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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祭妹文》是清初文人袁枚為哀悼胞妹袁機所寫的一篇祭文。古代的祭

文，是一種對死者表示崇敬與懷念的文體，與如今的悼詞相當。一般的祭文，

出於禮儀需要，作者多虛寫故事歌頌逝者，故顯浮華，欠缺真情實感，不能以

真情動人，而袁枚的《祭妹文》與其不同。內容上，此文並非與一般祭文追敘

死者生平事跡，而是精心選取生活中感人的事跡進行書寫，語出肺腑，表現出

兄妹情深，表達哀婉真摯的情誼。 

亦因如此，吳興、王文濡曾於《續古文觀止》中注評道：‚韓昌黎《祭十

二郎文》、歐陽修《瀧岡阡表》，皆古今有數文字，得此《祭妹文》，乃鼎足

而三。‛足見此文文學影響之大。因此，學生通過學習此文，能體會作者選材

之精妙、敘述之扼要、抒情之真摯淒婉。一方面，能提升學生對於祭文等應用

文的認識；另一方面，亦能提升學生選材、敘事與抒情等方面的寫作能力。故

此經典祭文，很有學習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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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註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一第二節） 
1 

第一

課節 

課文初探 1.介紹祭文文體、作

者生平與思想主張、

課文背景等文學常

識，並補充介紹清代

文學派別及其思想主

張。 

2.朗讀課文，把握課

文重難點字詞的讀音

與意義，疏通文意。 

40 

202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第六節） 
1 

第二

課節 

小組譯文 以小組合作的形式，

自主翻譯課文內容，

並於台上進行譯文分

享。 

40 

202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第五節） 
1 

第三

課節 

譯文講解 1 因應學生譯作講解課

文前半部分。 
40 

2020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四第三節） 
1 

第四

課節 

譯文講解 2 因應學生譯作講解課

文後半部分。 
40 

202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第六節） 

1 
第五

課節 

精講課文 精講課文。劃分課文

段落結構，歸納文章

主旨，分析人物形

象，探究課文藝術特

色。佈置功課：完成

工作紙。 

40 

202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第七節） 

1 
第六

課節 

鞏固所學 1.講解工作紙。2.繪

製課文腦圖。3.佈置

功課：分組將課文內

容以繪畫方式呈現出

來，並鼓勵同學以話

劇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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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2020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一第二節） 
1 

第七

課節 

多元呈現，深

化學習 

1.講解學生課文分組

腦圖。2.欣賞小組課

文畫作。3.觀賞小組

課本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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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1.認識祭文這一文體及其代表作，了解課文背景。（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認識作者袁枚及其思想主張，了解清朝的文學派別與其特點。（高中基本學

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能流暢地朗讀課文，疏通文意。（基本學力 C-3-

2、D-2-2） 

4.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特殊句式及

虛詞等知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B.技能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2.能較為準確地劃分課文段落結構，並歸納文章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4-3） 

3.能把握課文的寫作順序與線索。（高中基本學力 D-3-2） 

4.能運用摘要閱讀策略，摘要出課文主體部分所敘述的事情，領會課文選材之

妙。（高中基本學力 D-3-2、D-3-5） 

5.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力 D-4-3） 

6.領會課文寓情於事、融情入景的表現手法，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高中基

本學力 D-4-2） 

7.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容。（高中

基本學力 F-5-4） 

 

C.情意目標 

1.領會作品中濃厚的兄妹之情，培養珍視親情的品質。（高中基本學力 D-9-6） 

 

二、主要內容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及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基本學

力 C-3-2、D-2-2、D-3-1） 

2.能較為準確地劃分課文段落結構，摘要出課文主體部分所敘述的事情，領會

課文選材之妙，並歸納文章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3-2、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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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力 D-4-3） 

4.領會課文寓情於事、融情入景的表現手法，並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高中

基本學力 D-4-2） 

5.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特殊句式及

虛詞等知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合作探究。在課堂教學中，將學生分為四人一組，並以小組為單位，對課文

進行自主合作的探究學習。 

2.運用摘要閱讀策略，摘要課文主體部分敘述的事情，進而探究其選材之妙，

以提升選材與剪裁的能力。 

3.圖文並茂教學法。各組學生根據課文敘述的主要事件，將文本內容以繪畫的

方式呈現出來，以達鞏固之效，進一步領會課文敘事的畫面感。 

4.結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通過學習與理解，將課文文本內化後通過繪製思維

導圖等閱讀策略表現出來，提升學生閱讀技巧與水準。 

5.小組課本劇表演。鼓勵與組織學生將課文內容以話劇表演的方式展現出來，

達深化學習之效。 

四、教學重點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及意義，能自主翻譯課文，領會作者思想情感。（基本學

力 C-3-2、D-2-2、D-3-1） 

2.能較為準確地劃分課文段落結構，摘要出課文主體部分所敘述的事情，領會

課文選材之妙，並歸納文章主旨。（高中基本學力 D-3-2、D-4-3） 

3.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力 D-4-3） 

五、教學難點 

1.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力 D-4-3） 

2.領會課文寓情於事、融情入景的表現手法，並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高中

基本學力 D-4-2） 

3.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特殊句式及

虛詞等知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2019/2020 

C041 

 3 

六、教學用具 

教材、教學簡報、學生分組譯文作品、工作紙、學生腦圖作品、課文情景畫

作、學生話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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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一課時 課題名稱 課文初探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認識祭文這一文體及其代表作，了解課文背景。（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認識作者袁枚及其思想主張，了解清朝的文學派別與其特點。

（高中基本學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能流暢地朗讀課文，疏通文意。（基

本學力 C-3-2、D-2-2） 

基力

要求 
C-3-2 隨課文識字，不斷擴大識字量；  

D-2-2 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D-4-5 能結合背景材料、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說明及前人賦予作品

的意義，品味文學語言，評判經典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和審美

價值；  

 教學重點 1.認識祭文這一文體及其代表作，了解課文背景。（高中基本學力

D-4-5） 

2.認識作者袁枚及其思想主張，了解清朝的文學派別與其特點。

（高中基本學力 D-4-5） 

3.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能流暢地朗讀課文，疏通文意。（基本

學力 C-3-2、D-2-2） 

教學難點 1.掌握課文字詞讀音與意義，能流暢地朗讀課文，疏通文意。（基本

學力 C-3-2、D-2-2）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2 分鐘） 

迄今，我們學習過很多有關別離的情真意切的文學

作品，如與親人別離的有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與友人別離的有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

陵》、與愛人別離的有李清照《一剪梅》，甚至與母校

別離的有徐志摩《再別康橋》……這些文學作品，表現

的別離大多都是短暫的。今天我們將會學習一篇表現生

死別離的課文——《祭妹文》。 

別離，素

為文人墨

客常表現

的主題，

通過提問

有關所學

別離的文

學作品，

能幫助學

生回顧及

分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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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識作

者袁枚及

其思想主

張，了解

清朝的文

學派別與

其特點。

（高中基

本學力 D-

4-5） 
 

 

 

 

 

 

 

 

 

 

 

 

 

 

 

 

 

 

 

 

 

 

 

 

 

 

 

 

 

 

2.認識作

者袁枚及

其思想主

張，了解

清朝的文

二、介紹作者（3 分鐘） 

進入課文學習之前，我們先了解作者袁枚。 

 

三、性靈說（3 分鐘） 

※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

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 

※主張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 

※主張‚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

學歷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這

樣才能將先天條件和後天努力相結合，創作出佳品，認

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

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 

※主張文學應該進化，應有時代特色，反對宗唐宗宋。

他譏諷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

戲‛，肌理派是‚開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兒搬

家‛。他也反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說，認為‚孔子

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

厚’也‛。 

※主張駢文和散文並重，認為駢文與散文正如自然界的

偶與奇一樣不可偏廢，二者同源而異流，它們的關係是

雙峰並峙，兩水分流。 

 

四、清代文學流派（3 分鐘） 

（一）神韻派：清代詩歌流派。清初詩論家和詩人王士

禛創立。主張詩歌創作要朦朧含蓄,吞吐不盡,好像有言外

餘情,深意寄託,卻又難以捉摸,無法指實。 

（二）格調派：以清朝重臣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作詩

注重‚格調‛，該派因沈德潛宣導‚格調說‛而得名。

納。 
 

此環節的

設計，學

生能了解

課文作

者，有助

其“知人

論世”，

進一步把

握課文內

容。 
 

 

 

 

清朝文學

流派較

多，其中

作者便是

性靈派的

創始人，

對此進行

介紹，能

把握作者

的創作思

想與主

張。 
 

 

 

 

 

 

 

 

 

 

補充清朝

不同文學

流派的介

紹，能加

深學生對

清朝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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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別與

其特點。

（高中基

本學力 D-

4-5） 
 

 

1.認識祭

文這一文

體及其代

表作，了

解課文背

景。（高

中基本學

力 D-4-

5） 
 

 

 

 

 

 

 

 

 

1.認識祭文

這一文體

及其代表

作，了解

課文背

景。（高

中基本學

力 D-4-5） 
 

 

 

 

 

3.掌握課文

字詞讀音

與意義，

能流暢地

朗讀課

文，疏通

效法漢魏盛唐．在作詩態度上，但他僅有少數篇章能反

映現實，多數作品因"怨而不怒"而具有濃厚的封建衛道

氣息，較乏新鮮活潑的情致。 

（三）肌理派：因翁方綱提倡‚肌理說‛而得名。又因

提倡以學問為詩，被稱為‚學問詩派‛。 

 

五、關於祭文（3 分鐘） 

本文是袁枚哀悼胞妹袁機的一篇祭文。現代人用開

追悼會的形式悼念死者，並用悼詞來概述死者生前的事

蹟以及對死者的懷念。在古代則用祭祀形式悼念死者，

並在祭祀時朗讀祭文。 

祭文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特有文體。祭文以主持祭祀

人的身份和口吻寫的，它的內容包括概述死者的生平、

事蹟、作者和死者的關係、交往以及對死者表示哀悼的

思想感情等等。本文抒寫對亡妹的悼念，著重寫兄妹之

間的親密關係，情真意切，語出肺腑，讀來哀惋真切。 

本文是袁枚的著名散文作品。吳興、王文濡《續古

文觀止》中注評說：‚韓昌黎《祭十二郎文》、歐陽修

《瀧岡阡表》，皆古今有數文字，得此《祭妹文》，乃

鼎足而三。‛這三篇散文，被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名祭

文‛。《祭妹文》又被譽為‚古代祭文中的絕調‛。 

 

六、題解（3 分鐘） 

本文是袁枚哀悼胞妹袁素文的一篇祭文。抒寫對亡

妹的悼念，情真意切，語出肺腑，讀來哀惋真切。是著

名散文作品。 

被祭的袁素文是袁枚的三妹，名機，字素文。素文

未出生時，其父母曾與高氏指腹為婚，高氏子成人後，

卻是市井無賴，極多劣跡。高氏提出了解除婚約，但袁

素文囿於封建禮教，竟執意不肯。婚後，素文備受淩

辱，終因不堪肆虐而返居娘家。自此忍辱含垢，年僅四

十歲便悽楚離世。 

 

六、朗讀課文（8 分鐘） 

通過朗讀課文，標記重、難點字詞，對文章形成初步認

識。 

 

 

發展及其

派別的認

識與理

解。 
 

 

 

 

祭文這一

文體，學

生甚少接

觸，故通

過講解，

有助其把

握課文文

體的特

點。 
 

 

 

 

 

 

 

 

 

 

對於題解

的介紹，

學生能把

握課文的

背景及作

者祭奠對

象——素

文的生

平。 
 

 

 

朗讀，是

學生學習

課文最直

接，亦是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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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

（基本學

力 C-3-2、

D-2-2） 

 

 

3.掌握課文

字詞讀音

與意義，

能流暢地

朗讀課

文，疏通

文意。

（基本學

力 C-3-2、

D-2-2） 

七、聆聽朗讀音頻（8 分鐘） 

通過聆聽朗讀音頻，標示重、難點字詞讀音，同時加深

對文章的理解，進一步把握祭文朗誦的語調、停頓、情

感等技巧。 

 

八、正音（板書）（5 分鐘） 

奠（diàn）  仳（pǐ）離  差（cī）肩 

遽 （jù）  蹈（d ăo）  殮（liăn） 

憩 （qì）  縑（jiān）  奓（zhà） 

莞 （wăn）爾  弱冠（guàn）             掎（jǐ） 

瑣瑣（suŏ）             膺（yīng）   

嫛婗 （yīní）          目矢（shùn）             諳（ān） 

小差（chài）             殗殜 （yè dié） 綿惙 （chuò） 

付梓（zǐ）              窀穸（zhūn xī） 先塋（yíng）   

原隰（xí）                 羈（jī）魂             周晬 （zuì） 

朔（shuò） 

 

九、小結（1 分鐘） 

這節節課主要介紹了作者生平及其創作主張、清代文學

流派、祭文文體、題解等，並通過朗讀課文、聆聽課文

誦讀音頻，標註文中重、難點字詞讀音，初步把握課文

內容。 

 

十、佈置功課（1 分鐘） 

利用字典、詞典、網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

意義，進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方式，故

而設計課

文朗讀的

環節。 
 

 

將學生朗

讀過程中

遇到的重

難點字詞

的讀音通

過板書的

方式呈現

於黑板

上，有助

學生掌

握，達到

隨課文識

字、擴大

識字量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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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二課時 課題名稱 小組譯文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字

詞進行查

閱，並能自

主完成課文

翻譯，領會

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

基本學力 C-

1-2、D-3-

1） 

第二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作者生平及其創作主張、清代的

文學流派、祭文文體特點、題解等相關文學常識，並通

過朗讀課文及聆聽朗讀音頻，掌握文中重難點字詞的讀

音。此外，還佈置了功課讓同學善用字典詞典及網絡資

源，了解課文重難點字詞的意義。接下來，我們進行分

組譯文，進一步理解課文意涵。 

 

二、分組譯文（37 分鐘） 

在保持抗疫安全距離的前提下，以 5-6 人為一小組，對課

文進行堂上翻譯。 

學生分組翻譯，老師進行巡視及答疑。 

 

 

 

 

 

 

 

 

 

 

 

通過分組

譯文的方

式，能集

思廣益，

較全面、

深入地把

握課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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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1 分鐘） 

這節課主要因應課文內容進行堂上小組譯文，借此培養

同學們善用字典、詞典、網絡等資源進行認字識字的習

慣，提升文言文閱讀與團隊協作能力。 

 

四、佈置功課（1 分鐘） 

1.各小組同學因應本節課小組譯作進行潤色與完善。 

2.下節課將進行前半部分的小組譯文分享與講解，相關小

組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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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三課時 課題名稱 譯文講解 1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者

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第三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進行了堂上分組譯文，同學們通過小組

合作，集思廣益，進一步把握課文思想意涵。這節課我

們將會鼓勵同學上台分享小組譯作，並對此進行分析與

講解。 

 

二、台上分享（37 分鐘） 

鼓勵小組代表自薦，上台分享課文翻譯，以及過程中遇

到的問題及得失。 

（一）分析第一至第三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一至三段，老師引導。 

 

 

 

 

 

 

 

 

 

 

此環節的

設計，旨

在鍛煉與

提升學生

的文字組

織及語言

表達能

力，老師

亦能藉此

了解學生

在翻譯過

程中遇到

的困難，

從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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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由於同學們有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

故多能譯出文段大意，但涉及文言文特殊句式的句子，

其語序仍需注意。此外，亦有幾處需重點提點： 

1.課文第一段相當於文學作品中的序，其作用無外乎交

待寫作背景或原因，如曾於高一學習過的課文陶淵明

《歸去來辭並序》中的序一般，交待了作者陶淵明做

官、辭官及屬文的原因。而《祭妹文》中的第一段亦如

此，交待了時間、地點及寫作原因。 

2.‚乾隆丁亥冬‛，其中‚乾隆‛指清高宗愛新覺羅·弘

曆的年號，而‚丁亥‛則是紀年的干支，兩者合併，即

指西元 1767 年。對此了解即可，翻譯過程中可譯可不

譯。當然，此小組同學將具體時間表述清楚，亦是可以

的。 

3.‚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一句，該組同學的翻譯

多為‚我把三妹袁機安葬在上元縣的羊山‛，雖能完整

翻譯句子中的字詞，但用語習慣與現代漢語不同，故需

針對性的

講解，達

深化學習

的效果。 
 

 

 

 

 

 

 

 

 

 

 

 

 

 

 

 

 

 

 

 

 

 

 

 

 

講解過程

中聯繫學

生所學課

文，有助

加深其理

解。 
 

 

 

 

 

 

進行文言

特殊句式

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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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處特殊句式的情況。‚安葬‛為動詞充當的謂

語，而‚於上元之羊山‛為介賓詞組充當的狀語，狀語

修飾謂語，應置於謂語前面，故此句現代漢語語序為

‚於上元之羊山葬三妹素文‛，因此翻譯應為‚在上元

縣的羊山安葬我的三妹素文。‛ 

4.‚而奠以文曰‛一句，小組同學的翻譯較為準確，亦

有注意此句狀語後置的情況。‚奠‛為動詞充當的謂

語，‚以文‛為介賓詞組充當的狀語，狀語修飾謂語，

應置於謂語前面，故現代漢語語序為‚而以文奠曰‛。 

5.對於第一段的翻譯，需完善的句子是‚當時雖觭夢幻

想，寧知此為歸骨所耶？‛同學前半句的翻譯較為準

確，而後半句譯為‚你怎麼知道這是回去自己的家鄉

呢？‛雖有注意此句反詰語氣，亦能將‚寧‛譯作‚怎

麼‛，但對於‚歸骨所‛的翻譯不當，應譯為‚埋葬骸

骨的地方。‛因此，後半句應譯為‚又怎麼料到這裡是

你埋葬骸骨的地方呢？‛ 

6.‚汝以一念之貞‛一句，小組同學譯為‚因為你堅持

與高家結成婚事‛，雖與原文有關，但並非文句之意，

而是其結果，故應依照字面上翻譯，譯作‚你由於（因

為）抱著貞節的觀念。‛ 

7.‚致孤危托落‛一句，該組同學簡譯為‚被遺棄‛，

不甚妥當，‚致‛為導致，同學譯作‚引致‛亦可。而

‚孤危‛雖由兩字組成，實為兩詞，因此需要拆開翻

譯，可解作‚孤獨憂傷‛。至於‚托落‛一詞，意為

‚落拓失意‛。合起來，此句可譯為‚導致（後半生）

孤獨憂傷，落拓失意。‛ 

8.‚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一句，同學們的翻譯，前

半句較為準確，而後半句則可完善。‚天實為之‛同學

們譯為‚但天這樣做事不應該的‛，其中‚實‛應解作

‚實際上‛；而‚為‛讀‚wéi‛，是動詞。整句可譯

作‚實際上是上天造成這種不幸‛。 

9.‚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一句，‚然

而‛同學解作‚縱然‛，不甚準確，此處表轉折，應解

作‚但是‛。‚ 未嘗非予之過也‛，同學譯為‚我也不

曾沒有錯過‛，不甚妥當。此句並非特殊句式，故直譯

即可，‚未嘗‛解作‚不曾‛，‚予‛為第一人稱代詞

‚我‛，這些此組同學均能譯出，但‚過‛放在結構助

詞‚之‛前，應為名詞，解作‚過錯‛。因此此句應譯

時，將句

子現代漢

語的語序

展現出

來，有助

學生進行

比對與區

辨。 
 

 

 

對於文言

文中的反

問句，可

把握句首

表反問的

詞，以及

句末的問

號進行判

斷。 

 

 

 

文言文

中，單字

成詞的情

況較多，

兩個單字

聯合組成

兩個詞

語，如文

中“托

落”等，

需分而譯

之，故應

培養學生

此方面的

翻譯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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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為‚未嘗不是我的過錯。‛ 

10.‚予幼從先生授經‛一句，同學譯為‚我從小跟從受

先生教育學習經書‛，若將‚受‛、‚教育‛刪去，則

更為通順，表意更明確。 

11.‚遽躬蹈之‛一句，同學譯為‚就親身體驗‛，意思

基本正確，若將‚體驗‛譯作‚實踐‛，則更完美。 

12.最後，‚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

貞若是‛一句，其中‚嗚呼‛表感歎，可譯作‚唉‛，

然此組同學有所疏漏，需作完善。‚使汝不識《詩》、

《書》‛，同學譯作‚假使你不識詩書‛，表意較準

確，但若能對‚識‛稍加解釋，則更好，可解作‚懂

得‛。而‚或未必艱貞若是‛一句，同學譯為‚可能不

會堅持嫁給他‛，未能按照原句進行翻譯，按照文句字

詞，應是‚也許未必像這樣苦守貞節啊。‛ 

 

（二）分析第四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四段，老師引導。 

 

 

 

 

 

 

 

 

 

 

 

 

 

 

 

 

 

 

 

 

對於文言

文翻譯，

雖學生能

譯出大

意，但沒

有養成譯

後審視句

子的習

慣，故需

於教學過

程中進行

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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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整體而言，這組同學的翻譯文句通順，且表

意明確。但亦有幾處需要留意，包括： 

1.此段追敘往事，故‚余捉蟋蟀‛一句，若能對時間發

生的大致時間作補充，則更為完整。 

2.‚汝奮臂出其間‛一句，前半部分小組同學的翻譯較

為準確，而對於‚出其間‛的翻譯則可完善，同學譯作

‚那隻蟋蟀便從我兩隻手之間離開‛，不甚妥當，

‚出‛此處為動詞，解作‚出現‛，‚其間‛中‚其‛

 

 

 

 

 

 

 

 

 

 

 

 

 

 

 

 

 

 

 

 

 

 

 

 

 

 

 

 

 

 

 

 

 

 

 

 

 

此部分在

翻譯過程

中，可引

導學生思

考作者為

何寫這些

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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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示代詞‚那‛，‚間‛則表處所。故整句應譯為

‚你伸出手臂出現在那裡‛，如此更為貼切。 

3.‚憩書齋‛一句，同學的翻譯是‚在藏書的地方休

息‛，存有瑕疵，‚書齋‛一詞，現在仍使用，故可不

譯，或譯作‚書房‛。 

4.‚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一句，同學翻譯為‚聽到兩個

孩子的讀書聲‛，存有缺漏，未將‚琅琅然‛譯出，應

作補充。‚琅琅然‛中‚琅琅‛形容讀書聲清朗，而

‚然‛為詞尾，解作‚……的樣子‛，因此整句翻譯為

‚聽到兩個小孩書聲琅琅‛更為準確。 

5.‚連呼‘則則’‛一句，小組同學解作‚連聲讚

歎‛，表意亦明確，但有所欠缺，未將‚則則‛翻譯出

來，故需補充。‚則則‛為象聲詞，同‚嘖嘖‛，為讚

歎聲。因此全句譯為‚連連發出‘嘖嘖’的讚歎聲‛則

更準確。 

6.‚此七月望日事也‛一句，同學譯為‚現在是農曆七

月十五，發生了這件事‛，不甚準確，需更正。其中

‚此‛為指示代詞‚這‛，所以可譯為‚這是農曆七月

十五發生的事‛。 

7.‚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一句，前半句同學翻譯較

為準確，而後半句主語有所混淆，同學譯為‚我一定會

清楚記得這個日子‛，結合上文，後半句主語亦是

‚汝‛，即三妹素文，因此應譯為‚（你）應當清楚地

記得這一情景。‛ 

8.‚予弱冠粵行‛一句，同學解作‚我二十歲的時候，

離家去了廣東廣西‛，有瑕疵。‚弱冠‛為‚古時男子

二十歲成年，行加冠禮‛。然作者‚粵行‛是發生在二

十一歲，且‚粵行‛並非到廣東，而是經廣東到廣西。

因此這句應解作‚我二十一歲到廣西去‛。 

9.而‚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前半句，同學

翻譯是‚你從東邊房子扶著桌子出來‛，其中‚扶案‛

一詞，翻譯不準確，可解作‚捧著茶盤‛；而後半句，

同學解作‚家人都瞪著眼睛看而且恥笑著‛，不甚妥

當，此處‚而‛為起修飾作用，即‚瞠視‛修飾

‚笑‛，結合上文下理，此處笑，應是歡笑，因此可翻

譯為‚全家睜眼看著歡笑‛，如此更為準確。 

10.至於‚凡此瑣瑣‛一句，同學解作‚凡是這些種種瑣

碎的事‛，不甚通順，可譯為‚所有這些瑣事‛，如此

何如此選

材，從而

提升其作

文中選材

與剪裁方

面的能

力。 
 

 

 

 

 

對於文言

文的翻

譯，應力

求保留作

者原意，

譯出原句

中所用詞

語。 

 

 

 

 

 

 

 

 

此處可結

合譯文內

容，補充

古代對於

年齡的稱

呼，如

“而

立”、

“不惑”

等，擴大

學生此方

面的積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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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

字詞進行

查閱，並

能自主完

成課文翻

譯，領會

作者思想

情感。

（高中基

本學力 C-

1-2、D-3-

1） 

 

 

更簡潔通順。 

11.最後，‚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一句，同學

譯為‚然而只要我沒有死，就永遠不會忘記‛，若前半

句補充‚一日‛，後半句將‚永遠‛更為‚一日‛，即

‚然而我一天沒死，就一天不能忘掉‛，則更為準確。 

 

（三）分析第五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五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總的來說，該小組的譯文基本能將文段內容

翻譯出來，但存在幾處文句不甚通順的情況，具體如

下： 

1.‚眣汝辦治‛一句，同學解作‚指望你辦理這些

事‛，其中‚這些事‛與前文‚家中文墨‛重複，故可

刪去。 

2.‚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一句，同學譯

為‚曾經說你是女性當中最瞭解經書道理，熟悉古代典

故的人‛，存有瑕疵，此句之意，意在表達女性中少有

 

 

 

 

 

 

 

 

 

 

 

 

 

 

 

 

 

 

 

 

 

 

 

 

 

 

 

 

 

 

 

 

 

 

 

 

 

在翻譯過

程中，應

注意與上

文下理的

對應，力

求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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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人，故應更為‚曾經說過女人中很少有明瞭經書

的旨意和熟悉前賢典故的‛。 

3.‚汝嫂非不婉嫕‛一句，同學譯作‚你的嫂子並不是

不柔和溫柔‛，其中‚柔和溫柔‛有重複的地方，可更

改，可易為‚柔和溫順‛或‚柔順和靜‛等，避免重

複。 

4.‚而於此微缺然‛一句，這組同學解作‚而是比較缺

乏這方面的能力‛，存在問題，就具體情境而言，此為

作者袁枚評價其妻子，故用語當委婉，因此‚微‛需明

確解釋出來，而同學將此譯作‚比較‛，程度過高，應

為‚稍稍‛；此外‚而‛此處表轉折，意思是‚但

是‛。故整句可譯作‚但是在這方面稍有欠缺‛。 

5.‚故自汝歸後，雖為汝悲，實為予喜‛一句，同學譯

為‚自從你回娘家後，表面上因你而悲傷，實際上我是

開心的‛不甚準確。首先，前半句‚故‛譯出，‚故‛

此處表結果，意為‚所以‛。其次，‚雖為汝悲‛中

‚雖‛解作‚雖然‛。因此，整句可譯為‚所以自你回

來後，雖然替你悲傷，其實又替我自己高興‛，如此更

為準確 。 

6.最後，‚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托汝‛一句，同

學解作‚世上多是年長者先死，我可以將身後託付於

你‛，個別字詞的翻譯有所缺漏。首先，‚或‛此處表

假設；其次，‚身後‛一詞，同學直譯，並無作補充，

故不完整。因此，可完善為‚假若按人世間年長的先死

亡的常例，我可以將身後之事託付給你‛，如此更為準

確。 

 

三、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小組為單位，根據分組譯文進行分享與講

解，並由同學進行補充，以及老師進行完善，藉此深化

學習課文內容。 

 

四、佈置功課（1 分鐘） 

1.下節課將進行後半部分的小組譯文分享與講解，相關小

組做好準備。 

 

 

 

 

 

 

 

在文言文

翻譯過程

中，學生

大多譯出

大意輒

止，而未

養成與原

文校對的

習慣，故

需加強此

方面的講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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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四課時 課題名稱 譯文講解 2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

報、學生譯作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基力

要求 
C-1-2 能借助字典、詞典及其他中文工具書，幫助閱讀與寫作 ;  

D-3-1 初讀文章，能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和基本結

構，並且提出疑難問題；  

 教學重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難點 1.對文中重、難點字詞進行查閱，並能自主完成課文翻譯，領會作

者思想情感。（高中基本學力 C-1-2、D-3-1）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第四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請小組同學上台分享各自譯文成果，以

及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並且對此進行分析與

講解。接下來，我們將會邀請不同小組同學上台分享有

關課文後半部分的譯文。 

 

二、台上分享（37 分鐘） 

鼓勵小組代表自薦，上台分享課文翻譯，以及過程中遇

到的問題及得失。 

 

 

 

 

 

 

 

 

 

 

 

 

 

 

 

 

 

 

此環節的

設計，不

僅能提升

學生台上

演示的能

力，而且

還能促進

師生與生

生的互

動。 
 

 

 

 

 



2019/2020 

C041 

 19 

1.對文中

重、難點字

詞進行查

閱，並能自

主完成課文

翻譯，領會

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

1） 
 

 

 

 

 

 

 

 

 

 

 

 

 

 

 

 

 

 

 

 

 

 

 

 

 

 

 

 

 

 

 

 

 

 

 

 

 

（一）分析第六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六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對於此文段的翻譯，同學們的譯作大致準

確，若能稍加潤色，則更為完美。 

1.首先，‚後雖小差，猶尚殗殜‛一句，同學們譯為

‚病情稍微痊愈後，雖然病情已經沒那麼嚴重了‛，存

有瑕疵。前半句，‚病情稍微痊愈‛搭配存在問題，可

易為‚病情稍愈‛；後半句，將‚雖然‛去除則更好，

因為原文句子並無此連詞。 

2.其次，‚為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一句，此組同

學譯作‚給我講一些野史的趣事‛，翻譯大體準確，但

對於‚稗官‛一詞，並無翻譯，故需補充。‚稗官‛，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此

處可解作‚小說‛。此外，‚可喜可愕之事‛，同學譯

為‚趣事‛，存有瑕疵，‚可喜‛應譯為‚讓人歡

喜‛、‚可愕‛ 譯為‚讓人驚愕‛。因此，整句可譯

為‚替（給）我講小說野史上的使人高興和驚訝的故

事‛。 

 

 

 

 

 

 

 

 

 

 

 

 

 

 

 

 

 

 

 

 

 

 

 

 

 

 

 

 

 

 

 

 

 

由此可

見，學生

進行文言

文翻譯，

習慣止於

大意，而

未能對照

原文字詞

逐一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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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字

詞進行查

閱，並能自

主完成課文

翻譯，領會

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

1） 
 

 

 

 

 

 

 

 

 

 

 

 

 

 

 

 

 

 

 

 

 

 

 

 

 

 

 

 

 

 

 

 

 

 

 

 

 

 

（二）分析第七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七段，老師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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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該組同學的翻譯，基本能闡明文意，但亦

尚有幾處需要完善，包括： 

1.‚遠吊揚州‛一句，同學翻譯為‚所以我到了遠處的

揚州探訪古探‛，其中‚探‛為錯字，應易為‚跡‛。 

2.‚阿奶問‛一句，同學譯作‚奶奶問‛，不當，此處

應為‚母親‛。 

3.‚強應曰‛一句，小組同學解作‚牽強地回答‛，不

甚妥當，解作‚勉強‛更為準確。 

4.‚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一句，同學譯

為‚結果我再中午還到家，但你在早上已經氣絕生

亡。‛其中‚果‛，此處解作‚果然‛，而非表結果；

而‚氣絕生亡‛存有誤字，應為‚氣絕身亡‛。另外，

‚未時‛為下午 13:00-15:00，故譯作‚中午‛不當 。 

補充： 

子 23：00～1：00  

丑 1：00～3：00  

寅 3：00～5：00  

卯(mǎo) 5：00～7：00  

辰 7：00～9：00  

巳(sì) 9：00～11：00  

午 11：00～13：00  

未 13：00～15：00  

申 15：00～17：00  

酉(yǒu)17：00～19：00  

戌(xū)19：00～21：00  

亥(hài)21：00～23：00 

5.‚蓋猶忍死待予也‛一句，此組同學譯作‚大概應該

是忍著死亡的痛處來等待我‛。其中‚大概‛與‚應

該‛矛盾，刪去一詞即可。 

6.‚則予豈肯遠遊？‛一句，同學譯為‚我怎麼還會去

遠遊？‛其中‚則‛為翻譯出來，此處‚則‛意為‚那

麼‛；而‚肯‛，為能願動詞，如今仍在用，故可直

譯。即全局可譯為‚那麼我怎麼肯遠行。‛ 

7.‚即遊‛一詞，同學譯為‚原本想結束遊完時‛，不

甚準確。‚即‛意為‚即使‛，表示假設的情況。故

‚即遊‛可譯為‚即使一定要出門。‛ 

8.‚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一句，

此組同學譯為‚尚有幾句心底話，想說給你聽，想共你

 

 

文言文中

對親人的

稱呼，古

今有所不

同，如

《兵車

行》“耶

（爺）娘

妻子走相

送”中

“耶

（爺）”

解作“父

親”，故

可於講解

過程中作

補充。 
 

對於古代

時辰進行

補充說

明，有助

擴充學生

的知識

面。 
 

 

 

 

 

 

 

應培養學

生結合上

文下理進

行翻譯的

良好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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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字

詞進行查

閱，並能自

主完成課文

翻譯，領會

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

1） 
 

 

 

 

 

 

一想商量呀。‛有幾處需要更正，首先，‚亦‛一詞並

未翻譯出來，可譯為‚也‛；其次，‚幾許‛解作‚幾

句‛，不甚恰當，解為‚多少‛更準確；最後，‚想共

你一想商量‛存有錯字，應為‚想和你一起商量‛。 

9.‚而今已矣‛一句，同學譯為‚而如今變這樣‛，不

當，‚已‛意為‚結束‛，正如曾學過的課文《詩經·

氓》‚亦已焉哉‛一般。而‚矣‛則為句末語氣詞。至

於‚而‛，此處表轉折。因此，整句可譯作‚可是現在

（一切都）結束了。‛ 

10.‚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一句，該組同學譯

為‚又不知道看不看東西，死後又很難明白‛，不甚妥

當。‚得見不見得‛意為‚能不能與你相見‛，而

‚卒‛此處並非‚死‛之意，而表‚最終‛。因此，全

句翻譯應為‚能不能和你相見，也終究難以明白‛。 

11.最後，‚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

乎！‛一句，同學們翻譯為‚然後抱著這無盡的遺憾死

去，天啊，人啊，就這樣完了嗎？‛不甚準確。首先，

詞語‚然則‛實為兩詞，‚然‛解作‚這樣‛，‚則‛

譯作‚那麼‛。其次，‚天乎人乎‛一句，結合句子上

文下理，此處應是選擇的複句表述形式，可譯作‚是天

意呢，還是人事呢‛。因此，整句可譯作‚這樣說來，

那麼要永遠抱著這無邊無際的遺憾了，是天意呢，還是

人事呢，就這樣完結了嗎！‛ 

 

（三）分析第八段。 

學生代表上台分享課文第八段，老師引導。 

 

 

 

結合學生

所學課文

相關字詞

進行講

解，能加

深學生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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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大體上，此組同學能譯出大意，但亦存有

可以完善的地方，例如： 

1.‚吾已付梓‛一句，該組同學翻譯道‚我已經刻在我

的詩卷後‛，此情況，依照字面翻譯便可，即‚我已付

印‛。 

2.‚江廣河深‛一句，同學譯為‚江河寬廣深淵‛，不

妥。因為文言文中的‚江‛、‚河‛均為特指，‚江‛

特指長江，‚河‛特指黃河；而‚廣‛、‚深‛則為形

容詞，形容長江、黃河。因此可譯為‚長江寬廣，黃河

水深‛。 

3.‚其下兩塚‛一句，同學解作‚其餘的兩個墳墓‛，

未將‚下‛解出，因此可更為‚下方（首）的兩座墳

墓‛。 

4.‚羊山曠渺‛一句，小組同學譯為‚羊山空曠隙

闊‛，出現錯別字的情況，‚隙‛應易為‚遼‛。 

5.‚羈魂有伴，當不孤寂‛一句，同學們譯作‚他鄉的

鬼魂與你作伴，一定不會感到寂寞‛，存有瑕疵。首

先，‚羈魂‛一詞，聯繫上文下理，所指應為三妹魂

魄。其次，‚當‛此處，應表揣度，意思是‚應當‛。

因此，整句話的意思是‚你寄居他鄉的魂靈也有個伴

侶，應當不會孤單寂寞‛ 。 

6.‚所憐者‛一句，同學們的翻譯是‚可憐的人‛，存

有問題，‚者‛雖有些時候可解作‚……人‛，但此處

解作‚……的‛。因此，全句應是‚可憐的‛。 

7.‚生汝死後‛一句，同學們解作‚在你死後‛，並無

譯出動詞‚生‛，故不當。應譯為‚出生在你逝世之

後‛。 

8.‚予雖親在未敢言老‛前半句，結合課文背景，此處

‚親在‛，所指的應是母親，而同學們譯為‚雖然我的

父母還在生‛，不甚妥當，可易為‚我雖然母親健

在‛。 

9.最後‚九族無可繼者‛一句，小組同學譯為‚他的家

族沒有可以繼承的人‛，不甚妥當，‚九族‛所涉深

廣，指高祖、曾祖、祖父、父親、本身、兒子、孫子、

曾孫和玄孫，此處指血緣關係較近的許多宗屬，可直

譯。所以全句可譯作‚九族沒有可以繼承的人‛。 

 

 

 

 

 

 

 

 

“江”、 

“河”在

文言文均

為特指，

而今義皆

為泛指，

故講解過

程中可補

充古今異

義的相關

知識。 
 

 

 

 

 

 

 

 

 

 

 

應培養學

生結合課

文背景及

上文下理

進行翻譯

的習慣。 
 

 

此處對

“九族”

進行說

明，有助

加深學生

對課文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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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文中

重、難點字

詞進行查

閱，並能自

主完成課文

翻譯，領會

作者思想情

感。（高中

基本學力

C-1-2、D-3-

1） 
 

 

 

 

 

（四）分析第九段。 

學生上台分享課文第九段，老師引導。 

 
 

 
老師點評：此部分，小組同學的翻譯仍存在較多值得

商榷的地方，包括： 

1.‚生前既不可想‛一句，此小組譯為‚在你身死前想

不到‛，不準確。此處欲表達的是‚你身前之事已不堪

回首‛。 

2.而‚紙灰飛揚‛一句，該小組譯作‚紙錢燒成灰燼在

天空飛灑‛，其中‚飛灑‛一詞不甚妥當，可更為‚飛

揚‛。 

3.至於‚朔風野大‛一句，同學們解作‚山上風勢很

大‛，對於‚朔‛，並無解釋清楚，‚朔風‛，指的是

北風，故整句可解為‚北風猛烈‛。 

4.最後，‚阿兄歸矣‛一句，同學解作‚我在回去的時

候‛，存有瑕疵。其中‚矣‛為句末語氣助詞，解作

‚了‛。故整句可譯為‚你的哥哥回去了‛。 

 

三、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小組為單位，根據分組譯文進行分享與講

解，並由同學補充及老師完善，藉此進一步把握課文內

容。 

 

四、佈置功課（1 分鐘） 

1.熟讀課文，進一步把握課文意涵。 

 

 

 

 

 

 

 

 

 

 

 

 

 

 

 

 

 

 

 

 

 

 

 

 

 

應加強學

生在翻譯

中的措辭

及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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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五課時 課題名稱 精講課文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能較為準確地劃分課文段落結構，並歸納文章主旨。（高中基本學

力 D-4-3） 

2.能把握課文的寫作順序與線索。（高中基本學力 D-3-2） 

3.能運用摘要閱讀策略，摘要出課文主體部分所敘述的事情，領會課

文選材之妙。（高中基本學力 D-3-2、D-3-5） 

4.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

力 D-4-3） 

5.領會課文寓情於事、融情入景的表現手法，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6.領會作品中濃厚的兄妹之情，培養珍視親情的品質。（高中基本學

力 D-9-6） 

基力

要求 
D-3-2 複讀文章，能理清思路，概括要點，理解作者寫作意圖和

主要表現方法，能調動生活體驗和知識積累，深化對文章的理

解，逐步解決初讀疑難，並能提出新問題；  

D-3-5 瀏覽文章，能快速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尋求有用資訊；  

D-4-2 瞭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主要表現手

法，感受其藝術魅力；  

D-4-3 能把握文學作品的基本內容和思想情感，理解作品主旨，

分析作品形象；  

D-9-6 通過中國古代優秀作品的學習，認識民族精神和民族智

慧，熱愛中華文化；  

 教學重點 1.能較為準確地劃分課文段落結構，並歸納文章主旨。（高中基本學

力 D-4-3） 

2.能把握課文的寫作順序與線索。（高中基本學力 D-3-2） 

3.能運用摘要閱讀策略，摘要出課文主體部分所敘述的事情，領會課

文選材之妙。（高中基本學力 D-3-2、D-3-5） 

4.分析並掌握文中作者、三妹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高中基本學

力 D-4-3） 

教學難點 1.領會課文寓情於事、融情入景的表現手法，掌握課文的藝術特色。

（高中基本學力 D-4-2） 

2.領會作品中濃厚的兄妹之情，培養珍視親情的品質。（高中基本學

力 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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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2.能把握課

文的寫作

順序與線

索。（高

中基本學

力 D-3-2） 
 

 

 

 

 

 

 

 

 

 

 

第五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在前面的課堂，我們已經介紹了作者、背景等相關文學

常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文的翻譯、分享與點評，

這節課我們將會進一步探討課文內容。 

 

二、朗讀課文（8 分鐘） 

帶著以下問題朗讀課文。 

1.本文可分為幾個部分？是以甚麽順序、甚麽線索來

寫？ 

2.試歸納課文主旨。 

3.第 3 段寫袁機的不幸遭遇，主要從哪方面來寫？為甚

麽要這樣寫？ 

4.第 4 段共寫了三件事，作者在寫這三件事時抓住哪些

細節的描寫？這些細節描寫有甚麽作用？ 

5.試分析作者袁枚與三妹袁機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 

6.本文是怎樣把抒情和敘事緊密結合起來？ 

 

三、合作探究（8 分鐘） 

在保持抗疫安全距離的前提下，以 5 人為一組，以小組

為單位，研討以上問題。 

 

四、精講解題（16 分鐘） 

（一）本文可分為幾個部分？是以甚麽順序、甚麽線索

來寫？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①全文可分為三部分： 

第 1 段是第一部分，敘述葬妹的時間、地點，交代因葬

妹而撰文設祭。 

第 2-8 段是第二部分，通過敘事抒寫對亡妹的懷念。 

第 9 段是第三部分，寫祭時所想、所見及祭畢而歸的情

景。 

 

②本文（除開頭、結尾外）以時間先後為順序組織材

料，以兄妹間的親密關係作為貫串全部內容的線索，寫

出死者一生的經歷，顯示死者的品德，抒寫了對死者的

深情悼念。 

 

 

 

 

 

 

 

通過反復

誦讀，帶

著問題進

行課文朗

讀，學生

能從不同

角度剖析

課文內

容，加深

對課文的

理解。 
 

 

 

此環節的

設計，能

集思廣

益。 
 

 

此題設計

之意，在

於提升學

生對課文

的整體感

知能力，

以及對課

文思路、

線索的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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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較為準

確地劃分

課文段落

結構，並

歸納文章

主旨。

（高中基

本學力 D-

4-3） 

3.能運用摘

要閱讀策

開頭總說亡妹葬於異地，交代祭奠時間、祭者身

份，並用‚嗚呼‛一語轉第一人稱為第二人稱，直呼亡

妹，奠定全文淒切哀惋的基調。 

        主體部分先概述亡妹不幸的一生，把她的‚遇人仳

離，致孤危托落‛歸咎於詩書。以便按時間的順序敘

事。 

         先記幼年瑣事，表現兄妹間親密關係。接著敘妹歸

母家後兄妹相依之情，從而表現死者的才德。這以前，

亡妹在夫家一段情節，已於上文概述她不幸的一生時提

及，所以只用‚義絕高氏‛四字帶過。再往下變敘亡妹

的病危及死亡，寫她忍死待兄，而臨終未得見一面，對

自己的遠遊無限懊悔，一字一淚，是全文的頂峰。然後

寫亡妹身後之事的籌措，安慰與傷痛交錯。 

        結尾直抒悲痛之情。‚哭汝‛二字總括全文，‚奠

汝‛二字與前面交待語中‚奠以文‛相應。末尾連說

‚嗚呼哀哉‛，呼應開頭一段的悲歎，一往情深。 

        從選材的角度看，作者祭奠亡妹邊哭邊訴，筆隨憶

至，兒時的回憶，往日的手足情，對亡妹身後諸事的安

排，一齊傾述出來，似乎寫得很‚散‛；但是這一切往

事，又始終圍繞著親密的兄妹關係和哀悼亡妹這一中心

主題，這就使文章在結構上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

點。 

        從組織材料的角度看，把當年事情和眼前景物相結

合：通過憶舊來悼念逝者，寫這些往事時都緊扣眼前。

比如寫‚今予殮汝葬汝‛的事實，就自然聯想到兒時共

同葬蟲弔蟲的情景，由此更加深內心的悲痛，這就使

‚形散而神聚‛的特點更加突出。 

 

（二）試歸納課文主旨。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本文通過概述三妹素文不幸的生平際遇，指出

‚識詩書‛是其悲劇的根源，從而揭露封建禮教與道德

觀念對人精神的毒害。同時，通過敘述與三妹共同經歷

的生活片段，表達出深厚的兄妹之情，以及對亡妹的哀

痛與懷念。 

 

（三）第 3 段寫袁機的不幸遭遇，主要從哪方面來寫？

為甚麽要這樣寫？ 

 

 

 

 

 

 

 

 

 

 

 

 

 

 

 

 

 

 

 

 

 

 

 

 

 

 

 

 

 

 

 

 

此題的設

計，旨在

訓練與提

升學生的

歸納與總

結方面的

能力。 
 

 

 

此環節的

設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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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摘要

出課文主

體部分所

敘述的事

情，領會

課文選材

之妙。

（高中基

本學力 D-

3-2、D-3-

5） 
 

 

 

 

 

 

 

 

3.能運用摘

要閱讀策

略，摘要

出課文主

體部分所

敘述的事

情，領會

課文選材

之妙。

（高中基

本學力 D-

3-2、D-3-

5）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袁機被指腹為婚許配高氏，及長，高氏子無賴，

本應解除婚約，但她因受封建禮教的影響，不肯解約。

她婚後受盡虐待，不得已離婚而歸居娘家，造成‚孤危

托落‛的處境，以致早死。對於袁機不幸遭遇的具體情

況，本段並沒有正面書寫，僅在段首用了一句話加以概

括。作者主要是從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上來寫，文中

說：‚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為甚麽這樣說

呢？‚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這就是說，‚識《詩》、《書》‛是造成袁機終身悲劇

的根本原因，而‚識《詩》、《書》‛又是由於和作者

‚伴讀‛所致，因此作者感到分外的悲痛。 

         在這一段中，作者主要是集中寫造成袁機終身悲劇

的根本原因，從而推究到自己的過失，譴責了詩書的毒

害。這是傷心至極的激憤之語，因而表達的哀傷就更加

真摯、深刻、感人。 

 

（四）第 4 段共寫了三件事，作者在寫這三件事時抓住

哪些細節的描寫？這些細節描寫有甚麽作用？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寫幼年共同捉蟋蟀時，袁機‚奮臂出其間‛，表

現她天真活潑的情態；寫兄妹共同讀書時，袁機‚汝梳

雙髻，披單縑來‛，顯示她稚嫩可愛的神態；寫作者遠

遊時，袁機‚掎裳悲慟‛，作者中進士返家時，袁機

‚從東廂扶案出‛和‚一家瞠視而笑‛，這一慟一笑，

表現了袁機純真的兄妹之情。總之，這些細節描寫都表

現了袁機活潑可愛的少女形象，以及與作者之間的天真

無邪、親密無間的兄妹之情。 

 

 

 

 

 

 

 

 

 

 

在提升學

生對作者

選材方面

的把握，

進而提升

其作文選

材能力。 
 

 

 

 

 

 

 

 

 

 

 

 

 

此環節的

設計，意

在訓練與

提升學生

對細節描

寫及其作

用的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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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並掌

握文中作

者、三妹

等人物形

象的性格

特點。

（高中基

本學力 D-

4-3） 

 

 

 

 

 

 

 

 

 

 

 

 

 

 

 

 

 

 

 

 

 

 

 

 

 

 

 

 

 

 

（五）試分析作者袁枚與三妹袁機人物形象的性格特

點。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人物 

性格 
袁枚 袁機 

優 敢於承擔責任（從‚然

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

予之過也‛可知） 

勤奮好學（從‚予幼從先生

授經，汝差肩而坐‛、‚溫

《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

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可

以看出） 

勤學努力、學有所成

（從‚予幼從先生授

經‛、‚聞兩童子音琅

琅然‛、‚ 予披宮錦還

家‛可知） 

天真活潑（從幼年共同捉蟋

蟀，三妹‚奮臂出其間‛可

以看出。） 

富有同情心（從‚歲寒

蟲僵，同臨其穴‛可

知） 

情深義重（從‚予弱冠粵

行，汝掎裳悲慟‛、‚前年

予病，汝終宵刺探‛可以看

出） 

兄妹情深（從‚予弱冠

粵行，汝掎裳悲慟‛、

‚ 舊事填膺，思之淒

梗‛、‚前年予病，汝

終宵刺探‛、‚ 阿兄歸

矣，猶屢屢回頭望汝

也‛可知） 

堅決果斷（從‚汝之義絕高

氏而歸也‛可以看出） 

調配有度（從‚汝之

詩，吾已付梓；汝之

女，吾已代嫁；汝之生

平，吾已作傳……‛可

知） 

孝順長輩（從‚堂上阿奶，

仗汝扶持‛可以看出） 

注重身後之事（從‚故

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

祭掃也‛可知） 

知書達理（從‚家中文墨，

眣汝辦治‛、‚ 為說稗官野

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

懽‛可以看出） 

孝敬長輩（從‚予雖親

在未敢言老‛可知） 

堅強不屈（從‚汝又慮戚吾

心，阻人走報‛、‚ 阿奶

問：‘望兄歸否？’強應

曰：‘諾已’、‚ 一目未

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可以

看出） 

劣 雖揭露封建禮教之害，

但反封建不徹底（從

‚使汝不識《詩》、

《書》，或未必艱貞若

是‛、‚ 汝死我葬，我

死誰埋‛、‚九族無可

繼者‛可知） 

苦守貞節，深受封建禮教之

害（從‚愛聽古人節義事；

一旦長成，遽躬蹈之‛ 可以

看出。） 

 

 

本文以祭

文的形

式，通過

敘事展現

三妹人物

形象，其

人物形象

固然是本

文學習的

重點，但

透過文

字，作者

的人物形

象亦鮮活

生動、呼

之欲出，

故亦需對

此進行分

析與探

究，藉此

提升學生

對人物形

象性格特

點的理解

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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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領會課文

寓情於

事、融情

入景的表

現手法，

掌握課文

的藝術特

色。（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6.領會作品

中濃厚的

兄妹之

情，培養

珍視親情

的品質。

（高中基

本學力 D-

9-6） 

 

5.領會課文

寓情於

事、融情

入景的表

現手法，

掌握課文

的藝術特

色。（高

中基本學

力 D-4-2） 

（六）本文是怎樣把抒情和敘事緊密結合起來？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本文在寫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敘事中充分

抒發自己的強烈的感情。具體來說，是通過兩種方式來

抒情的：一種是寓情於事，以情動人。文中所記的許多

小事都滲透著作者懷念、同情和悲痛亡妹的真摯情意。

另一種是在敘事中穿插一些抒情性的語句，來直抒胸

臆，表達感情。例如，在回憶兒時的共同生活後說：

‚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

無為印證者矣。‛ 在寫袁機絕高氏而歸對自己的幫助

後說：‚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托

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在寫自己病中受到袁機

的關心後說：‚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

耶？‛在寫袁機病危及去世後說：‚然則抱此天涯之

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在寫為袁機辦理後事聯

想到自己無子時說：‚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

靈，可能告我？‛這些都是在敘事過程中充分表達自己

的哀痛心情，感人至深。 

 

五、藝術特色（5 分鐘） 

學生回答，老師引導。 

明確 ： 

全篇以"祭"爲經，以"情"爲緯，手法靈活而自然，是一

篇極有特色的祭文。  

（1）評記結合，文情濃至。祭奠人物要記寫出所祭人物

的生平要事。袁枚祭寫三妹"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

孤危托落，是命之所存，天實爲之"，僅用一二十字就高

度概括了素文悲劇的一生，是祭，是敘，亦是評。後文

所敘既是素文命運，也是發掘即所謂"人節義事"並"躬蹈

之"的悲劇原因，更是抨擊"天實爲之"的一腔悲憤。 

（2）情蘊事中，個性昭顯。本文以寫兄妹嬉戲、兄妹同

窗、兄妹離合，表現素文爲兄悲爲兄喜，愛兄敬兄的率

真情感；以"家中文墨，瞬汝辦治"，表現素文的文養與

能幹；以侍兄病榻，表現素溫順賢淑；還以"托夢"事，

表現素文曲已讓人和對人生和對兄長的依戀。人的性格

最易在生活瑣事中自然流露出來，袁枚即從這些自己親

歷的生活小事中開掘出了三妹素文的品格，也托出了兄

妹之情真摯的情意。這是生活的真實，細節的真實；也

本文主要

通過敘事

的方式進

行抒情，

故此方面

內容值得

深究，本

題設計之

意在於提

升學生對

課文抒情

手法的把

握。 
 

 

 

 

 

 

 

 

 

 

藝術特

色，向為

語文課文

學習的重

點，進行

此環節的

教學時，

應充分發

揮教師引

導的積極

作用，從

不同角度

展開分

析，進而

把握課文

藝術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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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性的真實，情感的真實。 

（3）情因事發，情由景出。因事而抒情的方式，因以具

體的事例爲附麗，所抒之情實實在在，感人肺腑。如當

記述了所曆往事之後，作者寫道："凡此瑣瑣雖爲陳迹，

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

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

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

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此後每寫一事，必緊隨著抒情的語

句而出，且事愈說愈重，情愈發愈濃，情不自禁，蕩氣

回腸。  

（4）情融於景，也是本文的一大特點。如寫墓地的環境

及祭奠時的景狀，也都是字字含情，一片血淚。如"哭汝

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

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有與三妹的傾吐，有坆場的空曠與陰森，有朔風的吼

叫，有漫天飛揚的紙灰，有祭者的抽泣、回首、踉蹌與

呼嚎……無論在視覺、聽覺和心理覺上都給人心靈以沈

重的撞擊，讀之令人痛傷而垂淚。 

 

六、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以合作探究的形式，通過劃分課文段落結

構、歸納課文主旨、把握課文選材特色與細節描寫、分

析課文人物形象性格特點、探究課文藝術特色等教學活

動進一步把握課文思想意涵。 

 

七、佈置功課（1 分鐘） 

1.完成《祭妹文》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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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六課時 課題名稱 鞏固所學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教材、教學簡報、工

作紙、腦圖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

特殊句式及虛詞等知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2.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高中基本學力 F-5-4） 

基力

要求 
D-9-4 積累文言實詞、文言虛詞，瞭解常見的文言句式；  

F-5-4 初步掌握文字表述與圖表、圖標、圖畫、視頻配合的基本

方法，增強表達效果；  

 教學重點 1.掌握課文中的文言文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古今異義、

特殊句式及虛詞等知識。（高中基本學力 D-9-4） 

教學難點 2.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高中基本學力 F-5-4）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掌握課

文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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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基本學

力 D-9-

4） 

第六課時 

一、課堂導入（1 分鐘） 

上一節課，我們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對課文進行深化學

習，並佈置功課，完成工作紙。這節課，我們將鞏固所

學。 

 

二、講解工作紙（22 分鐘） 
 

 

 

 

 

 

 

 

 

 

 

 

 

 

 

 

 

 

 

 

設計涵蓋

課文通假

字、詞類

活用、一

詞多義、

特殊句式

等文言基

礎知識的

工作紙，

並佈置學

生獨立完

成，繼而

進行講

解，學生

能鞏固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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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工作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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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工作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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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課

文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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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基本學

力 D-9-

4） 

 

 

 

 

 

 

 

 

 

 

 

 

 

 
 

 

 

 

 

 

 

 

 

 

 

 

 

請學生回答工作紙問題，並對其進行引導，將參考答案

書寫於黑板之上。 

（一）找出通假字並解釋 

明確： 

1.不覺莞爾，連呼‚則則‛(則則，通‚嘖嘖‛，讚歎聲 ) 

2.四支猶溫，一目未瞑        (支，通‚肢‛ ，肢體) 

3.後雖小差，猶尚殗殜        (差，同‚瘥‛，病癒) 

 

（二）指出下列框中字的活用現象並解釋 

明確： 

1.凡此瑣瑣……      

 形容詞活用為名詞，瑣瑣之事。 

2.予弱冠粵行        

名詞作狀語，往粵，到粵。 

3.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        

副詞作動詞，再現。 

4.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 

名詞作狀語，本著(秉持)道義。 

5.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        

形容詞使動用法，使……悲傷。 

6.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 

形容詞使動用法，使……安寧，此處指‚安葬‛。 

7.南望原隰，西望棲霞 

方位名詞作狀語，向南，向西。 

8.風雨晨昏，羈魂有伴   

名詞作動詞，颳風下雨 

9.阿品遠官河南    

名詞活用作動詞，做官。 

 

（三）一詞多義 

①望     1.此七月望日事也    （農曆每月十五） 

             2.猶屢屢回頭望汝也  （看） 

             3.南望原隰，西望棲霞   （對著） 

             4.阿奶問望兄歸否    （希望） 

②差     1.汝差肩而坐   （比，並） 

             2.後雖小差     （差，同‚瘥‛，病癒） 

③寧     1.請母命而寧汝於斯  （使……安寧，此處指

‚安葬‛。） 

 

 

此題設計

之意在於

掌握文中

通假字。 
 

 

 

 

此題設計

之意在於

掌握文中

詞類活用

現象。 
 

 

 

 

 

 

 

 

 

 

 

 

 

 

 

 

 

 

 

此題設計

之意在於

掌握文中

一詞多義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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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寧知此為歸骨所耶 （怎麼） 

④之    1.一旦長成，遽躬蹈之 （代詞，它） 

            2. 未嘗非予之過也。    （助詞，的） 

⑤以    1.而奠以文曰   （介詞，用） 

            2.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 （介詞，因為） 

3.果予以未時還家  （介詞，在） 

⑥然    1.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  

（助詞，放在形容詞詞尾，……的樣子） 

            2.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 

（轉折連詞，但） 

⑦為    1. 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介詞，給） 

            2. 其下兩塚：一為阿爺侍者朱氏（動詞，是） 

⑧故    1.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典故） 

            2.故自汝歸後          （所以） 

⑨信    1.函使報信遲早云爾         （消息） 

2.予信醫言無害         （相信） 

 

（四）判斷特殊句式並翻譯句子 

1.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 

（狀語後置句）翻譯：在上元縣羊山安葬我的三妹素文 

2.奠以文 

（狀語後置句）翻譯：作文祭奠她 

3.此七月望日事也 

（判斷句）        翻譯：這是七月十五的事 

 

（五）多項選擇題 

1. 請選出與「緜惙之際」同義的成語？（ACD） 

A.行將就木     B.含笑九泉    C.風中殘燭    D.病入膏肓     

E.圓寂涅盤 

2. 下列何者為「諧音雙關」？（AB） 

A.四兩棉花－彈不上  

B.外甥燈籠－照舅 

C.奶媽抱孩子－人家的 

D.貓哭耗子－假慈悲  

E.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3. 請選出下列各詞語中的「案」字，字義相同者：

（BDE） 

A.拍「案」叫絕        B.「案」牘勞形       C.舉「案」齊

 

 

 

 

 

 

 

 

 

 

 

 

 

 

 

 

 

 

 

 

此題設計

之意在於

掌握文中

文言特殊

句式。 
 

 

 

 

此題設計

之意在於

提升學生

語文綜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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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過學

習，內化

所學課

文，並通

過圖畫、

話劇等形

式呈現課

文內容。

（高中基

本學力 F-

5-4） 

 

 

 

 

眉 

D.有「案」可稽        E.鐵「案」如山 

4. 在祭妹文一文「九族無可繼者」，其中「九族」是指

直系親屬，有父、祖、曾祖父、高祖父、自己、子、

孫、曾孫、玄孫等，謂之九族，因此「九」字乃是實

數。試問下列何者亦指實數？（ABCD） 

A.三從四德    B.三網五常    C.七情六慾     D.五體投地     

E.萬劫不復 
補充： 

·三從四德是中國古代習俗之一，‚三從‛與‚四德‛的合

稱。‚三從‛指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

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女的品德、辭令、儀態、女

紅）。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

禮、智、信。 

·七情六欲，七情是指喜、怒、憂、思、悲、恐、驚 。的感

情表現或心理運動；六欲是指人的眼、耳、鼻、舌、身、意

的生理需求或願望。 

·兩手、兩膝和頭一起著地。 

5. 下列何者屬於「借代」？（ABCDE）  

A.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  

B.逾二年，予披「宮錦」還家 

C.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  

D.生汝死後，才「周晬」耳  

E.汝之詩，吾已「付梓」 

 

三、繪製課文腦圖（15 分鐘） 

以 4-5 人為一組，將課文所學知識以腦圖形式呈現出

來，以達鞏固之效。 

 

四、小結（1 分鐘） 

本節課主要通過講解《祭妹文》工作紙及堂上完成課文

腦圖，來鞏固所學課文知識。 

 

五、佈置功課（1 分鐘） 

1. 此文在選材、敘事及抒情方面為人稱道，且極具畫面

感，試分組將課文描述的幾個感人的畫面以繪畫方式呈

現出來 

2.為鞏固所學，鼓勵學有餘力的同學嘗試將《祭妹文》改

編成話劇，允許一定程度的劇情改動，完成劇本創作，

並以表演形式呈現出來。 

 

 

 

 

 

 

 

 

 

 

 

 

 

 

 

 

 

 

 

 

 

 

 

 

 

 

 

 

藉此多元

呈現的方

式，鞏固

課堂所

學。 



2019/2020 

C041 

 39 

 

作品名稱 祭妹文 人數 25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7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節 

課時 第七課時 課題名稱 多元呈現，深化學

習 

教材 《預科中文》下冊 教學資源 腦圖作品、選材畫

作、話劇作品 

教

學

目

標 

課節

目標 
1.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高中基本學力 F-5-4） 

基力

要求 
F-5-4 初步掌握文字表述與圖表、圖標、圖畫、視頻配合的基

本方法，增強表達效果；  

 教學重點 1.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高中基本學力 F-5-4） 

教學難點 1.通過學習，內化所學課文，並通過圖畫、話劇等形式呈現課文內

容。（高中基本學力 F-5-4）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活動 設計意圖 

 

 

 

 

 

 

 

 

1.通過學

習，內化

所學課

文，並通

過圖畫、

話劇等形

式呈現課

文內容。

（高中基

本學力 F-5-

4） 
 

 

 

 

 

 

第七課時 

一、課堂導入 

上一節課，我們講解工作紙鞏固所學，並於堂上繪製課

文腦圖，並佈置課文畫作及課本劇製作，這些課我們將

多元呈現，深化學習。 

 

二、腦圖賞析 

依序展示小組腦圖習作，並對此進行分析與點評。 

（一）第一組 

學生上台分享。 

 

 

 

 

 

 

 

 

 

 

 

 

 

 

 

 

通過繪製

課文腦圖

的方式，

能將所學

課文知識

進行統整

與歸納，

進而達到

深化所學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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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評：此小組腦圖作品分為文學常識、課文內容、

文言知識、藝術特色四個板塊，層級分明，脈絡清晰。 

首先，在文學常識方面，有對中國古代三大祭文、作者

生平及其創作主張、清代文學流派作介紹，較為完整。 

其次，在課文內容方面，該小組僅指出此作品為哀祭文

的珍品，並歸納主旨，並無對其選材、敘事及抒情作分

析，稍顯單薄。 

再次，在文言知識方面，此小組同學歸納了課文的通假

字、詞類活用、特殊句式，並舉出相應的例子作說明，

若能補充課文所涉一詞多義的相關知識，則更為詳盡。 

最後，在藝術特色方面，小組同學將此細分為借代修

辭、寫作技巧、寫作順序、祭文特點及側面描寫，雖項

目中多有例子作補充說明，但在類屬上可作調整，例如

借代屬於修辭類別的，而順序寫作屬於敘事類別，而側

面描寫則屬於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一類等。如此，則更為

明確。 

 

（二）第二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同學的板塊劃分，與第一組同學相同。

亦是分為文學常識、內容、文言基礎及藝術特色四個板

塊。 

首先，在文學常識方面，亦介紹了作者生平及其創作主

張、中國古代三大祭文、清代文學流派等文學常識，較

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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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內容方面，除對課文內容進行劃分以外，還有

對課文選材及寫作線索作分析。此外，亦有對課文主旨

進行歸納，還列舉課文所敘述的幾件生活瑣事。整體而

言，內容完整、具體，但若能調整內容歸類，則更具條

理性，例如將此項選材與所列舉的生活瑣事結合在一

起。如此，層次更加分明。 

再次，在文言基礎方面，能對課文所涉通假字、詞類活

用及特殊句式進行完整歸納，但若補充一詞多義等文言

知識，則更全面。 

最後，在藝術特色方面，雖細分為結構嚴謹、寓情於

事、出語自然、融情入境、用字精妙，但並無作展開，

亦無對此進行補充說明，而寫作方法方面，雖能寫出課

文主要的抒情方法，直接抒情、借事抒情，但亦缺少補

充說明，散文特色的介紹亦是如此。 

 

（三）第三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組同學的腦圖，亦有涉及背景知識、文章

分析、文學常識及藝術特色。但在版塊劃分上，仍可作

調整。 

首先，對於背景知識方面，有對作者生平及其創作主

張、清代文學流派、古代三大祭文等作分析，較為完

整，若將此知識點，歸為‚文學常識‛板塊，則更具條

理性。 

其次，文章分析方面，該組同學從兩方面作展開，一方

面歸納課文主旨，另一方面亦劃分了課文的段落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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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析其層次段意，較為完整。 

再次，‚文學常識‛方面，其板塊設計語音、通假字、

特殊句式等，此類內容應歸作‚文言基礎知識‛更為準

確。此外，還可補充課文所涉一詞多義等文言內容。 

最後，藝術特色方面，小組同學將此內容，作為‚文學

常識‛的一個類屬，不甚準確，應更為嚴謹，單獨列

出。此版塊，有分析課文敘事順序及線索，而寫作技巧

方面，則僅列出五點內容，但缺少對此進行補充說明。

此外，對於課文所涉修辭手法，亦無作分析，此為不

足。 

 

（四）第四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該組同學的腦圖，在類屬劃分上層級較為分

明，但各項目所涉內容稍顯單薄。 

首先，作者方面，有對袁枚生平及其創作主張進行分

析，亦有提及古代三大祭文，但並無提及清朝的文學流

派。 

其次，課文內容方面，雖有對課文段落結構進行劃分，

但卻缺少對主旨的歸納總結。 

再次，文言常識方面，雖有涉及語音、詞類活用、古今

異義、特殊句式等知識，但缺少對課文通假字的分析，

且所涉內容均點到即止，不能盡錄。 

最後，藝術特色方面，有談及課文文體、修辭及技巧，

但均列出即止，而缺少補充說明，不甚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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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組 

學生上台分享。 

 

 

 

 

 

 

 

 

 

 

 

老師點評：此小組同學的腦圖，板塊劃分及層級類屬較

為明確，分為文學常識、課文內容、文言知識及藝術特

色四板塊。 

首先，文學常識方面，有談及作者生平及其創作主張、

清朝文學流派、古代三大祭文等，較為完整。 

其次，課文內容方面，有對課文重難點字詞讀音、段落

層次及主旨作分析，並有談及課文的敘事順序及線索，

內容較豐富。 

再次，文言知識方面，從通假字、詞類活用、特殊句式

三方面進行展開，若能補充課文所涉古今異義、一詞多

義現象則更為完整。 

最後，藝術特色方面，僅列出五個特點，並無作補充說

明，且缺乏對課文修辭技巧的分析，故顯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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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過學

習，內化

所學課

文，並通

過圖畫、

話劇等形

式呈現課

文內容。

（高中基

本學力 F-5-

4） 

 

 

 

 

 

 

 

 

 

 

 

 

 

 

 

 

 

 

 

 

 

 

 

 

 

 

 

 

 

 

 

 

 

 

 

 

 

 

三、小組畫作賞析 

（一）學生作品 1 

 

 

 

 

 

 

 

 

 

 

 

 

 

 

 

 

 

 

 

 

 

 

 

 

 

 

 

 

 

 

 

 

 

 

 

 

此文受人

稱道的原

因，除了

情感真摯

以外，在

選材上更

是匠心獨

運，因此

通過繪製

課文選材

畫作，能

加深學生

對作者選

材用意的

的體悟，

進而提升

其選材與

剪裁方面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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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2 

 

 

 

 

 

 

 

 

 

 

 

 

 

 

 

 

 

 

 

 

 

 

 

 

 

 

 

 

 

 

 

 

 

 

 

 

 

 

 

 

 

 

 

 

 

 

 

 

 

 

 

 

 

 

 

 

 

 

 

 

 

 

 

 

 

 

 

 

 

 

 

 

 

 

 

 

 

 

 

 

 



2019/2020 

C041 

 46 

 

 

 

 

 

 

 

 

 

 

 

 

 

 

 

 

 

 

 

 

 

 

 

 

 

 

 

 

 

 

 

 

 

 

 

 

 

 

 

 

 

 

 

 

 

 

 

 

 

 

（三）學生作品 3 

 

 

 

 

 

 

 

 

 

 

 

 

 

（四）學生作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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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過學

習，內化

所學課

文，並通

過圖畫、

話劇等形

式呈現課

文內容。

（高中基

本學力 F-5-

4） 

 

四、課本劇賞析 

（一）學生劇本 1 

 

 

 

 

 

 

 

 

 

 

 

 

 

 

 

 

 

 

 

 

 

 

 

 

 

 

 

 

 

 

 

 

 

 

 

 

通過鼓勵

學生進行

課本劇改

編及演

繹，不僅

能提升學

生對話劇

的認識與

理解，培

養熱愛話

劇文化的

審美情

趣，而且

還能通過

話劇演繹

的方式深

化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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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劇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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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學生話劇劇照 1 

 

 

 

 

 

 

 

 

 

 

附：學生話劇劇照 2 

 

 

 

 

 

 

 

 

 

 

五、總結 

本節課通過賞析同學們的腦圖作品、課文畫作及課本劇等

形式，多元呈現課文所學，以達深化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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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 

 

本教案設計的目的在於：通過學習“古代祭文中的絕調”——《祭妹

文》，學生能認識祭文這一應用文文體，能把握作者敘事選材的精妙，領會作

者通過生活瑣事抒發深厚情誼的技巧與方法。通過學習此文，養成熱愛古典文

學的審美情趣，培養珍視親情的品質。整體而言，此教學設計具有以下特點： 

1.以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為基礎進行教學設計，教學目標的訂定注重學

生知識、技能及情意方面的培養與發展，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主體，突出學生

主觀能動性，側重學生知識體系的完善及語文綜合能力的提升。  

2.本教學設計，以合作探究的形式為主。首先，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利用字詞

典、網絡等資源，查閱課文重難點字詞的讀音與意義，對課文進行協作翻

譯，初步把握課文內容，有助提升學生古文閱讀與理解能力。其次，學生根

據小組學習單上的學習任務進行合作探究，從而把握課文段落結構、歸納課

文主旨、把握作者敘事選材及通過瑣事表現真摯情誼的寫作技法、掌握作者

與三妹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及其塑造方法等，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與閱讀

鑒賞能力。再次，通過小組合作，共同探討課文的藝術特色。學生通過小組

學習，不僅能提升自學、資料檢索、口頭表達與文字組織能力，還培養分工

合作的團隊精神。 

3.為突出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主觀能動性，設計小組匯報與展示的教學形式，

促進學生之間相互交流與啟發，共同成長，調動其學習積極性。此外，亦能

較好地協調教學中教師主導性與學生主動性之間的關係。 

4.通過學習，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能辯證地分析與評價課文人物，把握作者三

妹不幸逝世的根本原因，認識封建禮教之害。同時，領會作品中濃厚的兄妹

之情，培養珍視親情的品質。 

5.通過練習與鞏固，學生能掌握文言基礎知識，提升文言文閱讀能力。 

6.結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學生能通過學習，將課文文本內化後，以腦圖等形

式展現出來，在回憶所學課文內容的基礎上深化學習。 

7.在學習課文的基礎上，把握作者敘事選材的精妙及敘事描寫的畫面感，並通

過小組繪製畫作的形式，將課文敘述的印象深刻且具畫面感的生活瑣事呈現

出來，進一步領悟作者選材匠心，藉此提升學生選材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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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由於祭妹文屬於應用文文體，且內容較為感傷，故鼓勵學生通過改編課本劇

並以表演形式呈現出來的方式鞏固課文所學，進一步領會作品思想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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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建議 

1.此文為“性靈說”提出者袁枚之作，而袁枚所處之清朝，存在不同的文學流

派，且不同的文學流派有其各自的文學主張。此外，作為“性靈說”的提倡

者，作者對不同文學流派存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在介紹與講解課文背景知

識的過程中，可對此進行提點，亦有助學生加深對近古文學的認識。 

2.此文為文言文，且文體為應用文中的祭文。雖為清朝作品，文辭方面較為簡

明易懂，但若缺乏策略性教學，學生亦易感沉悶。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可以

學生為主導，圍繞教學內容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如完成課文小組腦圖，

藉此整合課文所學相關知識點；又如繪製課文中作者印象深刻且情感深厚的

生活瑣事畫面，藉此進一步把握作者敘事選材之妙；再如，鼓勵學生改編課

本劇並以表演形式呈現出來，藉此觸類旁通，提升學生劇本創作與演繹等方

面的能力水平等，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設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教

學效果。 

3.在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要兼顧各組學生能力的差異，注重小組分工合作

及其團隊精神的培養，可設置小組組長，對組內分工進行統籌與謀劃。此

外，教學亦要保證各組及其組員積極參與，鼓勵同學之間進行交流與分享。

因此，可設置小組展示與匯報，以提升學生語言組織與口頭表達能力，還要

注重學生自評、互評，及教師引導、啟發與總結，從而激越課堂氣氛，調動

學生學習積極性。 

4.本文雖為祭文文體，但文中作者祭奠之人物形象鮮活生動。課文通過敘述生

活瑣事中與三妹的共同活動，以及三妹的言行舉止，生動活潑地塑造出三妹

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所述生活瑣事中亦涉及對作者本人的描寫，兩者交

織在一起。因此，對於所祭奠之人物——三妹以外，作者人物形象的性格特

點亦是學習的重點，應加強此方面的教學。建議先由學生自主分析，繼而讓

同學補充，最後再由老師講解，以提升其閱讀、分析與自主學習能力。 

5.加強‚雙基‛教育。 

其一，加強文言文的閱讀能力，通過學生自主翻譯課文、自主分析人物

形象，提升古文閱讀能力。 

其二，加強文言文的基礎知識，通過做練習，鞏固所學知識，如通假

字、詞類活用、古今異義、特殊句式、文言虛詞等基礎知識。 

6.結合高中中國語文基本學力要求進行教學。學生能更為科學、系統地掌握知

識，且能全面提高語文能力水平，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7.鼓勵學生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培養獨立與批判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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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1. 學生台上分享 

 

2.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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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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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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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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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腦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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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文選材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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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話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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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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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劇照 

 



2019/2020 

C041 

 70 

附錄 

 

課堂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