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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新詩是用白話文創作的新體詩歌，產生於五四運動前後，《也

許》和《再別康橋》都屬於這類的新格律體詩，新詩應具備建築

美、音樂美和繪畫美。《也許》感情真摯、音律優美；《再別康

橋》情懷浪漫、語言優美。有見及此，我們選取了本單元的兩首新

詩作為教學獎勵計劃的探究，以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化及歷史作為背

景，讓學生賞析新詩之美，開拓他們創作新詩的能力，表達自己的

個人情意，藉此培養他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及認識、提高其鑒賞能

力，進而讓學生賞析澳門本地詩人的作品，培養他們健康的審美情

趣及愛國愛澳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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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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8 日 
1 

第

一

課

節 

介紹新文化

運動 

1. 介紹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

景，透過欣賞愛國詩人聞一

多的七子之歌，強調新文化

運動所帶出的愛國精神。 

2. 學生課後自行搜集、運用資

訊資源，完成閱讀練習《死

水》工作紙，以充分體會愛

國情懷。 

40 

2019 年 

1 月 29 日 
1 

第

二

課

節 

介紹新詩派

別及格律派

別的三美 

1. 學生報告閱讀練習《死水》

工作紙，後由老師進行點

評，強調新文化運動的價值

及意義。 

2. 介紹詩歌的流變及體制（古

詩及新詩的比較）。 

3. 介紹新詩的派別、新詩中格

律詩派的三美特點（建築

美、繪畫美、音樂美）。 

4. 小組課後活動：佈置新詩報

告，學生於第八節課進行報

告。 

40 

2019 年 

1 月 30 日 
1 

第

三

課

節 

學習課文

《也許》 

學習課文《也許》： 

1. 全體學生朗誦課文《也

許》。 

2. 作者簡介，講解課文內容，

分析寫作特點及結構，藉此

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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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1 日 
1 

第

四

課

節 

學習課文

《再別康

橋》 

學習課文《再別康橋》： 

1. 全體學生朗誦課文《再別康

橋》。 

2. 作者簡介，講解課文內容，

藉此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40 

2019 年 

2 月 13 日 
1 

第

五

課

節 

學習課文

《再別康

橋》 

學習課文《再別康橋》： 

1. 全體學生朗誦課文《再別康

橋》。 

2. 分析寫作特點及結構，藉此

了解新詩中格律派詩歌的三

美特點。 

3. 小組課後活動：佈置三美分

析工作紙。 

40 

2019 年 

2 月 14 日 
1 

第

六

課

節 

綜合分析

《也許》及

《再別康

橋》的三美 

1. 朗誦工作紙中的詩歌，點評

三美分析工作紙。 

2. 學生完成單元評核工作紙，

藉此統計及檢視學生掌握此

單元的情況。 

40 

2019 年 

2 月 15 日 
1 

第

七

課

節 

延伸活動：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邀請澳門詩人進行新詩講座。

透過詩人和學生的互動，加強

學生對新詩創作的了解，使其

更貼近澳門文學，藉此培養學

生愛國愛澳的精神。 

40 

2019 年 

2 月 18 日 
1 

第

八

課

節 

延伸活動： 

學生報告 

1. 學生演示新詩報告，後由老

師點評及總結。 

2. 老師派發單元評核工作紙，

讓學生明瞭自己在該單元的

強弱處。 

3. 閱讀及聆聽綜合活動：此活

動由學生分組進行，各組閱

讀愛國詩人的詩歌，挑選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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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愛的愛國詩歌，後朗誦

及分享閱讀心得，其他組別

先聆聽、賞析，後發表。 

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 

（一） 認知： 

1.讓學生明瞭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深入認識中華文化。 

2.認識新詩的體裁。 

3.認識新詩的三美（音樂美、建築美、繪畫美）的特點。 

4.認識詩歌富於聯想的特點。 

5.認識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寫作手法。 

（二） 技能： 

1.掌握了詩歌中的比喻、誇張、擬人等表現手法。 

2.透過創意寫作，表達自己的個人情意、對社會的感受和認識。 

（三） 情意： 

1.領略詩人的思想感情。 

2.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趣及愛國愛澳的情感。 

3.根據作品的內容和情感，展開聯想，提升個人對作品的感受力。 

 

二、主要內容 

1. 介紹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讓學生深入認識中華文化，培養學生愛國愛

澳的情感。 

2. 認識新詩的體制、流變、派別，激發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藉此拓寬文

化視野。 

3. 認識作者的生平，了解作品的寫作背景，後分析課文內容、結構及寫作方

法，掌握課文的思想感情、欣賞寫作技巧及寫作風格，提高學生的情趣、

品位、價值觀等方面的人格思想修養。 

4. 透過延伸活動，如分組討論及報告、詩歌創作等，讓學生對課文內容更融

會貫通，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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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結合 2017 年版本的高中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二語文）進行教

學，從聽說讀寫四方面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聆聽詩歌、朗誦詩歌、分

組討論及報告、詩歌創作等，藉此培養學生對詩歌的鑒賞及創作能力。 

2. 透過活動教學方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探究、靈活運用資訊、資源的

綜合性能力，讓學生深入了解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藉此培養學生熱愛國

家及澳門的情感。 

 

四、教學重點 

1.認識新詩的體裁及新詩的三美（音樂美、建築美、繪畫美）的特點。 

2.認識詩歌富於聯想的特點，領略詩人的思想感情。 

3.認識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寫作手法。 

4.透過創意寫作，表達自己的個人情意、對社會的感受和認識。 

5.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趣及愛國愛澳的情感。 

五、教學難點 

1.認識詩歌富於聯想的特點，領略詩人的思想感情。 

2.透過創意寫作，表達自己的個人情意、對社會的感受和認識。 

3.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趣及愛國愛澳的情感。 

六、教學用具 

1. 書本：《中國語文》單元教學版 中四上  啟思出版社 

2.工作紙：閱讀練習《死水》、三美分析工作紙、單元評核工作紙 

3.電子資源：電腦、教學簡報、E-class 

4.其它：「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巡迴展」展板（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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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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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8

日 

1 第 

一 

節 

： 

介

紹

新

文

化

運

動 

《中

國語

文》 

1. 讓學

生明瞭新

文化運動

的歷史背

景，深入

認識中華

文化。 

A-1-1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與課文相關的資料，如有關新文

化運動的資料等。 

二、學生活動: 

(1)於課前學生自行到學校的禮堂閱覽「紀念五

四運動一百周年巡迴展」展板。 

 

1.「紀念

五四運

動一百

周年巡

迴展」

展板 

2.電腦 

3.教學簡

報 

4. 閱讀

練習

《死

水》工

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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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發展活動 

一、新文化運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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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化運動主要內容： 

 

(1) 新青年雜誌 

 

(2)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3)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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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分享 

 

四、介紹七子之歌 

 

五、歌曲分享七子之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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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本節課介紹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透過欣賞

愛國詩人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強調新文化運動

所帶出的愛國精神。 

 

七、課後活動： 

學生課後自行搜集、運用資訊資源，完成閱讀

練習《死水》，以充分體會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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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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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9

日 

1 第 

二 

節 

： 

介

紹

新

詩

派

別

及

格

律

派

別

的

三

美 

《中

國語

文》 

1. 認識新

詩的體

裁。 

2. 認識新

詩的三美

（音樂

美、建築

美、繪畫

美）的特

點。 

A-1-1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新詩派別及格律派別三美相關的

資料。 

二、學生活動: 

(1)於課前完成閱讀練習《死水》，於節課由

老師點評，學生改正。 

 

乙、發展活動 

一、詩歌體裁 

 

 

 

 

 

 

 

 

1.電腦 

2.教學簡

報 

3. 閱讀

練習

《死

水》工

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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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詩的別稱 

 

(2)新詩定義及起源 

 
(3)格律體新詩 

 
二、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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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月派 

 

 

 

(2) 格律體新詩的「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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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評閱讀練習《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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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及意義 

 
 

五、小結： 

學生通過檢閱及賞析閱讀練習《死水》，

從而認識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及意義。透過老師

介紹詩歌的流變及體制（古詩及新詩的比

較）、介紹新詩的派別、新詩中格律詩派的三

美特點（建築美、繪畫美、音樂美），為下節

課講解《也許》及《再別康橋》作鋪墊。 

 

六、課後活動 

(1)預習課文《也許》 

(2)小組課後活動：完成新詩報告，於第八節

課進行報告。 

(3) 新詩報告要求： 

指示： 

1.請同學自行分組（4-5 人一組） 

2.上述兩主題的詩歌及表格內容，於課後以 E-

class 傳送給各位同學 

 

內容：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主題，根據上述表格的指引

分析詩歌。 

主題一：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詩歌。（可參照提

供的詩歌） 

主題二：澳門當地詩人（例如小曦、寂然、邢

悅、林玉鳳等）的新詩。（可參照提供的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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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感言：每人 50-100 字 

提交時間：於第七節前，以 E-class 的方式，

以 Word 檔及 PPT 檔（Word 檔總數 800-1000

字；PPT 要圖文並茂）傳送給科任老師，並於

第八節課堂內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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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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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0

日 

1 第 

三 

節 

： 

學 

習 

課 

文 

《 

也 

許 

》 

《中

國語

文》 

1. 認識

詩歌富於

聯想的特

點。 

2. 認識

借景抒

情、情景

交融的寫

作手法。 

3. 掌握

了詩歌中

的比喻、

誇張、擬

人等表現

手法。 

4. 領略

詩人的思

想感情。 

5. 根據

作品的內

容和情

感，展開

聯想，提

升個人對

作品的感

受力。 

A-1-1 

A-4-2 

B-2-1 

B-2-2 

B-2-3 

B-5-1 

B-5-2 

C-1-1 

C-1-2 

C-3-2 

C-3-3 

D-3-1 

D-3-2 

D-4-2 

D-4-3 

D-4-4 

D-4-5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與課文《也許》和作者聞一多相

關的資料等。 

二、學生活動: 

(1)學生透過課本或網絡資訊主動瞭解作者的相

關資訊。 

(2)查找課文中艱澀字詞的讀音及意義。 

 

乙、發展活動 

一、朗誦課文《也許》 

二、觀賞《也許》影片 

 

1.電腦 

2.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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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簡介 

 

四、新詩「三美」 

 

(1)建築美：指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 

(2)音樂美：指詩的節奏、旋律和押韻。押韻

的位置多在詩句最後一字。 

(3)繪畫美：指詩的辭藻包含了色彩美和形象

美。 

 

五、寫作背景 

    1926 年秋，聞一多隻身離開家鄉湖北浠

水，到上海吳淞國立政治大學任教。不久其妻

和女兒立瑛即患重病。聞一多得知後，又匆匆

返回家鄉。但已經晚了，立瑛因病情嚴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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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挽救，不幸夭亡。年輕的父親心情異常悲

痛，寫下了這首詩。 

這是一首感情深沉的葬歌，淋漓盡致地表

達了生者告別死者的哀傷，哀惋而不悲慘，真

摯而不誇飾。詩人沒有刻意渲染，而是平靜地

娓娓道來，看似無章，實則有法，像是輕描淡

寫，實則激情內蘊。 

 

六、問題討論： 

作者以《也許》為題，有甚麼含義？詩中多次

重複「也許」一詞，表達了作者的哪種感情？ 

①「也許」一詞含有假設、不肯定的意思，由

於作者深愛女兒，不願意承認她真的死了，故

以「也許」為題，想像女兒只是睡著了，並非

死去。 

②作者始終不願意接受女兒死亡的事實，於是

多次重複「也許」一詞，以安慰自己，並寄託

哀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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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文分析： 

第一節： 

 

問題討論： 

1.作者說他的女兒可能哭得太累，需要睡覺，

其實是甚麼意思？ 

作者的女兒飽受疾病折磨而死，他因而安慰自

己說愛女可能因此擺脫痛苦。 

 

2.作者為甚麼說「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蛙不

要號，蝙蝠不要飛」？ 

詩人不想讓夜鷹、蛙、蝙蝠影響孩子的睡眠，

用制止的口氣讓他們安靜。 

 

第二節： 

 
詩中連用了兩個「不許」，口氣更加重了，不

許陽光照射、清風吹拂，強光和風吹都會影響

睡眠，最後乾脆用一句警告語「無論誰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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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醒你」。孩子的安睡在父親心裡是最重要的

事情。 

第三節： 

 

問題討論： 

在作者的想像中，死後的世界和現實世界有甚

麼分別？哪個更好？ 

「咒駡的人聲」指的是社會上各種的爭論，人

與人之間的謾罵。作者猜想也許死後的世界更

安寧，更和諧優美，沒有爭執。美不在人間，

而在地下。  

 

第四節： 

 

連用了兩個「讓」字，這一切，都是為了使女

兒能夠安然長眠，也都與詩人的愛撫之情緊緊

地連結在一起。 

 

八、全文內容分析： 

問題討論： 

怎樣看出這是一首悼念詩？ 

１.從副題看：「葬歌」點明這首詩與死亡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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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從內容看：詩中重複以「睡」字暗示女兒已

死去。以夜鷹、青蛙、蝙蝠、松陰等景物，暗

示這是郊野的墓地。在陽光、清風都不到的地

方，暗示女兒長眠地下，與世隔絕。聽到蚯蚓

翻泥，草根吸水的聲音，暗示女兒已被埋葬在

泥土中。蓋黃土，撒紙錢，寫的正是下葬時的

情景。 

 

九、寫作特點及結構 

作者運用先晦後明的手法的原因： 

作者深愛著女兒，不肯接受女兒已死的事實；

因此想像女兒只是睡了； 

作者漸漸帶出了女兒已死的事實，從中流露了

作者對女兒逝去的哀傷。 

以層層遞進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揭示女兒已死

的事實。 

 

十、作者的思想感情 

 作者對亡女的情懷： 

①深藏悲痛：作者不忍心接受愛女已死的事

實，因此把已死去的女兒當作是睡著了，這種

把女兒雖死卻仍視為仍在生的做法，表達出作

者內心極度的悲痛。 

②關懷愛護：作者盡力保護和照顧著女兒如：

他不許夜鷹、青蛙、蝙蝠發出聲音，以免影響

女兒安睡。他不許陽光、清風騷擾女兒，更要

撐一傘松蔭庇護女兒安睡。在女兒下葬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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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輕輕為她蓋上黃土，又在墳前慢慢地為她燒

紙錢。都顯示出作者對女兒的關懷和愛護。 

 

十一、歸納主旨： 

作者的女兒不幸夭亡，表面上作者在詩中以其

曠達的人生觀，把女兒的死想像成睡覺，處處

關懷呵護，無微不至，顯示他對女兒深摯的疼

愛；實際上是曲折地表現了他的沉痛哀傷之

情。 

 

十二、小結： 

本節課主要介紹作者聞一多及其寫作背景、格

律體新詩的特點、講解課文內容、分析寫作特

點及結構，以及透過朗讀課文，掌握課文內

容，藉此了解本詩表達的思想感情。 

 
十三、課後活動 

預習課文《再別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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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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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 

1 第 

四 

節 

： 

學 

習 

課 

文 

《 

再 

別 

康 

橋 

》 

《 中

國 語

文》 

1. 認 識

詩歌富於

聯想的特

點。 

2. 認 識

借 景 抒

情、情景

交融的寫

作手法。 

3. 掌 握

了詩歌中

的比喻、

誇張、擬

人等表現

手法。 

4. 領 略

詩人的思

想感情。 

5. 根 據

作品的內

容 和 情

感，展開

聯想，提

升個人對

作品的感

受力。 

 

A-1-1 

A-2-3 

A-4-2 

B-2-1 

B-2-2 

B-2-3 

B-5-1 

B-5-2 

C-1-1 

C-1-2 

C-3-2 

C-3-3 

D-3-1 

D-3-2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與課文《再別康橋》和作者徐

志摩相關的資料等。 

 

二、學生活動： 

(1) 學生分為七組，每組四至五人，透過課本

或網絡資訊主動瞭解作者的相關資訊。 

(2)查找課文中艱澀字詞的讀音及意義。 

 

乙、發展活動 

一、朗誦課文《再別康橋》 

 

 

 

 

 

 

1.電腦 

2. 教學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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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賞《再別康橋》影片 

 

 
 

三、影片分享 

 

四、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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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寫作背景： 

1920-1922 年，徐志摩於劍橋大學遊學，並於

1922 年寫過《康橋再會吧》一詩。 

1928 年，詩人重遊故地，同年 11 月在回國的

輪船上寫下此詩《再別康橋》。 

 

六、題解： 

再別康橋 

康橋（Cambridge），譯作劍橋，是英國倫敦

附近的一個城市，因劍橋大學而聞名。題目

即是作者再度向康橋告別的意思。 

 

七、課文分析 

學生分組活動： 

《再別康橋》共七節，學生分為七組，各分

析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第一組：第一節 

第二組：第二節 

第三組：第三節 

第四組：第四節 

第五組：第五節 

第六組：第六節 

第七組：第七節 

各組同學上台報告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

色，由老師進行點評，糾正錯漏之處，並對

重點及難點知識加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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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分析課文 

第一節： 

告別康橋美景，點明題意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此節點出離別主題：要離開康橋之際，他以

瀟灑的情懷來面對。 

 

第二節： 

河畔金柳豔影，長留心底。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本節主要描寫景物，抒發情懷（借景抒

情）。暗喻——刻劃康河景色美麗；借喻—

—經常回憶康河美景，透露對康河的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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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青荇油油，令人不欲歸去。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本節主要描寫景物，抒發情懷

（借景抒情）。青荇油油，令人不欲歸去；

願化作水草，永遠生活在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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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榆陰潭水，勾起美麗舊夢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作者對康橋的美景的依戀；對多采多姿的生

活的懷念；承上啟下：下節「尋夢」，回憶

往事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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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憶起往昔在此處之浪漫生活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本節透過眼前的景物，回憶起過往在康橋的

生活片段，並懷念昔日在劍橋多姿多采的生

活。 

 

第六節： 

離別黯然，默然無語。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作者到底要面對離別康橋的事實，心中頓時

湧起離愁別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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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終於瀟灑而別，黯然無語。 

 
學生解說負責段落要旨及寫作特色。 

老師總結： 

回應首段：面對著不能改變的事實，作

者重新抖擻精神，他再以瀟灑的情懷來面對

離別的愁緒。 

  他用「作別西天的雲彩」、「不帶走一

片雲彩」說出自己離別時了無牽掛的表現，

再次強調瀟灑別離的情懷。 

 

 

 

八、作者的思想感情 

第一節： 

表現瀟灑的情懷（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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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至第四節： 

借景抒情，流露出對康橋的喜愛 

第五節： 

回憶過往在康橋美麗的生活片段 

第六節： 

抒發出對康橋不捨之情 

第七節： 

再次出表現瀟灑的情懷（結尾） 

 

九、全詩的感情變化 

 

 

十、內容分析： 

問題討論： 

(1)在《再別康橋》一詩中，作者怎樣表達下

列兩種情感？ 

a.瀟灑的意態：作者在第一節及最後一節中，

分別用了「輕輕」和「悄悄」來形容他來到

和離開康橋時的不動聲色，來去自若；組綜

合以「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和

「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來形容他

意態從容，無所牽掛，表現出瀟灑的意態。 

b.眷戀的情懷： 

①詩中說：「波光裏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

漾」，可見康河的美景時常縈繞作者心中，

所以他願意留下，「甘心做一條水草」，長

伴康河。 

②作者因為要別離而黯然神傷，變得沉默起

來，「悄悄是別離的笙簫」、「沉默是今晚

的康橋」，均表現其依依不捨之情。 



2018/2019 

C121 

 34 

 

 

(2)《再別康橋》中，使用了許多自然意象，

這些意象在全詩中產生何種效果？ 

詩歌中的外在的物象，正是觸動詩人心緒的

重要關鍵。「西天的雲彩」、「河畔的金

柳」、「夕陽」、「波光裡的豔影」、「軟

泥上的青荇」、「康河的柔波」、「那榆蔭

下的一潭」、「虹」、「浮藻」、「青

草」、「星輝」這意象群組，充分顯現康橋

之美，徐志摩的心靈被這些自然美景洗滌，

而更加戀戀不捨。 

 

十一、歸納主旨： 

  作者重到康橋，但又要再次告別，那處

美麗如畫的景物，以及往日所追尋的彩虹似

的美夢，結合成為詩人對康橋生活的誠摰眷

戀，所以在告別之際作詩來抒發離情別意。 

 

十二、小結： 

本節課主要介紹作者徐志摩及其寫作背景、

講解課文內容，以及透過朗讀課文，掌握課

文內容，藉此了解本詩表達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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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康

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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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3

日 

1 第 

五 

節 

： 

學 

習 

課 

文 

《 

再 

別 

康 

橋 

》 

《中

國語

文》 

1. 認識詩

歌富於聯

想的特

點。 

2. 認識借

景抒情、

情景交融

的寫作手

法。 

3. 掌握了

詩歌中的

比喻、誇

張、擬人

等表現手

法。 

4. 領略詩

人的思想

感情。 

5. 根據作

品的內容

和情感，

展開聯

想，提升

個人對作

品的感受

力。 

A-1-1 

A-2-3 

B-2-1 

B-2-2 

B-2-3 

B-5-1 

B-5-2 

C-3-2 

C-3-3 

D-3-1 

D-3-2 

D-4-2 

D-4-3 

D-4-4 

D-4-5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與課文《再別康橋》寫作特

點、結構及格律派詩歌的三美特點等相關資

料。 

 

 

乙、發展活動 

老師以提問方式，簡單回顧上節的學習內

容。 

一、寫作特點及結構： 

問題討論： 

 

 
 

(1)在《再別康橋》一詩中，作者用了甚麼寫

作手法抒發對康河的依戀情懷？ 

1.電腦 

2.教學簡

報 

3. 三美

分析工

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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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別康橋》運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

把離別時眷戀不捨的情懷融入康河美麗醉人

的景色之中，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例如，借「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

新娘」的景物描寫，抒發詩人對康河無法忘

懷的感情；又如，借「軟泥上的青荇，油油

的在水底招搖」的景色，帶出詩人甘願永伴

康河的依戀之情。 

(2)「沉澱着彩虹似的夢」是什麼意思?這詩

句在全篇的結構上有什麼作用? 

 

a.「沉澱着彩虹似的夢」是指作者腦海中仍

存着美麗難忘的往事，彷如彩虹般美麗的

夢。 

b.這詩句在全篇的結構上的作用是承上啟

下，因為這詩句一方面總結作者對康橋那

「金柳」、 「青荇」、 「潭水」等美景的

依戀情懷和懷念在康橋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另一方面帶出下節「尋夢」，即回憶往事的

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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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詩句在全篇的結構上有承上啟下的轉

折作用。 

 

 

二、回顧格律派詩歌的三美特點： 

 

 

聞一多曾與徐志摩等提倡新格律體詩，強調

新詩要有「三美」，即：音樂美、繪畫美和

建築美。 

「音樂美」： 

指詩的音節和諧、押韻。 

「繪畫美」： 

指詩的詞藻美麗、富有色彩。 

「建築美」： 

指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表現在詩節和詩行

的排列組合上。 

 

三、小結 

本節課主要分析《再別康橋》一詩的寫作特

點及結構，藉此讓學生了解新詩中格律派詩

歌的三美特點。 

 

四、課後活動 

完成三美分析工作紙 

第六節進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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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C121 

 39 

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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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4

日 

1 第 

六 

節 

： 

綜 

合 

分 

析 

《 

也 

許 

》 

及 

《 

再 

別 

康 

橋 

》 

的 

三 

美 

《中

國語

文》 

1.掌握了

詩歌中

的比

喻、誇

張、擬

人等表

現手

法。 

2.透過創

意寫

作，表

達自己

的個人

情意、

對社會

的感受

和認

識。 

A-1-1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三美分析工作紙的相關資料，如

《再別康橋》及《也許》在音樂美、繪畫美及

建築美的特點。 

二、學生已於課後完成三美分析工作紙，並於

此節課與師生共同點評。 

 

乙、發展活動 

學生分為六組，每組約四至五人， 

 

各組同學上台匯報三美工作紙的相關內容，後

由老師進行點評，糾正錯漏之處，並對重點及

難點知識加以詳述。 

 

一、點評「新詩之美」單元評核工作紙 

第一組學生解說《再別康橋》的音樂美 

 

 

 

1.電腦 

2.教學簡

報 

3. 三美

分析工

作紙 

4. 「新

詩之

美」單

元評核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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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點評： 

1.韻腳：來、彩；娘、漾；搖、草；虹、夢； 

蕭、橋；來、彩。 

2.特點：除第五節外，其餘偶數句押韻，逐節

換韻，音律和諧。 

3.首節和尾節，語意相似，節奏相同，構成回

環呼應的結構形式。 

 

第二組學生解說《再別康橋》的繪畫美 

 

 
師生共同點評： 

 (1)意象：雲彩、金柳、夕陽、新娘、豔影、青

荇、柔波、水草、榆蔭下的一潭、天上虹、彩

虹似的夢、青草、星輝。 

 

(2)意境：這些有色彩的詞語描繪出一幅幅清

新、明麗的畫面，創設出一種夢幻般的意境。 

 

(3)通過動作性很強的詞語，如「招手」、「蕩

漾」、「招搖」、「揉碎」、「漫溯」、「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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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揮」等， 使每一幅畫面變成動態的畫面，給

人以立體感。  

 

第三組學生解說《再別康橋》的建築美 

 
師生共同點評： 

1.字數句數方面：整首詩共七節，每節四行，

每句字數多是六至八字。 

2.排列方面：單行和雙行錯開一格排列，兩兩

錯落有致，於參差變化中見整齊。 

 

第四組學生解說《也許》的音樂美 

 

師生共同點評： 

1.韻腳：睡、飛、眉、睡、水、美、睡、飛 

2.特點：全詩共兩組韻腳，韻腳在偶句句末，

音律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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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學生解說《也許》的繪畫美 

 
師生共同點評： 

1.意象：夜鷹、蛙、蝙蝠、陽光、清風、松

陰、蚯蚓、小草的根鬚、黃土、紙錢兒 

 

2.意境：這些意象構成寧靜的畫面，創設出女

兒只是在睡夢中，也暗示出該地是郊野的墓

地。 

 

第六組學生解說《也許》的建築美 

 

師生共同點評： 

1.字數句數方面：整首詩共四節，每節四行，

每句字數都是九個字。 

2.排列方面：外型整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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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本節課透過師生點評《再別康橋》

及《也許》的三美工作紙，讓學生掌握格律派

新詩中的繪畫美、建築美及音樂美。 

 

 

丙、學生活動 

學生於堂上完成單元評核工作紙，並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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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課後活動 

一、創意寫作：課後自行創作新詩一首，可含

有三美及借景抒情的寫作手法。 

教師積極鼓勵同學投稿。 

二、第七節：到禮堂參與新詩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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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康

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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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5

日 

1 第 

七 

節 

： 

延 

伸 

活 

動 

： 

專 

題 

講 

座 

《中

國語

文》 

1.領略詩人

的思想感

情。 

2.培養學生

健康的審美

情趣及愛國

愛澳的情

感。 

3.根據作品

的內容和情

感，展開聯

想，提升個

人對作品的

感受力。 

A-1-1 

A-3-3 

E-1-1 

E-1-4 

E-1-5 

E-2-1 

E-2-2 

E-3-1 

E-3-4 

E-3-5 

 

甲、準備活動 

教師於課前已邀請本澳詩人關曉泉先

生來校，向本校中四級學生分享創作詩歌

的心路歷程，並以愛國愛澳為主題，教導

學生以文學創作的方式，抒發對國家及澳

門的關懷之情。 

 

以下為邀請函：(可見附件) 

 
 

乙、發展活動 

學生參與專題講座——新詩創作 

主講嘉賓： 

澳門詩人關曉泉先生 

1.電腦 

2.教學簡

報 

3.專題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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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學生參與專題講座與嘉賓的互動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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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學生積極參與本講座，嘉賓激發學

生新詩創作的興趣，從而讓學生有興趣創

作新詩及投稿。 

 

丁：課後活動——新詩創作 

 

學生須創作一首新詩，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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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講座及本單元的講解後，不少學

生積極創作新詩及投稿。下列為學生投

稿至澳門日報的作品： 

 

學生新詩創作作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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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新詩創作作品《列車》： 

 

 

學生新詩創作作品《生命》： 

 
丁、課後活動 

各組自行挑選一首最喜愛的愛國詩歌，進

行朗誦、分享閱讀心得及賞析。 

第八節：進行新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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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新詩之美—— 

《也許》及《再別

康橋》 

人數 26-30 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8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 

2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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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8

日 

1 第 

八 

節 

： 

延 

伸 

活 

動 

： 

學 

生 

報 

告 

《中

國語

文》 

1.領略詩

人的思想

感情。 

2.培養學

生健康的

審美情趣

及愛國愛

澳的情

感。 

3.根據作

品的內容

和情感，

展開聯

想，提升

個人對作

品的感受

力。 

A-1-1 

A-3-2 

A-4-2 

B-2-7 

D-1-2 

D-2-1 

D-2-2 

 

 

 

 

甲、準備活動 

教師於課前已批改「新詩之美」單元評

核工作紙，並統計學生的答題正確率，

於本節課派發及點評。 

 

乙、發展活動 

一、點評新詩評核工作紙 

教師向學生提問，並共同分析： 

（1）內容賞析： 

 
（2）作法特點： 

 
 

 

 

 

 

1.電腦 

2.教學簡報 

3. 「新詩之

美」單元評核

工作紙 

4.學生新詩報

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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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伸探究： 

 

 

二、小結：本節課透過派發單元評核工

作紙，讓學生明瞭自己在該單元的強弱

處。 

 

丙、新詩報告 

教師複述新詩報告的要求，後抽取兩組

（一組為主題一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詩

歌，另一組為澳門當地詩人的詩歌）上

台匯報。 

 

報告要求 

(1)朗讀賞析的詩歌 

(2)詩人簡介 

(3)詩歌內容大意 

(4)賞析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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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閱讀及聆聽綜合活動 

(1)分組活動：各組朗誦已準備的愛國詩

歌，及分享閱讀心得，其他同學細心聆

聽。 

(2)每位同學投票，挑選出最喜愛的愛國

詩歌。 

(3)老師邀請兩位同學講述喜愛該詩歌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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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小結 

本單元學生透過學生《也許》及

《再別康橋》，明瞭格律體新詩的特

點，掌握新詩的三美——建築美、音樂

美和繪畫美。選取的詩歌皆以五四運動

時期的文化及歷史作為背景，讓學生賞

析新詩之美，開拓他們創作新詩的能

力，表達自己的個人情意，藉此培養他

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及認識、提高其鑒

賞能力，進而讓學生賞析澳門本地詩人

的作品，培養他們健康的審美情趣及愛

國愛澳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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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1. 透過每節授課前的佈置預習作業，有效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採取啟發式教學，老師以預設問題引導閱讀方向，有助學生掌握新詩的重

點。 

 

3.教學設計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如教學簡報、影片及歌曲分享等，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活化中文教學的討論氣氛。 

 

4.培養學生查閱字典、詞典等自學能力，提升對現代漢語字詞的理解能力。 

 

5.學生透過討論交流和合作探究，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6.通過多元的學習活動，如聆聽及朗誦詩歌、分組討論及報告、新詩創作、新

詩報告等，發揮學生的創意思維，提升歸納分析能力，培養學生對詩歌的鑒賞

及創作能力。 

 

二、教學反思及建議 

 

1. 透過本單元的教學，讓學生深入認識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及中華文化，培

養學生愛國愛澳的情感。 

 

1.講解作者的生平、寫作背景及詩歌的思想感情時，宜鼓勵學生以多角度思

考，尊重詩人的人生態度，並且保有個人立場和觀點。 

 

2. 格律體新詩的寫作特色為學生初次接觸的文學知識，相對較難掌握，學生對

此均表示有點吃力，老師宜多就重點和難點知識，加以詳述。 

 

3.老師宜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堂討論，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培養獨立思

考能力。 

 

4.在分組討論時，個別班級的學生未有積極參與。為此，建議老師先讓學生個

人完成討論問題，然後再在組別中說出己見，最後共同整理結果，才向全班同

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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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各項活動中，學生均有良好的表現，如在新詩報告時，均能引起各組同

學給予不同的意見，而在老師在進行課堂活動時氣氛良好。 

 

6. 本校為一所英文中學，故結合高中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二語文)進

行教學。學生更能有系統地掌握知識，且全面提高語文能力水平。 

 

7.老師統整總結工作紙的答題情況，得出總結工作紙數據分析，其描述如下： 

 

（1）為加強和檢視學生對《新詩兩首》課文的掌握，老師集結出與課文相關的

選擇題，製成工作紙，讓學生進行測試。工作紙的內容由內容賞析、作法特點

及與延伸探究三部分組成，共九題選擇題，第一部分為內容賞析，第二部分為

作法特點，第三部分為延伸探究。 

 

（2）此工作紙的作用有三，其一，學生透過已學的知識完成工作紙，加強和鞏

固對課文的掌握；其二，完成工作紙後，每位學生可明確地知道自身的強弱項

在哪一部分，老師和學生均可在總結和複習時，針對該部分進行強化；其三，

學生可預早接觸不同的題型，擴闊思維模式，為以後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有所幫

助。老師選取了四班人數相約的學生進行分析，四班人數約 26 至 30 人。以下

將分別描述四班學生的答題情況。 

 

（3）F4A 班人數為 26 人，F4B 人數為 28 人，F4C 人數為 27 人，F4D 人數為 30

人，全級總人數為 111 人。全級在內容賞析（共三題），答對人數共有 227

人，每班平均答對的人數約為 76 人，此部份的答題正確率約為 68%。全級在作

法特點（共三題），答對人數共有 155 人，每班平均答對的人數約為 52 人，此

部份的答題正確率約為 47%。全級在延伸探究（共三題），答對人數共有 224

人，每班平均答對的人數約為 75 人，此部份的答題正確率約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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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68%

錯誤

32%

全級內容賞析問題答題情況

正確

47%
錯誤

53%

全級作法特點問題答題情況

正確

67%

錯誤

33%

全級延伸探究問題答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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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全級學生的數據結果，可總結出學生在內容賞析和延伸探究兩部分掌

握得最好，答題正確率約為 68%，可見學生對課文內容有深入的瞭解，且能掌

握課文相關的延伸知識。而在作法特點的部分答題正確率約為 47%，可見學生

在作法部分的掌握較弱，老師可在總結或複習時，讓學生針對作法部分的弱項

自主發問，再由老師點撥講解，其他部分亦如是，從而提升學生在各部分的掌

握。 

 

8. 老師統整新詩創作活動的情況，得出反思及建議，其描述如下： 

 

（1）為提高學生的思維和想像能力，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以及感受創意寫作的

樂趣，老師設計新詩的創意寫作活動，讓學生在課後進行創作，並鼓勵學生將

新詩作品投稿至澳門的各大報刊。 

 

（2）此活動的作用有二，其一，學生可根據課文《新詩兩首》的內容與情感展

開聯想，嘗試創意寫作，發揮想像力，從而加強對課文的感受力。其二，學生

以寫作表達個人情意，展現出對人生、自然、社會的感受和認識，從而提高道

德修養。 

 

（3）綜觀學生的新詩作品，可展現出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和正確的價值觀如熱愛

自然、關懷社會及愛國愛澳的精神，從而增強學生閱讀優秀詩歌作品的興趣。 

 

9.老師統整新詩報告的報告情況，得出反思及建議，其描述如下: 

 

（1）老師為加強學生的審美能力，培養健康的審美情趣，故設計新詩的專題報

告活動。老師選取十二首著名的新詩，學生以抽籤方式選取題目，新詩報告主要由

詩人簡介、寫作背景、內容大意、賞析感言組成。 

 

（2）此報告的作用有二，其一，學生透過搜尋、分析、運用資訊，完成專題報

告，提高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的能力，其二，學生通過閱讀鑒賞新詩，合作探

究，豐富審美的體驗。 

 

（3）綜觀學生的報告成果，學生能掌握所報告的新詩的題材和特色，深入探究

每位詩人的生平、寫作背景、內容大意等，並展現出個人的審美情趣和心得感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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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2018/2019 

C121 

 61 

 

 

 

 

 



2018/2019 

C121 

 62 

 

 

 

 
 

 



2018/2019 

C121 

 63 

 

 

 

 



2018/2019 

C121 

 64 

 

 

 

 



2018/2019 

C121 

 65 

 

 
 

 

 



2018/2019 

C121 

 66 

二、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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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生工作紙 

1.《死水》閱讀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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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別康橋》、《也許》三美分析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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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詩之美」單元評核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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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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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座圖片 

講座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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