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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為五代南唐後主李煜的絕命之作。作為婉約派的

代表人物，李煜的詞情感濃郁，纏綿悱惻，且前後期作品有所不同。前半生，作

為南唐國君的李煜，詞多表現宮廷生活、男女愛情及離愁別恨；亡國後，悲涼的

際遇、孤寂的處境開闊其詞的境界，多抒發思鄉之情、亡國之恨，具有很高的藝

術成就。而《虞美人》便是其後期的作品，表達作者對故國的深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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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課文背景知識 認識詞的體制、作者及創作

背景，初步把握課文內容 

2017-12-04 1 

第二課節 

領會作者思想

情感 

小組分享課文翻譯，並體會

詞的音韻美 

2017-12-05 1 

第三課節 名作鑒賞 

體悟作品意境美，對比與評

鑒名家作品 

2017-12-06 1 

第四課節 宋詞創作 

依《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

牌要求進行宋詞創作 

2017-12-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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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了解詞的體例與發展，以及詞的派別與代表人物。 

2. 了解李煜生平、前後期作品的不同風格及其在詞史上的地位、課文背景等相

關文學常識。 

3. 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能流暢地朗誦課文。 

4. 能通過查閱相關資料，自主完成課文翻譯。 

5. 能找出課文韻腳，體會詞的音韻美。 

6. 能摘要出全詞詞眼，領會作者思想情感。 

7. 能摘要詞中意象，進而體悟詞的意境，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鑒賞的能力。 

8. 能掌握作者以樂景寫哀情的寫作方法。 

9. 能掌握作者化抽象感情為具象的寫作手法。 

10.能運用比較分析等閱讀策略，對比與評鑒李煜將愁喻春水與李白將愁喻長髮

及李清照將愁化重量的寫法，進而提升文學鑒賞水平。  

11. 學習此詞，能進行進階訓練，能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

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以提升文學創作能力。 

 

二、主要內容 

1. 掌握課文字詞讀音、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 

2. 能摘要全詞詞眼及詞中意象，進而體悟詞的意境，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鑒賞

的能力。 

3. 能掌握作者以樂景寫哀情及化抽象感情為具象的寫作方法。 

4. 能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以

提升文學創作能力。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合作探究。在課堂教學中，將學生分為四人一組，並以小組為單位，對課文進

行合作的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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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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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表現出來，提升學生閱讀技巧與水平。 

3.運用摘要法，把握全詞詞眼及詞中意象，進而體悟作品意境；運用比較分析閱

讀策略，對比與評鑒作者李煜與李白、李清照等名家將抽象愁情化作具象的寫

作方法。 

4.能依照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 

 

四、教學重點、難點 

1. 能摘要全詞詞眼及詞中意象，進而體悟詞的意境，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鑒賞

的能力。 

2. 能對比分析作者李煜與李白、李清照等名家將抽象愁情化作具象的寫作方

法。 

3. 能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以

提升文學創作能力。 

 

五、教學用具 

教材、教學簡報、音頻、視頻、練習、腦圖、學生詞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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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帝王絕命詞 

教學對象 初三年級 每班人數 25 人 

教學時間 每節課課時 40 分鐘，共 4 課時。 

教材來源 培生《中國語文》中三上單元四作品選讀一 

實施時間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 

教材研究 這首詞選自《南唐二主詞》，為南唐帝王李煜的後期代表

作。亡國被俘後的李煜，被軟禁於汴京，終日過著以淚洗面

的生活。李煜被俘後，念念不忘昔日美好的帝王生活，並於

四十二歲生辰之際，寫下《虞美人》一詞，並令歌伎演唱，

因而觸怒宋太宗。最終，被宋太宗賜毒而死。 

此詞採用白描手法，以己心境觀照事物、想象事物，虛

實結合、情景交融，營造自然和諧的意境。 

學生已具備的知

識和能力 

1.學生經過初一、初二的學習，已接觸過詩詞作品，如初一

學習的《燕詩》、初二學習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春望》等。對詩詞中的意象、意境有一定的認識。故學

習此文，能初步把握作品的意象與意境。 

2.學生有分組合作探究與匯報的能力與經驗。 

3.學生初二時有嘗試進行新詩創作。 

教學方法 運用自主學習、朗讀引導、合作探究、誘導啟發、講解分析、

閱讀策略、多媒體輔助教學、練習鞏固等教學方法。 

教學資料 教材、教學簡報、音頻、視頻、練習、腦圖、學生詞作等。 

教學重點、難點 1. 能摘要全詞詞眼及詞中意象，進而體悟詞的意境，提高審

美情趣和文學鑒賞的能力。 

2. 能對比分析作者李煜與李白、李清照等名家將抽象愁情化

作具象的寫作方法。 

3. 能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平仄等要

求進行宋詞創作，以提升文學創作能力。 

 課程目標 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認識文學體裁。 

 

 

 

2.探究《虞美人》課文內容。 

1-1 了解詞的體例與發展，以及詞的派別

與代表人物。（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5-1） 

1-2 能區辯小令、中調和長調。（對應初中

基本學力要求 D-5-1） 

2-1 了解李煜生平、前後期作品的不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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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格及其在詞史上的地位、課文背景等

相關文學常識。（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

求 D-4-6） 

2-2 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對應初中

基本學力要求 C-2-3） 

2-3 能掌握朗讀宋詞的相關技巧，如停頓

與聲調的把握，以及情感的抒發。（對

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B-2-1；D-2-3） 

2-4 能找出課文韻腳，體會詞的音韻美。

（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B-3-3；

D-4-2） 

2-5 能摘要出全詞詞眼，領會作者思想情

感。（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1-3） 

2-6 能了解作者以樂景寫哀情的寫作方

法。（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5-4） 

2-7 能了解作者化抽象感情為具象的寫

作手法。（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5-4） 

二、能力目標 

3.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4.培養學生合作探究的能

力，以及提升其運用閱讀策略

解讀課文的能力。 

 

 

 

 

 

 

3-1 能做好小組預習。（對應初中基本學力

要求 D-1-4） 

3-2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通過查閱相關資

料，分組完成課文翻譯。（對應初中

基本學力要求 B-4-2；C-2-2） 

3-3 能自主完成隨堂練習。（對應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8-2） 

4-1 能通過小組合作探究的方式，解答課

堂設置的問題。（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

求 A-2-4 ；B-3-5） 

4-2 能摘要詞中意象，進而體悟詞的意

境，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鑒賞的能

力。（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3-1；

D-5-3；D-9-2） 

4-3 通過學習，能運用比較分析等閱讀策

略，對比與評鑒李煜將愁喻春水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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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學生語文綜合能力。 

白將愁喻長髮及李清照將愁化重量的

寫法，進而提升文學鑒賞水平。（對應

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4-7） 

5-1 能綜合運用閱讀能力，分析與評價課

文歷史人物。（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4-5） 

5-2 能掌握課文以樂景寫哀情及化抽象感

情為具象的寫作技巧與方法。（對應

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5-4） 

5-3 能運用圖像組織策略，將所學課文內

化後，以圖像的形式展現出來。（對

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F-3-3） 

5-4 學習此詞，能進行進階訓練，能依據

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

律、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以提

升文學創作能力。（對應初中基本學力

要求 E-4-5; F-1-3） 

三、品德情意 

6.培養學生鑒賞中國宋詞的

能力。 

 

7.培養精忠愛國的精神。 

 

6-1 能通過學習與宋詞創作，養成熱愛古

詞的審美情趣，提升鑒賞能力。（對應

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E-1-2） 

7-1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辯證地評價歷史

人物，見賢思齊，培養精忠愛國的精

神。（對應初中基本學力要求 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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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備註 

 

 

 

 

 

3-1 能做

好小組預

習。（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1-4） 

 

 

 

 

 

 

 

 

 

1-1 了解

詞的體例

與發展，

以及詞的

派別與代

表人物。

（對應初

中基本學

力要求

D-5-1）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與課文相關的資料，如用於課

堂導入的鄧麗君《虞美人》歌曲、《虞美人》

朗誦範例音頻、視頻等多媒體資料、作者生

平、課文歷史背景等。 

二、預習課文： 

（一）通過書籍、網絡等渠道了解作者相關

信息。 

（二）重在理解詞的體例與派別。 

 

乙、發展活動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請同學們觀看歌曲視頻。 

提問：這是一首甚麼歌，講述甚麼內容？ 

學生能通過歌詞，大致說出曲中所表述的內

容，如能把握“往事”、“故國”、“愁”

等重點字詞。 

老師明確：這首歌曲的名字為《虞美人》。

接下來，我們一起學習這篇課文。 

 

二、介紹詞的體例： 

清·趙翼《論詩》中云：“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古詩，發展至唐代已達

到頂峰，創造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各種題材

已被寫盡，後人難以逾越，因此另闢蹊徑，

將詩與北方燕樂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合樂而

歌，句式長短不一，且易於寫景抒情的新韻

文文體——詞。 

接下來，我們先了解詞的體例。 

詞又稱「曲子詞」、「長短句」或「詩餘」

等，是一種配合音樂的歌詞，可以供人吟

唱。  

詞起源於隋唐，大盛於宋代。由於最初

是配合音樂歌唱，故需按照樂譜填寫，這些

樂譜稱為「詞牌」。  

 

 

 

 

 

 

 

 

 

 

 

 

視頻 

 

 

 

 

 

 

 

教學

簡報 

 

 

 

 

 

 

 

 

 

 

 

 

 

 

 

 

 

 

 

 

 

 

 

 

 

約 5

分鐘 

 

 

 

 

 

 

約 6

分鐘 

 

 

 

 

 

 

 

 

 

 

 

 

 

 

 

 

 

 

 

 

 

 

 

 

 

此歌曲流

傳較廣，

且用詞淺

白，學生

能大致把

握其大

意。 

 

詞的體

例，涉及

內容較

多，如因

應字數不

同，可分

為小令、

中調、長

調，講解

這些知識

時，可以

結合不同

體例的詞

作例子，

有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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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區

辯小令、

中調和長

調。（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5-1） 

 

 

 

 

 

 

 

 

 

 

 

 

 

 

 

 

 

詞牌對詞的字數、句式、平仄、用韻和

分段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詞人填詞時或會在詞牌後加上「詞題」

或「小序」，簡介詞的內容或說明創作緣由。 

 

 

 

 

 

 

 

 

 

 

 

類別 

小令（58 字以內）  

中調（59 至 90 字）  

長調（91 字或以上）  

段數 一般分為兩段，一段就是一個樂

段，叫「片」或「闋」。第一段稱

為「上片」或「上闋」，第二段則

稱為「下片」或「下闋」。  

句式 長短不一，字數按詞牌而定  

平仄 按詞牌而定  

押韻 按詞牌而定，可以是句句押韻、隔

句押韻或隔多句才押韻。有的詞牌

要求一韻到底，有的則中間換韻。  

 

 

 

 

 

 

派別 

婉約派，用語優美婉轉，感情細

膩，委婉纏綿，具有陰柔之美；內

容多寫遠行離別、男女戀情及婦女

閨怨等。作者一般藉寫景、狀物，

或運用比喻、襯托等手法，含蓄地

表達感情。代表人物有：李煜、李

清照和周邦彥等。  

豪放派，語言雄放、剛健，境界壯

闊；題材廣泛，內容多樣化，包括

吟詠人生、寄託抱負和感懷家國

等。多採用直抒胸臆的方法。代表

人物有：蘇軾、辛棄疾等。  

 

 

 

 

 

 

 

 

 

 

 

 

 

 

教學

簡報 

 

 

 

 

 

 

 

 

 

 

 

 

 

 

 

 

 

 

 

 

 

 

 

 

 

 

 

 

 

 

 

 

 

 

 

 

 

 

 

 

 

 

 

 

 

 

 

 

 

 

 

 

 

 

 

 

 

 

 

 

了解。 

 

 

 

以提問的

方式檢測

學生分組

預習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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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了解

李煜生

平、前後

期作品的

不同風格

及其在詞

史上的地

位、課文

背景等相

關文學常

識。（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4-6） 

 

 

 

 

 

 

 

 

 

 

 

 

 

 

 

 

 

 

 

 

 

2-2 掌握

課文字詞

讀音與意

三、作者簡介 

李煜（937-978），原名從嘉，字重光，

號鍾隱，徐州（今江蘇徐州）人。五代南唐

的末代君主，世稱李後主。他善詩文、音樂、

書畫，在文學、藝術等方面具有極高的成

就，尤以詞聞名，後世稱他為“詞聖”。 

    李煜的詞，大體以南唐滅亡為界，分為

前後兩期。其前期詞多表現宮廷生活和離愁

別緒，詞風綺靡。後期詞則多追憶往事，傷

懷故國，風格沉鬱蒼涼。語言自然精煉，境

界開闊，詞風疏朗。 

 

 

 

 

 

 

 

 

 

 

 

四、課文背景 

李煜在位期間沉於逸樂，不修政事，結

果被宋兵攻破金陵，把他軟禁於汴京。被幽

禁三年來，李煜終日以淚洗面，念念不忘昔

日美好的帝王生活，並於四十二歲生辰之

際，寫下《虞美人》一詞，並令歌伎演唱。

宋太宗聞詞，知其有思國之心，怒而賜以毒

酒，結束他悲劇的一生。 

 

五、朗讀課文 

學生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

文章形成初步認識。 

 

六、字詞解析 

• 小樓：指李煜降宋後在汴京（今河南開封）

的住處。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材 

 

 

 

教學

簡報 

 

約 4

分鐘 

 

 

 

 

 

 

 

 

 

 

 

 

 

 

 

 

 

 

 

 

約 3

分鐘 

 

 

 

 

 

 

 

約 1

分鐘 

 

 

約 3

分鐘 

 

薄命帝王

李煜，不

修政事，

偏愛文學

藝術，是

學生寫作

議論文較

好的論

據，可聯

繫文章寫

作進行教

學。 

 

 

 

 

 

 

 

 

 

 

課文的背

景對理解

課文來說

是非常重

要的，如

可通過此

背景窺探

作者創作

心境，分

析作品主

旨等。 

 

 

學生用普

通話朗讀

課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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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C-2-3） 

 

 

 

 

 

 

2-3 能掌

握朗讀宋

詞的相關

技巧，如

停頓與聲

調的把

握，以及

情感的抒

發。（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B-2-1；

D-2-3） 

 

 

 

 

 

 

 

 

 

 

3-2 能在

教師的引

導下，通

過查閱相

關資料，

• 不堪：堪（kān）：承受不了，不忍。 

• 雕闌玉砌：闌（lán）同「欄」，欄杆；雕

闌，雕著花紋的欄杆。砌（qì），玉石砌

成的台階，這裡借代南唐的華麗宮殿。 

• 朱顏：紅潤、年輕的容顏，這裡指舊時

南唐宮女的容顏。 

• 君：人稱代詞，通常指「你」，這裡指李

煜自己。 

• 恰似：正如，恰如。 

 

七、聆聽朗讀音頻 

 

 

 

 

 

 

 

 

 

 

 

 

八、小結 

本節課主要介紹了詞的體例、作者、課

文背景等，以及通過朗讀課文、聆聽朗誦音

頻，掌握文中重、難點字詞讀音及相關朗誦

技巧，初步把握課文內容。 

 

九、佈置當堂作業 

以 4 人為一組，查閱相關資料，掌握文中

重、難點字詞的意義，並自主翻譯課文。 

 

第二課時 

一、課文翻譯。 

各小組成員上台分享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

題及得失。 

（一）分析課文上片。 

學生上台分享。 

 

 

 

 

 

 

 

 

 

 

音頻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學生

翻譯

習

作、

教學

 

 

 

 

 

 

 

 

 

 

約 1

分鐘 

 

 

 

 

 

 

 

 

 

 

 

約 2

分鐘 

 

 

 

約

15

分鐘 

 

 

約

10

分鐘 

 

 

注意對字

詞讀音的

講解，可

通過漢語

拼音進行

教學。 

 

 

 

 

詞與別的

文學體裁

不同，朗

誦時的節

奏、停頓

及語調等

與感情的

表達有密

切關係，

故把握這

些技巧，

有助於掌

握詞的思

想內容與

情感。 

 

 

 

詞的翻

譯，與文

言文翻譯

有所不

同，應重

在把握詞

的意象及

意境。 

重在對學

生進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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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完成

課文翻

譯。（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B-4-2；

C-2-2） 

 

 

 

 

 

 

 

 

 

 

 

 

 

 

 

 

 

 

 

 

 

 

 

 

 

 

 

 

 

 

 

老師分析：由於此詞用語淺白，且課本亦有

對重難點字詞作註解，所以大部分同學的翻

譯比較準確。但需注意，首先，“往事知多

少”一句，對於作者李煜來說，往事主要指

昔日的帝王生活，與如今被幽禁相較，往事

是美好的，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應對“往

事”補充修飾語，如“美好的”等。而後半

句“知多少”，應結合上下文進行分析，作

者被幽禁小樓中，看到春花秋月如此美景，

而勾起昔日回憶，因此翻譯過程中，可譯為

“往事湧上心頭”。其次，“故國不堪回首

明月中”一句，需留意其語序，因遵照邏輯

事理，因望月，而引起的思念。因此，應先

翻譯“月明中”。 

老師點評：對於古詩詞的翻譯，與古文有所

不同，古詩詞更側重通過意象營造意境，因

此在翻譯過程中，應注意把握作品的意象，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葉嘉瑩認為意象是解

讀古典詩詞的鑰匙，足見其重要性。如課文

上片中，提及“月”這一傳統意象，其有思

念之意，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應是望月而勾

起回憶。 

 

 

 

 

 

 

 

 

 

 

 

（二）分析課文下片。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分析：對於下片的重難點字詞，書中亦

有註解。同學們亦能參照註解進行翻譯，大

體能翻譯出下片大意。但需留意，首先“雕

簡報 

 

 

 

 

 

 

 

 

 

 

 

 

 

 

 

 

 

 

 

 

 

 

 

 

 

 

 

 

 

 

 

 

學生

翻譯

習

作、

教學

 

 

 

 

 

 

 

 

 

 

 

 

 

 

 

 

 

 

 

 

 

 

 

 

 

 

 

 

 

 

 

 

 

約

10

分鐘 

 

 

導與點

撥，學生

通過自主

翻譯課

文，養成

查閱字典

等工具書

的習慣，

提升古詩

文閱讀能

力。 
 
 

可讓同學

分享各小

組翻譯課

文的過程

中出現的

問題，及

完成後的

心得體

會。 

 

 

 

 

 

 

 

 

 

 

 

學生主導

課堂，能

更積極地

參與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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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能通

過小組合

作探究的

方式，解

答課堂設

置的問

題。（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A-2-4 ；

B-3-5） 

 

2-4 能找

出課文韻

腳，體會

闌玉砌”，雖翻譯時應譯作“雕著花紋的欄

杆和玉石砌成的台階”，但需掌握作者以局

部代全部的借代手法。其次，對於“朱顏”

的翻譯，註解譯作“舊時南唐宮女的容

顏”，而學術上亦有學者認為此處指作者李

煜的容顏，還有學者認為此處指南唐的宮

殿。對於學習，應廣泛地了解，應有自己的

看法和判斷。最後，“君”，此處並非指

“你”，而是指作者自己，可參照註解。 

老師點評：大部分同學能翻譯出下片課文，

但甚少同學能領會“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妙，能說出其中手法。 

 

 

 

 

 

 

 

 

 

 

 

三、朗讀課文 

帶著以下問題，再度朗讀課文，對課文進行

深化學習。 

1.找出詞中韻腳，體會詞的音韻美。 

2.摘要出全詞詞眼。 

3.歸納課文主旨。 

 

四、小組討論。 

以 4 人為一組，針對以上問題進行小組討

論。 

 

五、解題。 

（一）找出詞中韻腳，體會詞的音韻美。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全詞韻腳為：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約 1

分鐘 

 

 

 

 

 

約 8

分鐘 

 

 

 

約 4

分鐘 

 

 

 

 

 

 

 

 

 

 

 

 

 

 

 

 

 

 

讀書百

遍，其義

自見。通

過再一次

朗讀，加

深學生對

課文的理

解。 

 

小組討論

時，可設

置小組組

長，進行

小組統

籌，規劃

各組員分

工細則，

保證各同

學積極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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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音韻

美。（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B-3-3；

D-4-2） 

 

 

 

 

 

 

 

2-5 能摘

要出全詞

詞眼，領

會作者思

想情感。

（對應初

中基本學

力要求

D-1-3） 

 

 

 

 

 

3-3 能自

主完成隨

堂練習。

（對應初

中基本學

力要求

D-8-2） 

 

 

 

 

了（liǎo）、     少（shǎo）、 

風（fēng）、     中（zhōng） 、 

在（ zài ）、     改（gǎi） 、 

愁（ chóu ） 、   流（ liú ） 

其中“了”、“少”押“ao”韻；

“風”、“中”押韻（“eng”與“ong”古

音押韻）；“在”、“改”押“ai”韻；

“愁”、“流”押韻。 

由於詞是一種配合音樂的歌詞，可供人

吟唱，且詞牌對詞的字數、句式、平仄、用

韻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只有把握其韻

腳，方能體會其音韻美。 

 

（二）摘要出全詞詞眼。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詩有詩眼，詞亦有詞眼。詞眼即全詞

中最精彩及關鍵的字。本詞詞眼為：愁。 

學生多能準確把握本詞詞眼，由於初一、初

二有接觸過詩詞作品，熟知詩歌前半部分寫

景，後半部分抒情，以及宋詞上片寫景，下

片抒情的寫作規律，故能準確把握。 

 

（三）歸納課文主旨。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記述作者的幽禁生活，表達他對故國

的懷念及被俘虜後的愁苦悲痛之情。 

 

六、佈置作業。 

完成課後 1 至 6 題練習。 

（一）1-2 題。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材

練習 

 

 

 

 

 

 

 

 

 

 

 

 

 

 

 

 

 

 

 

 

 

 

約 1

分鐘 

 

 

 

 

 

 

 

約 4

分鐘 

 

 

 

約 2

分鐘 

 

 

 

 

 

 

 

 

 

詞可合樂

而歌，把

握其韻

腳，能體

會其音韻

美，亦感

李煜之詞

通音律。 

 

摘要閱讀

策略，對

於閱讀而

言非常重

要，體現

學生對重

點內容的

把握。 

 

對於主旨

的歸納，

大體有跡

可循，即

“甚麼”

和“怎

麼”，具

體而言作

品表達甚

麼感情，

以及怎麼

表達出

來。 

 

獨立完成

課後習

題，能檢

測學生的

學習成

果，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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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4 題。 

 

 

 

 

 

 

 

（三）5-6 題。 

 

 

 

 

 

 

 

 

第三課時 

一、課後習題講解。 

（一）1-2 題。 

明確： 

 

 

 

 

 

 

 

（二）3-4 題。 

明確： 

 

 

 

 

 

 

 

 

 

 

 

 

 

 

 

 

 

 

 

 

 

 

 

 

 

 

教材

練習 

 

 

 

 

 

 

 

 

 

 

 

 

 

教學

簡報 

 

 

 

 

 

 

 

 

 

 

 

 

 

 

 

 

 

 

 

 

 

約 7

分鐘 

 

 

 

 

 

 

 

 

 

 

 

 

 

 

 

 

 

 

助於鞏固

所學知

識。 

 

 

 

 

 

 

 

 

 

 

 

 

 

 

 

對於習題

的講解，

尤其是簡

答題，不

應死板地

遵從參考

答案，應

以開放性

的態度進

行教學，

言之成理

亦可，以

助於學生

靈活思維

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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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能通

過小組合

作探究的

方式，解

（三）5-6 題。 

明確： 

 

 

 

 

 

 

 

 

 

二、朗讀課文 

齊讀課文，思考以下問題，深入探討課文內

容。 

1.摘要出詞的意象。 

2.“春花秋月”本是美好事物，作者為何希

望它們結束？ 

3.“往事知多少”中的“往事”指甚麼？試

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思考。 

4.試探討“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中景與情之間的關係。 

5.“小樓昨夜又東風”中的“又”有甚麼深

刻含義？ 

6.詞中兩次提到“月”，聯繫此前所學的詩

詞，思考意象“月”有何含義？ 

7.改變的只有“朱顏”嗎？不變的又是甚麼

呢？ 

8.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與李清照“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

許多愁”、李白“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

長”、賀鑄“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

時雨”皆寫愁，試賞析何者更好，並說出原

因。 

 

三、小組討論。 

以 4 人為一組，因應以上問題進行小組討

論。 

 

 

 

 

 

 

 

 

 

 

 

 

教材 

 

 

 

 

 

 

 

 

 

 

 

 

 

 

 

 

 

 

 

 

 

 

 

 

 

 

 

 

 

 

 

 

 

 

 

 

 

約 2

分鐘 

 

 

 

 

 

 

 

 

 

 

 

 

 

 

 

 

 

 

 

 

 

約 7

分鐘 

 

 

 

 

 

 

 

 

 

 

 

 

 

通過多次

朗讀，帶

著問題朗

讀課文，

能更進一

步探討作

品意涵。 

 

 

 

 

 

 

 

 

 

 

 

 

 

 

 

 

小組討

論，能集

思廣益，

若設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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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課堂設

置的問

題。（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A-2-4 ；

B-3-5） 

 

 

 

4-2 能摘

要詞中意

象，進而

體悟詞的

意境，提

高審美情

趣和文學

鑒賞的能

力。（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3-1；

D-5-3；

D-9-2） 

 

 

 

 

 

 

 

 

 

 

 

 

 

 

 

 

 

 

 

 

 

 

 

 

四、課文精講。 

1.摘要出詞的意象。 

學生回答，老師補充。 

明確：春花秋月、小樓東風、故國明月、雕

闌玉砌、朱顏、一江春水。 

老師點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葉嘉瑩認

為，意象是解讀詩詞的鑰匙。同時，亦是體

悟作品意境之美的關鍵，由此可見其重要

性。 

就以上意象而言，有眼前之物，亦有心中之

物；有實景，亦有虛景。虛實交錯，現實與

回憶交融，共同編織後主感傷故國的意境

圖。 

 

2.“春花秋月”本是美好事物，作者為何希

望它們結束？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李煜雖名為王侯，實則亡國奴、階下

囚。在對人生已經絕望的時候，曾經擁有春

花秋月對他來說，不過是一種“昔日美好已

逝去”的感情折磨，讓他感到悲痛。奇語劈

空而下，問得很奇，卻又在情理之中。 

老師點評：大部分學生能聯繫作者現實處境

進行作答，能做到知人論世。 

 

3.“往事知多少”中的“往事”指甚麼？試

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思考。 

學生回答，老師補充。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約 2

分鐘 

 

 

 

 

 

 

 

 

 

 

 

 

約 2

分鐘 

 

 

 

 

 

 

 

 

 

約 3

分鐘 

 

組組長，

並對組內

成員進行

合理分

工，則可

大大提高

討論思辨

的效率，

提升教學

的效果。 

 

意象是解

讀詩詞作

品的鑰

匙，有實

有虛，共

同交織成

作品意

境。 

 

 

 

 

 

可讓學生

換位思

考，或舉

現實生活

中的例

子，有助

學生了

解。 

 

 

 

對此，需

對比作者

如今與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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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能了

解作者以

樂景寫哀

情的寫作

方法。（對

應初中基

本學力要

求 D-5-4） 

 

 

 

 

 

 

 

 

 

 

 

 

 

 

 

 

 

 

 

 

 

明確： 

物質：李煜昔日錦衣玉食、佳麗三千、尊榮

華貴的帝王生活。 

精神：權力、地位、人格、 尊嚴、自由及

生存安全感等。 

老師點評：學生大多能運用發散性思維，根

據題目指引，從物質和精神上對詞中“往

事”進行分析，答案亦較為準確、完整。 

 

4.試探討“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中景與情之間的關係。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樂景寫哀情，倍增其哀。 

老師點評：對於此問題，需對學生進行引

導。詩詞的抒情方式，除敘事、借物抒情外，

較常見的是借景抒情。而對於哀情的抒發，

可借哀景寫哀情，亦可借樂景寫哀情。後者

的作用，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云：“以

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 

 

5. “小樓昨夜又東風”中的“又”有甚麼

深刻含義？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東風”表明季節更替，“又”則說

明作者降宋又一年。季節的變化引起他的無

限感慨，感慨人的生命隨花謝月殘而長逝不

返，而復國之夢也隨著花開月圓而破滅。 

老師點評：此問題亦需聯繫作者的際遇，作

者於降宋三年後的生日中創作此詞，“又”

點名時間，引發作者感慨。 

 

6.詞中兩次提到“月”，聯繫此前所學的詩

詞，思考意象“月”有何含義？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月”是中國古典詩詞常用意象，有

“思念”、“團圓之意”。詞中所提之

“月”，主要表達作者對故國的思念。 

老師點評：對於所學的詩詞，大多學生能舉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約 2

分鐘 

 

 

 

 

 

 

 

 

 

約 2

分鐘 

 

 

 

 

 

 

 

 

 

 

約 3

分鐘 

 

 

 

 

日的境遇

進行解

題，做到

知人論

世。 

 

 

 

 

學生若能

聯繫作者

際遇，或

換位思

考，則更

易得出答

案。 

 

 

 

 

此題，淺

層的意思

較易把

握，即時

光的流

逝，但深

層的含義

則不然，

故應進行

適當引

導。 

 

對於傳統

的意象

“月”，

其意涵有

確定性，

多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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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能了

解作者化

抽象感情

為具象的

寫作手

法。（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5-4） 

 

4-3 通過

學習，能

運用比較

分析等閱

讀策略，

出“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寄愁

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等。能說出

“月”這一意象的思念之意。進而，結合作

者處境，點出所表達的思念故國之情。 

 

7.改變的只有“朱顏”嗎？不變的又是甚麼

呢？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朱顏（經歷風吹雨打） 

改 地位（一國之君淪為階下囚） 

 心情（尊榮華貴到忍辱蒙羞） 

    

不變（宇宙永恆） 改變（人生短暫） 

春花秋月  往事  

小樓東風  故國  

雕闌玉砌  朱顏  

 

 

 

 

 

 

8.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與李清照“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

許多愁”、李白“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

長”、賀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

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皆寫愁，試賞析何

者更好，並說出原因。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李煜寫得比較好。原因如下： 

1.運用了比喻。將愁思比喻春水，愁思好像

春水一樣，汪洋恣肆，奔放傾瀉；又如春水

般不舍晝夜，長流不盡。語句形象而生動。 

2.這裡還將無形的愁思，化為有形的江水，

表達出感情奔流中，直衝理智的力度。 

3.用遠離自己而代表故土的長江比喻憂

愁，飽含故國之思，情感更為深沉。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約 3

分鐘 

 

 

 

 

 

 

 

 

 

 

 

 

 

 

約 5

分鐘 

 

 

 

 

 

 

 

 

 

 

 

 

 

念，學生

多能舉出

所學詩詞

句子，多

能把握其

含義。 

 

此問題亦

需運用發

散性思

維，聯繫

作者生

平，進行

作答。 

 

 

 

 

 

 

 

 

 

此類鑒

賞，對學

生而言接

觸較少，

稍有難

度，故老

師應注意

引導。 

 

 

 

 

 

 

 

對比 

實景 情 

虛實結合 

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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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與評

鑒李煜將

愁喻春水

與李白將

愁喻長髮

及李清照

將愁化重

量的寫

法，進而

提升文學

鑒賞水

平。（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4-7） 

 

5-2 能掌

握課文以

樂景寫哀

情及化抽

象感情為

具象的寫

作技巧與

方法。（對

應初中基

本學力要

求 D-5-4） 

 

 

 

 

5-3 能運

用圖像組

織策略，

將所學課

文內化

後，以圖

像的形式

4.這樣比喻直截了當，真切且又打動人心。 

老師點評：以上四者都運用了將抽象的愁情

化作具象的手法。其中李清照“只恐雙溪舴

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愁”本無形，因

“載”一字顯“愁”之重。而李白“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個長”，則將“愁”以白髮之

長展現。至於賀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

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則突出

“愁”之多、之廣。此技法，值得我們學習。 

 

五、小結 

本節課，除對課後練習進行講解之餘，還對

課文進行深入地學習。 

 

六、佈置作業。 

以 4 人為一組，運用圖像組織策略，將課文

內容以腦圖的形式展現出來，以鞏固所學。 

 

第四課時 

一、課文腦圖。 

（一）第一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這組同學從四個方面展現課文內

容，具體分為：內容、背景、藝術特色及體

裁。整體來說，較為完整。作者方面，有對

作者及作品出處進行介紹，若能稍加補充，

則更為完整，如可補充作者創作的前後期，

並列以作品說明，其中《虞美人》為作者後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學生

腦圖

作品 

 

 

 

 

 

 

 

 

 

 

 

 

 

 

 

 

 

 

 

 

 

 

 

 

 

約 1

分鐘 

 

 

約 1

分鐘 

 

 

 

 

約 4

分鐘 

 

 

 

 

 

 

 

 

 

 

 

 

 

 

 

 

 

 

 

 

 

 

 

 

 

 

 

 

 

 

 

 

 

 

 

 

通過小組

畫腦圖，

將所學內

容以圖像

的形式呈

現出來，

有助於學

生梳理所

學知識，

培養語文

學習的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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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

來。（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F-3-3） 

 

 

 

 

 

 

 

 

 

 

 

 

 

 

 

 

 

 

 

 

 

 

 

 

 

 

 

 

 

 

 

 

 

期作品。內容方面，有從上下片內容進行分

析，其中所寫之景及所抒之情皆有談及，若

能補充對主旨的歸納則更好。在體裁方面，

亦有談及該作品的體例，如屬小令，句數有

八，及詞眼、韻腳等。其中，有對句數作詳

細說明，若能補充此詞具體字數則更好，因

為 58 字以內為小令。而詞眼，應屬課文內

容範疇，故建議歸至該類。最後，藝術特色

方面，能從抒情方法及修辭進行分析，其中

抒情方法又從直接和間接進行細分，若能補

充說明則效果更好，如詞中何處為直接抒

情，以樂景寫哀情如何表現等。而將意象歸

入修辭手法一類，不甚妥當，應屬課文內容

一欄，對於詞中所用明喻、設問及誇張，若

有例子，則更加完整。此外，還對詞中通假

字進行分析。整體而言，思路較清晰，結構

較完整。 

 

（二）第二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在題解作者的歸類上，出現

錯誤，李煜應屬婉約派。對於課文的內容，

有談及故國之物，亦有表明作者所抒之情。

藝術特色方面，有對詞中修辭作具體說明，

輔以實例，亦有談及課文的抒情方法，且以

例子詳細說明。而在文言知識一項，將詞中

意象歸入此類，則不甚妥當，應屬課文內容

 

 

 

 

 

 

 

 

 

 

 

 

 

 

 

 

 

 

 

 

學生

腦圖

作品 

 

 

 

 

 

 

 

 

 

 

 

 

 

 

 

 

 

 

 

 

 

 

 

 

 

 

 

 

 

 

 

 

 

 

 

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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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整體而言，該組同學知識分類不甚完

盡，但對於所分類別，均有作補充說明。 

 

（三）第三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對於此組同學的分類，可將題解

歸入背景一項。而修辭方法及抒情手法，屬

於藝術特色範疇，可作調整，亦可作補充，

如列明借景抒情，具體說明借何景抒何情，

詞中運用明喻、設問及誇張，何處體現等，

可完整補充。而在體例方面，有對字數、句

數作具體說明，但句數為六，不當，可修改。

內容方面有表述作品主旨。 

 

（四）第四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同學在作者、題解及藝術特

色方面，表述尚算完整，亦可作補充，如藝

 

 

 

學生

腦圖

作品 

 

 

 

 

 

 

 

 

 

 

 

 

 

 

 

 

 

 

 

學生

腦圖

作品 

 

 

 

 

 

 

 

 

 

 

 

 

 

約 4

分鐘 

 

 

 

 

 

 

 

 

 

 

 

 

 

 

 

 

 

 

 

 

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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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特色，詞作修辭除借代、設問及比喻，還

有誇張，“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亦含誇張

修辭手法。還可於藝術特色一項，補充課文

的修辭方法。而該組將意象、詞眼及韻腳歸

為文言知識，不妥，前兩者應為課文內容方

面的知識，而韻腳則為作品體例方面的知

識。而文言知識，主要包括通假字等。 

 

（五）第五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該組在背景、體制及內容方面的

表述完盡，但內容方面，意象中的“象”書

寫錯誤。而修辭方面，僅寫出詞中所用修辭

手法，而未補充具體例子。 

（六）第六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在作者及主旨方面的表述無

甚問題，但腦圖的項目分類，應從大到小，

如主旨，可歸為課文內容一類，除此之外，

 

 

 

 

 

 

 

 

 

學生

腦圖

作品 

 

 

 

 

 

 

 

 

 

 

 

 

學生

腦圖

作品 

 

 

 

 

 

 

 

 

 

 

 

 

 

 

 

 

 

 

 

 

約 4

分鐘 

 

 

 

 

 

 

 

 

 

 

 

 

 

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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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能綜

合運用閱

讀能力，

分析與評

價課文歷

史人物。

（對應初

中基本學

力要求

D-4-5） 

 

7-1 樹立

正確的價

值觀，辯

證地評價

歷史人

物，見賢

思齊，培

養精忠愛

國的精

神。（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D-9-5） 

 

 

 

5-4 學習

此詞，能

進行進階

訓練，能

還可補充對詞作意象的分析等。在修辭方法

上，此組有將課文運用的對比寫入其中，這

是其餘小組沒有談及的，此外，亦有談及作

品的抒情方法及化抽象為具象的手法，但望

能補充例子，詳細說明。 

 

二、人物評價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李煜在政治上十分無能，文藝上卻很

有成就。他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詞人，也是整

個詞史上一流的大家。他的一生是悲劇的，

前人憑弔李後主詩云：“作個才人真絕代，

可憐薄命作君主。”亡國使他丟掉了皇帝的

寶座，卻使他在詞的創作上獲取了巨大的成

就，誠如清人王國維評價：“詞至李後主而

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

夫之詞。” 

老師點評：學生對作者的評價，主要談及其

文學方面的成就。個別同學能知人論世，聯

繫作者生平，對其治國方面作補充。對於人

物的評價，應客觀、全面，不可失之偏頗。 

 

三、總結。 

全詞以問起，以問答結束。由問天、問

人到自問，一唱三歎。問天天不應，問人人

不知，問己淚滿面。通過淒楚激越的音調，

曲折迴旋地表達自己的故國之思和亡國之

恨，感情深沉而強烈，率真而感人。正如王

國維所云：“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

也。” 

四、宋詞創作。 

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詞牌韻律、

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教學

簡報 

 

 

 

 

 

 

 

 

 

約 5

分鐘 

 

 

 

 

 

 

 

 

 

 

 

 

 

 

 

 

約 2

分鐘 

 

 

 

 

 

 

 

約 8

分鐘 

 

 

 

 

 

 

 

 

 

人們對歷

史上很多

著名人物

的評論都

是褒貶不

一的。因

此，應在

閱讀中培

養批判能

力，辯證

地評價歷

史人物。 

 

 

 

 

 

 

 

 

 

 

 

 

 

 

 

對學生而

言，仿作

宋詞，需

遵照詞牌



2017/2018 
G060 

23 

依據李煜

《浪淘沙·

簾外雨潺

潺》詞牌

韻律、平

仄等要求

進行宋詞

創作，以

提升文學

創作能

力。（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E-4-5; 

F-1-3） 

 

6-1 能通

過學習與

宋詞創

作，養成

熱愛古詞

的審美情

趣，提升

鑒賞能

力。（對應

初中基本

學力要求

E-1-2） 

 

五、佈置作業。 

完成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宋詞仿作。 

（一）學生作品 1 

 

（二）學生作品 2 

 

 

 

 

教學

簡

報、

學生

詞作 

 

 

 

 

 

 

 

 

 

 

 

 

 

 

 

 

 

約 1

分鐘 

 

 

 

 

 

 

 

 

 

 

 

 

 

 

 

平仄、押

韻、字數

等要求，

有一定的

難度，因

此老師應

講解創作

的思路。

可先訂立

主題，繼

而選取意

象，營造

意境，最

後斟酌字

句，符合

詞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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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作品 3 

 

老師點評：此次仿作是一次很好的嘗試，通

過動筆寫，深入體會宋詞的創作，也有助於

鞏固宋詞的相關知識。對於同學創作的作

品，大多有立意，亦有注重意象的選擇及意

境的營造，但對於詞牌平仄及用韻的要求，

未能較好的滿足，仍需深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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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本教案設計的目的在於：通過學習婉約派詞人李煜的《虞美人》，學生能深

入了解詞的體例、派別及代表人物，能掌握作者以樂景寫哀情，以及化抽象愁思

為具體的寫作方法與技巧。此外，通過學習與宋詞仿作，養成熱愛古典文學的審

美情趣，提升鑒賞能力。總括而言，此教學有以下特點： 

1.以歌曲視頻《虞美人》作導入，學生對詞作作者及創作背景產生學習興趣。 

2.設計小組翻譯的環節，旨在培養學生自主翻閱字典等工具書的自學能力，提升

古詩詞閱讀與理解能力。 

3.本單元的教學以分組合作探究為主要形式，輔之以老師引導與點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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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培養分工

合作的團隊精神。 

4.以學生為主的課堂教學，通過小組匯報與展示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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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通過分析與學習，掌握詞作以樂景寫哀情，以及化抽象愁思為具象的寫作方法，

並嘗試運用於寫作之中。 

6.通過學習，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能辯證地評價歷史人物，培養精忠愛國的精神。 

7.通過練習與鞏固，學生能掌握課文基礎知識，提升古詞閱讀能力。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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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加深對課文的理解，亦助於其表達出自己獨立的見解。 

9.結合宋詞創作進行教學。學習詞作《虞美人》，嘗試依據李煜《浪淘沙·簾外雨

潺潺》詞牌韻律、平仄等要求進行宋詞創作，不僅能進一步了解宋詞，而且亦

能提高語文綜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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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反思、建議 

1.對於詩詞的學習，學生心生抗拒，其原因有二：其一，學生難以讀懂；其二，

則是學生課堂參與度較低。針對此情況，應考慮採用適切性教學方法，將課堂

主導權交予學生，而分組合作學習不失為一個好的教學方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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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越課堂氣氛，

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3.本文為詞，因此須重點講解詞的體例、派別及代表人物。設計教學活動宋詞仿

作，讓學生動腦動手進行宋詞創作，利於學生把握有關宋詞的相關知識，利於

提升其文學鑒賞及創作能力。 

4.加強“雙基”教育。 

其一，加強宋詞的基礎知識，通過完成課上課下練習，鞏固所學知識，深入了

解有關宋詞的基礎知識。 

其二，加強寫作技能，通過仿作宋詞，提升文學鑒賞及創作能力。 

5.結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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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要鼓勵學生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培養獨立思維。 

7.結合腦圖等閱讀策略進行教學，學生通過相關閱讀策略，將所學知識內化後以

圖像呈現出來，助於學生理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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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學生腦圖作品 

學生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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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2 

 

學生作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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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4 

 

 

學生作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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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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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生詞作作品 

學生作品 1 

    

  學生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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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3 

 
學生作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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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5 

 
學生作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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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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