

書寫於黑板之上。 

（一）選擇題 

1. 有關「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一句，以下何者錯誤？

(    )  

(A) 缾、罍皆為「酒名」。 

(B) 缾以喻父母，罍以喻子女。 

(C) 維罍之恥的「維」的意思：是。 

(D) 本句意謂：孝子以不能終養父母而自覺羞恥。 

明確：A 

解析：缾、罍皆為盛水的容器。 

 

2. 以下「 」中的字，經過代換後，何者意思不變？

(     )  

(A)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危。 

(B)「拊」我畜我，長我育我：俯。 

(C)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非。 

(D)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依。 

明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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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C) 「匪」為通假字，通「非」，意思是「不是」。 

 

3.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意謂： (     )  

(A) 暴虐之政，令人民流離失所。 

(B) 無父無母的孤兒，真是生不如死。  

(C) 孤獨寂寞的人，常認為生命是沒有意義的。 

(D) 不知努力者，實在是雖生猶死。 

明確：B 

解析：(C)項具有一定的干擾性，「鮮民之生」中「鮮」

指寡、孤，而非寂寞。 

 

4. 關於「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下列哪一個答案是正

確的？ (   ) 

(A) 失去父親稱「失恃」。  

(B) 失去母親稱「失怙」。 

(C) 父母雙亡稱為「失怙」。 

(D) 父親亡故稱為「失怙」。 

明確：A 

 

5.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維」字意同：(    )  

(A) 概        (B) 殆        (C) 盍        (D) 乃 

明確：D 

解析：「維」意思為「是」，選項中「乃」之意最為接

近。 

 

6. 下列詞語，何者不能解釋為「父母」？ (    )  

(A) 椿萱        (B) 怙恃        (C) 蓼莪        (D) 高堂 

明確：C 

解析：蓼莪，據課文註析，為長又大的草。 

 

7.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句意謂：(    )   

(A) 居無定所的飄泊         (B) 顛沛流離的不幸 

(C) 雙親喪亡的悲痛         (D) 失去子女的哀傷 

明確：C 

解析：曹粹中說：‚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孝子出必

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

見，故靡至也。‛ （轉引自戴震《毛詩補傳》）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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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題目句子指雙親喪亡的悲痛。 

 

8.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飄風」意謂：(    )   

(A) 暴起之風                  (B) 徐徐之和風  

(C) 夾雜細雨之風           (D) 清涼之山風 

明確：A 

解析：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云‚一切景語皆情語。‛ 

一方面，詩人以南山高險、狂風迅疾比興統治者的苛政

暴急使他遇父母死喪之禍，讓詩人不能盡孝奉養；另一

方面，南山高大，正示父母的恩德，飄風的吹拂，又寫

孝子的悲苦，情與景交融，虛與實相襯，以悲景寫悲

情。 

 

9. 下列各詩句，何者最足以表現《蓼莪》作者的心情？

(    ) 

(A) 父母在，不遠遊         

(B)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C)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D)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明確：C 

解析：‚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表達子女

不能終養父母的遺憾，足以表現作者心情。 

 

10.《蓼莪》詩中，哪一個詞語有如下的意思：「孝子因自

己的不成材，而為父母感到悲哀」？(    ) 

 (A) 「哀哀」父母          (B) 我獨「不卒」     

 (C) 入則「靡至」          (D) 生我「勞瘁」 

明確：A 

解析：「哀哀」一詞直接表達出作者為父母感到的悲哀

之情。 

 

11.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中的「罄」字，其意是：

(     )  

 (A) 漏      (B) 碎      (C) 盡      (D) 溢 

明確：C 

解析：「罄」，《說文解字》釋義為‚器中空也。‛與

‚盡‛詞義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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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所

謂「銜恤」意指：(    )  

 (A) 憐憫    (B) 體貼    (C) 懷憂    (D) 不滿 

明確：C 

 

13.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

句意謂： (    ) 

 (A) 自認無法顯揚父母 

 (B) 感歎天災人禍、民不聊生 

 (C) 哀歎無法終養父母  

 (D) 哀歎天下之大，卻無容身之處 

明確：C 

解析：「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一句抒發不得終養父母

的哀歎。 

 

14.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句中的「穀」、「害」分

別意謂什麼？(    )  

 (A) 五穀豐收、顛沛流離而無家可歸  

 (B) 正大光明、寄人籬下的悲慘遭遇  

 (C) 萬眾一心、被人排斥的孤單寂寞 

 (D) 生活和樂、父母早逝的孤苦境遇 

明確：D 

解析：對於文言詞匯的翻譯，需結合具體語境作分析。

「穀」，具有‚美善的‛意思；而「害」意為‚不

幸‛，結合文意，指不得終養父母的遺憾。因此，最為

貼切的為 D 選項。 

 

15.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句中「出」、「入」兩

字，分別意謂：(    )  

 (A) 出現、入睡         (B) 出門、回家  

 (C) 出生、入土         (D) 出兵、回朝 

明確：B 

解析：由曹粹中 ‚孝子出必告，反必面‛ 可知

「出」、「入」指出門及回家。 

 

16. 《蓼莪》一詩中，曾以何者比喻「庸材」？(    )  

 (A) 蓼、蒿             (B) 蒿、蔚  

 (C) 莪、蔚             (D) 莪、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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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B 

解析：莪，香美可食用，並且環根叢生，故又名抱娘

蒿，喻人成材且孝順；而蒿與蔚，皆散生，蒿粗惡不可

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結子，故稱牡蒿，蒿、蔚喻不成

材且不能盡孝。 

 

17. 《蓼莪》一文中的旨意，不包括下列何者？(    )  

 (A) 父母生養子女，備極辛勞  

 (B)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慘惻  

 (C) 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憾恨 

 (D) 父母之恩比山高、比海深 

明確：B 

解析：B 選項與本文旨意相反，故不當。 

 

18. 以下的敘述，何者有明顯的瑕疵？ (    )  

 (A) 古人說《蓼莪》一詩「備極沉痛，幾於一字一淚，

可抵一部《孝經》讀」  

 (B)《蓼莪》一詩中，「賦」、「比」、「興」三種作

法兼具，充分展現了其高度的文學技巧  

 (C)《蓼莪》一詩，在抒寫孝子奉養父母的傷痛  

 (D)《蓼莪》一詩選自《詩經‧小雅》 

明確：C 

解析：非孝子奉養父母的傷痛，而是奉養不得的傷痛。 

 

19. 以下選項的句子，何者出以「賦」的筆法？(    )  

 (A)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B)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C)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D)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明確：C 

解析：朱熹《詩集注》指出:‚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

者。‛即鋪敘陳述。A、B 項為比，D 為興，僅 C 為陳

述。 

 

20. 以下選項的句子，何者出以「興」的筆法？ (    ) 

 (A)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B)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C)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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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明確：B 

解析：朱熹認為，興這一手法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

詠之辭‛，即先描寫其他事物以引起下面的正題。符合

此手法的只有 B 項。 

 

21. 有關《詩經》的表述，以下何者正確？(    ) 

 (A) 作法：風、雅、頌  

 (B) 內容：賦、比、興 

 (C) 作者大多為戰國時代的人 

 (D)《頌》分《周頌》、《魯頌》、《商頌》 

明確：D 

解析：A 項，風、雅、頌為內容；B 項賦、比、興為手

法；C 項，《詩經》收錄的作品為西周至春秋，故其作

者不可能為戰國時代的人。 

 

22. 「他自幼失□，是父親一手帶大的」，請問空格中應

填入那一個字？(    ) 

 (A) 怙    (B) 恃    (C) 親    (D) 孤 

明確：B 

解析：由後半句可知，由父親帶大，即失去母親，而

《蓼莪》中‚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因此失去母親，

為‚失恃‛。 

 

23.「無父何怙」屬於哪種特殊句式？(     ) 

 (A) 判斷句    (B) 定語後置句    (C) 賓語前置句    (D) 狀

語後置句 

明確：C 

解析：「無父何怙」中「何」為疑問代詞，句中充當賓

語且提前，因此為賓語前置句。 

 

（二）解釋詞語 

1.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明確：‚拊‛通‚撫‛，意思是‚喜愛‛；‚畜‛通

‚慉‛，亦為‚喜愛‛。 

2.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明確：‚罄‛，意思是‚盡‛。‚維‛意思是‚是‛。 

3.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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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通過繪

畫的形

式，呈現

中華傳統

孝道文

化。（高

中基本學

力 F-5-

4） 

 

 

 

 

 

 

 

 

 

 

 

 

 

明確：‚鮮‛意思是‚寡、孤‛。 

4.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明確：‚銜‛，意思是‚含‛；‚靡‛意思是 ‚沒

有‛。 

5. 顧我復我 

明確：‚顧‛，意思是‚顧念‛。 

6. 昊天罔極 

明確：‚昊天‛，意思是‚廣大的天‛。 

7.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明確：‚穀‛意思是‚善‛，‚卒‛意思是‚終，指養

老送終‛。 

 

（三）找出句中的通假字，寫出其本字並解釋其意思 

1. 匪莪伊蒿     

明確：‚匪‛通‚非‛，意思是‚不是‛。 

2. 拊我畜我 

明確：‚拊‛通‚撫‛，意思是‚喜愛‛； ‚畜‛通

‚慉‛，意思是‚喜愛‛。 
 

二、腦圖賞析（12 分鐘） 

依序展示小組腦圖習作，並對此進行分析與點評。 

（一）第一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這組同學的腦圖從《詩經》背景知識、特

色、句式與通假、文章大意、手法等方面進行展開，對

《詩經》背景知識的介紹較為詳盡。雖有歸結課文特

色，但過於簡單，若能稍作擴充，則更為詳盡。在句式

與通假方面，若能將二者統歸為‚文言基礎知識‛範疇

則更好。而在手法方面，能將《詩經》‚詩之用‛，即

 

 

 

 

 

 

 

 

 

 

 

 

 

 

 

 

 

 

 

 

 

 

通過繪製

腦圖，學

生能將所

學課文內

化後，以

圖像的形

式呈現出

來，有助

於深化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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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比興手法結合課文內容進行分析，清晰易明。 

 

（二）第二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同學的腦圖，從《詩經》、通假字、特

殊句式、寫作手法等方面進行展開。其中對《詩經》的

介紹從‚六義‛進行展開，且賦比興手法上有結合課文

內容進行分析。在通假字、特殊句式方面，能舉出文中

例子進行分析，較為完整。而在寫作手法上，能從《詩

經》句法章法上進行把握，亦有談及課文運用的心理描

寫。整體而言，較為完整，但若能將‚寫作技巧‛與

‚寫作手法‛進行調和則更有條理。 

 

（三）第三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該組同學的腦圖，主要從《詩經》介紹、旨

意及寫作手法三方面進行展開。首先，對《詩經》相關

知識的介紹較為詳盡。其次，在旨意方面，僅從主題上

進行概括。最後，在寫作手法上，主要從賦比興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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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展開，能結合課文例子進行展開。若整體上，能稍

作擴充，如寫作手法上補充《詩經》章法特點及其他寫

作手法，疊字等運用，則效果更佳。 
 

（四）第四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整體而言，這一組同學的分類較為零散，其

中有談及對《詩經》的介紹，亦有課文所用修辭，以及

課文所涉賓語前置等句式，但在分類上，若能注重層次

性，如將賓語前置句等知識，歸為‚文言基礎知識‛這

一大範疇，又如將課文旨意歸入‚課文內容分析‛這一

範疇之中，則條理性更強，效果更佳。 
 

（五）第五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與其餘小組不同的是，本組同學的腦圖有涉

及對課文重難點字詞讀音的標註。整體而言，有涉及對

《詩經》相關知識的介紹，亦有涉及《詩經》的評價、

通假、手法、用意等，但個別地方值得商榷，如‚興‛

的手法，並非如圖中所示，起鋪墊作用，故需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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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這一組同學的腦圖，在對《詩經》進行介紹

方面，內容豐富。與之相對，對課文內容的呈現則有所

不足，僅簡單談及課文所涉手法、內容與評價。故應注

重內容的重點及比例分配，力求較為完整、全面地展現

課文所學。 
 

三、探討《氓》與《蓼莪》的異同（5 分鐘）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氓 蓼莪 

同 1.題材類

型 

題材均為情感類作品，但《氓》以愛情為題，

《蓼莪》以親情為題。 

2.手法運

用 

均有賦、比、興綜合運用。 

3.重章疊

句 

皆有重章疊句的特點。 

4.具有一

定的社會

意義 

兩個作品都帶出社會問題，《氓》帶出奴隸社

會男女的不平等的現象，而《蓼莪》則揭露統

治者的苛政。 

異 1.內容類

屬 

出自《衛風》 出自《小雅》 

2.手法上 除了賦比興手法的綜

合運用，還善用對比

的手法，如對比衛女

婚前婚後的不同境

況。 

僅綜合運用賦比興手

法。 

3.感情基

調 

感情基調隨情節（戀

愛、婚變、決絕）而

有所改變（幸福→悔

恨→剛強）。 

終養父母而不得的悔恨

一以貫之。 

 4.人物形

象塑造方

面 

對於衛女與氓人物形

象，塑造手法較為多

元，人物形象較為鮮

活。 

重在抒情，而輕人物的

塑造。 

 

 

 

 

 

 

 

 

 

 

 

 

 

 

 

 

 

 

 

 

通過探討

所學課文

《氓》與

《蓼莪》

的異同，

提升學生

的比較閱

讀能力，

達到深化

理解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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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通過繪

畫的形

式，呈現

中華傳統

孝道文

化。（高

中基本學

力 F-5-

4） 

 

 

 

四、總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通過講解工作紙、分析同學腦圖作品及探討

《氓》、《蓼莪》作品異同等教學活動，進行深入探

究，鞏固所學。 

 

五、功課佈置（1 分鐘） 

1.以繪畫的形式，呈現中華傳統孝道故事，並寫下個人感

想，藉此加深對孝道的認識與理解。 

 

附：學生孝道畫作 1 

 
 

 
 

 

 

 

 

 

 

 

 

 

 

 

 

 

 

將中華傳

統孝道故

事通過繪

畫的形式

呈現出

來，能加

深學生對

中華傳統

孝文化的

認識與理

解，進而

培養孝敬

長輩的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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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孝道畫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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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孝道畫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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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孝道畫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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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孝道畫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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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 

本教案設計的目的在於：通過學習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兩篇情

感類題材的詩歌作品，學生能了解《詩經》的內容體例與表現手法，能從源頭

把握我國詩歌發展與嬗變的脈絡。通過學習《詩經》選文，養成熱愛經典文學

的審美情趣，提升閱讀鑒賞能力，並樹立正確的愛情觀，培養孝順長輩的品

質。總括而言，本教學有以下特點： 

1.以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為基礎進行教學設計，教學目標的訂定注重學

生知識、技能及情意的全面發展，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主體，突出學生主觀能

動性，側重學生知識體系的完善及語文綜合能力的提升。  

2.本教學設計，以合作探究為主。首先，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善用字詞典、網

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義，對課文進行自主翻譯，初步

把握課文內容，有助提升學生古文閱讀與理解能力。其次，學生根據小組學

習任務進行合作探究，從而把握課文主體內容與思想意涵，探討課文的寫作

手法與藝術特色。學生通過小組學習，不僅提升自學、資料檢索、口頭表達

與文字組織能力，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與閱讀鑒賞能力。 

3.為突出學生課堂的主觀能動性，設計小組匯報與展示的教學形式，促進學生

之間相互交流與啟發，共同成長，調動學習積極性。此外，亦能較好地協調

教學中教師主導性與學生主動性之間的關係。 

4.通過學習，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能辯證地分析與評價作品人物，見賢思齊，

欣賞衛女勤勞善良、堅強剛烈的品質，培養孝順長輩的美德。 

5.通過練習與鞏固，學生能掌握通假字、文言虛實詞、特殊句式等文言基礎知

識，提升文言文閱讀能力。 

6.結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學生能通過學習，將課文文本內化後，以腦圖等形

式展現出來，在回憶所學課文內容的基礎上深化學習。 

7.學習《詩經》兩篇選文，設計比較閱讀的教學環節，學生能根據二者異同進

行分析與歸納，進而提升學生知識分類與統整方面的能力，且能達深化學習

之效。 

8.為加深學生對中華傳統孝道文化的認識與理解，設計孝道故事繪畫的活動，

並抒發個人感想，藉此培養學生孝順長輩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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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建議 

1.作為《詩經》中最長的敘事民歌——《氓》，是著名的棄婦感傷詩，為棄婦

返娘家所作。詩歌以女子自述的口吻，敘述其戀愛的歡樂、婚後的悲苦及決

絕的堅強等，還反映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除探討作

品所帶出的社會問題以外，詩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也是教學的重點。通過

對分析詩作中衛女與氓的人物形象，有助學生較為全面地把握這場婚戀失敗

的原因。還可鼓勵學生透過女性的視角解構此詩歌作品。 

            而對於被譽為‚千古孝思絕作‛的《蓼莪》，則側重表現感念父母恩情

及終養不得的悔恨。因此，詩中賦、比、興手法的運用是教學的重點。通過

探究詩句中賦、比、興手法的運用，體悟作品深切的哀思。此外，對於詩中

所涉瓶罍相資的比喻、“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的原因、以南山起興的作用

等內容，若能結合有關學者的分析，則有助於學生的理解與把握。 

2.《氓》與《蓼莪》雖為詩歌，但亦可採取活潑的教學形式，如鼓勵學生根據

《氓》中婚前、婚後、決絕三個情節，通過創設情景的方式，呈現詩中故事

及人物形象；又如以設計背景圖的方式呈現《蓼莪》意境，鼓勵學生通過朗

誦的方式，表現詩歌情感等。藉此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深化教學效果。 

3.由於此二詩收錄於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距今年代久遠，故學

習此二詩需進行翻譯。若在翻譯過程中，能適當結合古文字（如甲骨文、金

文等）進行講解，則利於學生深入掌握課文內容，還能激發學生對於古文字

的興趣，從而培養其欣賞漢字的審美情趣。 

4.在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要兼顧各組學生能力的差異，注重小組分工合作

及其團隊精神的培養，可設置小組組長，對組內分工進行統籌與謀劃。此

外，教學亦要保證各組及其組員積極參與，鼓勵同學之間進行交流與分享。

因此，可設置小組展示與匯報，以提升學生語言組織與口頭表達能力，還要

注重學生自評、互評，及教師引導、啟發與總結，從而激越課堂氣氛，調動

學生學習積極性。 

5.加強‚雙基‛教育。 

其一，加強文言文的閱讀能力，通過學生自主翻譯課文、自主分析人物

形象，提升古文閱讀能力。 

其二，加強文言文的基礎知識，通過做練習，鞏固所學知識，如通假

字、特殊句式、文言虛詞等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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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合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知

識，且能全面提高語文能力水平，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7.結合腦圖等閱讀策略進行教學，能提升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歸納與統整能力 ，

助於學生理解與鞏固，深化學習。 

8..設計二詩比較的教學活動，通過比較閱讀，提升學生對於所學知識的分類與

統整能力。 

9.設計中華傳統孝文化繪畫活動，學生通過繪製我國傳統孝道故事，並抒發個

人感想，藉此加深對孝道文化的認識與理解，進而培養孝順長輩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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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1. 合作探究 

 

2. 台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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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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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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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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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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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孝主題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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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