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腦圖學古詩 － 七步詩、燕詩 

 

參賽編號： G061 

科目：中文 

實施年級：初一 



2017/2018 

參賽編號 G061 

 i 

簡介 

 

全球掀起中文熱，中文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其他外語國 

家也越來越多的學校開設中文課程。但是，如何能使中國傳統文化能以發揚？ 

傳統的中文教學方式一定要與時俱進，讓學生有效提高中文水準的同時，充分 

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和趣味。 

 

有見及此，筆者將思維導圖（腦圖）應用在中文堂，以《七步詩》、《燕 

詩》兩首古詩作為腦圖教學的試點，先以《七步詩》教導學生如何建構一幅腦 

圖，再讓學生自行設計篇幅較長的《燕詩》腦圖。學生通過把文學知識及課文 

重點以圖像、表格方式表示，將課文知識個人化，加強對課文的理解及掌握， 

繼而提升對學習的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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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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步

詩》 

1.寫作背景 

2.作者簡介 

3.朗讀《七步詩》 

4.字詞疏解 

5.小組合作完成工作紙 

6.自主學習展示 

7.總結，鞏固課文內容－－完成

“腦圖”歸納內容，分析寫作手

法。 

2017-12-28 1 

第二課節 
《七步

詩》 

1.複習上節內容 

2.角色演繹 

3.採訪環節 

4.對訪談內容及演出進行點評 

5.人物形象分析 

6.看圖片背誦古詩 

7.課堂總結 

2017-12-29 1 

第三課節 《燕詩》 

1.寫作背景 

2.作者簡介 

3.朗讀《燕詩》 

4.字詞疏解 

5.理解課文內容，完成工作紙。 

6.總結 

7.作業：小組合作的繪製《燕

詩》的腦圖 

2018-01-02 1 

第四課節 《燕詩》 

1.複習上節內容 

2.抽查背誦情況 

3.分析腦圖 

4.分析修辭手法，完成工作紙 

5.再次感悟課文 

6.重組圖片，鞏固課文大意。 

7.復述《燕詩》的故事及主旨 

8.課堂總結：學生自評表現，老

師歸納。 

2018-01-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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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學生能透過上下段落，瞭解新字詞和文意，說出段落大意。 

2.學生能完成《七步詩》的“腦圖”，並總結詩歌內容。 

3.學生能通過情境創設和角色扮演，分析人物性格。 

4.學生能找出詩歌重點，小組合作製作《燕詩》的“腦圖”。 

5.學生能以客觀的角度評論別人的作品。 

6.學生能根據圖片來背誦古詩。 

7.學生能說出詩歌的思想感情和含義。 

  8.學生能分析及運用“借物喻人”的寫作手法。 

 

二、主要內容 

教學以學生為學習主導者，教師以多元化形式從旁講解及指導教學，包括合作學習、角色

扮演、採訪環節、製作“腦圖”、圖片背誦、評論作品等，讓學生多思考、表達、創作、評

論，增加他們學習的興趣和參與的動機。 

《七步詩》和《燕詩》的共通點除了都是古詩，而且都是有關親情的，學生能通過學習詩

歌，理解詩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與現實生活結合，學會與家人相處之道。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思維導圖”簡稱為“腦圖”是一種整理思維的方法，在教學上多用於分析、總結課文，

學生可根據文章的內容要點，有組織組織和架構地設計自己的“腦圖”，這樣的方法有助訓練

學生的記憶、邏輯思維、整理能力，甚至釋放他們潛在的聯想力，使學習事半功倍。 

 

四、教學重點 

  1.學生能夠運用“腦圖”來總結詩歌內容。 

  2.學生能夠說出詩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並結合現實生活。 

  3.學生能夠分析及運用“借物喻人”的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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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 分析寫作手法。 

2. 詩歌描寫對象與詩歌意旨的關係。 

3. 隨堂背誦古詩。 

 

六、教學用具 

1.教科書 

2.工作紙 

3.教學簡報 

4.背誦圖片 

5.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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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班級：初一    人數：31 人       實施日期：2017 年 12 月 28 日-2018 年 1 月 3 日  

課時：40 分鐘          課節：4        課題：腦圖學古詩 － 七步詩、燕詩 

單元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資

源 
本單元目標 

配應 

基力要求編號 

單元五   

詩歌欣賞  

詩國古今

遊 

啟思中國語

文 

教師用書 

第三版 

學生能透過上下段

落，瞭解新字詞和

文意，說出段落大

意。 

C-1-1 

C-2-4 

D-4-2 

D-9-3 

C-1-2 

C-2-5 

D-4-3 

 

C-2-2 

D-3-1 

D-9-1 

 

C-2-3  

D-4-1  

D-9-2  

 

教科書 

工作紙 

簡報 

學生能夠完成《七

步詩》的“腦

圖”，並總結詩歌

內容。 

A-2-1 

B-2-2 

D-1-3 

A-2-7 

B-2-3 

D-3-1 

B-1-3 

B-3-2 

 

B-2-1  

B-3-7 

 

教科書 

簡報 

學生能夠通過情境

創設和角色扮演，

分析人物性格。 

A-1-1 

B-1-2 

B-2-3 

B-3-8 

A-2-4 

B-1-3 

B-2-4 

C-5-2 

A-3-2 

B-2-1 

B-2-5 

D-1-3 

B-1-1  

B-2-2  

B-3-5 

D-3-2 

教科書 

簡報 

學生能夠找出詩歌

重點，小組合作製

作《燕詩》的“腦

圖”。 

A-1-2 

A-2-4 

A-3-2 

B-2-2 

B-3-5 

C-3-2 

D-3-3 

E-1-2 

E-2-1 

F-1-1 

F-2-2 

A-1-3 

A-2-5 

B-1-1 

B-2-3 

B-4-1 

D-1-1 

D-8-1 

E-1-3 

E-2-2 

F-1-2 

F-3-1 

A-2-2 

A-2-6 

B-1-3 

B-3-1 

B-4-2 

D-1-2 

D-8-2 

E-1-4 

E-2-3 

F-1-3 

F-3-2 

A-2-3  

A-2-7  

B-2-1 

B-3-3  

C-3-1  

D-1-3 

E-1-1  

E-1-5   

E-2-4 

F-2-1  

F-3-3 

教科書 

腦圖 

學生能夠以客觀的

角度評論別人的作

品。 

A-1-2 

A-2-6 

B-2-1 

B-3-4 

A-1-3 

A-3-2 

B-2-2 

B-3-5 

A-2-3 

B-1-1 

B-2-3 

B-3-6 

A-2-4 

B-1-4 

B-3-1 

 

腦圖 

學生能夠根據圖片

來背誦古詩。 

D-2-2 D-2-3 D-9-4 D-9-5 圖片 

學生能夠說出詩歌

的思想感情和含

義。 

A-2-7 

B-2-3 

D-5-2 

A-3-1 

D-1-3 

D-5-3 

B-2-1 

D-3-2 

D-5-5 

B-2-2 

D-4-6 

D-6-1 

教科書 

學生能夠分析及運

用“借物喻人”的

寫作手法。 

B-2-1 

D-1-3 

D-5-1 

B-2-2 

D-3-1 

D-5-4 

B-2-3 

D-4-4 

D-7-2 

B-3-7 

D-4-5 

 

教科書 

工作紙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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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過程設計 

【第一課時】 

教學項目 教學活動 

引入 

（2 分鐘） 

導入新課（2 分鐘） 

  同學們，你們估計一下，一個人走七步大概要用多少時間？（約十秒） 

試想一下，我們能在十秒內完成甚麼事情？（學生自由回答） 

  其實老師剛才走進課室就走了七步，我甚麼也沒寫出來，可是在三國時期

卻有人走七步寫出一首詩，大家想不想去學學這首詩呢？今天我們就走進《七

步詩》。 

教學過程 

（34 分鐘） 

一、簡要說明古體詩的起源和特色。（1 分鐘） 

   句數、字數不限；不講究平仄與對偶一般；雙數句的最後一字押韻。 

 

二、寫作背景。（3 分鐘） 

  《七步詩》有多少個版本？（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和後人改編兩個

版本。）《七步詩》是怎麼來的呢？有誰知道？（讓學生積極發言討論後）曹丕

和曹植是兄弟，為甚麼曹丕要不斷迫害曹植呢？我們學習過《楊修之死》這篇

文章，當中的吳質事件、答教事件都提及過曹丕與曹植為了爭帝位而導致兄弟

內訌。 

  吳質事件：曹植自幼文才出眾，招曹丕嫉妒。曹操曾欲立曹植為世子，更

使曹丕不安。曹丕欲以大簏偷運吳質入府商議，為曹植親信楊修所知，向曹操

告密。 

  答教事件：有一次，曹操考問曹植軍政之事。楊修為曹植預備答教，使曹

植對答如流。曹丕使人偷了答教，報告曹操。 

 

三、作者簡介。（5 分鐘） 

  《七步詩》的作者是曹植，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卞氏嫡出之第三子，三

國時期曹魏的著名詩人，其詩歌對後世有很大影響，才華也頗受後世詩人推

崇。與父親曹操、兄長曹丕並稱“三曹”。不過與其父兄不同的是，曹植雖有

政治雄心，但一生並未擔任重要軍政職務。 

  據記載：曹丕早年就跟隨曹操征戰，實戰經驗非常豐富，而且對於兵法謀

略也很有心得。在這場王位爭奪戰中，曹植在文采上遠勝曹丕，因此曹丕做了

皇帝後，怕曹植跟他爭奪王位，便想迫害曹植，於是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

時間內做一首詩，做不成就把他處死。曹植的心裡悲傷透頂，然而他沒有太多

時間，就在七步之內，他作出了一首詩，這就是《七步詩》的來歷。那到底是

一首怎樣的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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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朗讀課文。（5 分鐘） 

 1. 老師範讀。 

 2. 小組自由練讀。（提示注意詩歌感情） 

 3. 全班齊讀課文，共同訂正錯音 

 4. 指名學生朗讀課文。 

  這首《七步詩》，我們會讀了。接下來要來弄清甚麼呢？（詩句意思） 

 

五、字詞疏解。（5 分鐘） 

 1. 學生提出深難字詞。 

 2. 指名學生解釋字詞。 

        持：用來。               羹：用肉或菜做成的糊狀食物。 

        漉：過濾。               菽：煮熟的豆子。 

     以為：用來作為。    萁：豆莖。 

        釜：鍋。                   然：同“燃”。 

    

六、小組合作完成工作紙。（8 分鐘） 

  本詩以煮豆的方法，帶出題材。那我們要先分辨一根豆的結構，請同學們

說出圖中植物的部位。（豆、莖） 

  那根、莖、豆之間有甚麼關係呢？（“根”吸取泥土中的養分給植物，

“莖”傳遞養分，並支撐“豆”的生長。“莖”和“豆”同屬一“根”。） 

  現在請同學們根據課文的背景及內容，以小組形式完成工作紙，五分鐘後 

向全班講述。) 

 

七步詩  工作紙 

1.  根據本詩的寫作背景，想想“豆”和“萁”分別比喻甚麼？ 

答：“豆”比喻曹植，“萁”比喻曹丕。 

2.  曹丕是被哪句話打動了，最終沒有殺曹植呢？試找出詩中最能體現文章意 

     旨的句子。 

答：“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哪兩種事物屬“同根生”？ 

答：“豆”和“萁”。 

4.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句話的表面意思和深層含義分別是 

     甚麼？ 

答：表面意思：豆子和豆莖都是從同一根長出來的，豆莖何苦要在鍋下這樣 

        折磨、煎熬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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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層含義：這首詩用同根而生的“豆”和“萁”來比喻同父共母的兄 

       弟，“同根生”指二人的兄弟關係，“相煎”比喻曹丕對曹植的迫害， 

       殘害弟弟。 

5. 本詩抒發了作者怎樣的思想感情？ 

答：本詩抒發了曹植受兄長苦苦相逼的傷痛之情。 

 

七、自主學習展示，指名學生代表回答。（8 分鐘） 

鞏固總結 

（3 分鐘） 

  相信大家已經明白課文的大意，那我們現在試用文字的方式，試完成“腦

圖”來總結詩歌內容及其寫作手法。 

 

板書設計 

七步詩    曹植 

萁   －   曹丕  －   相煎太急 

豆   －     曹植  －  被煎太屈 

 

借物喻人 

同根相煎 － 同胞相殘 

作業 堂課：完成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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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項目 教學活動 

引入 

（5 分鐘） 

複習上節內容。（5 分鐘） 

 1. 本詩的作者是  曹植  ，字  子建  ，他的作品被輯錄成

《  曹子建集  》。 

 2. 本詩的體裁屬  五言古詩  。 

 3. 本詩借萁豆相煎作比喻，萁比喻  曹丕  ，豆比喻  曹植  ， 

 暗示兄弟本為手足，不應互相猜忌與陷害，勸兄長不要苦苦相逼。 

 4. 這種借助描述事物來比喻人的寫作手法叫  借物喻人  。                    

教學過程 

（26 分鐘） 

一、角色演繹。（8 分鐘） 

  曹丕為皇位而迫害兄弟，還命令曹植在七步之內作出一首詩，否則就將其

處死，而曹植果真在七步之內作出一首詩，那當時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我

們請同學來為我們表演一下。 

  一位同學飾曹丕，一位同學飾曹植，一位同學飾持劍的武將，兩位同學飾

大臣，其餘同學飾觀眾。 

  “曹丕”限“曹植”七步成詩，否則令“武將”取他性命。 

 

二、採訪環節。（5 分鐘） 

  兩位“大臣”各有所思，你們是欲除之而後快？還是為曹植捏了一把冷汗

呢？請你們就剛才的情形用一句話來形容曹丕和曹植的為人。 

  “曹植”，你讀了這首詩，有甚麼感受呢？ 

  “曹丕”，聽了弟弟的《七步詩》後，會怎麼想？會怎麼處理？（據說曹

丕聽了以後深有慚色，羞愧萬分，無地自容，最終因自愧而放過了曹植。）

“曹丕”你覺得為什麼曹丕會放過曹植？ 

  觀眾們，剛才的情形，你們認為為甚麼曹丕會覺得愧疚呢？（曹植把自己

比喻成釜裡的豆子，把曹丕比喻成釜下面的豆萁。豆子和豆萁本是同根一體，

現在豆萁卻在鍋下面燃燒，煎熬鍋裡的豆子。曹植用這個比喻，實際上是說自

己與曹丕是同一父母所生，責問曹丕為甚麼要對同胞兄弟逼迫得這樣急。） 

 

三、對訪談內容及演出進行點評。（3 分鐘） 

 

四、人物形象分析。（10 分鐘） 

 1. 小組討論 

 2. 口頭報告 

    3. 師生共同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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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總結 

（9 分鐘） 

一、看圖片背誦古詩。（5 分鐘） 

  大詩人謝靈運用“才高八斗”來形容曹植，老師相信我們班的同學們能勝

過才子，你們猜自己在多少時間內可以把這首詩背會？ 

 1. 展示圖片，指名學生講解圖片。 

 2. 然後全班學生背誦《七步詩》。 

 3. 指名學生背誦。 

 
 

二、深意把握。（3 分鐘） 

  今天，我們學了《七步詩》後，有甚麼感受呢？你會像曹丕那樣對待自己

的家人嗎？會那樣對待你的同學嗎？ 

  世上再也沒有比兄弟反目，同胞相殘更悲慘的事了。這首詩流傳了千百

年，成為勸誡人們避免兄弟反目成仇、自相殘殺的警世用語。我們骨肉同胞不

但不能反目成仇、自相殘殺，反而應該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三、個體表現評分。（1 分鐘） 

作業 
堂課：背誦《七步詩》 

家課：抄寫《七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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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教學項目 教學活動 

引入 

（5 分鐘） 

導入新課。（5 分鐘） 

  你們可知在中國古訓中，“百行”以何者為先？你們能否講述一些中國歷

史上有關“孝”的故事嗎？（自由回答） 

  孩子時代的記憶，或許你已淡忘。然而，假如你已為人父母，你會怎樣對

待你的孩子呢？你希望這個孩子長大後會怎樣？假如這孩子長大後，不但不能

達到你的期望，而且棄你而去，你會怎樣呢？今天我們一首家喻戶曉的詩歌

《燕詩》。 

教學過程 

（30 分鐘） 

一、寫作背景。（3 分鐘） 

  《燕詩》又名《燕詩示劉叟》，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五言古詩。

劉叟有個很疼愛的孩子，離家出走背棄了他。劉叟很悲哀，很想念他的孩子。

白居易有感於劉叟年輕時，也幹過這種背離父母的事，所以寫了這首寓言《燕

詩》給他。因此，《燕詩》是一首諷喻詩，借助淺顯的故事或事物來說明道 

理，達到諷刺或規勸的目的。 

 

二、作者簡介。（2 分鐘）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代著名詩人，他的詩歌現存近三千首，

作品被輯錄為《白氏長慶集》。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

能，並力求通俗。 

 

三、朗讀課文。（5 分鐘） 

 1. 老師範讀。（提醒學生注意朗誦時的語調變化） 

    2. 指定學生朗讀，共同糾正讀音。 

       翩[篇]   銜[含]   椽[全]   孜[支]   臾[如]   啁[周]   啾[周]   爾[耳] 

 3. 齊聲朗讀，感知大意。 

  這首《燕詩》，我們會讀了。接下來要來弄清甚麼呢？（詩句意思） 

 

四、字詞疏解。（10 分鐘） 

 1. 學生提出深難字詞。 

 2. 指名學生解釋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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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翩翩：鳥輕鬆飛翔的樣子。 

   銜：嘴裏含着、叼着。 

   椽：裝於屋頂以支援屋頂蓋材料的木杆。 

   孜孜：擬聲詞，形容雛鳥不停的叫聲。 

   黃口：雛鳥，幼小的鳥。幼鳥口黃色，故用“黃口”借代。 

   敝：壞，破損。這裡指疲憊，困乏。 

   須臾：片刻，很短的時間。 

   喃喃：擬聲詞，這裡形容大燕子教小燕子學話的聲音。 

   引：帶領。 

   反自思：自我反省。 

 

五、理解課文內容。（10 分鐘） 

 1. 小組討論，完成工作紙（第一部分譯文，見附件）。 

 2. 老師抽查個別句子的意思。 

 

鞏固總結 

（5 分鐘） 

一、總結。（3 分鐘） 

 1. 指名學生分析各段意。 

 2. 共同歸納主旨、寫作手法。 

   3. 整理筆記。 

  《燕詩》記述了一個燕子父母對子女關懷愛護、循循善誘，最後卻遭子女

離棄的悲慘故事。作者希望借這個故事，規勸人們不要離棄父母。 

 

二、安排作業。（2 分鐘） 

  學生根據課堂所瞭解，小組合作的繪製《燕詩》的腦圖，下一節討論。 

板書設計 

           燕詩   白居易 

        寫作原因：《燕詩示劉叟》 

        體  裁：五言古詩 

        事  件：生育、哺育、教養、高飛背母 

        主  旨：借燕子告誡世人要孝順父母。 

        手  法：借事說理 / 詠物說理 

作業 
堂課：工作紙（第一部分譯文）、整理筆記 

家課：背誦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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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教學項目 教學活動 

引入 

（5 分鐘） 

一、複習上節內容。（2 分鐘） 

  1. 關於作者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代著名詩人 

詩歌現存近三千首，作品被輯錄為《白氏長慶集》 

特色：平易淺白，反映時弊 

諷喻詩：借助淺顯的故事或事物來說明道理，達到諷刺或規勸目的。 

 2. 詩歌體裁 

五言古詩 

  3. 古體詩（古詩、古風） 

句數、字數不限 

不講究平仄與對偶 

        一般在雙數句的最後一字押韻 

 

二、抽查背誦情況。（3 分鐘） 

教學過程 

（25 分鐘） 

一、分析腦圖。（10 分鐘） 

 1. 小組匯報制作腦圖的構思和方向。 

 2. 根據腦圖內容討論課文問題。 

  雙燕在樑上翩翩飛舞時，有甚麼感覺？ 

  答：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雙燕為甚麼要築巢？試想想，牠們當時的心情怎樣？ 

  答：雙燕要生孩子了，牠們看來心情興奮，充滿希望。 

  哪些詩句最能表現雙燕愛子女之情？為甚麼？ 

  答：“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雖然 

    費盡心力來哺育子女，但雙燕仍不感到疲倦，而且還怕不夠周全 

    呢！ 

  雙燕教導子女甚麼技能？ 

  答：鳴叫和飛行。 

  試想想，雙燕這時的心情怎樣？ 

  答：雙燕帶著期望來教導小燕子。 

  小燕子如何對待父母？ 

  答：背棄父母，遠走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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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想，這一刻雙燕的心情怎樣？ 

  答：雙燕感到驚愕和失望。  

  作者要雙燕反思甚麼？這有甚麼作用？ 

  答：反思雙燕少時背棄父母的情景，這樣就更能體會父母當時的心情。 

  作者以詠物說理的手法帶出本詩的主旨，這種方法有甚麼好處？ 

  答：作者借雙燕的悲慘遭遇，勸喻人們不能忘卻父母的養育之恩。 

      作者借小小的禽鳥宣揚孝道，更能引發讀者惻隱之心，比直斥 

      其非或直說道理，更易為人接受。 

 

二、分析修辭手法，完成工作紙（第二部分修辭手法，見附件）。（10 分鐘） 

 

三、再次感悟課文。（5 分鐘） 

 1. 播放《燕詩》的片段，使學生感受詩歌的韻律。 

 2. 再讀課文，要求邊朗讀邊領悟課文的內容。 

鞏固總結 

（10 分鐘） 

一、重組圖片，鞏固課文大意。（3 分鐘） 

     
 

     
 

二、請學生試按圖片口述《燕詩》的故事及主旨。（5 分鐘） 

 

三、課堂總結：學生自評表現，老師歸納。（2 分鐘） 

 

作業 堂課：工作紙（第二部分修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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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試教過程中，小組討論思維導圖（腦圖）的效果甚佳，學生能根據老師的要求閱讀並分析 

有關資料、分配工作。腦圖加強了學生聯想的思維，學生用圖像方式整理文章較易掌握對課文 

的瞭解，老師第一節教會了學生如何設計和架構腦圖，待學生熟習了其模式後，之後教授的課 

文就可以讓他們自由發揮，這樣的好處是即使課時有限，未能令所有學生都能發言，課後每個 

學生也有機會參亦與其中。完成腦圖後，在堂上給予學生分享和討論，當討論結束時，教師進 

行小結，概括討論的情況，學生都能獲得正確的觀點及知識。腦圖教學法的成果不錯，有助學 

生對討論問題的積極及投入性，更有助學生對課文產生學習積極性和擁有感。 

 

  不同的教學法能活躍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圖像快速記憶法是有效的記憶方法。當老 

師講授詩歌後，把文字轉化為圖像用更好的順序或邏輯來記憶，讓學生在短時間內重組詩歌內 

容和背誦，大部分學生都能即時完成，可見圖像快速記憶法也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但這需 

要反覆練習和長時間訓練，不然下一節課可能全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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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七步詩   腦圖 

 

 

七步詩   背誦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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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詩  課文內容圖片 

     
 

     
 

二、 工作紙 

 七步詩  工作紙 

1.  根據本詩的寫作背景，想想“豆”和“萁”分別比喻甚麼？ 

答：“豆”比喻曹植，“萁”比喻曹丕。 

2.  曹丕是被哪句話打動了，最終沒有殺曹植呢？試找出詩中最能體現文章意旨的句子。 

答：“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哪兩種事物屬“同根生”？ 

答：“豆”和“萁”。 

4.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句話的表面意思和深層含義分別是甚麼？ 

答：表面意思：豆子和豆莖都是從同一根長出來的，豆莖何苦要在鍋下這樣折磨、煎熬豆子呢？ 

       深層含義：這首詩用同根而生的“豆”和“萁”來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同根生” 指二人的 

       兄弟關係，“相煎”比喻曹丕對曹植的迫害，殘害弟弟。 

5.  本詩抒發了作者怎樣的思想感情？ 

答：本詩抒發了曹植受兄長苦苦相逼的傷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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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詩  工作紙 

一、翻譯：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 

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 

須叟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 

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 

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 

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1   屋樑  （梁）上有雌雄兩隻燕子，  輕快地  （翩翩）飛

翔。  含著泥土  （銜泥）在兩椽之間結巢，並在巢內 

  孵育  （生）四隻小燕。四隻小燕日夜   成長  （長），吱

吱地叫著   討取食物  （索食）。青蟲不容易捕捉，但 

  小燕子  （黃口）總是吃不飽。這對燕子的嘴和爪雖然快要   

破損  （敝），但仍不顧   精神和肉體  （心力）上的疲倦。  

片刻  （須臾）就來回十多次，仍恐巢中的燕子飢餓。 辛苦

勞碌了  （辛勤）三十多天，母燕消瘦了，但   雛燕  （雛）

則一天比一天肥胖起來。這對燕子又喃喃地教小燕子   說話  

（言語），還一個一個地為他們   洗刷羽毛  （刷毛衣）。終

於等到了一天，小燕子的   翅膀長成  （羽翼成），兩隻燕子

便   引領著雛燕學習飛上  （引上）庭院的樹枝。雛燕   舉翅

高飛  （舉翅），隨著風   四處飛去  （四散飛），頭也不

回。兩隻燕子在空中不停鳴叫，但  叫得連聲音都發不出  

（聲盡）也叫不回小燕子；牠們只好   退回  （卻）到空巢裏

面，整夜  啁啾地悲鳴  （啁啾）。 

 

○2 燕子啊！燕子啊！請你不要悲傷。你反而應該反省一下：

想一想當你還是小燕子時，高飛離開母親的時候。當時父母

思念你的心情，現在你應該明白了！      

                         

 

二、修辭手法： 

1.    擬聲詞：摹擬聲音的詞。 

《燕詩》所用的擬聲詞有   孜孜、喃喃、啁啾  。 

 

2.    疊字：將同一個字重疊的手法。 

《燕詩》所運用的疊字有   翩翩、孜孜、喃喃、一一、燕燕  。 

 

3.   借代：運用與事物密切相關的東西來代表該事物。 

 《燕詩》運用借代的詞語是   黃口、嘴爪、巢  。 

 

4.   對比：把對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較。 

 《燕詩》運用對比的句子是  母瘦雛漸肥  。 

 

5.   對偶：把字數相等、結構相似的語句成對地排列起來，表達密切相聯的意思。 

 《燕詩》運用對偶的句子是  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 

 

6.   呼告：在文中章對並不存在於眼前的人或事物直接呼喚，並說起話來的手法。 

 《燕詩》的第  二  段運用了呼告手法，假設燕子聽得懂自己的話，並對牠們發出直接 

  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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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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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腦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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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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