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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澳門學校全面停課，即使學校推出不同形

式的網上教學，以求輔助學生在家學習，學生在聽、說、讀、寫的培

養成效也比不上面授式教學。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內容時，一方面考

慮小學中文的基本學力要求，一方面關注學生復課後的適應情況。 

 

 在教學時，除傳授學生課本上的知識，亦希望協助學生主動學

習，培養學生積極求知解難的習慣、興趣。課堂以學生主導的方式，

同時補充課外知識，鼓勵學生發掘更多學習內容。以認識作者為例，

雖然教學重點只是認識作者生平及背景，以求理解其寫作目的，但教

師講課時，也會補充作者的趣事，以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自行

上網查找資料及相關作品，並與同學分享，從而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務求令學習不會在課堂止步，而是走進學生的日常生活。 

 

 課堂設計方面亦追求「品」、「學」兼備，教學注重知識與技能

的培養，也重視品格的教育。本節課的設計結合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趣

味性，激活學生的探究欲望，讓學生以偵探的身份，深入研讀課文，

領悟作者的用心，繼而反思自身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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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日期 星期 教學內容 時間 

39 2020年 5月 28日 四 《差不多先生傳》 

第一課時 

40分鐘 

39 2020年 5月 29日 五 《差不多先生傳》 

第二課時 

40分鐘 

40 2020年 6月 1日 一 《差不多先生傳》 

第三課時 

40分鐘 

40 2020年 6月 2日 二 《差不多先生傳》 

第四課時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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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內容簡介 

A.參選編號 P134 

B.學科名稱 S01中文 

C.單元名稱 差不多先生傳 

D.教學對象 四年級 

E.教學課時 共四節課，每教節 40 分鐘 

F.主要內容 
  《差不多先生傳》一文通過虛構人物「差不多先生」，

諷刺當時中國社會上處事馬虎、不認真、敷衍了事的人，

希望人們養成態度認真、實事求是的精神。 

 

    本文除了描寫「差不多先生」的外貌，更通過個性

化的語言和具體事件來突顯人物的性格特徵，細緻刻畫

人物的思想和心理狀態，呈現出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 

G.教學目標 
1.知識 

 借助閱讀，認識和理解生詞； 

 認識人物傳記； 

 認識語氣副詞； 

 知道通過對話和事件來表現人物的性格； 

 懂得辨別過渡句，理解在課文的作用； 

 學習外貌描寫的手法，並通過對比，了解外貌描寫

的特點。 

 

 

2.技能： 

 能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能夠運用適當的語氣、聲調和聲量進行角色扮演； 

 能夠通過觀察來描寫人物的外貌特徵； 

 能以實際情況，對他人報告作出具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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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意： 

 通過認識作者生平，引起學生對相關文學作品的興

趣，從而培養學生課外閱讀的習慣； 

 通過分析文章事例，對人物的處事態度作出評價；

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 

 培養學生見不賢而內自省的品德。 

 

H.設計創意和特色 
  教材為《差不多先生傳》的節選部分，學生掌握節

選內容後，教師補充原文，讓學生在掌握人物描寫的寫

作技巧，亦能領悟作者的用心。 

 

  是次教學的方式切合現時小學生的閱讀喜好，讓學生

以偵探的身份，以全新的角度思考課文內容，對課文有

更深刻的感悟，繼而反思自身的言行，同時提升課堂的

趣味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I.教學重點 
1.認識本文的寫作背景及體裁。 

2.品味詞句，讀懂內容，整體感知。 

3.通過對文本的探究學習，感受人物形象，體會作者的

寫作目的。 

4.在寫作中運用學過的描寫人物的手法。 

J.教學難點 
1.正確、規範地書寫生字。 

2.學習語氣副詞，運用恰當的語氣朗讀課文。 

3.感受人物形象，反思自身的言行，領悟作者的用心。 

4.能夠抓着人物的外貌特徵去描寫。 

K.教材用具 
課本、電腦、教學簡報、影片、《差不多先生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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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課題 《差不多先生傳》 日期 2020年 5月 28 日 課時 第一課時 

教 

學 

目 

標 

1.借助閱讀，認識和理解生

詞； 

2.能正確、流利、有感情地

朗讀課文； 

3.通過認識作者生平，引發

學生對相關文學作品的興

趣，從而培養學生課外閱讀

的習慣。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B—2—7 能運用恰當的詞句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B—2—13 能經過思考才發表自己的意見，並能說出理由。 

D—2—4 能正確、流利和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D—2—7 能聯繫上下文和生活經驗理解詞語和句子，辨別詞語

的感情和色彩，體會其表達的效果，推斷作品中關鍵

詞句在文章中的意思和作用。 

教材 

分析 

教材選自《我愛學語文》四下單元二《人物放大鏡》，學習通過觀察人物的外貌特徵，並

通過對話和事件來表現人物的性格。本文虛構了「差不多先生」這個形象鮮明的人物，由外至

內的順序，先說眼耳口鼻，再說行為思想，由淺入深地呈現其「差不多」的態度。文中描述了

他的兩件事，事情簡繁輕重也依着後果與影響的程度而加重，借此諷刺當時國人敷衍苟且的態

度。 

由於教材為節選內容，教師教學時會補充原文，期望讓學生有更深的感悟，明白行為會養

成習慣，反思自己的處事態度，並領略作者的用心。 

學情

分析 

學生過往較少接觸名家的作品，未了解本文的寫作背景，也從未接觸傳記體裁，對其特點

未有概念。本班學生對字詞部件的概念甚弱，加上疫情停課的緣故，書寫機會銳減，教授字詞

時須重點提示學生注意結構筆劃。 

重點

難點 

重點：認識本文的寫作背景及體裁。 

難點：正確、規範地書寫生字。 

教學

過程 

時間 教學活動 

3’ 

 

 

 

6’ 

 

 

 

 

 

 

 

一、引入 

師：你認為誰是中國最有名的人？為甚麼？(學生自由作答)  

 

二、發展 

1.認識作者 

師：每個人心中最有名的中國人都不一樣，老師心中最有名的中國人就是我國著名文學家

胡適先生，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他有多厲害吧！ 

 

(1)時化背景 

觀看短片《三分鐘看歷史-新文化運動》，了解五四運動的背景，令學生對作者身處的時

代背景有更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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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0’ 

 

 

 

 

 

 

8’ 

 

 

 

 

 

 

7’ 

 

 

 

 

(2)白話文運動，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比較 

師:就像你們日常朗讀《弟子規》中含有文言文的單音節詞，它們能變成白話文的雙音節

詞，你們可以找到嗎？你們還能找到其他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分別嗎？ 

學生分享後，教師以列表方式對比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分別。 

 

(3)怕太太的胡適——三從四德(得) 

 

2.題解 (板書：差不多先生傳) 

師：通過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我們能夠知道胡適先生了不起的地方。說到最有名的中

國人，正在經歷五四運動的胡適先生就為自己當時心中最有名的中國人寫了一篇文章。 

(1) 提問：「差不多」是甚麼意思？你猜這個叫差不多的人的個性是怎樣的？ 

 

3.認識體裁—人物傳記 

自傳：自述人生經歷，抒發人生感悟；他傳：由他人所撰，記敘的事件有助塑造人物形象，

呈現人物性格，評價思想、影響、地位。 

 

4.朗讀課文 

(1)學生默讀課文，教師提示學生把不懂的字詞圈起來。 

(2)學生朗讀課文 

(3)請學生留心聆聽老師朗讀，提醒學生留意讀到差不多先生的話語時，語調和聲線要顯

現出他不認真、馬虎的態度。 

(4)學生再讀課文。 

 

5.認識字詞 

(1)學生朗讀課文，如有缺點或錯誤，教師加以糾正，同時在黑板寫下學生不懂的字詞 (彩

色粉筆書寫難點部分，提示學生注意部件、筆劃)，講解時根據字詞的特色（部件、音義、

字形結構）用對比、配詞等模式教學。 

板書：講究、要緊、未免、從容、瞪、急忙、焦急、一命鳴呼 

(2)先由學生通過替代字詞、舉例子等方式嘗試解釋生詞意思，並鼓勵學生嘗試口頭造句。 

 

三、總結 

1.由學生總結本課節所學到的內容。 

2.教師根據學生所說的內容加以補充。 

 

四、作業佈置 

1.自行搜尋胡適的更多資料以及找胡適的作品閱讀，並寫下讀後感。 

2.寫生字，並運用本課所學的詞語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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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差不多先生傳》 日期 2020年 5月 29 日 課時 第二課時 

教 

學 

目 

標 

1.學習外貌描寫的手法； 

2.複習排比； 

3.認識語氣副詞； 

4.通過分析文章事例，對人

物的處事態度作出評價，培

養  學生的批判思維。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A—2—2 有邊聆聽邊思考的習慣； 

B—2—2 發音正確、清晰，語調、語速、語氣恰當，整體表       

達流暢自然； 

B—2—13 能經過思考才發表自己的意見，並能說出理由； 

D—2—8 能掌握作品的主要內容，體會作品表達的思想感       

情，初步領略作品的寫作技巧。 

設計

意圖 

本節先通過把文字轉化成圖象的方式，並由學生對此作出評價，讓學生明白外貌描寫的重

要，以及思考作者的寫作意圖。接着，「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通過反覆朗讀，做到讀中感悟，

引導學生運用恰當的語氣和節奏，讓無聲的文字化作有聲的畫面，明白文字語氣傳遞着人的思想

情感。另外，藉由六何法分析課文事例，有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 

學情

分析 

學生在四年級上學期已學習排比修辭，對外貌描寫亦有一定認識，畫圖及評價的環節一方

面是驗收學生是否懂得外貌描寫，一方面是為讓學生思考作者的寫作意圖作鋪墊。學生熟悉六

何法，採用六何法分析課文事例，目的是照顧概括及分析能力較弱的學生；另外，以列表簡潔

清晰地呈現差不多先生的個性，有助學生思考分析。朗讀方面，學生程度有一定落差，學生能

夠注意發音、聲量，體會到文字所表達的思想情感，但語調未能做到抑揚頓挫，聲音輕重緩急

的變化。 

重點

難點 

重點：品味詞句，讀懂內容，整體感知。 

難點：學習語氣副詞，運用恰當的語氣朗讀課文。 

教學

過程 

時間 教學活動 

2’ 

 

 

 

 

10’ 

 

 

 

 

 

 

 

一、引入 

1.師：俗語說：人如其名，你們覺得差不多先生的名字適合他嗎？他的名字與他的性格有

何關係？(學生須根據課文內容作答) 

 

二、發展 

1.遇見差不多 

(1)教師朗讀課文第一段有關差不多先生的描寫，請學生在黑板畫出差不多先生的畫像。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

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

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2)請台下的同學評價黑板上差不多先生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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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視學生程度可給予提示：你認為哪一位同學畫得和文章最像？為甚麼？ 

(3)請同學再讀文中對差不多先生的描寫，分享自己的感受。 

師：胡適先生在文章的第一段介紹了差不多的外貌，大家對他這段外貌描寫有何評價？ 

 

(學生可根據課文內容或自身對外貌描寫的認識作出評價)此問題是為之後的課堂內容作

鋪墊，故教師不對學生的作答作分析和評論，只在外貌描寫的學習上作補充。 

 

小結：他的相貌與他的性格有何關係？(視學生程度，提示注意以下字詞作引導)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

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

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2.品讀課文，領略技巧 

(1)學生朗讀第一段，認識排比句 

師：這個句子運用了甚麼修辭手法？(板書:排比)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

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

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視學生程度，提示學生注意句子結構及標點符號) 

 

師：排比句有甚麼特點？運用排比有何好處？(板書:增加氣勢、加深記憶) 

 

(2)學生朗讀課文第二至四段，學習語氣副詞 

請學生分析朗讀文章的語氣是否恰當，並鼓勵學生作出示範。 

師：示範朗讀的學生為甚麼用這樣的語氣？該語氣反映出差不多先生的哪種態度和情

感？ 

 

教師出示相關句子，提示學生留意紅色字詞，指名學生用恰當的語氣讀出句子，並說出哪

些字詞幫助自己推測差不多先生的性格特徵。(視學生程度出示情感提示卡)  

 

師：語氣副詞能夠清楚地表達説話人的態度或情感，可以出現在句中、句首或句末。 

 

(3)教師範讀，學生齊讀。(提議學生朗讀時，可以結合表情、動作，讀出差不多先生的

不認真、處事馬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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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3.探究課文，分析事例 

(1)差不多先生的名字跟他的說話和行為有甚麼關係？ 

(2)文章第三、四段分別舉例說明差不多先生的性格特徵，學生運用六何法完成課文第 56

頁的表格，並對他的處事態度作出建議。 

(3)你喜歡差不多先生的性格嗎？為甚麼？ 

 

三、總結 

1.由學生總結本課節所學到的內容。 

2.教師根據學生所說的內容加以補充。 

3.師：你認為差不多先生的死是可以避免的嗎？(學生自由作答，合理則可。) 

 

四、作業佈置 

1.做工作紙 

2.思考問題：你認為差不多先生的死是可以避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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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差不多先生傳》 日期 2020年 6月 1日 課時 第三課時 

教 

學 

目 

標 

1.能夠運用適當的語氣、聲

調和聲量進行角色扮演； 

2.知道能通過對話和事件

來表現人物的性格； 

3.懂得辨別過渡句，理解在

課文的作用； 

4.培養學生見不賢而內自

省的品德。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B—2—12 能因應別人的說話和問題，恰當回應 

B—2—15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交流意見，商討解決問題的         

方法 

D—2—8 能理解作品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體會作品表    

達的思想感情和寓意，並能領略作品寫作技巧 

D—2—10 閱讀時能開展創意或批判思維，提出個人見解 

設計

意圖 

本節課的設計結合學生的閱讀興趣讓學生以偵探的身份，用全新的角度思考課文內容，以

找尋線索為主線，引導學生發掘細節，對課文有更深刻的感悟，繼而反思自身的言行。同時，

提升課堂的趣味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情

分析 

學生過往課堂上有概括段意的練習，亦已認識過渡句，可根據已有知識作答。四年級分別

有「記物」和「記人」的單元，上學期以動物為寫作對象，亦嘗試通過外貌、動態和具體事件

等描寫動物，故在學習描寫人物能學習遷移，令學生更容易掌握新知識。學生在第一課節已學

習寫作背景，能引導他們根據原文尋找寫作目的。 

重點

難點 

重點：通過對文本的探究學習，感受人物形象，體會作者的寫作目的。 

難點：感受人物形象，反思自身的言行，領悟作者的用心。 

教學

過程 

時間 教學活動 

3’ 

 

 

 

 

 

 

8’ 

 

 

 

 

 

 

 

 

一、引入—名偵探是誰 

師：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先生已經死了，但老師收到警方的通知，差不多先生的死是另有

內情的，警方想請各位同學幫忙找出真相！ 

1.差不多先生的死因是？ 

2.到底是誰導致他一命嗚呼？ 

 

二、發展-案發片段重溫 

1.梳理文章架構，快速概括段意，讓學生回顧課文內容。 

 

2.尋找過渡句： 

(1)分別出示文章第三、四段的部分內容，讓學生說出過渡句在文章的作用。 

(2)段落的開首分別寫上有一天、一天，有何作用？ 

(3)除了第三段及第四段的開首，文章那個部分同樣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第二段。承上：首段描寫外貌，接着從語言方面反映差不多先生的性格；啟下：差不多

先生常常說「差不多」，而他處事態度(第三、四段)都是隨便、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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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5’ 

 

 

 

 

 

 

 

 

 

 

6’ 

 

 

 

 

 

 

 

 

 

3.人物描寫手法歸納 

(1)我們可從哪幾方面描寫人物？(板書:外貌、語言、心理、行為) 

(2)根據上題回答，讓學生完成書 P.58，歸納課文內容。 

師：現在各位小偵探對差不多先生的死因有甚麼新想法嗎？你認為嫌疑人是誰？為甚

麼？ 

 

4.案件重演 

(1)教師補充原文，帶領學生深入認識差不多先生。 

(2)情境代入，學生扮演差不多先生，朗讀課文對白，感悟人物形象。 

 

5.結案陳詞 

(1)除了汪醫生、王醫生和差不多先生，現在還找到他的媽媽、老師和錢舖的掌櫃，大

家對案件有新的想法嗎？ 

(2)誰是兇手？(所有人) 

(3)為甚麼所有人都是兇手？(學生根據對文章內容作答，教師作補充) 

引導方向：差不多先生從何時開始處事馬虎、不認真？差不多先生身邊的人面對他的不

認真、隨便又是甚麼態度？ 

(4)補充原文，交代作者的目的 

引導方向：讓學生回想作者的時代背景 

 

 

三、總結 

(1)讓學生總結描寫人物的作法，並理解可以通過事件、語言反映性格。 

(2)回顧差不多先生的一生，反思自己的處事態度，我們甚麼時候也當了差不多先生？

我們應該怎樣改善自己的不足？看到同學做事不認真時，我們又可以怎樣做？ 

 

四、交待本日作業 

1.預備人物剪報 

2.完成習作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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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差不多先生傳》 日期 2020年 6月 2日 課時 第四課時 

教 

學 

目 

標 

1.通過對比，了解外貌描

寫的特點。 

2.能夠通過觀察來描寫人

物的外貌特徵； 

3.能以實際情況，對他人

報告作出具體評價。 

4.培養課外閱讀的習慣。 

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本年級可達致的目標 

A—2—6 聆聽別人說話時，能聽出說話者話語所表達的觀

點、立場和態度； 

D—2—9 在理解的基礎上，能評價作品的內容和寫作技巧； 

E—2—14 能和同學交流寫作經驗，品評自己和同學的作品； 

F—1—2 能以口頭語言作簡單報告； 

設計

意圖 

本節課因應學生在人物描寫方面的強弱，安排了外貌描寫的小練習，要求學生先觀察，繼而

找出人物的外貌特徵，再有順序地描寫，使學生透過實作發現外貌描寫須更具體。然後通過作品

展示，同學互相交流寫作，發掘值得欣賞的地方，改進自己的作品。 

本節課設有閱讀分享環節，學生自行搜尋胡適的更多資料或作品閱讀，並寫下讀後感。鼓勵

學生主動分享閱讀心得，訓練學生查找資料的能力，能運用口述方式作有條理、有內容的報告，

開拓學生鑑賞、評價思維。 

學情

分析 

三、四、六年級都設有描寫人物的單元，三年級通過名人故事，讓學生初步運用具體事例

去記人，四年級學習外貌、語言、心理、具體事件等描寫人物的手法。學生熟悉通過具體事例

呈現人物性格，但外貌描寫方面，學生只知道要有順序地描寫外貌，但未懂得要抓着人物的外

貌特徵去描寫。 

重點

難點 

重點：在寫作中運用學過的描寫人物的手法。 

難點：能夠抓着人物的外貌特徵去描寫。 

教學

過程 

時間 教學活動 

 

3’ 

 

 

 

 

 

15’ 

 

 

 

 

 

一、引入 

1.問題重溫 

師:第二節課時，我們評價過文章首段差不多先生的外貌描寫。現在我們根據課文內容

和胡適先生的寫作目的，再對這段描寫進行評價。 

(因為人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所以作者才會這樣描寫「他」的外貌。) 

 

二、發展 

1.猜猜他是誰 

(1)事先讓學生預備人物剪報，教師從中挑選並投影約十份人物剪報，讓學生擇一為其

外貌寫一小段。 

(2)張貼十份人物剪報於黑板，請同學投影並朗讀自己的創作，讓其他同學因應文字描

述推斷在寫哪一份人物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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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8’ 

 

 

2.下位小作家 

(1)承接上活動，鼓勵描寫同一份人物剪報的同學作分享，讓各位同學分析哪一段文字

寫得更好，並舉出各自值得學習的地方。 

 

3.閱讀分享 

第一節課曾鼓勵同學閱讀胡適先生的其它作品，現請同學根據以下三點與鄰座交流，其

後鼓勵學生主動向全班分享。 

(1)挑選這篇文章閱讀的原因 

(2)讀後感 

(3)是否推薦同學閱讀？為甚麼？ 

 

三、總結 

1.教師提問，由學生小結，教師作適當補充： 

在這個單元我們學到了甚麼？(教師以腦圖總結學生的回答) 

 

四、交待本日作業 

1.猜猜「我」是誰——學生描寫自己的外貌 

教師收齊功課後會展示在課室，由同學猜文章在寫的是哪位同學，並自己向同學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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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1.課前評估 

 考慮到疫情關係，停課長達四個月，學生多個月來以網上學習為主，甚少使

用紙筆，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交談的機會亦大大減少。在設計課堂時，除了根據

學生在過往已習得的知識、技能外，還需因應復課後，學生的實際程度而適時調

整。 

 

  學生在三年級已學習通過語氣聽出人物的身份和情緒，在四年級需要學習分

辨說話人的身份、心情、看法、態度，並分析說話人的性格特點。在之前的課文

中，也嘗試運用適當的措詞、語氣和聲調變化去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情。 

 

 寫作方面，學生在三年級通過名人故事，讓學生初步運用具體事例去記人，

四年級進一步學習外貌、語言、心理、具體事件等描寫人物的手法。為六年級學

習直接和間接描寫手法作鋪墊。 

 

 本單元針對以下幾個方面：一、描寫人物的外貌特徵；二、通過個性化的語

言來描寫人物；三、通過描寫人物的行為來突出性格；四、細緻刻畫人物的思想

或心理狀況。讓學生學會通過觀察及選取合適的事例，細緻而立體地呈現人物的

形象。 

 

2.形成性評估 

 在第一節學習字詞後，通過造句練習，反映學生是否掌握字詞的意思和懂得運

用。面授教學時一直有安排學生運用所學的字詞造句的練習，基本上能運用詞語造

出合理的複句，復課後有部分同學只能寫出簡單的單句，反映學生能達到理解生詞

的教學目標，但作文能力和之前有落差。 

 

 初步認識課文及生字難詞後，教師會先範讀，供學生模仿，提示學生注意聆聽

字音，以及語調上的抑揚頓挫。接着，學生朗讀，師生再共同修正。讀寫聽說，環

環相扣，缺一不可。學生朗讀課文的時間不夠，對課文的感悟自然不深，繼而缺乏

語感的培養。探究課文和學習語氣副詞時，學生先齊讀，學生讀得流暢，表示學生

對課文已有初步掌握；學生會自由讀相關部分，幫助自己分析問題，即使有少數學

生未能即時回答問題，自己邊讀邊思考後，就算回答未有延伸至課本外，也做到有

根有據，反映學生能夠讀中悟理、讀中悟情；通過反覆朗讀(交互讀、分組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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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讀，因應學生的差異程度作不同安排)、學生互評及自評，學生自行分析聲量是

否合宜，聲情與文情是否配合，檢示學生能否充分掌握文章的思想、情感。 

 

3.總結性評估 

 從習作及工作紙分析，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語氣副詞的應用，並理解不同的

語氣副詞所表達的態度和情感。在之前課文中已學習排比句，在本節課學生不但

能夠判斷句子是不是排比句，而且可以運用排比句造句，反映學生較之前更掌握

排比句的特點，並學以致用。 

 

 最後一節課的「猜猜他是誰」顯示，學生能力有明顯差異，部分學生只能有

用簡單的詞語，有順序地描寫人物的外貌；部分學生可同時加入比喻的手法，令

內容更生動、具體，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完成上述要求並抓着人物的外貌特徵去描

寫。 

 

 在總結單元教學內容後，派發學生自評表給學生填寫，由學生評估自己的學

習情況，並指出自己仍然未理解的地方。教師收回表格後，可因應學生的個別情

況再作指導，並調整之後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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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建議 

成功之處： 

 照顧學生差異，讓每個學生都可以發光發亮。參考 PIRLS閱讀理解分為四層次

提問，分別為提取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在提問時，除了讓學生

自由回答問題，還會依據問題的程度，指名學生回答，讓每位學生都能夠參與課堂，

推進教學步調。不吝嗇肯定的話語和掌聲，教師發現學生會因為害羞、聽不懂問題、

不肯定自己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答案等情況而害怕舉手回答問題，對於上述情況的

學生，教師會給予掌聲鼓勵，讓學生明白學習路上要勇於嘗試，願意分享自己的見

解也是了不起的地方。面對學生的回答確實風馬牛不相及時，教師不會直接了當說

學生錯，反而重提問題，讓學生解釋自己思路，這個重新思考的過程讓大部分學生

都能發現自己的思考誤區。不趕課，加上能力較強的同儕的協助，能力稍遜的同學

也能有啟發、成長。 

 

 師生共同投入課文情節，教師的存在猶如引路的明燈。朗讀課文時，要學生做

到聲情並茂，教師範讀時，聲線、語調、表情就要更到位，一方面有助學生仿讀，

一方面讓閱讀文字、理解文字較差的學生，在聽讀的過程中，把文字轉化成具體畫

面，有助理解課文的情感和思想。畢竟說故事的人說得更精采，聽故事的人體驗才

會更深刻。在第三節課，教師給學生安排的角色定位是名偵探候選人，此時此刻，

教師就不是教師，是警方、福爾摩斯與各位名偵探候選人的中間聯絡人。教師在說

話、提問、引導學生思考時都要投入角色，少數學生一開始都不太認真，或者說難

以投入扮演角色，但看到老師、同學都如此認真，也會受感染，放開懷抱，享受課

堂。 

 

 「猜猜他是誰」寫作活動中，先讓學生有順序地描寫人物外貌，再讓學生嘗試

加入比喻句，最後要學生寫出人物的典型特徵。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在學生修改

作文同時，教師會關注個別「做不到」的學生，與學生一齊分析「做不到」的原因，

並給予相對應的建議。在下個活動「下位小作家」中，學生會分享自己的創作及互

相評價，能力強或弱的學生都能夠指出亮點，能力較強的學生謙虛道出自己做得好

的地方，並分享自己的創作思路；能力較弱的學生能夠指出對方值得自己學習的地

方，少數學生甚至分析出自己平日閱讀習慣，指出自己的詞彙量少，難以豐富文章。

寫作對學生來說，就好比上戰場。在教授課文後，加插小寫作環節，有助放下對寫

作的恐懼。 

  

 在最後一節課，再安排寫作功課《猜猜「我」是誰》練習外貌描寫，讓學生鞏

固自己所學的知識。這份功課要求學生不在文中交代自己是誰，只描述自己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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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再由同學去猜。通過同學猜對或猜錯，學生可以知道自己寫得是否具體；在

閱讀同學的作品時，又可以發現別人的亮點，作為自己下次寫作的借鏡。 

 

 教育是一場漫長的修煉，目標除了希望達成每一節課的教學目標，還關心學生

人格上的成長。透過每一堂課，與學生的互動，對學生的鼓勵，引導學生互相交流，

讓每位學生都能夠有所成為，變得更主動、更積極，更投入。學生在課後繼續與同

學討論課文內容，追問教師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可見學生熱衷課堂。 

 

有待改進： 

 教學應連結生活，學生認識人物傳記後，如有相關作品推薦閱讀，學生對人物

傳記的認識就不會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介紹作者時，學生的疑問，教師都會一一回

答，但教師反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如果教師不逐一回答，

把部分問題還給學生，讓學生基於自己的好奇與疑問，自己查找答案，繼而再請學

生與同學分享，就能藉此培養學生的自學的習慣。 

 

 教師不想局限學生的選擇，所以在閱讀作者的其他作品一事上，沒有作推薦閱

讀，但部分學生反映找不到文章，不知道哪些內容適合自己的閱讀。有些學生找到

自己感興趣的文章閱讀，讀出自己的心得，卻未必能真正理解文章的含義。讀書皆

望有所得，其實教師更了解學生的能力與程度高低，如果因應學生的整體能力，指

定學生從某幾篇文章中選擇閱讀，效果會更好。 

 

 過往，不論是哪一類型的文章，學生都只從「字詞形音義」、「課文探究」、

「語文知識」三點，簡單自評自己的學習成效。教師反思這方式太簡陋，又欠缺針

對性，教師只能知道在學生心中，他認為自己學懂了多少，但較難按自評表的結果

呈現再輔導學生。所以，教師決定要針對每一課的教學內容改良學生自評表。 

 

 

 

 

 

 

 

 



 2019/2020 

P134 

 

28 

肆、參考文獻 

1) 徐婉兒、蘇潔玉主編(2013)。我愛學語文澳門版教師用書四下第一冊。香港：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 徐美珍(2017)。語文最前線。臺北：天衛文化。 

3) 關之英(2008)。現代漢字識字教學的三個面向。 

   檢自 http://www.cuhk.edu.hk/ics/clrc/crcl_83_84/kwan.pdf 

4) 老志鈞。掌握漢字特點的識字教學方法—分析比較。 

   檢自 http://www.cuhk.edu.hk/ics/clrc/crcl_53/lou.pdf 

5) 溫美玉等(2016)。溫美玉備課趴。臺北：親子天下。 

6) 翰林國中歷史(2018 年 12月 10日)。三分鐘看歷史-新文化運動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fwjqiBH1E&t=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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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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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課後作業 

1.習作及工作紙 

 

 

 



 2019/2020 

P13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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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課《猜猜「我」是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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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1.《猜猜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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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自行查找並閱讀胡適的相關文章後，寫下了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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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自評表(試教版→試教後改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