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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年輕人能看的、能聽的東西變多，但說、寫的

表達相對較少。 

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輸出？議論文是一個好途徑。組織想法，列點說明，動

之以情，曉之以理。表達不難，但有條理地表達則不易。 

有見及此，藉著《為學一首示子姪》這篇議論文，筆者設計了能提高學生

組織表達能力的教學及活動。 

 

《為學一首示子姪》選自《白鶴堂文稿》，題目中的「一首」是一篇首尾

完整的詩文，「示」是教導、指示之意。作者彭端淑因同族子姪很多，僅其祖

父直系就達 69 人之眾，但當時連一個文舉人都沒有，作者見狀，甚為憂心，急

而訓之，所以才寫出這篇文章。 

年輕人求學易犯的毛病，就是不能持之以恆、專心致志。天資聰穎的往往

恃才傲物，不肯腳踏實地，循序漸進；天資平庸的常常自暴自棄，不能立志向

學。文中以四川偏遠地方的和尚為例，證明肯努力終能成功。人的天賦才資並

非決定學業有否成就的條件，只有通過主觀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開首，以設問句破題，將天下事與為學並列比

較，點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的中心主題；文章還

列舉了「蜀鄙二僧之南海」的例子啟發子姪反思。透過文章分析，可以讓學生

了解如何運用正反立論及舉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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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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議論文 

1.介紹議論文三要素、正反

立論、舉例論證及引用論

證。 

2.介紹作者、課文背景及題

解。 

2019-05-02 1 

第二課節 
概覽全文翻

譯 

學習共同體——學生主導學

習，小組翻譯課文，師生共

同統整。 

2019-05-03 1 

第三課節 深究文意 

學習單——小組討論完成學

習單。師生共同討論課文內

容、問題及延伸議題。 

2019-05-06 1 

第四課節 模擬辯論賽 

辯題： 

1.中文堂應以普通話授課取

代粵語授課。 

2.電子教學能取代紙本教

學。 

2019-05-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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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能說出舉例論證及引用論證的特點。（基力 D-6-3） 

2. 掌握正反立論的用法。（基力 D-6-3） 

3. 能說出作者彭端淑的生平。（基力 D-4-6） 

4. 能解釋題目「為學一首示子姪」的意義。（基力 D-4-3） 

5. 能夠流暢而有感情地朗讀課文。（基力 D-2-3） 

6. 理解和積累文中的文言詞匯。（基力 D-9-3） 

7. 能說出課文的論點及論證方法。（基力 D-6-2） 

8. 體會立志、持之以恆對成功的重要性，明白不論資質如何，都應力學不倦。 

（基力 D-5-2） 

9. 能清楚、準確地把答案組織成完整句子並讀出，提高表達能力。（基力 B-2-3） 

10. 在辯論中，能運用正反立論、舉例論證、引用論證來證明己方的觀點。（基力 B-3-6） 

二、主要內容 

1. 通過詢問學生不同問題，知悉立場，然後讓學生就自己的立場思考該如何說服他人，學生

說服他人的理據正是運用了正反立論及兩種論證方法。老師根據學生的回答逐一解釋正反

立論及兩種論證方法的特點，並歸納出論點、論據、論證。 

2. 了解作者、文言詞匯，學生嘗試自行翻譯課文，師生共同賞析課文，通過學習單歸納出課

文的議論文三要素，並討論與課文相關的延伸問題。 

3. 舉辦模擬辯論賽，讓學生就不同議題不同立場，學習運用正反立論、舉例論證、引用論

證，以進行辯論。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學習共同體——課堂中大部分時間會讓學生以分組形式，例：全班 28 位同學，分為 7

組，每 4 人一組，分工包括：1 位組長負責指導組員完成習題（若組長不懂須及時詢問老

師）及統整意見，1 位同學負責書寫答案，1 位同學負責上台發言，1 位同學負責留意時間

及監督。全組同學須共同思考並統一答案，以此完成翻譯及學習單。 

2. 學習單——根據課文內容設計學習單，有助統整課文，找出論點；亦能訓練同學的歸納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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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擬辯論賽——全班分為 4 組，每組 7 人，抽選辯題，於最後一節課兩兩辯論，考驗同學

是否懂得運用正反立論、舉例論證及引用論證。 

四、教學重點 

1. 掌握文章的論點及正反立論。（基力 D-6-2） 

2. 掌握論證方法：舉例論證及引用論證。（基力 D-6-3） 

3. 評價作者的觀點及建立正確的求學態度。（基力 D-6-1） 

五、教學難點 

1. 能清楚、準確地組織完整句子並讀出，提高表達能力。（基力 B-2-3） 

2. 能運用正反立論、舉例論證、引用論證來證明觀點。（基力 B-3-6） 

六、教學用具 

1. 教科書（培生《初中互動中國語文》中二下）。 

2. 教學簡報（PowerPoint）。 

3. 動畫影片。 

4. 黑板。 

5. 學習單。 

6. E-class學習平台。 

七、單元教學部分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B-2-3 說話有條理，注意語言的邏輯；能運用恰當的開頭、過渡和結尾。 

B-3-6 辯論問題時，認真聆聽各方的觀點與言說依據，有理有據地提出自己的觀點。通過辯

論，提高對所辯問題的認識。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3 能利用上下文語境，理解關鍵語句的含義。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6-1 能弄清楚議論類文本涉及的話題，把握作者的觀點。 

D-6-2 能把握論點與支持論點的材料之間的聯繫。 

D-6-3 能分析議論類文本的論證思路和論證方法。 

D-9-3 積累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式，提升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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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為學一首示子姪》 人數 28 人 

實施年級 初二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5 月 2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5

月 

2

日 

一 第一

節：

認識

議論

文 

 

 

 

 

 

 

 

 

 

 

 

 

 

 

 

 

 

 

 

 

 

 

 

 

 

 

 

 

 

 

 

 

 

 

 

 

 

 

 

 

 

 

 

 

 

 

 

 

 

 

 

 

 

 

 

 

 

 

 

 

 

 

 

 

一、 課堂引入 

 

1. 思考問題。 

 

(1) 在未有飛機的時候，萊特兄弟常常希望能

像雀鳥一樣飛到天上，人們都笑他們在做夢。

為甚麼？。 

（預期回答：因為這件事沒有可能，實在太不
可思議。） 

 

(2) 1903年，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終於發生

了。為甚麼萊特兄弟能成功？ 

（預期回答：因為他們不怕困難，努力不

懈。） 

 

(3) 這證明了甚麼？ 

（預期回答：只要不怕艱辛，勇於嘗試，很多
困難都能解決。） 

 

(4) 大家覺得這個道理能應用在何處？ 

（預期回答：學習上／學習新事物。） 

 

(5) 今天所學的課文正是論述長輩訓勉後輩要

努力學習。對於年輕人來說，學習尤其重要，

各位也經常聽師長勸喻要多學習，那如果你是

長輩，你會怎樣勸喻後輩努力學習呢？ 

（預期回答：努力學習能取得好成績，成績好

讀書好能找到好工作。） 
 

(6) 各位覺得這樣有足夠說服力嗎？如果不

夠，要如何增加說服力？ 

（預期回答：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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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說出

舉例論

證及引

用論證

的特

點。 

 

 

 

 

 

 

 

 

 

 

 

 

 

 

 

 

 

 

 

 

 

 

 

 

 

 

 

 

 

 

 

 

 

 

 

 

 

 

D-6-3 

 

 

 

 

 

 

 

 

 

 

 

 

 

 

 

 

 

 

 

 

(7) 「著名作曲家貝多芬，每天練習數小時的

樂器，即使失聰，仍繼續作曲，每天多花幾倍

時間練習，最終成為一個出色的音樂家。這證

明了勤奮可以令我們成功。」增加了這事例是

不是更能說服別人？還有其他增加說服力的方

法嗎？ 

（預期回答：能。還有數據、名人的話等。） 
 

(8) 沒錯，引用「勤奮是成功之母，懶惰乃萬

惡之源。」這句名言能增加說服力。 

 

(9) 那如果提出「不努力學習會失敗」，或舉

出「方仲永不學習故變為普通人一樣」這個例

子，能說明後輩努力很重要嗎？ 

（預期回答：能。） 

 

小結：議論文除了有系統地提出論點外，「說

服別人」亦尤其重要。剛才一系列的問題中，

其實我們已經運用了很多種議論方法，以下老

師將逐一說明。 

 

二、 課堂發展 

1. 重溫議論文三要素——論點、論據、論

證。 

 

2. 介紹論證方法——舉例論證、引用論證。 

 

 

 

 

 

 

 

 

 

 

 

 

 

 

 

 

 

 

 

 

 

 

 

 

 

1. 教科書 

2.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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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正

反立論

的用

法。 

 

 

 

 

 

 

 

 

3. 能說出

作者彭

端淑的

生平。 

 

 

 

 

 

4. 能解釋

題目

「為學

一首示

子姪」

的意

義。 

 

5. 能夠流

暢而有

感情地

朗讀課

文。 

 

D-6-3 

 

 

 

 

 

 

 

 

 

 

 

D-4-6 

 

 

 

 

 

 

 

 

D-4-3 

 

 

 

 

 

 

 

D-2-3 

 

 

 

 

 

 

 

D-6-3 

 

3. 解釋正反立論的用法。 

 
 

4. 介紹作者及文本資料。 

(1) 作者：彭端淑。 

  字儀一，號樂齋，清代文學家。 

  端淑十歲能文，十二歲入縣學。為人正

直，不喜歡別人送禮物給他，任官期間深受百

姓信賴，但也因品行端正而得罪不少大官。 

  著有《國朝文錄》、《晚年詩稿》、《白

鶴堂文稿》等書。 

 

(2) 文本資料： 

  本文選自《白鶴堂文稿》。 

  題目中的「一首」即一篇；「示」即指

示、訓示；「子姪」在此文為對後輩的通稱。 

  作者因同族子姪很多，僅其祖父直系就達

69 人之眾，但當時連一個文舉人都沒有，作

者見狀，甚為憂心，急而訓之，所以才寫出這

篇文章。 

 

5. 整體感知課文。 

(1) 老師範讀課文，學生留意難讀字音及停

頓。 

(2) 學生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3) 老師糾正學生發音錯誤的字詞。 

 

三、 課堂總結 

 提出問題，引導學生作總結： 

問：當我們支持一個觀點的時候，可以用哪些

方式說明並加強說服力？ 

預期回答：(1)運用正反立論，令論點更全面

清楚。(2)運用舉例論證及引用論證，使觀點

更具說服力。 

因此，在寫議論文或表達觀點時，可運用以上

方式，效果更佳。 

 

 

 

 

 

 

 

 

 

 

 

 

 

 

 

 

 

 

 

 

 

 

 

 

 

 

 

 

1. 教科書 

3.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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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業佈置 

請同學預習全文翻譯，翌日將進行分組討

論（全班 28人，每 4人一組，共 7組）並共

同完成全文翻譯。 

 

 

總體板書設計： 

 

難字拼音： 
1. 逮 dài 

2. 怠 dài 

3. 迄 qì 

4. 屏 bǐng 

5. 卒 zú 

6. 鄙 bǐ 

7. 僧 sēng 

8. 恃 shì 

9. 缽 b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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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為學一首示子姪》 人數 28 人 

實施年級 初二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5 月 3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5

月 

3

日 

一 第二

節：

概覽

全文

翻譯 

 

 

 

 

 

 

 

 

 

 

 

 

 

 

 

 

 

 

 

 

 

 

1. 理解和

積累文

中的文

言詞

匯。 

 

 

2. 能清

楚、準

確地把

答案組

織成完

整句子

 

 

 

 

 

 

 

 

 

 

 

 

 

 

 

 

 

 

 

 

 

 

D-9-3 

 

 

 

 

 

 

 

 

B-2-3 

一、 課堂引入 
 

1. 故事影片播放。 

 
播放《窮和尚與富和尚》的動畫，能讓學

生更清楚文中的故事內容，亦能配合預習，更

好地進行小組翻譯。 

 

二、 課堂發展 

1. 分組討論並翻譯課文。 

全班 28位同學，分為 7組，每 4人一

組。分工包括：1位組長負責監督及帶領同

學，1位同學負責書寫，1位同學負責上台發

表， 1位同學負責計時及分配進度。 

全組的 4位同學須共同思考翻譯並統一答

案。 

 

2. 發表翻譯及點評。 

二十分鐘後，老師會抽出一組，該組的代

表上台讀出該組的翻譯內容。 

若其他組別發現該組翻譯有誤的地方可隨

時舉手更正；若沒有組別更正，將由老師進行

點評。 

 

 

 

 

 

1. 動畫影

片 

 

 

 

 

 

 

 

 

 

 

 

 

 

 

 

 

 

 

 

 

 

 

 

 

2. 教科書 

3.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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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讀

出，提

高表達

能力。 

 

三、 課堂總結 

  老師總結同學在發表時的優缺點，以及口

語表達時需注意的事項：(1)聲量須大且清

晰。(2)用詞須規範有禮。(3)站姿須端正。

(4)眼神須與觀眾有交流。 

 

四、 作業佈置 

  課文的參考翻譯將放於 E-class，同學可

下載並抄寫。 

 
 

 

 

4. 黑板 

 

 

 

 

 

 

5. E-class 
 

總體板書設計： 

 

口語表達時須注意的事項： 
(1)聲量須大且清晰。 

(2)用詞須規範有禮。 

(3)站姿須端正。 

(4)眼神須與觀眾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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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為學一首示子姪》 人數 28 人 

實施年級 初二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5 月 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5

月 

6

日 

一 第三

節：

深究

文意 

 

 

 

 

 

 

 

 

 

 

 

 

 

 

 

 

 

 

 

 

 

 

 

 

 

 

 

 

 

 

 

 

 

 

 

 

 

 

 

 

 

 

 

 

 

 

 

 

 

 

 

 

 

 

 

 

 

 

 

 

 

 

 

 

 

 

 

 

 

 

 

 

一、 課堂引入 

 

1. 複習正反立論及論證方法。 

 

(1) 詢問學生何謂正反立論。 

（預期回答：為了論證某個論點，從正反兩方
面論述同一件事情，並對照、比較。） 

 

學生回答後，可讓學生舉出相關例子。教師亦

可補充例子： 

論點：學生應穿校服上學 

正面立論：學生穿校服上學能有歸屬感，服裝

統一且整齊…… 

反面立論：學生穿便服上學會沒有統一感，不

整齊…… 

通過正反立論的比較，能令論點更全面清楚，

使文章更具說服力。 

 

(2) 詢問學生本單元教了哪兩種論證方法及其

定義。 

（預期回答：舉例論證是指舉出生活事例、歷

史事例或合乎常理且完整的事例作為論據。引
用論證是指援引名言、諺語或科學定理作為論
據。） 

無論是舉例論證或是引用論證，都能令文章更

具說服力。 

 

教師補充例子： 

【舉例論證】方仲永天資聰慧卻在後天沒有繼

續學習最終「泯然眾人矣」的故事，說明了人

即使天賦很高，如果不努力學習，也很難取得

成績。 

【引用論證】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人就跟玉一樣，需接受良好的

教育及各種磨練，才能有所成就。 

 

 

 

 

 

 

 

 

 

 

1. 黑板 

 

 

 

 

 

 

 

 

 

 

 

 

 

 

 

 

 

 

 

2.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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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清

楚、準

確地把

答案組

織成完

整句子

並讀

出，提

高表達

能力。 

 

 

 

 

 

 

 

 

 

 

 

 

 

 

 

 

 

 

 

 

 

 

 

 

 

 

 

 

 

 

 

 

 

 

 

B-2-3 

 

 

 

 

 

 

 

 

 

 

(3) 詢問學生課文有否運用舉例論證及引用論

證，引領學生回憶課文。 

（預期回答：課文有一處運用了舉例論證，就

是「蜀鄙二僧之南海」這個故事。） 
（預期回答：課文沒有引用論證，「聖人之

道，卒於魯也傳之」此句並不是名言、諺語或
科學定理，所以不是引用論證，而且也不是完
整的故事，所以也不是舉例論證。） 

 

老師引領學生回憶「蜀鄙二僧之南海」的

故事，南海是指普陀山，佛教勝地，是兩位和

尚一直想去的地方。 

 

在回憶課文內容的同時，老師可引伸出學

習單，透過學習單讓學生統整全文內容。 

 

二、 課堂發展 

1. 分組完成學習單。 

沿用上一堂的分組方式：全班 28位同

學，分為 7組，每 4人一組。分工包括：1位

組長負責指導組員完成習題（若組長不懂須及

時詢問老師）及統整意見，1位同學負責書寫

答案，1位同學負責上台發表， 1位同學負責

留意時間及監督。 

全組的 4位同學須共同思考並統一答案。 

 

學習單上的最後一題是開放題，小組需討

論彼此的事例，並選擇其一例作為答案。（可

選有對比性、較完整及深刻的事例） 

 

十五分鐘後，老師會抽出組別回答第一

題，接著抽另一組回答第二題，以此類推，第

六題將抽兩組作答。（老師須引導學生把表格

的答案組織成完整句子作答。） 

 

 

 

 

 

 

 

 

 

 

 

 

 

 

 

 

 

 

 

 

 

 

 

 

3. 學習單 

4.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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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說出

課文的

論點及

論證方

法。 

 

 

 

 

 

 

3. 體會立

志、持

之以恆

對成功

的重要

性，明

白不論

資質如

何，都

應力學

不倦。 

 

 

 

 

 

 

 

 

 

 

 

 

 

 

 

 

 

 

 

 

 

 

D-6-2 

 

 

 

 

 

 

 

 

 

 

 

 

 

 

 

 

 

 

D-5-2 

 

2. 正反立論的運用。 

分析課文如何運用正反立論，讓學生找出

文中的正反立論例子。 

（預期回答：「蜀鄙二僧之南海」這故事的窮
和尚和富和尚，運用了正反立論。） 

（預期回答：課文第一段「天下事有難易乎？
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
矣。」當一件事你肯去做，難事也能變簡單，

這是正面觀點；而一件事不去做，很簡單也會
變難，這是反面觀點。）等等。 
 

三、 課堂總結 

1. 引導學生作總結： 

  寫作手法方面，本文主要運用了正反立論

及舉例論證。兩者的作用是？ 

（預期回答：正反立論是通過對照及比較，令
論點更全面清楚，也使文章更具說服力；而舉

例論證同樣能令論點清晰，令文章更具說服
力。） 

 

2. 通過完成學習單，我們能統整出全文重要

概念： 

 

論點 

求學沒有難易之分； 

學就容易，不學就困難。 

 

以「蜀鄙二僧之南海」的例子論證努力比

資質重要； 

例子 

想到南海，行動力比物質條件重要。 

論證 

學習時，努力比資質重要。 

 

最後得出結論。 

結論 

學習的成敗關鍵， 

不在於天資高低，而在於後天努力。 

 

課文運用了舉例論證「蜀鄙二僧之南海」

及多個正反立論，最終得出結論，亦即是中心

主旨：學習的成敗關鍵不在於天資高低，而在

於後天努力的道理。 

 

 

 

 

 

 

 

 

 

 

 

 

 

 

 

 

 

 

 

 

 

 

 

 

2.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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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業佈置 

下一堂將進行模擬辯論賽，同學將重新分

組，全班 28人，每 7人一組，共 4組。抽選

辯題並兩兩辯論，每位同學皆須查找並整理資

料，建議運用正反立論、舉例論證及引用論

證。 

 
辯題： 
1.中文堂應以普通話授課取代粵語授課。 

2.電子教學能取代紙本教學。 

 

總體板書設計： 

 

 

（論點） 
學生應穿校服上學 

 

（正面立論） 
穿校服上學有優點 

 

（反面立論） 
不穿校服沒有優點 

 

1. 生活事例 

2. 歷史事例 

3. 合乎常理且完整的事例 
舉例論證 

 

引用論證 

 1. 名言 

2. 諺語 

3. 科學定理 

作用：令論點更清晰，令文章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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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為學一首示子姪》 人數 28 人 

實施年級 初二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5 月 7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5

月 

7

日 

一 第四

節：

模擬

辯論

賽 

 

 

 

 

 

 

 

 

 

 

 

 

 

 

 

 

 

 

 

 

 

1. 在辯論

中，能

運用正

反立

論、舉

例論

證、引

用論證

來證明

己方的

觀點。 

 

 

 

 

 

 

 

 

 

 

 

 

 

 

 

 

 

 

 

 

 

 

B-3-6 

 

一、 課堂引入 
 

1. 規則介紹。 

 每一組分工如下： 

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結辯（另外 3位

同學須於自由辯論環節發言） 

 發言時間分別如下： 

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1.5分鐘 

結辯：2分鐘 

自由辯論時間：正反各 2分鐘 

自由辯及結辯前的準備時間：各 0.5分鐘 

 

除結辯外，其他發言次序皆為正方反方。 

自由辯論環節，每次只可派一位辯論員發

言，每位辯論員必須最少發言一次。 

辯論過程中不能有任何人身攻擊或任何

粗俗、不恰當的言論。 

 

二、 課堂發展 

 

1. 進行模擬辯論賽。 

 

 

 

 

 

 

 

1.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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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堂總結 

老師點評同學於模擬辯論賽中的表現： 

(1)內容是否恰當、有說服力，是否運用到論

證方式及正反立論。 

(2)聲量及咬字是否清晰，表達是否有條理。 

(3)姿態及言論是否有風度。 

 

四、 作業佈置 

  根據老師的點評，同學可檢討自己的表

現，未來做得更好！ 

 

 

 

 

 

 

 

 

 

 

 

 

2. 黑板 

總體板書設計： 

 

於模擬辯論賽中須注意的事項： 
(1)內容恰當、有說服力，運用論證方式及正反立論。 

(2)聲量及咬字清晰，表達有條理。 

(3)姿態及言論有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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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試教評估 

  教案所設計的教學流程能基本完成且流暢，但時間控制方面仍有不足。 

(1) 課堂內容設計方面：本單元的重溫部分較多，尤其第三節，完成學習單後，較少時間解釋

學習單的編排，例如論點為何是從第一段內容所得，未能令學習單

的作用發展至最大。 

通過課堂觀察，學習單的難易度是適切學生的學習程度，能讓學生

對課文內容作逐步分析，最後作出統整歸納。 

而翻譯方面，本文的文言詞匯不難理解，在參考書本的詞語解釋及

觀看動畫影片後，學生較容易把全文翻譯出來，唯語句組織上稍不

通順，整體而言是一篇較適合學生自主翻譯的課文。 

此外，本單元較集中於知識的傳授，在情意及生命教育方面略有疏

忽，學習單上有一道開放題，同學只在這部分有機會反思自身，審

視努力在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但對於此題的時間安排較少，同學缺

乏互相討論，未能真正發揮延伸題的效用。相對地，學生對本單元

的知識重點掌握較好，對往後的議論文學習有很好的幫助。 

(2) 表現方面：大部分學生都能投入課堂，協同完成小組工作，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討論學習單時，學生基本都能參與討論並完成答案；而模擬辯論賽，學生既

緊張又興奮，所有辯論員都能提出實例及名言來證明己方立場，有效掌握各種

論證方法，對於一些即興對答，更是笑料頻發，顯然是一次效果不錯的嘗試。 

(3) 評量方面：能讓學生於課堂最後總結出全文概念，較好地知悉他們對教學重點已基本掌

握，例如正反立論的運用及論證方法的特點，以及透過討論課文內容，學生能

建立正確的求學態度。 

 

2. 反思建議 

(1) 由於時間較緊迫，老師在講解的時候可能稍快，未能關顧一些沒發表意見的學生。在提問

時，老師雖給予適切的待答時間，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考；但在學生發表答案後，

老師還應詢問其他同學是否有另外的答案，不能因為一組同學答對而疏忽其它答案；亦可

詢問學生如何分析得出此答案，這更能評量學生的掌握程度。 

(2) 在學生發表答案後，老師雖有正面稱讚，但當時間緊迫時會有所忽略；老師亦可提醒其他

同學以掌聲鼓勵發表者。 

(3) 在進行分組討論的過程中，老師能清楚地提示學生剩餘的討論時間，但多次提醒時間，可

能令學生心理壓力較大，建議最後五分鐘才加緊催促。 

(4) 對於模擬辯論賽，有小部分學生欠缺認真準備，老師可利用課後時間加以督促及指導同學

如何準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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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若能更恰當地分配時間，教學安排可做得更全面，對學生的評量亦能更準

確。而課堂設計方面，須加強情意及生命教育，若能增加時間讓學生在延伸題上多作討論，

能培養他們的批判性及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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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1.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中二下)》（2015）。香港：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2. 初中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中文）。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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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學習單 

《為學一首示子姪》學習單 

 

1.根據課文第一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天下事  為學 

為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學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不為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不學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1)天下事有難易的區別嗎？人之為學有難易的區別嗎？                    

(2)難易關鍵在於什麼地方？                       

 

2.根據課文第一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資質 理論上 過程 結果 實際上 

平庸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不影響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不影響 

聰敏 
□對學習有幫助 

□對學習沒效果 
  

□對學習有幫助 

□對學習沒效果 

(1)先天的資質是否一定能決定後天成就？若不是，那取決於甚麼？               

 

3.根據課文第二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願望 物質條件 準備工具 行動力 結果 

貧和尚  ☐優 □劣  □有 ☐無 □到達☐沒有到達 南海 

富和尚  □優 ☐劣  ☐有 □無 ☐到達□沒有到達 南海 

(1)由此可見，想要到達南海，         比         重要。 

 

4.根據課文第三段內容，完成表格。 

 看起來 過程 結果 實際上 

聰敏 
□可以依賴 

□不可依賴 
 

□力求上進 

□自甘失敗 

□可以依賴 

□不可依賴 

昏庸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沒有限制 
 

□力求上進 

□自甘失敗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沒有限制 

 

5.統整全文重要概念，把答案填在橫線上。 

論點 論證 例子 結論 

求學    難易之分； 

學就   ，不學就    

學習時，     比 

      重要 

想到南海，    比 

      重要 

學習的成敗關鍵 

在於         

不在於         

 

6.試舉出一個生活上的事例，證明「成功在於後天努力而非先天資質」。 

組員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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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一首示子姪》學習單 

 

1.根據課文第一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天下事  為學 

為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學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不為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不學 容易變困難  □困難變容易 

(1)天下事有難易的區別嗎？人之為學有難易的區別嗎？   沒有區別，可難可易       

(2)難易關鍵在於什麼地方？     做/學習就能易；反之就難         

 

2.根據課文第一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資質 理論上 過程 結果 實際上 

平庸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不影響 

天天學習，持之以恆不鬆

懈 
學有所成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不影響 

聰敏 
對學習有幫助 

□對學習沒效果 
沒有加以利用 

與平庸愚鈍的人沒有區

別 

□對學習有幫助 

對學習沒效果 

(1)先天的資質是否一定能決定後天成就？若不是，那取決於甚麼？   不是，要視乎努力    

 

3.根據課文第二段內容，完成表格，並回答問題。 

 願望 物質條件 準備工具 行動力 結果 

貧和尚 想到南海 ☐優 劣 一水瓶一飯缽 有 ☐無 到達☐沒有到達 南海 

富和尚 想到南海 優 ☐劣 僱船 ☐有 無 ☐到達沒有到達 南海 

(1)由此可見，想要到達南海，  行動力   比  物質條件   重要。 

 

4.根據課文第三段內容，完成表格。 

 看起來 過程 結果 實際上 

聰敏 
可以依賴 

□不可依賴 
自以為聰明而不學習 

□力求上進 

自甘失敗 

□可以依賴 

不可依賴 

昏庸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沒有限制 

不受資質平庸限制而努力學習、堅

持不懈 

力求上進 

□自甘失敗 

□對學習有限制 

對學習沒有限制 

 

5.統整全文重要概念，把答案填在橫線上。 

論點 論證 例子 結論 

求學 沒有 難易之分； 

學就 易 ，不學就 難  

學習時，  努力 比 

  資質  重要 

想到南海， 行動力 比 

  物質條件 重要 

學習的成敗關鍵 

在於  後天努力   

不在於  天資高低   

 

6.試舉出一個生活上的事例，證明「成功在於後天努力而非先天資質」。 

組員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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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教科書（培生《初中互動中國語文》中二下） 

 

2.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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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畫影片 

 

4. E-class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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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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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課堂照片 

1. 分組討論翻譯 

 

2. 分組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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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擬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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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成品 

1.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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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擬辯論賽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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