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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互相攻伐，禮樂崩潰，制度破壞，臣弒君、子弒

父。孔子為魯國思想家，大力鼓吹恢復禮制，希望社會能回復昔日的秩序。 

《論仁》、《論君子》是從《論語》中選錄出來的兩組語錄，標題是選錄

者所加，用來表示這兩組語錄的中心。 

「仁」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根於「人之所以為人」的自覺，擴展而成為一

種成己成人的道德修養與實踐。孔子在答弟子問仁時，便根據各人的程度和修

養，從不同方面指導他們。 

「君子」是古代對貴族或官吏的通稱，後來指有才德的人。君子和仁者，

同質而異名。孔子在《論語》中指出君子應有的為人處事的態度，以及君子和

小人的差別。 

此篇課文所述的倫理道德和作為立身處世應有的品格，都是莘莘學子理應

轉化成內在的品性美德。 

《論仁》：說明「仁」的要點，包括仁的含義，仁的表現，行仁的方法，

及仁者和不仁者的分別。 

《論君子》：說明「君子」的特質，包括君子的修養、言行、處事、待

人、為學各方面應有的表現，與及君子、小人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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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

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 年 02 月 20 日 1 

第一課節 《論仁、論君子》 ● 認識孔子。 

● 瞭解「仁」和「君

子」的概念。 

● 認識「儒家」思想。 

40 

2019 年 02 月 22 日 1 

第二課節 《論仁、論君子》 ● 文本第（1-7）段。 

● 對課文進行自主、合

作的探究學習，解析

重點字詞句。掌握課

文特殊文言現象：通

假字、古今異義、詞

類活用及特殊句式。 

40 

2019 年 02 月 25 日 1 

第三課節 《論仁、論君子》 ● 文本第（8-17）段。 

● 齊讀、分組朗讀課文 

● 師生共同翻譯。 

40 

2019 年 02 月 26 日 1 

第四課節 《論仁、論君子》 ● 活動：看見先哲的思

想特點。 

● 課文分析。 

40 

2019 年 02 月 26 日 1 

第五課節 《論仁、論君子》 ● 活動：時事分享。 

● 活動：課文探究。 

● 全課總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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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了解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  

2、認識孔子的生平及其學說。  

3、認識《論語》此儒家經典的地位，其內容以倫理、教育為主，言簡意賅，蘊 

      含哲理，發人深省。  

4、掌握課文字詞的讀音與意義。  

5、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  

6、認識《論語》屬語錄體體裁，以問答形式表達哲理，分章節、篇幅短的特 

      點。  

7、領會作者的思想情感。  

8、掌握並實踐儒家「仁」的概念。  

9、培養學生仁義道德之品格。 

 

二、主要內容 

1、掌握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特殊句式及虛詞等知 

      識。  

2、掌握課文字詞讀音、意義及成語，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  

3、領會孔子「仁」的學說，根於「人之所以為人」的自覺，擴展而成為一種成 

      己成人的道德修養與實踐。  

4、把握文本思路，體會孔子在答弟子問仁、問君子之時，根據各人的程度和修 

      養，從不用方面作出指導。  

5、了解了解「仁」的內涵及「君子」的特質 。 

6、掌握調腔說話氣氛的藝術，並把它運用到解讀文章和寫作文章的實踐中。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學生分組比較孔子、孟子、韓非子、荀子等先秦思想家的異同之處，評價各 

      思想學派的特點，判斷其在現今社會的價值定位。  

2、學生以小組合作形式查字典，掌握難字的正確讀音，合作解析重點字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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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相應工作紙，掌握課文特殊文言現象：通假字、古今異義、詞類活用及 

      特殊句式，老師作指導總結。  

3、透過齊讀、對讀等朗讀形式，讓學生體會作者的情感思想，從品德修養和待 

      人接物方面突出「仁」的表現和內容。  

4、學生小組形式完成工作紙，掌握「君子」與「小人」的分別，釐清孔子所謂 

      的「君子」即是「仁者」，培養學生分析和判斷之能力。  

5、結合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通過結合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 

      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所學知識。 

 

四、教學重點 

引導學生讀懂《論語》的相關篇章，體悟「仁」的豐富內涵。 

 

五、教學難點 

讓學生切實受到「仁」的思想的感召，也力爭做一個仁德之士。 

 

六、教學用具 

1、電子課本 

2、教學 PPT 

3、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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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第一課時 

作品名稱 《論仁、論君子》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02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

期 

節

數 

課

題

名

稱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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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0

日 

1 論

仁

、

論

君

子 

1.電子課本 

2.教學簡報 

1.瞭解孔子的

生平事蹟。 

2.瞭解「仁」

和「君子」的

概念。 

3.認識「儒

家」思想。 

A-1-1、 

A-2-1、 

A-2-3、 

A-3-2。 

    老師於開課前，安排學生

預習作者生平及課文內容，在

開課時評核學生預習的成效，

引入課文作者和創作動機。 

 

一、導入活動：觀看影片。 

1.從網站播放「翰林國中國文-

作者動畫─孔子」影片。網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EdmIf3iuYMM 

2.影片內容關於孔子的生平事

蹟簡介，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 

 

二、引起動機：認識作者。 

1.老師向學生講述兩個關於孔

子的小故事，加深學生對作者

的興趣。 

a.［有次孔子受困在陳蔡一帶

的地區，有七天的時間沒有嚐

過米飯的滋味。有一天中午，

他的弟子顏回討來一些米煮稀

飯。飯快要熟的時候，孔子看

見顏回居然用手抓取鍋中的飯

吃。 

    孔子故意裝作沒有看見，

當顏回進來請孔子吃飯時，孔

子站起來說：「剛才孟李祖先

告訴我，食物要先獻給尊長才

 

 

 

 

 

 

網

上

資

源 

 

 

 

 

 

 

 

電

子

課

本 

 

 

教

學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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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食，豈可自己先吃呢？ 」 

顏回一聽，連忙解釋說：「夫

子誤會了，剛才我是因看見有

煤灰掉到鍋中，所以把弄髒的

飯粒拿起來吃了。」孔子嘆息

道：「人可信的是眼睛，而眼

睛也有不可靠的時候，所可依

靠的是心，但心也有不足靠的

時候。」 

b.［春秋時期的書，主要是以

竹子為材料製造的，把竹子破

成一根根竹籤，稱為「竹

簡」，用火烘乾後在上面寫

字。一根竹簡上寫字，多則幾

十個字，少則八九個字。一部

書要用許多竹簡，通過牢固的

繩子之類的東西按次序編連起

來才最後成書，便於閱讀。通

常，用絲線編連的叫「絲

編」，用麻繩編連的叫「繩

編」，用熟牛皮繩編連的叫

「韋編」。像《易》這樣厚重

的書，當然是由許許多多竹簡

通過熟牛皮繩編連起來的。 

    孔子「晚年喜易」，花了

很大的精力，反反覆覆把

《易》全部讀了許多遍，又附

註了許多內容，不知翻開來又

捲回去地閱讀了多少遍。通常

認為，孔子這樣讀來讀去，把

串連竹簡的牛皮帶子也給磨斷

了幾次，不得不多次換上新的

再使用。以此比喻讀書勤奮用

功。即使讀書讀到了這樣的地

步，孔子還謙虛地說：「假如

讓我多活幾年，我就可以完全

掌握《易》的文與質了。」 孔

子韋編三絕的讀書精神，值得

後世所有讀書人學習、敬

仰。］ 

2.文題題解。 

a.「仁」 

［「仁」是孔子儒家學說的核

心，它是天地之間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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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的德行。簡單地說，

「仁」就是愛人。「仁」字在

字形上看從「人」從「二」，

表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

係。社會由家庭組合而成，家

裡有父母、子女，互相之間產

生慈、孝、友、悌等倫理關

係。家庭裡的倫理關係，擴大

為社會中君臣的政治等級關

係。於是，仁既是家庭的道德

關係，又是社會的政治關係。

仁強調在保持社會等級的基礎

上，人們要發自內心地愛人，

而不是靠外力的強迫。要做到

仁，行為上就必須遵守禮的規

範。］ 

b.「君子」 

［「君子」，所謂君之子，就

是國君的兒子。最早是指身居

高位的人，孔子賦予了君子以

全新的含義，在孔子的眼裏，

地位高的人不一定是君子，君

子是那些擁有美好的德性的

人。君子人格是中國文化中的

理想人格。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

是有著崇高的信念，集仁、

義、禮、智、信各種高尚品質

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他們以弘

揚道義和善化民眾為己任，有

著謙遜的氣質和寬廣的胸懷，

能夠承擔起維護真理、正義的

重大使命和責任。「君子」是

孔子論述的中心和重點。為了

辨清「君子」的形象，孔子常

把「君子」與「小人」比較而

論。］ 

3.老師作指引和總結。 

 

三、文本活動：認識「儒家」

思想。 

1.老師抽問學生對儒家學說的

認知，並向同儕說出個人的理

解，老師作引導和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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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歸納： 

［儒家，又稱儒學、孔孟思

想、孔儒思想，是起源於中國

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

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主流思

想、哲理與宗教體系。前 5世

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

樂傳統，以仁、恕、誠、孝為

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

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

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

和仁政，輕徭薄賦，抨擊暴

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

易俗，保國安民，富於入世理

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四、佈置作業。 

1.安排作業：預習工作紙和課

文全文。 

2.同學分成五個小組，下節課

借助課文注釋和工具書合作查

考課文的通假字、古今異義及

一詞多義的解釋，疏通文意。 

3.叮囑學生下堂帶工具書或字

典回校。 

4.學生分成四個小組，比較孔

子、孟子、韓非子、荀子等先

秦思想家的異同之處，評價各

思想學派的特點，判斷其在現

今社會的價值定位，了解他們

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於第

四課時作分享報告。 

 

五、小節作結。 

1.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2.老師作總結。 

3.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成本

課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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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課時 

作品名稱 《論仁、論君子》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02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

期 

節

數 

課

題

名

稱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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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2

日 

1 論

仁

、

論

君

子 

1.電子課本 

2.教學簡報 

3.工具書 

4.工作紙 

1.使用工具書

或字典對課文

進行自主、合

作的探究學

習，解析重點

字詞句。掌握

課文特殊文言

現象：通假

字、古今異

義、詞類活用

及特殊句式，

完成工作紙。

2.結合文章內

容，學生向同

儕說出自己的

想法，並分享

對課文的理

解。 

3.將課文提出

的觀念作為思

考社會時事的

依歸。 

A-1-1、 

A-2-1、 

A-2-4、 

A-3-1、 

B-1-1、 

B-2-1、 

B-3-1、 

B-5-1、 

C-1-2、 

D-1-3。 

一、導入活動：觀看影片。 

1.從網站播放「孔子與顏回」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TLDpDORgTKI 

2.影片內容關於孔子及其弟子

顏回的故事，藉此讓學生了解

孔子和弟子的羈絆關係。 

 

二、文本活動：閱讀文本第 1-7

段。 

1.學生閱讀課文第 1-7段，掌

握內容。 

2.全班分為五個合作小組，老

師檢查學生預習工作紙的情

況。 

3.全體同學使用合符要求的工

具書或字典對課文進行自主、

合作的探究學習，解析重點字

詞句。掌握課文特殊文言現

象：通假字、古今異義、詞類

活用及特殊句式，完成工作紙

相應部分。 

［工具書如：《商務新詞

典》、《現代漢語大詞典》、

《粵音正讀字彙》、《古漢語

常用字字典》及網上的《漢

典》等。］ 

4.從分組查考工具書的教學活

動中，讓同學明白在閱讀古文

時，需要借助合適的工具書加

以輔助。 

5.老師向每組輪流抽問學生。 

網

上

資

源 

 

 

 

 

 

 

電

子

課

本 

 

 

教

學

簡

報 

 

 

工 

作 

面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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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師生共同評價是否準確、全

面，並提出修改意見，教師講

解難點。 

7.最後朗讀「論仁」，以求正

確感受文意。 

 

三、佈置作業。 

1.學生需要掌握課文內容，理

解文意並熟讀課文。 

2.預習工作紙剩餘部分。 

 

四、小節作結。 

1.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2.老師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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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課時 

作品名稱 《論仁、論君子》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02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

期 

節

數 

課

題

名

稱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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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5

日 

1 論

仁

、

論

君

子 

1.電子課本 

2.教學簡報 

3.工具書 

4.工作紙 

1.使用工具書

或字典對課文

進行自主、合

作的探究學

習，解析重點

字詞句。掌握

課文特殊文言

現象：通假

字、古今異

義、詞類活用

及特殊句式，

完成工作紙。

2.結合文章內

容，學生向同

儕說出自己的

想法，並分享

對課文的理

解。 

3.將課文提出

的觀念作為思

考社會時事的

依歸。 

A-1-1、 

A-1-2、 

A-2-1、 

A-3-1、 

A-3-2、 

B-1-1、 

B-2-1、 

B-2-2、 

B-2-5、 

B-5-1、 

B-5-2、 

B-7-1、 

D-2-1、 

D-2-3。 

一、導入活動：觀看影片。 

1.從網站播放「傳統故事 69 孔

子的故事 上」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Ha2X2BIaXrg 

2.讓學生能透過影片對孔子有

更深的認識。 

 

二、前文回顧：朗讀文本第 1-7

段。 

 

三、文本活動一：閱讀文本第

8-17段。 

1.學生閱讀課文第 8-17段，掌

握內容。 

2.全班分為五個合作小組，老

師檢查學生預習工作紙的情

況。 

3.全體同學使用合符要求的工

具書或字典對課文進行自主、

合作的探究學習，解析重點字

詞句。掌握課文特殊文言現

象：通假字、古今異義、詞類

活用及特殊句式，完成工作紙

相應部分。 

［工具書如：《商務新詞

典》、《現代漢語大詞典》、

《粵音正讀字彙》、《古漢語

常用字字典》及網上的《漢

典》等。］ 

4.從分組查考工具書的教學活

動中，讓同學明白在閱讀古文

時，需要借助合適的工具書加

網

上

資

源 

 

 

 

 

 

電

子

課

本 

 

工

作

紙 

 

電

子

課

本 

 

 

教

學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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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助。 

5.老師向每組輪流抽問學生。 

6.師生共同評價是否準確、全

面，並提出修改意見，教師講

解難點。 

7.最後朗讀全文，以求正確感

受文意。 

 

四、文本活動二：師生共同翻

譯。 

1.師生整理課文內容，讓學生

討論、分享、交流、整理、匯

報、朗讀原文、聆聽學生的分

享。 

2.每組輪流派代表向全班翻譯

一段內容，並舉例加以說明。

3.老師作即時引導、訂正和總

結。 

4.最後師生以齊讀、分組讀的

形式朗讀課文，藉此培養語

感，並體會作者的情感思想，

了解必須從品德修養和待人接

物方面突出「仁」的表現和內

容，認識其用字精煉、扼要到

位的思考特點。 

 

五、佈置作業。 

1.學生需要掌握課文內容，理

解文意並熟讀課文。 

2.叮囑學生分成四個小組，比

較孔子、孟子、韓非子、荀子

等先秦思想家的異同之處，評

價各思想學派的特點，判斷其

在現今社會的價值定位，了解

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於明日上課作分享報告。 

 

六、小節作結。 

1.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2.老師作總結。 

3.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成本

課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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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課時 

作品名稱 《論仁、論君子》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02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

期 

節

數 

課

題

名

稱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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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6

日 

1 論

仁

、

論

君

子 

1.電子課本 

2.教學簡報 

1.結合文章內

容，學生向同

儕說出自己的

想法，並分享

對課文的理

解。 

2.師生共同討

論課文論述

「仁」與「君

子」的脈絡，

引導學生掌握

「君子」與

「小人」的分

別，培養學生

分析和判斷之

能力。 

A-1-1、 

A-2-1、 

A-3-1、 

A-3-2、 

B-1-1、 

B-2-1、 

B-2-2、 

B-2-5、 

B-2-7、 

B-5-1、 

B-5-2、 

B-7-1、 

D-2-1、 

D-2-3、 

D-3-2、 

F-1-1、 

F-1-3。 

一、導入活動：觀看影片。 

1.從網站播放「傳統故事 70 孔

子的故事 下」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vn9BHtpkISM 

2.讓學生能透過影片對孔子有

更深的認識。 

 

二、活動：看見先哲的思想特

點。 

1.學生已預先分成四個小組，

比較孔子、孟子、韓非子、荀

子等先秦思想家的異同之處，

評價各思想學派的特點，判斷

其在現今社會的價值定位，了

解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

位。 

2.每組輪流派代表分享報告。 

3.老師作點評、訂正及總結。 

 

三、文本活動：課文分析。 

1.師生共同討論課文論述

「仁」與「君子」的脈絡，引

導學生掌握「君子」與「小

人」的分別，培養學生分析和

判斷之能力。 

2.讓學生分享、交流、匯報、

聆聽學生的分享。 

3.仁者和智者對「仁」的態度

有什麼不同？ 

4.仁者面對富貴貧賤抱什麼態

度？他們在「造次」、「顛

沛」的生活環境裏怎樣自處？ 

網

上

資

源 

 

 

 

 

 

 

 

 

 

 

 

 

 

 

 

 

 

 

 

電

子

課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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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據課文，「仁德」是怎樣

培養出來的？ 

6.為什麼孔子說「仁者不

憂」？ 

7.試結合課文與社會時事，說

明「君子」與「小人」的差

異。 

8.老師與全班討論，即時作引

導、訂正和總結。 

 

四、佈置作業。 

1.學生需要掌握課文內容，理

解文意並熟讀課文。 

 

五、小節作結。 

1.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2.老師作總結。 

3.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成本

課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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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課時 

作品名稱 《論仁、論君子》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02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

期 

節

數 

課

題

名

稱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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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6

日 

1 論

仁

、

論

君

子 

1.電子課本 

2.教學簡報 

1.結合文章內

容，學生向同

儕說出自己的

想法，並分享

對課文的理

解。 

2.掌握「君

子」與「小

人」的差異，

培養學生分析

和判斷之能

力。 

3.從文本所說

「仁」的本質

轉化為自身的

特質，並努力

在現實社會中

實踐。 

A-1-1、 

A-2-1、 

A-3-1、 

A-3-2、 

B-1-1、 

B-2-1、 

B-2-2、 

B-2-5、 

B-2-7、 

B-5-1、 

B-5-2、 

B-7-1、 

D-2-1、 

D-2-3、 

D-3-2、 

D-4-1、 

D-4-3、 

D-4-4、 

D-4-5、 

D-5-2、 

D-9-4、 

F-1-1、 

F-1-3。 

一、導入活動：朗讀全文。 

1.請學生用合理的情感朗讀全

文，老師已在課堂上略讀朗讀

的技巧，亦透過多媒體示範，

因此鼓勵學生朗讀，將情感融

入在文字當中，對理解內容更

有幫助。 

 

二、活動一：時事分享。 

1.從網站播放三則時事新聞。 

a.「印尼總統大選結果公布 群

眾上街抗議掀暴動」影片。網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pqqqbtSw6rI 

b.「助搭錯車學生回校考試 九

巴熱心車長謙稱「份內事」影

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ddrTnsP9_PE 

c.「英「垃圾女孩」不畏霸凌

做環保 獲首相頒獎」影片。網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uk-J2prw6H4 

2.全班分五組，老師輪流向每

組抽問同學隨機一則新聞與文

本的哪些地方相呼應，並加以

說明。 

3.學生思考當中符合或違反

「仁」和「君子」的道德原

則，從課本走向社會，反思儒

家學說在現今社會的價值定

電

子

課

本 

 

 

 

 

網

上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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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4.師生共同評價是否準確、全

面，並提出意見。 

5.老師作出訂正和總結。 

 

三、文本活動：課文探究。 

1.老師與學生梳理課文，讓學

生討論、分享、交流、整理、

匯報、聆聽學生的分享。 

2.試根據《論仁》和《論君

子》的內容，說明「仁者」就

是君子。 

3.試從對「義」與「利」的看

法、心境、處事、對人對己的

要求各方面，說明「君子」和

「小人」的分別。 

4.本文多處運用了對比的寫

法，試舉兩例說明，並指出用

對比手法的好處。 

5.「君子」與「仁」有什麼關

係？試分析並舉例加以說明。 

6.老師與全班討論，即時作引

導、訂正和總結。 

6.老師歸納課文主旨，學生總

結「仁」與「君子」的道德標

準。 

 

四、全文總結。 

1.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2.老師總結全文。 

3.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成本

課學習目標。 

 

 

 

 

 

 

 

電

子

課

本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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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1.充分的佈置預習作業能讓學生對課文有初步了解，於開展課文有正面作用， 

   有效提高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通過使用不同的工具書，讓學生明白查找文言字詞的讀音及解釋時，必須借 

   助合適的工具書。 

3.培養學生翻查詞典等自學能力，讓學生疏理文句，提升了學生閱讀文言的能 

   力，以及培養其翻查工具書等自學能力。 

4. 教學設計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播放介紹相關作者和文本的短片，能加深學 

    生對內容的印象，藉以能吸引學生的興趣和學習興趣。 

5.透過小組間分享和交流，提高同學組織和口頭表達能力，一方面加強同儕間 

   溝通，另一方面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學生能集思廣益，培養其歸納、 

   提煉能力，更有效訓練其批判思維。 

6.以學生自主學習為核心的教學方式，大大提高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積極性。 

   學生們在課堂的表現更為活躍，不但能夠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學生在學習時 

   也格外投入和輕鬆，課堂氛圍持續良好。 

7.透過課堂朗讀課文，培養學生欣賞文學作品的興趣，教師適時的指導及示 

   範，更讓學生明白技巧掌握音節的跌宕起伏，感悟文意和體會作者的思維。 

8.透過工作紙的練習，讓學生牢固文言字詞的常識工作紙，回饋亦老師得知學 

   生的學習情況及掌握深度。 

9.文言教學容易給予生沉悶之感，透過討論讓多參與課堂生互動，讓學生與學 

   生之間有所推動。 

 

二、教學反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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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度運用資訊科技無疑能優化課堂的效率，但教師在使用資訊科技時需要拿 

   揑準確，避免窒礙了教學流程，讓師生淪為資訊科技的奴隸。 

2.透過學生分組合作學習，以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堂活動；在獨立思考後，能表 

   達個人意見，但個別班級的學生在分組討論時，未有積極參與。為此，建議 

   老師改變分組討論的策略，可先讓學生個人完成問題，然後分組說出己見， 

   最後整理結果，向全班同學分享。 

3.在教學的過程中設計不同的學習活動，如課前作業、堂討論後延伸的書籤活 

   動等，能強化學生參與習的自主意識，積極學習。而學生參與課堂討論時， 

   老師要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差異而進行個別的輔導。 

4.文言常識部分，必須讓學生牢固因此反複訓練是必要的。多配合課堂工作 

   紙，讓學生多動筆練習。 

5.學生在查考工作紙的字詞時，未能掌握尋找合適工具書的能力。教師應從小 

   培養學生養成使用字典、詞典等自習生字生詞的習慣，懂得運用中文科的工 

   具書，對於學生閱讀與寫作有莫大益處。 

6.學生的演講技巧有待改進，老師除了針對實質內容作回饋之外，也宜對學生 

  報告時表現的不足作提點，讓其了解自己在口語表達技巧上的不足並指導其如 

  改進。此外，建議老師在課後多給予機會學生練習。 

7.從文本連結生活，省思自身、關懷他人的能力；以及觀察社會現象、洞察當 

   今趨勢，進而將閱讀所得運用於生活的能力，但個別學生對文章的理解較 

   淺，故需要老師較多的解釋和引導。 

8.藉著設計課前導讀作業、隨堂工作紙和課後延伸活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提高了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極積性。同時，閱讀指引、討論問題等的設置需 

   具引導性，能顧及學生能力及緊扣課程進度，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整合資料、 

   分析評價問題，以及解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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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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作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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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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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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