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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童詩中的詞句是以兒童的口吻來創作的，最貼近兒童的語言，低小的學生較

有興趣學習童詩。而童詩的篇幅相對較短，內容中常常運用了比喻、擬人等寫作

技巧，對學生來說有趣味性，童詩具有豐富的想像力、聯想力和創造力，所以學

習童詩能加強學生的文學素養。 

 本單元嘗試透過理解課文，認識童詩的特點，利用課文引導和鼓勵學生進行

童詩的創作。因為童詩字數較短，不需要用很多字、很多句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故對初小的學生來說，仿作童詩會讓學生較為輕鬆，減少他們的寫作壓力。本次

仿寫的內容以課文出現的擬聲詞和擬人法為主，讓學生在寫作練習中可以感受寫

作手法在童詩的作用，同時可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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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一）認知目標： 

        1.能認讀課文字詞。 

        2.能理解課文字詞詞義。 

    3.能理解課文內容。 

        4.學習複合筆畫：橫彎鈎。 

        5.認識擬聲詞。 

6.認識擬人法。 

  （二）技能目標： 

    1.能正確地朗讀課文。 

    2.能用完整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 

    3.能仿寫出童詩。 

        4.能運用擬人法造句。 

    5.能參與討論，樂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6.能和組員達成共識。 

    (三）情意目標： 

    1.培養出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 

    (四）共通能力： 

        1.培養觀察力。 

        2.培養協作能力。 

        3.培養創作力。 

 

二、主要內容: 

  《小蝸牛》是澳門版「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小學一年級下冊單元六的課文，本單元

的教學主題是「動物也聰明」。這篇文章是一篇詩歌，講述小蝸牛四處尋找合適的居所，卻

遇到令自己有所害怕的事情，但最後小蝸牛都鼓勵勇氣，面對害怕和困難。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透過不同的朗讀形式，學生在全體朗讀、自行朗讀和分組朗讀中，增加對課文的了

解，而且根據童詩的內容，再為童詩配以動作，使學生一邊朗讀的同時，一邊做動

作，加深了他們對課文的印象，也為朗讀課文帶來趣味，提高了學習興趣，同時在朗

讀過程中，請學生自行圈出不懂的字詞，並請小組內的組員互相指導，培養學生合作

學習，以及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2.在學習擬聲詞方面，先透過合作學習的「Two-Box Induction」(二盒歸納)，使學生先

觀察和討論這些詞語的共同之處，再自行歸納出它們的特點，在過程中學生自行建

構、自行分析、思考和歸納，也需學習在小組達成共識，培養個人能力，同時再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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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聲音檔讓學生猜測是何物所產生的聲音，再學習該擬聲詞，為課堂提高趣味

性，在遊戲中學習，以及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3.學生通過對課文的理解，結合已有知識，讓學生自由發揮，進行仿作。在寫作的過程

中， 

 學生先和組員討論，達成共識，再進行個人的寫作訓練，讓每位學生都能參與課堂活

動， 

 從而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創作力。 

 

四、教學重點： 

  1.深入理解課文。 

  2.掌握課文字詞詞義。 

  3.辨別出筆畫「橫彎鈎」。 

  4.能區別不同動/物所用的擬聲詞。 

  5.模仿課文仿作童詩。 

  6.用辨別出擬人法。 

  7.能運用擬人法創作句子。 

 

五、教學難點： 

  本單元的教學難點分別有： 

（一）認識擬聲詞：在日常生活中，四周常常充滿着不同的聲音，然而對於低小的學生來

説，卻沒有真正學習過一些關於模仿聲音的詞語。雖然學生對於某些常

接觸或常見的東西之聲音較熟悉，例如：小狗、小貓、羊的聲音，但也

不一定能認出模仿它們聲音的字詞，而對於一些自然現象，生活物件或

較少接觸的動物，可能會懂得口語時的發音，但卻不認識它們在書面語

時的表達。 

 (二)童詩仿作：對於一年級的學生，童詩仿作是第一次的嘗試，對於他們來是較為陌生，

而因需根據課文的形式進行仿寫，學生需對所寫之物具有一定認識，以

及需知道它們的擬聲詞，但部分學生在這方面的知識或許會較為薄弱，

在創作上可能會帶來困難。 

 (三)認識擬人法及運用其造句：擬人法是本學年第二個學習的修辭手法，這種修辭法對於

學生來説較為陌生，而少部分學生還處於「萬物皆有靈」的階段，所

以還沒有很好「物」的概念，而且因詞彙量有限，他們不認識某些描

述人行為或表情的字詞，有可能引致他們在區別擬人法和利用擬人法

造句時帶來困難。 

 

六、教學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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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擬聲詞字卡、擬聲詞聲音檔、工作紙、板書。 

 

七、教學課時： 

整單元用四課節完成，每教節 40分鐘。 

 

 

 

八、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日期 課時 

第一節 <<小蝸牛>>

之感悟課文 

1.從自主學習中認讀課文及字詞。 

2.初步理解課文內容。 

3.初步了解詞義。 

2019/5/6

(一) 

１ 

第二節 <<小蝸牛>>

之感知課文

及擬聲詞 

1.歸納課文內容。 

2.從小組活動中辨別筆畫「橫彎

鈎」。 

3.從合作學習中辨認出不同的動/物的

擬聲詞。 

2019/5/7

(二) 

１ 

第三節 <<小蝸牛>>

之童詩仿作 

1.能模仿課文的形式，創作童詩。 2019/5/8

(三) 

１ 

第四節 <<小蝸牛>>

之擬人法 

1.學習擬人法的特點。 

2.運用擬人法造句。 

2019/5/9

(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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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案 

第一節教案 

 

班級 P1 科目 中文 人數 27 課時 40分鐘 日期 2019年 5月 6日(星期一 ) 

課題 小蝸牛 

教 

學 

目 

標 

認知 

1.能朗讀出課文。 

2.能認讀出字詞：蝸牛、爬、湖邊、怕、

青蛙、蜜蜂 

3.説出字詞的意思：爬、怕、嚇、刺 

1.能主動指導及請教組員。 

2.能按照筆順書寫出字詞：蝸牛、爬、湖

邊、怕 

情意 

1.培養出敢於面對困難的態度。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C-1-3 
能掌握漢字基本筆畫及其書寫方

法，欣賞漢字筆畫的藝術感。 

C-1-5 能按筆順規則寫字。 

D-1-6 能用粵語或普通話正確、流利，有

感情、有節奏地朗讀課文。 

D-1-10 能聯繫上下文和生活經驗理解詞語

和句子的意思和作用，並能在閱

讀中積累詞彙。 

教材 

分析 

本篇文章為詩歌，記述小蝸牛尋找居住地的經過。在語文知識方面，學習複合筆畫「橫彎鈎」

和擬聲詞，而文章當中也運用到擬人的修辭手法。 

學情

分析 

1.學生已有學習詩歌的經驗。  

2.學生在書寫文字時具有從左至右，上至下的順序概念，也懂得區分左右結構、左中右結構和

半包圍結構。 

3.學生己認識「水」部的變形部首。 

重點

難點 

1.掌握蝸牛、爬、湖邊、怕、青蛙、蜜蜂的讀音。 

2.理解爬、怕、嚇、刺的詞義。 

3.能正確地按筆順寫出蝸牛、爬、湖邊、怕。 

教材 「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澳門版小學一年級下冊 

課前

導入 

 

一、導入--圖片猜猜猜： 

1.在投影片上展現蝸牛的局部圖片，請學生猜猜圖中的動物。 

教師：今天，我們要學習一篇關於蝸牛的課文，牠想找地方住下來，牠

會去哪些地方呢？ 

板書課題：《小蝸牛》 

教具 
教學 

時間 

教學 

評量 

PP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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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二、初讀課文，讀準字詞 

教師提問： 

1.請問這篇文章可以分到自然段嗎？(不可以) 

2老師：本篇課文和我們之前所學的不一樣，它是屬於詩歌，而詩歌是

以節作為區分的，我們一起來數數文中分了多少節？(師生一起數出 3

節) 

3.學生自由朗讀課文，在朗讀的過程中圈出不會的字詞。 

4.學生間互想教導彼此間不懂的讀音。 

4.教師展示字詞：(蝸牛、爬、湖邊、怕、青蛙、蜜蜂) 

  小組成員互討論和指導讀音，若遇上全組不懂的字詞讀音，全組向教

師提問。 

5.分小組讀出字詞讀音，全班核對並齊讀該字詞。  

6.全班朗讀老師展示的字詞。 

7.學生跟隨教師朗讀課文。 

8.學生朗讀課文。 

9.男生朗讀第一節，女生朗讀第二節，全班一起讀第三節。 

三、認識詞義 

1.教師提問： 

 小蝸牛是怎樣活動的？(牠是用爬的)(請學生示範「爬」的動作) 

 小蝸牛想去哪些地方住下來？(湖邊、花間)(展示圖片，請學生示

意圖中那個位置才是湖邊) 

 為甚麼小蝸牛不敢在湖邊和花間住下？(因為牠怕被青蛙嚇到和怕

被蜜蜂刺到) 

2.文中的「怕」是甚麼意思？(害怕、擔心) 

3.文中的「嚇」是甚麼意思？(使別人感到害怕)(請學生扮演被嚇的表

情) 

4.「刺」是甚麼意思？(以尖銳的東西扎入) 

5.小蝸牛會因為害怕而躲起來嗎？(不會) 

6.牠是怎樣鼓勵自己的？(牠叫自己不要害怕和要鼓起勇氣)  

7.請學生為課文配上動作，其後配以動作朗讀課文。 

 

8.小結：回顧字義讀音  

展示字詞，全班同學讀出該字的 

讀音。 

 

 

四、我手寫我字 

1.這篇課文的主角是誰？(蝸牛) 

師：我們一起來學習蝸牛和其他生字的寫法。 

 2’ 

 

 

 

 

 

3’ 

3’ 

 

 

 

10’ 

 

 

 

 

 

10' 

 

 

 

 

 

 

 

 

 

 

3’ 

 

 

 

1’ 

 

 

 

5’ 

 

 

能數出

節數 

 

 

 

 

 

能指導

組員及

朗讀出

字詞 

 

 

 

能朗讀

出課文 

 

 

積極回

答問題 

 

 

 

 

 

 

 

 

 

能根據

課文內

容配上

動作 

 

 

 

按筆順

寫空書 

 

小蝸牛   

         

             

  湖邊      青蛙        鼓起 

  花間      蜜蜂        勇氣 

         

怕 

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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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案 

班級 P1 科目 中文 人數 27 課時 40分鐘 日期  2019年 5月 7日(星期二) 

課題 小蝸牛 

教 

學 

目 

標 

認知 

1.能運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2.能辨認出筆畫「橫彎鈎」 

3.能區別出不同動/物的擬聲詞。 

技能： 

1.能主動指導組員。 

2.能與組員討論並達成共識。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A-1-1 
能安靜、專心、有禮貌

地聽別人說話。 

C-1-3 

能掌握漢字基本筆畫及

其書寫方法，欣賞漢字

筆畫的藝術感。 

D-1-6 能用粵語或普通話正

確、流利，有感情、有

節奏地朗讀課文。 

教材 

分析 

本篇文章為詩歌，記述小蝸牛尋找居住地的經過。在語文知識方面，學習複合筆畫「橫彎鈎」

和擬聲詞，而文章當中也運用到擬人的修辭手法。 

學情

分析 

1.部分學生能運用普通話朗讀課文，但讀音還未能太準確。  

2.學生己學習基本筆畫，但未能較好地辨別複合筆畫，及複合筆畫的數目。 

3.學生己初步認識一些描述聲音的詞語。 

重點

難點 

1.能運用普通話正確朗讀課文。 

2.能辨認出筆畫「橫彎鈎」。 

3.能分別出動物的擬聲詞。 

教材 「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澳門版小學一年級下冊 

課前

導入 
一、導入： 教具 

教學 

時間 

教學 

評量 

2.教師書寫字詞(蝸牛、爬、湖邊、怕)。 

3.請學生跟着老師按筆順書空生字：蝸牛、爬、湖邊、怕， 

並用不同顏色的粉筆突出需注意的筆畫。 

五、小結課文： 

1.小蝸牛爬到湖邊和花間想做甚麼事情？(牠想找住下來地方。) 

2.小蝸牛遇到自己害怕的事情，牠會鼓勵自己，那我們遇到困難時，我

們可以怎樣做？ 

六、佈置作業  

抄寫生字：蝸牛、爬、湖邊、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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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組朗讀課文(第一、二組讀第一節，第三、四組讀第二節，第五、

六組讀第三節。) 

 

板書課題：《小蝸牛》 

PPT 

 

2’ 

 

 

教 

學 

過 

程 

二、朗朗上口 

1.學生跟隨教師運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2.學生配合動作，運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三、辨別筆畫好容易： 

1.(展示「氣」字)文中的「鼓起勇氣吧」中的「氣」除了撇外，還有

甚麼筆畫？ (橫、橫彎鈎、點、豎) 

2.提問：(展示筆畫「橫彎鈎」)這個筆畫叫甚麼名稱？(橫彎鈎) 

3.展示筆畫「橫彎鈎」和「橫折彎鈎」，請學生觀察和指出這兩個筆

畫的不同之處。 

4.提問：橫彎鈎的筆畫數有多少？(一筆) 

5.請學生跟隨教師一起空書「橫彎鈎」。 

6.進行書中 P.101練習，寫出文字中的「橫彎鈎」。 

 

 

 

 

 

 

7.請學生到黑板前作答，師生共同核對答案。 

8.展示拓展題，請學生以手勢選出帶有「橫彎鈎」筆畫的字。 

題目 1--- 1.汽 2.地 3.識 

題目 2--- 1.歲 2.迅 3.感 

小結：「橫彎鈎」是一個複合筆畫，只有一筆。 

 

三、聲音字—擬聲詞： 

1.提問：(展示「呱」字)請問當中有筆畫「橫彎鈎」嗎？(沒有) 

2.投影片展示 2個盒子，以及「呱呱」、「爬」字，教師把「呱呱」

放入盒子 1，「爬」放入盒子 2。 

3.展示「吱吱」和「拍」，請學生和組員討論，「吱吱」和「拍」應

該放入盒子 1還是盒子 2，並以手勢作答。 

4.展示「咩咩」和「跑步」，請學生和組員討論，「咩咩」和「跑

步」應該放入盒子 1還是盒子 2，並以手勢作答，請學生解釋判

別的理由。 

 

 

 

 

 

 

 

 

 

 

 

 

 

 

 

 

 

 

 

 

 

 

 

 

 

 

 

 

 

 

 

 

 

 

3’ 

 

 

 

8’ 

 

 

 

 

 

 

 

 

 

 

 

 

 

 

 

 

 

 

 

 

5’ 

 

 

 

 

 

 

 

 

能利用

普通話

朗讀課

文 

 

 

區別出 

橫彎鈎

和橫折

彎鈎 

 

 

完成書

中習題 

 

樂於回

答問題 

 

 

 

 

 

 

 

 

樂於討

論和達

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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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示「哇哇」和「跳繩」，請學生和組員討論，「哇哇」和「跳

繩」應該放入盒子 1還是盒子 2，並以手勢作答，請學生解釋判

別的理由。 

6.請學生思考盒子 1內的字詞(「呱呱」、「吱吱」、「咩咩」、「哇

哇」)有甚麼共通之處？ 

7.教師：盒子 1內的字詞都和聲音有關係，這種模仿動物、事物或人

物所發出的聲音的詞語稱為擬聲詞。 

8.提問：課文中除了「呱呱」是擬聲詞，還有哪個擬聲詞呢？它模仿

了甚麼動物的聲音？(嗡嗡、蜜蜂) 

9.提問：(展示圖片和播放聲音檔)猜猜以下的聲音是甚麼以及它們的

擬聲詞又是甚麼？ 

10.分組活動：請學生根據圖片貼上相對應的擬聲詞。  

 

 

11.師生共同核對答案。 

 

12請學生找出以下短文中的擬聲詞，以及所模仿的東西。 

早上，微風吹過，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小鳥在枝頭上吱吱地歌

唱，蜜蜂嗡嗡地飛去花間採花蜜，青蛙也在池塘內呱呱地叫個不停，

四周都很熱鬧。突然，傳來轟隆一聲，動物們都被嚇倒了，青蛙更撲

通一聲，跳進了水裏，不久，雨使滴答滴答地下了起來。 

 

四、小結： 

1.甚麼是擬聲詞？(模仿人/動/物聲音的詞語。) 

 

 

 

 

 

 

 

 

 

擬聲

詞聲

音檔 

 

 

擬聲

詞圖

卡 

 

 

 

 

 

 

 

 

 

 

 

 

 

 

 

 

 

 

 

 

 

 

 

 

 

 

 

 

 

 

 

3’ 

 

4’ 

 

 

 

 

 

 

 

 

 

 

 

 

 

 

 

 

 

 

 

2’ 

 

 

 

 

 

2’ 

 

 

 

 

 

 

 

 

 

 

 

 

積極參

與活動 

 

能貼上

相應的

擬聲詞 

 

 

 

 

 

 

 

 

 

 

 

 

 

 

能找出

短文中

的擬聲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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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門鈴、打雷、老鼠的擬聲詞是甚麼？(叮噹、轟隆、吱吱。) 

 

五、佈置作業  

工作紙 

 

工作

紙 

 

1’ 

 

 

第三節教案 

 

班級 P1 科目 中文 人數 27 課時 40分鐘 日期 2019年 5月 8日(星期三 ) 

課題 小蝸牛 

教 

學 

目 

標 

認知 

1.能區別出不同動/物的擬聲詞。 

2.能正確地運用擬聲詞。 

技能 

1.能和組員達成共識。 

2.能按照要求完成仿寫。 

情意 

1.培養出敢於面對困難的態度。 

2.培養學生多觀察身邊事物的習慣。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C-1-3 
能掌握漢字基本筆畫及其書寫方

法，欣賞漢字筆畫的藝術感。 

C-1-5 能按筆順規則寫字。 

B-1-4 說話流暢、有條理，能用完整的
句子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E-1-1 對寫作感興趣，並願意與別人分
享寫作的樂趣。 

E-1-7 養成觀察的習慣，從日常生活中積
累寫作素材。 

教材 

分析 

本篇文章為詩歌，記述小蝸牛尋找居住地的經過。在語文知識方面，學習複合筆畫「橫彎鈎」

和擬聲詞，而文章當中也運用到擬人的修辭手法。 

學情

分析 

1.學生已有學習詩歌的經驗。  

2.學生在書寫文字時具有從左至右，上至下的順序概念，也懂得區分左右結構、左中右結構和

半包圍結構。 

3.學生己認識「水」部的變形部首。 

重點

難點 

1.運用擬聲詞進行寫作。 

2.在沒有直觀圖像的情況下，能運用想像力進行寫作。 

3.能正確地匹配動物的叫聲。 

教材 「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澳門版小學一年級下冊 

課前

導入 

一、導入--影片： 

1.教師：同學們，在上課之前，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段短片。 
教具 

教學 

時間 

教學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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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播放短片:象聲詞 - 動物的叫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0lFCq-NiQ 影片 2’ 

能專心

地觀看

影片 

教 

學 

過 

程 

二、複習擬聲詞 

教師提問： 

1.教師:同學們，剛才的短片和甚麼有關？(動物的叫聲) 

2.教師:昨天，我們已經學習過了，這些模仿動物、事物或人物所發出

的聲音的詞語稱為擬聲詞。 

3.教師提問: 

 請同學們找出課文中出現的擬聲詞，還有這些聲音是由甚麼動物發

出的？(呱呱呱、嗡嗡嗡，這些聲音是由青蛙和蜜蜂發出的) 

 蝸牛打算做甚麼事，為甚麼會遇上牠們？（蝸牛打算找個家，所以

遇上牠們。） 

 蝸牛在甚麼地方遇上青蛙和蜜蜂？為甚麼牠們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湖邊和花間，因為牠們住在這個地方） 

 同學們，你們覺得最後蝸牛能找到自己的家嗎？為甚麼？（能，因

為牠說自己會鼓起勇氣） 

 

三、童詩 DIY 

1.教師提問： 

 我們現在一起幫小蝸牛找一個適合牠的家，同學們，你們覺得這次

蝸牛會去哪個地方呢？（學生自由作答） 

 （教師把學生回答的答案寫在黑板上） 

 

  你們覺得在這個地方，小蝸牛會遇上甚麼動物呢？ 

（學生根據地點，作出合理回答） 

 （教師把學生回答的答案寫在黑板上） 

 

 這些動物的會發出甚麼聲音？ 

（學生根據動物名稱，說出正確回答） 

    （教師把學生回答的答案寫在黑板上） 

 

2.二人一組，進行討論。 

教師展示投影片： 

討論內容： 

 小蝸牛會去到哪兩個地方，遇上甚麼動物？ 

 這些動物可以會做出哪些令人害怕的事情？ 

 小蝸牛最後決定在哪裏住下？ 

  

 

1’ 

 

 

 

4' 

 

 

 

 

 

 

 

 

 

 

2' 

 

 

 

2' 

 

 

 

2’ 

 

 

 

6’ 

 

 

 

 

 

 

 

 

 

 

 

能找出

課文中

的擬聲

詞 

 

能根據

課文內

容回答

問題 

 

 

 

能說出

不同的

地點 

 

能說出

不同的

動物 

 

 

能正確

地運用

擬聲詞 

 

能圍繞

主題進

行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0lFCq-N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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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教案 

 

 

3.學生進行個人寫作。 

 

4.小組分享作品。 

 

 

 

六、佈置作業  

抄寫生字：青蛙、蜜蜂、勇氣、南北 

 

14' 

 

5’ 

 

 

 

 

2' 

 

能按照

要求進

行寫作 

 

能分享

小組作

品 

 

按筆順

寫空書 

班級 P1 科目 中文 人數 27 課時 40分鐘 日期 2019年 5月 8日(星期三 ) 

課題 小蝸牛 

教 

學 

目 

標 

認知 

1.能認識擬人法。 

技能 

1.能運用擬人法造句。 

2.能運用擬人法，根據圖片說故事。 

3.能為故事創造結局。 

情意 

1.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A-1-7 
聆聽故事時，能較有條理地掌握故

事的主要內容。 

B-1-1 
樂於與他人交談，說話有禮貌，態

度自然大方。 

B-1-4 說話流暢、有條理，能用完的句子

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B-1-9 能先思考然後再說話。 

教材 

分析 

本篇文章為詩歌，記述小蝸牛尋找居住地的經過。在語文知識方面，學習複合筆畫「橫彎鈎」和

擬聲詞，而文章當中也運用到擬人的修辭手法。 

學情

分析 

1.學生已有寫作詩歌的經驗。  

2.學生在書寫文字時具有從左至右，上至下的順序概念，也懂得區分左右結構、左中右結構和半

包圍結構。 

3.學生己認識「水」部的變形部首。 

重點

難點 

1.運用擬人法進行口頭造句。 

2.運用擬人法和利用課文中的圖片進行口頭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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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澳門版小學一年級下冊 

課前

導入 

一、導入： 

1.教師提問：同學們，我們已經學習過《小蝸牛》這篇課文，課文中的

最後兩句「東南西北任我去，大地處處是我家。」中的「我」，指的是

誰？ 

（小蝸牛） 

2.我們平時看見的蝸牛會和我們說話嗎？（不會） 

教具 
教學 

時間 

教學 

評量 

影片 2’ 

能根據課

文內容進

行回答 

教 

學 

過 

程 

二、學習擬人法 

1.教師解釋：把事物當作人來寫，這種修辭手法叫做「擬人法」，所以

《小蝸牛》這首詩運用了「擬人法」 來進行寫作。同學們昨天也曾在

你們所寫的詩中運用了「擬人法」。現在，讓我們一起學習擬人法吧！ 

 

2.角色扮演：學生兩人一組，輪流扮演蜜蜂和小蝸牛。 

(1)蜜蜂被蝸牛打擾，十分生氣。 

(2)蝸牛十分害怕蜜蜂。 

教師：運用「擬人法」使句子變得生動活潑，令整首詩更加生動有趣。 

 

 

 

3.分辨擬人法句子 

教師展示投影片，請學生分辨下列句子是否運用擬人法，每句句子讓學

生思考一分鐘，教師再和全班核對答案。 

(1)小狗對我說：「小主人，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2)海水沖刷着岸邊的大石頭。 

(3)楊柳小姐站在河岸邊等待她的朋友。  

(4)媽媽買了一串晶瑩的葡萄。  

(5)水壺裏裝滿了水。  

 

 

4.運用擬人法看圖造句。 

 

 

 

 

 

 

投影

片 

 

 

 

 

 

投影

片 

 

 

 

 

 

 

 

 

投影

片 

 

 

 

 

 

 

 

 

 

2’ 

 

 

2' 

 

 

 

 

 

 

 

6' 

 

 

 

 

 

 

 

 

8' 

 

 

 

 

 

 

 

 

 

能專心聆

聽 

 

 

能根據要

求進行角

色扮演 

 

 

 

 

能先思考

再回答 

 

 

 

 

 

 

 

 

能運用擬

人法看圖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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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鞏固練習：完成書 P.102練習 

(1)兩隻小鳥在( 叫 / 談天說地 )。 

(2)青蛙( 和朋友享用晚餐 / 吃着蟲子 )。 

 

 

三、說話練習 

 

分組活動： 

 請同學仔細觀察每幅圖片，分析圖片中表達出的意思。 

 請同學運用擬人法，把故事的經過說出來。 

 討論:猴子用甚麼方法救起小雞? 

 角色扮演。 

 

教師總結： 

我們今天學習了擬人法，擬人法能使文章變得生動有趣，擬人法不單單

只是在童詩中出現，在平日的寫作上，也能夠運用。 

 

作業佈置：十二課習作 

 

 

 

 

 

 

 

 

 

 

課本 

 

 

 

 

課本 

 

 

 

 

 

 

 

 

2' 

 

 

 

 

18' 

 

 

 

 

 

 

 

 

 

 

 

 

 

 

 

 

 

 

 

 

 

 

 

 

 

 

 

 

能圈出適

當的文

字，完成

擬人法的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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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教評估及反思建議 

  在整個教學過程後，我們從新檢視整個計劃，總結如下： 

（一）字詞教學方面：學生能積極回答問題及猜測詞義，而且學生透過動作去理解一些

字詞的意義，使其更深刻去記憶詞義。在創作造句時，也能正確

運用字詞。 

(二）擬聲詞學習方面：通過合作學習的「Two-Box Induction」(二盒歸納)這個活動，

學生都能歸納出擬聲詞，通過本單元不同的教學活動，能準確

地掌握擬聲詞，並能正確地運用。而在擬聲詞教學部分，可以

加入更多的動物的叫聲，令學生能接觸和認識更多不同動物發

出的聲音。 

 (三）童詩創作方面：學生能在不依靠圖片的情況下，發揮想像力，運用創意創作，而

學生都能在創作前，與組員互相交流，積極投入討論，為童詩續

寫出完整的結尾，而小組討論能讓能力較佳的學生帶動能力較低

的學生。然而，小部分學生對於某些動物認識不足，以致他們會

聯想出一些不會發出聲音的動物，在童詩的仿寫部分出現困難，

故此，在仿寫童詩的教學設計上，教師可花更多時間解釋本次創

作的要求，再讓學生進行更多的口頭練習，或者在寫作前，在擬

聲詞的教學部分加入更多的動物叫聲，讓學生認識更多的擬聲

詞，從而減少學生在仿寫中出現此類的問題。 

(四)教學課時不足：學生在創作童詩的部分可以給予更多的時間，因低小學生在寫作

時，需要更多的思考時間，同時他們認識的字詞相對較少，所以

學生寫作童詩時，會說不會寫，經常問教師一些動物的字詞應如

何書寫，導致學生在本次寫作中，讓學生進行寫作的時間不足，

而因課時不足，無法讓所有組別進行童詩分享。 

（五）工作紙部分：工作紙對學生來難度適中，學生在筆畫和擬聲詞的工作紙中，能掌

握所學的知識；在仿作工作紙中，讓學生繪畫動物能引起學生的

興趣，令學生更投入完成工作紙，而學生要在沒有圖像的情況

下，要先後聯想出動物、動物叫聲和動物住處，中間須要進行聯

繫，對少部分學生來說，這方面會出現困難和混亂。在下次教學

中，可以針對聯繫部分，教師給予學生更多認識和口頭練習，從

而令學生減少在寫作中出現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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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人法教學方面：大部分學生能初步掌握擬人法的特點，在分辨擬人句部分，一

開始部分學生會有判斷錯誤的情況，在進行不同的練習後，學生

對擬人法有了更深的認識，但可以在之後的教學中進行更多的練

習。 

 

 

伍、參考文獻 

1.澳門版「21世紀現代中國語文」小學一年級下冊 

2.陳正治(2008)《國語文教材教法》。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3.盛九疇(2014)《商務學生字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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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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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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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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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級(   )班  姓名：＿＿＿＿＿＿＿(   )日期:＿＿＿＿＿＿ 

小蝸牛 

 小蝸牛，爬呀爬， 

 爬到＿＿＿＿＿＿＿＿＿＿想住下。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卻怕＿＿＿＿＿＿＿＿＿＿嚇着他。 

 

 

 

 

1 年級(   )班  姓名：＿＿＿＿＿＿＿(   )日期:＿＿＿＿＿＿ 

小蝸牛 

 小蝸牛，爬呀爬， 

 爬到＿＿＿＿＿＿＿＿＿＿想住下。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不怕＿＿＿＿＿＿＿＿＿＿嚇着他， 

 從此＿＿＿＿＿＿＿＿＿＿就是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