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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西遊記》是四大名著中最受兒童歡迎的讀物，不少學生都有在電視卡通

片上看過《西遊記》的經驗。而且我國大部份兒童的家庭都相信佛教，故不少

《西遊記》中的神話故事或內容，在他們學習《西遊記》前或許已經知道。  

  雖然如此，但並不是很多同學認識《西遊記》的史實是出自於唐三藏取經

的歷史事實，什至有同學認為唐三藏也是與悟空等一樣是虛構的人物，因此，

本單元設計就借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去介紹故事中的來源、人物及大綱。並利用

故事與史實作對比，尤其利用唐三藏這位真實人物的故事去介紹，介紹唐三藏

的生平、唐三藏西行求法的事跡及過程的艱辛、唐三藏的成就等。希望學生能

從《西遊記》中了解到我國的神話文化，及唐三藏對我國佛教文化的貢獻及對

東亞文化傳教的影響，發揮同學的探究及批判思維。  

  最後通過唐三藏頂骨舍利的落戶日本一事，讓學生能認識文物對國家的重

要性，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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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西遊記》 
五月九日 1 

第二課節 《西遊記》的作者  五月十日 1 

第三課節 唐三藏  五月十一日 1 

第四課節 《三打白骨精》 五月十四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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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教學目標 一、 學生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二、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來

源。  

三、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大

綱。  

四、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作者。  

五、 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其他作品。  

六、 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創作風格。  

七、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生平。  

八、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西行求法。  

九、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成就。  

十、 學生能知道保護文物的重要性。  

十一、 學生能朗讀課文及認識生字。  

十二、 學生能運用「閱讀六步法」去

分析文章。  

十三、 學生能思考及探索問題。  

十四、 學生能認識行為描寫、語言描

寫以及肖像描寫。 

主要內容 一、 通過《西遊記》簡介，希望學生

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二、 加深學生對《西遊記》的了解，

以及《西遊記》中的我國文化。  

三、 學生能通過故事大綱掌握故事內

容。  

四、 增強學生自習及資料搜集的能

力。  

五、 學生能從《西遊記》中了解我國

文化。  

六、 檢查學生找查資料及運用資料的

情況並適時提供輔導。  

七、 加深學生對作者其他作品的了

解。  

八、 加深學生對作者創作風格的了

解。  

九、 增強學生資料搜集及運用的能

力。  

十、 共同以探究的精神去討論《西遊

記》的作者是誰，找出為何會出現爭

議。  

十一、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生平事

跡，及其認真求學的精神。  



2017/2018 

P022 

 2 

十二、 學生能感受唐三藏求知的熱誠

以及西行的艱辛。  

十三、 學生能體會唐三藏對我國佛教

文化的貢獻及對東亞文化傳教的影

響。  

十四、 學生能認識文物對國家的重要

性。  

十五、 發揮同學的批判思維。  

十六、 觀察同學寫作心得及發表心得

的情況及技巧有否需要提升的地方。  

十七、 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同

儕互助的能力。  

十八、 加強同學運用「閱讀六步

法」，內化此技能。  

十九、 加強學生思考及探索問題的能

力。  

二十、 加深學生認識行為描寫、語言

描寫以及肖像描寫。  

二十一、 提升學生演繹的技巧。  

二十二、 發掘學生戲劇的興趣或天

賦。 

教學重點 一、 通過《西遊記》簡介，希望學

生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二、 加深學生對《西遊記》的了

解，以及《西遊記》中的我國文

化。 

三、 學生能通過故事大綱掌握故事

內容。 

四、 增強學生自習及資料搜集的能

力。 

五、 檢查學生找查資料及運用資料

的情況並適時提供輔導。 

六、 加深學生對作者其他作品的了

解。 

七、 加深學生對作者創作風格的了

解。 

八、 增強學生資料搜集及運用的能

力。 

九、 檢查學生找查資料及運用資料

的情況並適時提供輔導。 

十、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生平事

跡，及其認真求學的精神。 

十一、 學生能感受唐三藏求知

的熱誠以及西行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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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學生能體會唐三藏對我

國佛教文化的貢獻及對東亞文化

傳佛的影響。 

十三、 學生能認識文物對國家

的重要性。 

十四、 觀察同學寫作心得及發

表心得的情況及技巧有否需要提

升的地方。 

十五、 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及同儕互助的能力。 

十六、 加強同學運用「閱讀六

步法」，內化此技能。 

十七、 加強學生思考及探索問

題的能力。 

十八、 加深學生認識行為描

寫、語言描寫以及肖像描寫。 

教學難點 一、 學生能從《西遊記》中了解我

國文化。 

二、 共同以探究的精神去討論《西

遊記》的作者是誰，找出為何會

出現爭議。 

三、 發揮同學的批判思維。 

四、 提升學生演繹的技巧。 

五、 發掘學生戲劇的興趣或天賦。 

教學用具 電腦､教科書､短程投影機､電子白板､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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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西遊記》 

課題 《西遊記》 

教學對象 小五 

教材來源 教育出版社｢我愛學語文｣五下第二冊 

教學目標 一. 學生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二.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來源。 

三.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大綱。 

教學重點 一. 通過《西遊記》簡介，希望學生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二. 加深學生對《西遊記》的了解，以及《西遊記》中的我國文化。 

三. 學生能通過故事大綱掌握故事內容。 

四. 增強學生自習及資料搜集的能力。 

教學難點 一､ 學生能從《西遊記》中了解我國文化。 

教學資源 電腦､教科書､短程投影機､電子白板､PPT。 

課時安排 1 課時（每課時 40 分鐘）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設計意圖 

 一.引入 

師：我們上一課學習了四大名著中的《三國演義》其

中的一章《草船借箭》，你還記得四大名著其他三本及

作者嗎？ 

生：《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紅樓夢》，作者：曹

雪芹。《西遊記》作者：吳承恩。 

師：同學們的記憶很好。 

 
二.學生能初步認識《西遊記》。 

師：同學們還記得它的主要內容嗎？ 

生：描寫的是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保護唐僧西天

取經的傳奇故事，他們經歷九九八十一個劫難，戰勝

困難，終於取回真經。 

師補充：《西遊記》，中國古典神怪小說，中國「四大

名著」之一。成書於 16 世紀明朝中葉，一般認為作

者是明朝的吳承恩。書中講述唐三藏師徒四人西天取

經的故事，表現了懲惡揚善的古老主題，也有觀點認

為西遊記是權力場諷刺小說。 

《西遊記》自問世以來，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廣為流

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中國，乃至亞洲部分地區

西遊記家喻戶曉，其中孫悟空、唐僧、豬八戒、沙僧

等人物和「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孫悟空三借

芭蕉扇」等故事尤其為人熟悉。幾百年來，西遊記被

改編成各種地方戲曲、電影、電視劇、動畫片、漫畫

溫故知新。 

 
 
 
 
 
 
 
由於現時很

多學生課業

重，放學又

要學其他技

能，因此很

多學生沒有

完整地看過

《西遊記》，

所以通過

《西遊記》

簡介，希望

學生能初步

認識《西遊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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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版本繁多。1 

師：你知道現在澳門某酒店的其中一個文娛項目就是

《西遊記》，有同學看過嗎？ 

生：沒有。 

師：沒有也很正常，因為門票太貴了，老師也沒去

過，我們共同努力，有一天，我們一定能去欣賞的。 

 
三.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來源。 

師：《西遊記》的故事內容多以什麼為主？ 

生一：妖精。 

生二：神怪。 

生三：神仙。 

生四：佛祖。 

師：正確，《西遊記》根據宋、元以來關於唐僧取經的

故事和有關作品，加以擴充、組織和再創作而寫成。 

生問：里邊的人物都是真的嗎？ 

師答：只有唐僧取經一事是史實，至於路上發生的一

切則是再創作而成。 

師補充：而故事由三部份組成。 

1. 玄奘本事 

629 年，唐朝僧人玄奘違反朝廷當時禁止百姓擅自西

行的規定，從涼州偷渡出關，隻身赴印度學習佛教教

義。經過 16 年，在 644 年回國，並向唐太宗寫信報告

了情況。唐太宗下詔讓他口述西行見聞，玄奘本人口

述，由他的弟子辯機執筆寫出《大唐西域記》。在玄奘

逝世後，他的另外兩名弟子慧立、彥悰將玄奘的生平

以及西行經歷又編纂成一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為了弘揚師傅的業績，在書中進行了一些神化玄奘的

描寫，這被認為是《西遊記》神話故事的開端。此後

取經故事在社會流傳，神異的色彩越來越濃厚。2 

生問：故事不是說他是天子之弟嗎？不是依他命令到

西方去取經？ 

師：故事就是故事，充滿了美好及神話，現實就是我

們眼前的文字真相。所以文人多大話，你現在明白

了？但世人多愛聽大話。 

2. 佛經故事 

《西遊記》有參考印度神話成分。陳寅恪指出孫悟空

大鬧天宮的故事，出自《賢愚經》卷一三《頂生於像

品》六四。豬八戒的故事出自佛家經典《根本說一切

有部毗奈耶雜事》。說得是牛臥比丘驚犯宮女的故事。

《西遊記》有孫悟空入妖魔腹中，並威脅要喫掉對方

的內臟的故事，在《中阿含經》亦有類似記載：「彼時

 
 
 
 
 
 
 
加深學生對

《西遊記》

的了解，以

及《西遊

記》中的我

國文化。 

 
 
 
 
 
 
 
 
 
 
 
 
 
 
 
 
 
 
 
 
 
 
 
 
 
 
 
 
 
 
 

                                                 
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A5%BF%E6%B8%B8%E8%AE%B0 
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A5%BF%E6%B8%B8%E8%AE%B0#故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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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化作細形入尊者大目犍連腹中。大目犍連知魔王

在其腹中，即從定寤，語魔王曰：汝波旬出！汝波旬

出，莫觸嬈如來，亦莫觸嬈如來弟子。莫於長夜無義

無饒益，必生惡處受無量苦！於是魔波旬化作細形，

從口中出，在尊者大目犍連前立。」。3 

師：因此第二部份取材佛經故事。 

3. 話本、戲曲 

在唐朝後期和五代時期的許多記載中已經出現了西行

取經的故事。現存敦煌石窟的玄奘取經壁畫，大約作

於西夏初年，已經出現持棒猴行者形象；南宋刊印的

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經有猴行者化作白衣

秀士，自稱「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

王」和「深沙神」。 

宋元南戲有《陳光蕊江流和尚》，吳昌齡作雜劇《唐三

藏西天取經》已經有師徒四眾；元末明初的雜劇《二

郎神鎖齊天大聖》和《西遊記》描寫了孫悟空的來

歷；明初朝鮮的漢語教材《朴通事諺解》提到有《西

遊記平話》，其中概括複述「車遲國鬥法」一段，和

《西遊記》第 46 回十分相似；明代《永樂大典》第

13139 卷有「夢斬涇河龍」，和《西遊記》第 10 回基本

相同。4 

師：第三部份取材於民間話本、戲曲，然後作者集歷

代之成創作了《西遊記》。 

 

四.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故事大綱。 

師：你知道它的故事大綱嗎？有誰完整地觀看過一次

書或電視內容？ 

生：沒有。 

師補充：《西遊記》全書共一百回，可分為四個長短

不一的部份。第一部份是第一回至第七回，介紹故事

主角孫悟空的誕生，孫悟空是吸收天地精華而生的石

猴，因為向菩提祖師學法而得道，能通七十二變、乘

觔斗雲、使如意金箍棒，他驕傲地自稱為齊天大聖，

桀驁不訓的行為讓天庭十分頭痛。在他大鬧天宮之

後，遭到如來佛祖降伏，如來佛祖將他壓在五指山下

長達五百年。 

第二部份是第八回至第十二回，介紹名義上的主角唐

三藏。故事背景發生在東土（唐朝），當時的中國人

不識大乘佛法、成天享樂，如來佛祖派遣觀音菩薩指

示唐三藏前往天竺（現今之印度），將無上真經取回

東土。這一段概述了唐三藏成為僧侶的過程，也說明

他的前世是如來佛祖的高徒羅漢金蟬子，此外描述了

 
 
 
 
 
 
 
 
 
 
 
 
 
 
 
 
 
 
 
 
 
 
 
 
 
 
學生能通過

故事大綱掌

握故事內

容。 

 
 
 
 
 
 
 
 
 
 
 
 
 
 

                                                 
3 同 2。 
4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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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地府的遭遇。 

第三部份是自第十三回至第九十九回，描述唐三藏與

他的徒弟前往天竺取經的冒險故事，亦即《西遊記》

這個標題指涉的故事。唐三藏離開唐國的管轄範圍

後，一路上跋山涉水、被妖魔鬼怪侵擾，他離開邊境

後所經歷的地域多是虛構的。這段旅途中、許多妖魔

都渴望能吃唐三藏的肉，因為吃下之後能長生不老。 

第十三回至第二十二回是唐三藏收徒弟的故事，唐三

藏的徒弟都在過去曾犯下錯誤，受到觀音指點後，答

應護送唐三藏取經以將功贖罪。 

第一個徒弟是孫悟空，出現於第十三回，他因為大鬧

天宮而遭佛祖收服。他聰明絕頂、神通廣大但也十分

暴躁，唐三藏透過從觀音那兒取得的金箍制伏他。金

箍套在孫悟空的頭上，當唐三藏唸緊箍咒，箍會勒緊

痛得孫悟空滿地打滾。 

第二個徒弟是豬八戒，出現於第十九回，他曾是天蓬

元帥，因調戲嫦娥而被貶下凡。雖然戰鬥起來有些可

靠，但豬八戒貪吃、好色、懦弱、無能的個性經常拖

累其它人，他也常和孫悟空吵嘴。 

第三個徒弟是沙悟淨，出現在第二十二回，他曾是捲

簾大將，因打破琉璃盞而被貶下凡。沙悟淨沉默寡

言、勤奮可靠而且十分忠誠，經常在孫悟空和豬八戒

吵嘴時緩頰。 

第四個是白龍馬，西海龍王三太子，出現在第十五

回。他擔任唐三藏的坐騎，因此在旅途中幾乎沒有說

話。 

第二十二回除了介紹沙悟淨之外，還介紹了流沙河，

過了這條地理邊界後，他們就進入一片未知領域。第

二十二回至第八十六回可分為二十四個故事，每個故

事裡都有不同神通的妖魔鬼怪或惡人，還有著各種不

同的場景，例如燃著大火的火焰山、全是女人的女兒

國以及各種奇妙的地方。這一部份的故事通常由四個

小節組成：第一小節是唐僧被捉走，生命受到威脅，

通常是被妖魔捉走，不過偶爾也會被普通人所捉；第

二小節是唐僧的徒弟試著找方式救他，通常依靠暴

力、偶爾略施小計；第三小節是歷經挫敗，並找其它

仙佛協助；第四小節是仙佛下凡收妖、唐僧獲救，繼

續踏上旅程。唐僧師徒在這段旅程中總共經歷了八十

一難，儘管這些妖魔鬼怪十分強大，但都沒有真正傷

害到他們，因為這是如來佛祖安排的試煉。唐僧師徒

在第八十七回抵達天竺邊境，而第八十七回至第九十

九回的冒險相較於先前雖然少了驚險刺激，但多了異

國情調。唐僧師徒最終取得無上真經。 

第一百回是唐僧師徒返回唐國後發生的事，同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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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唐僧師徒修成正果後得到的封號。5 

師：從大綱中，你得到了什麼訊息？ 

生：與今時今日的電影一樣，主角不會死。 

生二：與超人打怪獸一樣，有起承轉合。 

生三：他們都是依靠他仙才能收拾小妖。 

師小結：在當時來說，此等內容已經十分精彩了。你

看，他們的大綱，現在不也在模仿嗎？超人在模仿他

們的起承轉合，影視在模仿他們主角不敗的定律。 

 
五. 功課：回家找一找作者資料，明天我們共同討論一下

作者為何能創作出如此巨著《西遊記》。 

 
 
 
 
 
 
 
 
 
增強學生自

習及資料搜

集的能力。 

 

《西遊記》的作者 

課題 《西遊記》的作者 

教學對象 小五 

教材來源 教育出版社｢我愛學語文｣五下第二冊 

教學目標 一. 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作者。 

二. 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其他作品。 

三. 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創作風格。 

教學重點 一. 檢查學生找查資料及運用資料的情況並適時提供輔導。 

二. 加深學生對作者其他作品的了解。 

三. 加深學生對作者創作風格的了解。 

四. 增強學生資料搜集及運用的能力。 

教學難點 一. 共同以探究的精神去討論《西遊記》的作者是誰，找出為何會出現爭

議。 

教學資源 電腦､教科書､短程投影機､電子白板､PPT。 

課時安排 1 課時（每課時 40 分鐘）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設計意圖 

 一.引入 

師：請同學於小組內把找到的作者生平相互討論，把

共同及重要部份撮要，然後作匯報。 

生問：老師，我們發現我們找到的資料不一樣，有同

學找到的作者資料是吳承恩，有同學找到丘處機，現

在該如何是好？ 

師：不要緊，那麼就將全班分為兩組吧！一組介紹丘

處機，另一組介紹吳承恩吧！但答案不是一早給了大

家嗎？為何還有同學去找丘處機呢？這一定有原因

的，那麼這節我們共同去探討這個問題。 

 

檢查學生找

查資料及運

用資料的情

況。適時提

供輔導。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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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能認識《西遊記》的作者。 

師：那麼現在先請丘處機那一組匯報。 

生：現在出版的各本《西遊記》都署名吳承恩，但是

自《西遊記》問世以來，就一直對其作者存有爭議。

明朝流傳的《西遊記》，各種版本都沒有署名。唯有明

代萬曆二十年刊刻的世德堂本署名「華陽洞天主人

校」。而華陽洞天主人從沒有指出是誰？但字眼上我組

感到似丘處機，所以我組大膽去求證。而且《西遊

記》用了很多煉丹的術語，有些段落剽竊自全真教經

典，作者嫻熟全真教祖師王重陽、第二代掌教馬丹陽

及其再傳弟子的思想，故明朝、清朝道士、文人以為

《西遊記》是道士煉丹之書。清朝全真教徒，以及汪

象旭在所撰《西遊證道書》中都提出《西遊記》為南

宋時的丘處機所著。這一看法提出後，清朝的文人大

多贊同。 

師：見解好像好有道理，現在聽聽吳承恩組別說法。 

生二：老師，為何我們知道丘處機不是作者並不單單

是我組知道四大名著中作者已經指明是吳承恩的關

係。而是我組查證過丘處機一說有太多不合理的地

方。 

清朝紀昀他查出《西遊記》小說中的官制皆明制，寫

作時代必為明代，不可能是元人丘處機，錢大昕認為

《西遊記》中多處描寫明朝的風土人情，而丘處機是

南宋末人（是元明朝代以前的人）；此外《西遊記》

中多處使用江蘇淮安方言，而丘處機一生在華北地區

活動，並未在淮安居住過。所以我組就十分肯定作者

是吳承恩了。 

師小結：推理正確。為何組一會這樣認為呢？其實丘

處機另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這是中國道教全

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寫的一本遊記，主要記述了其師丘

處機和弟子應成吉思汗之邀遠赴中亞途中的見聞。書

名與西遊記類似，但是內容是不相同的，可能是因此

產生誤解。6 

一般公認吳承恩是中國《西遊記》的最後定稿作者。

胡適與魯迅根據清代吳玉搢的《山陽志遺》、阮葵生

的《茶餘客話》和丁晏的《石亭記事續篇》等書的考

證，得出了《西遊記》的作者是淮安嘉靖中歲貢生吳

承恩的結論。7 

師：那麼到底吳承恩的生平為何？組二你們來說說。 

組二：吳承恩（1506 年－1582 年），字汝忠，號射陽

山人或射陽居士，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淮

安區）人，吳承恩自幼聰慧，喜讀野言稗史、志怪小

共同以探究

的精神去討

論《西遊

記》的作者

是誰，為何

會出現爭

議。 

 
 
 
 
 
 
 
 
 
 
 
 
 
 
 
 
 
 
 
 
 
 
 
 
 
 
 
 
 
 
 
 
 
 
 
 
 

                                                 
6 同 2。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6%89%BF%E6%81%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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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頗得官府、名流和鄉紳的賞識。嘉靖八年（1529

年），吳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讀

書，得到葛木的賞識。朱應登認為他「可盡讀天下

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年）大約 50 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

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六年後，由於母老家貧，

得到大臣李春芳的幫助做了浙江長興縣丞，常與友人

朱曰藩豪飲，寄趣於詩酒之間，和嘉靖狀元沈坤，詩

人徐中行有往來。終因受人誣告，兩年後「拂袖而

歸」，晚年以賣文為生，晚景淒涼。 

師：這位作者身世很慘啊！ 

 
三.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其他作品。 

師：你還認識作者的其他作品嗎？ 

生：不認識。 

師補充：吳承恩一生創作什多，但是由於家貧，又沒

有子女，作品多散失。據記載有志怪小說集《禹鼎

記》已失傳。吳承恩死後，他的甥外孫丘度搜集其殘

存之稿，僅「存十一於千百」，編《射陽先生存稿》四

卷，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存世。 

所以我們能欣賞他的作品少之有少。 

 
四. 學生能認識作者的創作風格。 

師：在作者生平看來，你覺得他與那一位古代作者性

格相似？ 

生：唐代詩人。 

師：為何？ 

生：在上文中談及他又愛豪飲又愛交朋友，與李白等

人相似。 

師：吳承恩的詩歌長篇歌行激越豪放，近乎李白。詞

曲出入《花間集》，近乎秦觀。散文學習歐陽脩、曾

鞏，與唐宋古文家風格接近。8 

生問：他到底與什麼人交友而使自己分無一文呢？ 

師：他分無一文史上是沒有交待與交朋友有關，可能

與就業情況及個人性格有關。 

 
五. 功課：找一找唐三藏的生平，明天探討。 

 
 
 
 
 
 
 
 
 
 
 
 
 
加深學生對

作者其他作

品的了解。 

 
 
 
 
 
 
 
加深學生對

作者創作風

格的了解。 

 
 
 
 
 
 
 
 
 
增強學生資

料搜集及運

用的能力。 

 

唐三藏 

課題 唐三藏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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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小五 

教材來源 教育出版社｢我愛學語文｣五下第二冊 

教學目標 一.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生平。 

二.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西行求法。 

三.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成就。 

四. 學生能知道保護文物的重要性。 

教學重點 一. 檢查學生找查資料及運用資料的情況並適時提供輔導。 

二.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生平事跡，及其認真求學的精神。 

三. 學生能感受唐三藏求知的熱誠以及西行的艱辛。 

四. 學生能體會唐三藏對我國佛教文化的貢獻及對東亞文化傳佛的影

響。 

五. 學生能認識文物對國家的重要性。 

教學難點 一. 發揮同學的批判思維。 

教學資源 電腦､教科書､短程投影機､電子白板､PPT。 

課時安排 1 課時（每課時 40 分鐘）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設計意圖 

 一. 引入 

師：請同學於小組內把找到的唐三藏生平相互討論，

把共同及重要部份撮要，然後作匯報。 

生：老師，今天也出現昨天的情況，於小組內，有同

學找到的是《西遊記》中的唐三藏，而有同學找到是

史實中的唐三藏。 

師：好！那麼依舊，分兩組。 

組一：我們介紹的是《西遊記》中唐三藏。在小說裡

的他俗姓陳，自小出家、成了佛教僧侶。他實際上是

如來佛祖的弟子羅漢金禪子轉世，不過他並不知情。

他被派往天竺取得大乘佛經、以便佛法能在中國傳

揚，由於唐三藏無法保護自己，唐太宗便令兩名隨從

侍其左右。但他的兩名隨從在離開長安不久後就遭妖

怪所殺，觀音菩薩現身告訴三藏，他將會在旅途中遇

見三名有力的徒弟。在旅途中，唐三藏不斷地被妖魔

鬼怪侵擾，妖怪都希望可以吃到唐三藏的肉，因為吃

下羅漢轉世的肉可以長生不老。在取得佛經後，唐三

藏修成正果，被封為旃檀功德佛。 

組二：玄奘（602 年 4 月 6 日－664 年 3 月 7 日），俗

姓陳，名褘，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

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中國佛教法

相唯識宗創始人。他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

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這樣記載：幼年的

玄奘人品高貴、智慧聰明、個性獨立，在八歲那年父

親陳惠坐在旁邊為他的孩子講授《孝經》時，玄奘聽

到「曾子避席」時，忽然整理好衣服站起來，陳惠問

玄奘為什麼突然起身，年幼的玄奘回答：「曾子聽聞老

檢查學生找

查資料及運

用資料的情

況。適時提

供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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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誨就起身聆聽，今天我要奉行慈父的家訓，怎

麼還能坐着呢！」父親陳惠很高興這個孩子將來一定

有所成就，還特別召告族人宗親這件事。玄奘的智

慧，從小時候就已經是這樣的成熟，之後更是精通經

書妙義，因此童年的玄奘就喜歡閱讀先聖先賢的書

籍，不是高雅正派的書不看，不是聖賢哲人的門風不

學，年幼的玄奘身不結交童蒙稚友，足跡不曾到過市

集，也不曾參與旁雜無義的言談，就算街頭鑼鼓喧

天，巷尾戲曲歌舞叫聲，男女聚集交談笑聲等嘈雜喧

囂，玄奘都不曾因為好奇而前往觀看。 

師小結：小說內的唐三藏其實很俗世化，但史實中的

唐三藏原來年幼時已經十分清淨，不受世事而影限，

這種至高的境界大家有千分之一已經很好了，現在，

很多同學會受周圍同學的言行影響，間接影響了學

習，如果我們都能專心，定能學有所成。 

 
二.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生平。 

師：現在由老師詳細地介紹這位一代宗師的生平。 

唐三藏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於洛陽淨土寺

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於世，號長捷法師。少時因家

境困難，他便跟着長捷法師住在淨土寺，學習佛經五

年。在這期間他學習了聲聞乘和緣覺乘，而他本人偏

好後者。他十一歲（613 年）就熟讀《妙法蓮華

經》、《維摩詰經》。十三歲時（615 年）洛陽度僧，

被破格入選。其間聽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閱讀

愛不釋手，直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隨從嚴法師學《攝

大乘論》，更加喜愛，乃至將《攝大乘論》一次讀

完，再覽就沒有遺漏，大眾皆感驚異，乃至令玄奘升

座複述，玄奘法音或高或低分析詳盡，盡得嚴法師宗

旨，因此博得大眾的欽敬，少年時期的玄奘已經顯露

出積極的修學態度，和美好的名聲了。 

隋煬帝大業末年，兵亂饑荒，618 年隋朝滅亡。玄奘

提議長捷法師一同前往唐朝首都長安參學，後得知當

時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建議同往成都。在那裏聽寶

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論》、惠振講《八犍度

論》。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

德五年（622 年），玄奘在成都（據傳在成都大慈

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 年）玄奘私下與商人結伴離開成都，

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

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聽。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

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再次北上尋覓先德參

學，到相州訪休法師質問疑惑滯礙之法，繼往趙州從

道深學《成實論》，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

 
 
 
 
 
 
 
 
 
 
 
 
 
 
 
 
 
 
學生能認識

唐三藏的生

平事跡，及

其認真求學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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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貞觀元年（627 年），玄奘重遊長安學習外國語

文和佛學。先後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

《攝論》、《俱舍論》、《涅槃論》，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

說，其才能倍受稱讚，聲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

他住莊嚴寺。9 

師：同學你從以上資訊得悉什麼資料？ 

生：他有過目不忘的能力。 

生一：他十分好學，人生不停在求學。 

生二：他真的十分愛佛教。 

生三：年輕有為。 

生四：中國的佛經都讓他背光了。 

師：這句不是開玩笑，也真的啊！所以接下來你猜他

會如何？ 

生五：自創佛經。 

生六：修改佛經。 

生七：找尋佛經。 

師：答案是取經。 

 
三.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西行求法。 

師：玄奘感到多年來在各地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

時流行的攝論宗（後併入法相宗）、地論宗兩家有關

法相之說多有乖違，因此渴望得到總賅三乘學說的

《瑜伽師地論》，以求融匯貫通一切，於是決心前往

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發放的過所（護照），所以

始終未能如願以償。 

貞觀三年（629 年），玄奘毅然由長安私發，冒險前

往天竺。經過高昌國時，得高昌王麴文泰禮重供養，

復欲強留玄奘以為國之法導，玄奘「水漿不涉於口三

日，至第四日，麴文泰發覺玄奘氣息漸惙，深生愧

懼，乃稽首禮謝」，遂與玄奘結為義兄弟，相盟自天

竺返國時更住高昌三載受其供養，講經說法。離開高

昌後，玄奘繼續沿着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

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終於到達天竺。 

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請教過許多著名的高

僧，他停留過的寺院包括當時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

心那爛陀寺，他向該寺的住持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

地論》與其餘經論；瑜伽行派大師戒賢是護法的徒

弟，世親的再傳弟子。在貞觀十三年，他曾在那爛陀

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

此後，玄奘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 

學成以後，他立真唯識量論旨，在曲女城無遮辯論法

會上，等待十八天，結果無人敢於出來辯難，他因此

不戰而勝，名聲鵲起，威震全天竺，被當時大乘行者

 
 
 
 
 
 
 
 
 
 
 
 
 
 
 
 
 
 
 
學生能感受

唐三藏求知

的熱誠以及

西行的艱

辛。 

 
 
 
 
 
 
 
 
 
 
 
 
 
 
 
 
 
 
 
 
 

                                                 
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5%A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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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為摩訶耶那提婆，亦即「大乘天」，被上座部佛教徒

譽為木叉提婆，亦即「解脫天」。10 

師：從以上資料中，你又得到什麼資訊呢？ 

生：他能以當地語言與當地人溝通。 

生二：他身為出家人，居然犯法了，他偷渡。 

生三：我反而覺得他沒有犯法，因他的法是佛法，眼

中何來皇法。 

生四：他的行為很勵志及勇敢。 

生五：原來結為義弟真有此事，但並不是唐朝君主。 

生六：他會否是中國第一位留學學生？ 

師小結：生六的問題很有趣，有待考證。幸好他沒有

在前往過程中讓唐士兵發現，否則就沒有今天的佛法

及小說了。 

 
四. 學生能認識唐三藏的成就。 

師：你能說出他的成就嗎？ 

生：為佛教貢獻。 

師：643 年，玄奘載譽啟程回國，並將 657 部佛經帶

回中土。貞觀十九年（645 年），回到長安，受到唐

太宗的熱烈歡迎。玄奘初見太宗時即表示希望前往嵩

山少林寺譯經，但沒有得到批准，被指定住長安弘福

寺。652 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

西院築五層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

來的經像。1962 年，寺內建立了玄奘紀念館。大雁

塔成為玄奘西行求法、歸國譯經的建築紀念物。在唐

太宗（李世民）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譯經院

（國立翻譯院），參與譯經的優秀學員來自全國以及

東亞諸國。他花了十幾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 150 公

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 1330 卷經文譯成漢語。玄

奘本身最感興趣的是「唯識」部分。這些佛經後來從

中國傳往朝鮮半島、越南和日本。顯慶二年（657

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經、論，無者

先翻，有者在後」。顯慶二年（657 年）九月，玄奘

借着陪駕住在洛陽的機會，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

請求，「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

獎」。次日，高宗回信拒絕。 

玄奘依翻譯佛典與對經文的闡釋而開創了中國法相唯

識宗，其學說卻深深地影響了其他諸多宗派。玄奘一

生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

前學界流行說法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為中土一

切譯師之最。11 

師：你從以上引文得到唐三藏對我國有何貢獻？ 

 
 
 
 
 
 
 
 
 
 
 
 
 
 
 
學生能體會

唐三藏對我

國佛教文化

的貢獻及對

東亞文化傳

聞的影響。 

 
 
 
 
 
 
 
 
 
 
 
 
 
 
 
 
 
 
 
 
 
 
 

                                                 
10 同上。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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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問：老師，他犯法了，為何唐皇反而熱情歡迎他回

國？ 

師：因他成名了，將功贖罪。 

生問：為何君主不讓他去少林？ 

師：因為當時君主也相信佛教，他也希望可以隨時聽

取佛經的內容，所以不讓他前往。 

生：他對我國佛教發展影響深遠。 

生二：很多周邊國家僧人也前來學習。 

生問：為何那些僧侶不去印度？ 

師：因為當時周邊不少國家使用漢字，而唐三藏的能

力比印度僧侶高，所以來中國比去印度好。 

生三：他把佛教傳到東亞。 

師：他並沒有去當地傳教，應該是當地僧侶來學習完

畢再回家傳教。 

 
五. 學生能知道保護文物的重要性。 

師：唐三藏好努力地保護從西方取回的真經，用塔去

保存，你知道唐三藏的遺體又如何呢？ 

生：厚葬。 

師：一般認為，唐三藏的頂骨舍利現供奉於世界上九

個地方，分屬於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印度，有不

少學者撰文論證此觀點。 

但存我國的部份則於 1944 年被掠奪到日本。最早安放

在東京佛教聯合會所在的增上寺。為了防止被戰火毀

壞，及後放到埼玉縣的慈恩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當時在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聯合會顧問水野梅

曉，就舍利是否歸還的問題，徵求當時管治者蔣中正

的意見。蔣答覆說：「頂骨不用歸還了，中日合作在於

文化交流，能在日本弘揚三藏法師的遺德，我感到很

高興，而且，因為祀奉之地是和法師有一些因緣的地

方，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裏定為祀奉之地。」於是日

本佛教界決定將頂骨舍利供奉在慈恩寺。12 

師：就以上消息你有何感覺。 

生一：我希望日本歸還。 

生二：當時的管治者不代表現在的管治者，要再談

判。 

師：好！那麼今天的功課是，我覺得日本要／不要歸

還唐三藏頂骨舍利。 

 
六. 功課： 

1. 心得寫作: 我覺得日本要／不要歸還唐三藏頂骨舍

利。 

 
 
 
 
 
 
 
 
 
 
 
 
 
 
 
 
學生能認識

文物對國家

的重要性。 

 
 
 
 
 
 
 
 
 
 
 
 
 
 
 
 
 
 
 
 
 
 
發揮同學的

批判思維。 

                                                 
12 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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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習課文《三打白骨精》。 

 

《三打白骨精》 

課題 《三打白骨精》 

教學對

象 

小五 

教材來

源 

教育出版社｢我愛學語文｣五下第二冊 

教學目

標 

一. 學生能朗讀課文及認識生字。 

二. 學生能運用「閱讀六步法」去分析文章。 

三. 學生能思考及探索問題。 

四. 學生能認識行為描寫、語言描寫以及肖像描寫。 

教學重

點 

一. 觀察同學寫作心得及發表心得的情況及技巧有否需要提升的地方。 

二. 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同儕互助的能力。 

三. 加強同學運用「閱讀六步法」，內化此技能。 

四. 加強學生思考及探索問題的能力。 

五. 加深學生認識行為描寫、語言描寫以及肖像描寫。 

教學難

點 

一. 提升學生演繹的技巧 

二. 發掘學生戲劇的興趣或天賦。 

教學資

源 

電腦､教科書､短程投影機､電子白板､PPT。 

課時安

排 

1 課時（每課時 40 分鐘） 

教學過

程 

教學活動 設計意圖 

 一. 引入 

師：請同學匯報發表一下昨天的心得寫作功課。 

生：略。 

師：好了，今天我們進入《西遊記》里的其中一幕──

《三打白骨精》，不過你們知道白骨精是從那裡來的嗎？ 

生一：從白骨中來。 

觀察同學

寫作心得

及發表心

得的情況

及技巧有

否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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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人的骨？動物的骨？ 

生二：應該是人吧！ 

師：白骨精，又稱為「白骨夫人」，她是中國古典神話小

說《西遊記》中的妖怪，本是白虎嶺上的一具化為白骨的

女屍，偶然采天地靈氣，受日月精華，變幻成了人形，習

得化屍大法。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故事。電視及電

影上白骨精多以白色的骷髏骨型態出現。13 

 

二.學生能朗讀課文及認識生字。 

師：在開始討論課文內容前，請同學自己默讀一遍課文及

生字把不會念的字先圈起，然在小組當中互相幫助，最後

把還不會念派代表在白板上寫上。 

生們：於白板上寫上不會念的字。 

師：領讀全文及文字一次，並於白板上演示難字書寫。 

最後邀請同學把白板上的寫領全班念三回。 

 
三.學生能運用「閱讀六步法」去分析文章。 

1. 何時。生答：一天。 

2. 何地。生答：一座高山前。 

3. 何人。生答：唐三藏及他的徒弟們、白骨精及其幻化的

村姑、老太太以及老公公。 

4. 何事。生答：白骨精幻化成人形想騙唐三藏到白骨洞。 

5. 為何。生答：白骨精想食唐三藏的肉，因為可以長生不

老。 

6. 如何。生答：她先後幻化成村姑、老太太以及老公公，

但都讓悟空發現並打死了，於是唐三藏趕走了悟空。 

 
四.學生能思考及探索問題。 

師：請同學先完成Ｐ79 頁的表格，然後回答問題。 

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經過與結果是怎樣的？ 

生一：第一次白骨精變成村姑，可是讓悟空識破，結果白

骨精假裝是讓悟空打死的，好等唐三藏怪悟空殺錯好人。 

生二：第二次悟空又一眼看出老婆婆是剛才的白骨精變

的，於是悟空再次用金箍棒打她，她又死了，於是唐三藏

阻撓悟空，以為悟空想不顧而去，其實悟空是想去追白骨

精的真身，但卻去不了。 

生三：白骨精變成老公公，悟空又想二話不說就打死他，

結果今次讓唐三藏提早阻止，但結果還是讓悟空打落深

澗，於是他又打算去追，結果又讓唐三藏阻撓，更被唐三

藏趕走了。 

師：很好。過程中你覺得唐三藏及悟空為人如何？ 

生一：唐三藏不相信悟空。 

升的地

方。 

 
 
 
 
 
 
 
增強學生

的自主學

習能力及

同儕互助

的能力。 

 
 
 
 
加強同學

運用「閱

讀六步

法」，內

化此技

能。 

 
 
 
 
 
加強學生

思考及探

索問題的

能力。 

加深學生

認識行為

描寫、語

言描寫以

及肖像描

寫。 

 
 
 
 
 

                                                 
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9%AA%A8%E7%B2%BE/3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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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唐三藏只信眼前的事物。 

生三：悟空太衝動，為何不先作解釋才行動。 

生四：悟空有勇無謀，果真㺅子也。 

師：對，這描寫很成功地使我們刻劃出他們各自的特點及

形象，這些描寫有行為描寫、語言描寫以及肖像描寫，大

家下次作文可以仿效一下。 

師：悟空是如何知道他們是妖？ 

生五：首先悟空聞到有妖氣，之後他再用火眼金睛一看就

知道了。 

師：白骨精兩次化身為人都失敗收場，為何她還不放棄

呢？ 

生六：因為他最終目的是先讓唐三藏生悟空的氣，然後趕

走悟空，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了，所以她才不改變方

法。 

師：作者寫白骨精多次幻化成不同形象，目的是什麼？ 

生七：目的是突顯白骨精詭計多端。 

生八：目的是顯示她法力高強。 

師：唐三藏說：「人以慈悲為本」是什麼意思？你認同嗎？ 

生九：看場合吧！如果他人懷有敵意，那麼我還要以慈悲

為本？ 

生十：如果這世間沒有惡，人好應該慈悲為本。 

生十一：我想起一句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無」。之於其他時間，我們就應以慈悲為本。 

師：唐三藏多次不相信悟空，如果你是悟空，你會不會改

變方法，不打白骨精？ 

生十二：我會扮無知，扮不知道他是妖精，等她自己露出

真面目，然後光明正大地收拾她。 

生十三：我會先觀察她，然後找出她的弱點，逼使她自我

招供。 

師：大家的方法都很聰明，看來有勇更要有謀，否則只會

落到悟空的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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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課：1.明天分組角色扮演一次《三打白骨精》，好好演繹

各人之神態及語調。 

   2.抄生詞。 

 
 
 
 
 
 
 
 
 
 
 
 
 
 
 
 
 
 
 
 
 
 
 
 
 
提升學生

演繹的技

巧或發掘

學生戲劇

的興趣或

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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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教學觀察表 

第一節 

層

面 
評鑑指標 

教學觀察 40% 

備註 

5 
優 
異 

4 
十 
分 
滿 
意 

3 
滿 
意 

2 
不
大 
滿 
意 

1 
不 
滿 
意 

0 
不
適
用 

一 

、 

推

動
依
納
爵
反

省
式
教
學
法 

1. 享受教學過程並關注學生學習境況  

(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 ☒ ☐ ☐ ☐ ☐ 

(2)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 ☒ ☐ ☐ ☐ ☐ 

(3) 採用的教學方法能配合學生的能力 ☒ ☐ ☐ ☐ ☐ ☐ 

 
2. 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精神、獨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 ☐ 

(2) 培養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概念(中文科適用)  ☒ ☐ ☐ ☐ ☐ ☐ 

(3)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 ☐ ☐ ☐ ☐ 

 
3. 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並培養學生擁有終身學習精神  

(1) 針對學生回答延伸問題 ☐ ☒ ☐ ☐ ☐ ☐ 

(2)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激發

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 ☒ ☐ ☐ ☐ ☐ 

 
 

 

 

 

 

 

 

二 

、 

尋
求

更
有
效
的
教
與

4. 目標達成及內容呈現  

(1) 教學目標切合學生程度 ☐ ☒ ☐ ☐ ☐ ☐ 

(2) 教學目標清晰、內容份量恰當 ☐ ☒ ☐ ☐ ☐ ☐ 

(3)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或教具 ☐ ☒ ☐ ☐ ☐ ☐ 

(4) 能在該課堂中完成既定目標，作出適

當的總結 

☐ ☒ ☐ ☐ ☐ ☐ 

(5) 於活動、選材上或講解等各方面照顧

能力差異的學生 

☐ ☐ ☒ ☐ ☐ ☐ 

 
5. 實施學習評量與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1) 選擇適切而多元的評量方式並適時檢

視學生學習情況 

☐ ☐ ☒ ☐ ☐ ☐ 

(2)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 ☒ ☐ ☐ ☐ ☐ 

 
6. 積極營造有序、互動的學習氣氛  

(1) 師生互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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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評語(優點與建議) 

1. 受評鑑教師優點是： 

（１） 老師能延申上一單元《三國演義》作引文，去介紹《西遊記》。 

（２） 老師能向學生介紹《西遊記》的史實及藍本。 

2. 具體的改進建議是： 

（１） 建議老師於課堂上運用網絡資料，播放《西遊記》的一小節給學生認識，吸引

學生注意及加深學生的印象。 

 

教學觀察表 

第二節 

學
方
式 

(2)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 ☐ ☐ ☐ ☐ 

(3) 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 ☐ ☐ ☒ ☐ ☐ ☐ 

(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 ☒ ☐ ☐ ☐ 

(5) 能激發學生思考/討論/提問/回應 ☐ ☒ ☐ ☐ ☐ ☐ 

 

三 

、 

關

愛

學

生

的

老

師 

7. 師生關係/課室管理  

(1) 維持良好教室秩序常規 ☐ ☒ ☐ ☐ ☐ ☐ 

(2) 授課生動、語音清晰、用詞恰宜 ☐ ☒ ☐ ☐ ☐ ☐ 

(3) 教具/黑板/視聽資源/運用恰當 ☐ ☐ ☒ ☐ ☐ ☐ 

(4) 能對課堂的特別狀況作適當的應變/危

機處理(如適用)  

☐ ☐ ☒ ☐ ☐ ☐ 

(5) 佈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體育

科適用) 
☐ ☒ ☐ ☐ ☐ ☐  

 

8. 培養學生品德成長  

(1) 傳授正向價值觀 ☒ ☐ ☐ ☐ ☐ ☐ 

(2) 適時讚賞品德表現優異的學生 ☒ ☐ ☐ ☐ ☐ ☐ 

(3) 尊重學生及公平處理學生問題 ☒ ☐ ☐ ☐ ☐ ☐ 

 

層

面 
評鑑指標 

教學觀察 40% 

備註 

5 
優 

異 

4 
十 

分 

滿 

意 

3 
滿 

意 

2 
不

大 

滿 

意 

1 
不 

滿 

意 

0 
不

適

用 

一 

、 

推

1.享受教學過程並關注學生學習境況  

(3)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 ☒ ☐ ☐ ☐ ☐ 

(4)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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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依

納

爵

反

省

式

教

學

法 

(5) 採用的教學方法能配合學生的能力 ☐ ☒ ☐ ☐ ☐ ☐ 

 
2.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精神、獨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 ☐ 

(2) 培養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概念(中文科適

用)  
☒ ☐ ☐ ☐ ☐ ☐ 

(3)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 ☐ ☐ ☐ ☐ 

 
3.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並培養學生擁有終身學習精神  

(2) 針對學生回答延伸問題 ☒ ☐ ☐ ☐ ☐ ☐ 

(3)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激發

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 ☐ ☐ ☐ ☐ ☐ 

 

 
 
 
 
 
 
 
二 

、 

尋

求

更

有

效

的

教

與

學

方

式 

4.目標達成及內容呈現  

(1) 教學目標切合學生程度 ☐ ☒ ☐ ☐ ☐ ☐ 

(2) 教學目標清晰、內容份量恰當 ☐ ☒ ☐ ☐ ☐ ☐ 

(3)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或教具 ☐ ☒ ☐ ☐ ☐ ☐ 

(4) 能在該課堂中完成既定目標，作出適

當的總結 
☐ ☒ ☐ ☐ ☐ ☐ 

(6) 於活動、選材上或講解等各方面照顧

能力差異的學生 
☐ ☒ ☐ ☐ ☐ ☐ 

 
5.實施學習評量與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2) 選擇適切而多元的評量方式並適時檢

視學生學習情況 
☐ ☐ ☒ ☐ ☐ ☐ 

(2)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 ☒ ☐ ☐ ☐ ☐ 

 
6.積極營造有序、互動的學習氣氛  

(1) 師生互動 ☒ ☐ ☐ ☐ ☐ ☐ 

(2)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 ☐ ☐ ☐ ☐ 

(3) 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 ☒ ☐ ☐ ☐ ☐ ☐ 

(6)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 ☐ ☐ ☐ ☐ 

(5) 能激發學生思考/討論/提問/回應 ☐ ☒ ☐ ☐ ☐ ☐ 

 
三 

、 

關

愛

學

生

的

老

師 

7.師生關係/課室管理  

(1) 維持良好教室秩序常規 ☒ ☐ ☐ ☐ ☐ ☐ 

(2) 授課生動、語音清晰、用詞恰宜 ☒ ☐ ☐ ☐ ☐ ☐ 

(3) 教具/黑板/視聽資源/運用恰當 ☐ ☐ ☒ ☐ ☐ ☐ 

(6) 能對課堂的特別狀況作適當的應變/危

機處理(如適用)  
☐ ☒ ☐ ☐ ☐ ☐ 

(7) 佈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體

育科適用) 
☐ ☒ ☐ ☐ ☐ ☐  

 



2017/2018 

P022 

 23 

 

 

 

综合評語(優點與建議) 

１． 受評鑑教師優點是： 

（１） 老師能引導學生探討《西遊記》的作者，使課堂充滿學術氣氛。 

（２） 老師能以唐代詩人的風格及性格引導學生與作者作比對，使學生能活用舊知

識，加強新知識。 

２． 具體的改進建議是： 

（１） 建議老師向學生解釋學術爭議的來源自於四大名著的評定其實是近代，並不是

成書時已列入四大名著，使學生知悉爭議的來源來自於後世的關注度。 

 

教學觀察表 

第三節 

8.培養學生品德成長  

(1) 傳授正向價值觀 ☒ ☐ ☐ ☐ ☐ ☐ 

(2) 適時讚賞品德表現優異的學生 ☒ ☐ ☐ ☐ ☐ ☐ 

(3) 尊重學生及公平處理學生問題 ☒ ☐ ☐ ☐ ☐ ☐ 

層

面 
評鑑指標 

教學觀察 40% 

備註 

5 
優 
異 

4 
十 
分 
滿 
意 

3 
滿 
意 

2 
不
大 
滿 
意 

1 
不 
滿 
意 

0 
不
適
用 

一 

、 

推
動
依
納
爵
反
省
式
教

學
法 

1.享受教學過程並關注學生學習境況  

(5)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 ☐ ☐ ☐ ☐ ☐ 

(6)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 ☒ ☐ ☐ ☐ ☐ 

(7) 採用的教學方法能配合學生的能力 ☐ ☒ ☐ ☐ ☐ ☐ 

 
2.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精神、獨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 ☐ 

(2) 培養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概念(中文科適用)  ☒ ☐ ☐ ☐ ☐ ☐ 

(3)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 ☐ ☐ ☐ ☐ 

 
3.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並培養學生擁有終身學習精神  

(3) 針對學生回答延伸問題 ☒ ☐ ☐ ☐ ☐ ☐ 

(4)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激發

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 ☐ ☐ ☐ ☐ ☐ 

 

 

 

 

4.目標達成及內容呈現  

(1) 教學目標切合學生程度 ☐ ☒ ☐ ☐ ☐ ☐ 

(2) 教學目標清晰、內容份量恰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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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評語(優點與建議) 

１． 受評鑑教師優點是： 

（１） 老師能從史實及小說當中分析唐三藏為人。 

（２） 老師能詳細地介紹了唐三藏於佛教史上的貢獻。 

（３） 老師能通過唐三藏頂骨舍利落戶日本，引起學生的關注及討論，從而教

導學生守護文物的重要。 

２． 具體的改進建議是： 

（１） 課堂上太多佛教專業用語，建議老師可以刪減一些。 

（２） 課堂上太多佛教用語並不常用，在讀音上有困難，故建議老師可以借機解釋一

下原因並刪減一些過多的用語。 

 

 

 

 

二 

、 

尋
求
更
有
效
的
教
與
學
方
式 

(3)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或教具 ☐ ☒ ☐ ☐ ☐ ☐ 

(4) 能在該課堂中完成既定目標，作出適

當的總結 

☐ ☒ ☐ ☐ ☐ ☐ 

(7) 於活動、選材上或講解等各方面照顧

能力差異的學生 

☐ ☒ ☐ ☐ ☐ ☐ 

 
5.實施學習評量與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3) 選擇適切而多元的評量方式並適時檢

視學生學習情況 

☐ ☒ ☐ ☐ ☐ ☐ 

(2)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 ☒ ☐ ☐ ☐ ☐ 

 
6.積極營造有序、互動的學習氣氛  

(1) 師生互動 ☐ ☒ ☐ ☐ ☐ ☐ 

(2)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 ☐ ☐ ☐ ☐ 

(3) 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 ☒ ☐ ☐ ☐ ☐ ☐ 

(8)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 ☐ ☐ ☐ ☐ 

(5) 能激發學生思考/討論/提問/回應 ☐ ☒ ☐ ☐ ☐ ☐ 

 

三 

、 

關

愛

學

生

的

老

師 

7.師生關係/課室管理  

(1) 維持良好教室秩序常規 ☐ ☒ ☐ ☐ ☐ ☐ 

(2) 授課生動、語音清晰、用詞恰宜 ☒ ☐ ☐ ☐ ☐ ☐ 

(3) 教具/黑板/視聽資源/運用恰當 ☐ ☐ ☒ ☐ ☐ ☐ 

(8) 能對課堂的特別狀況作適當的應變/危

機處理(如適用)  

☐ ☐ ☒ ☐ ☐ ☐ 

(9) 佈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體育

科適用) 
☐ ☒ ☐ ☐ ☐ ☐  

 

8.培養學生品德成長  

(1) 傳授正向價值觀 ☒ ☐ ☐ ☐ ☐ ☐ 

(2) 適時讚賞品德表現優異的學生 ☒ ☐ ☐ ☐ ☐ ☐ 

(3) 尊重學生及公平處理學生問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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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表 

第四節 

層

面 
評鑑指標 

教學觀察 40% 

備註 

5 
優 
異 

4 
十 
分 
滿 
意 

3 
滿 
意 

2 
不
大 
滿 
意 

1 
不 
滿 
意 

0 
不
適
用 

一 

、 

推
動
依
納
爵
反

省
式
教
學
法 

1.享受教學過程並關注學生學習境況  

(7)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 ☐ ☐ ☐ ☐ ☐ 

(8)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 ☐ ☐ ☐ ☐ ☐ 

(9) 採用的教學方法能配合學生的能力 ☒ ☐ ☐ ☐ ☐ ☐ 

 
2.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精神、獨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 ☐ 

(2) 培養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概念(中文科適用)  ☐ ☒ ☐ ☐ ☐ ☐ 

(3)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 ☐ ☐ ☐ ☐ 

 
3.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並培養學生擁有終身學習精神  

(4) 針對學生回答延伸問題 ☒ ☐ ☐ ☐ ☐ ☐ 

(5)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激發

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 ☒ ☐ ☐ ☐ ☐ 

 

 

 

 

 

 

 

 

二 

、 

4.目標達成及內容呈現  

(1) 教學目標切合學生程度 ☐ ☒ ☐ ☐ ☐ ☐ 

(2) 教學目標清晰、內容份量恰當 ☐ ☒ ☐ ☐ ☐ ☐ 

(3)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或教具 ☐ ☒ ☐ ☐ ☐ ☐ 

(4) 能在該課堂中完成既定目標，作出適

當的總結 

☐ ☒ ☐ ☐ ☐ ☐ 

(8) 於活動、選材上或講解等各方面照顧

能力差異的學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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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評語(優點與建議) 

１． 受評鑑教師優點是： 

（１） 老師能通過有趣的功課讓學生學習各人之神態及語調。 

（２） 老師能通過問題思想引導學生指出唐三藏的悟空於小說內的性格，並能引導學

生換思考，找出更聰明的解決方法。 

２． 具體的改進建議是： 

（１）建議老師把相關章節的學術文章，例如：為什麼白骨精是首個知道食唐僧肉會長生不

老的有趣分章分享給學生知道，加強趣味及思考性。 

 

 

 

 

尋
求
更
有

效
的
教
與
學
方
式 

5.實施學習評量與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4) 選擇適切而多元的評量方式並適時檢

視學生學習情況 

☐ ☒ ☐ ☐ ☐ ☐ 

(2)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 ☒ ☐ ☐ ☐ ☐ 

 
6.積極營造有序、互動的學習氣氛  

(1) 師生互動 ☐ ☒ ☐ ☐ ☐ ☐ 

(2)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 ☐ ☐ ☐ ☐ 

(3) 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 ☐ ☒ ☐ ☐ ☐ ☐ 

(10)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 ☐ ☐ ☐ ☐ 

(5) 能激發學生思考/討論/提問/回應 ☐ ☒ ☐ ☐ ☐ ☐ 

 

三 

、 

關

愛

學

生

的

老

師 

7.師生關係/課室管理  

(1) 維持良好教室秩序常規 ☐ ☒ ☐ ☐ ☐ ☐ 

(2) 授課生動、語音清晰、用詞恰宜 ☐ ☒ ☐ ☐ ☐ ☐ 

(3) 教具/黑板/視聽資源/運用恰當 ☐ ☐ ☒ ☐ ☐ ☐ 

(10) 能對課堂的特別狀況作適當的應變/危

機處理(如適用)  

☐ ☐ ☒ ☐ ☐ ☐ 

(11) 佈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體育

科適用) 
☐ ☐ ☒ ☐ ☐ ☐  

 

8.培養學生品德成長  

(1) 傳授正向價值觀 ☒ ☐ ☐ ☐ ☐ ☐ 

(2) 適時讚賞品德表現優異的學生 ☒ ☐ ☐ ☐ ☐ ☐ 

(3) 尊重學生及公平處理學生問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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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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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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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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