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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余光中九歲時，正值日本侵華，母親孫秀君女士獨自帶他逃

難；1958年，孫秀君女士在台北逝世。余光中卻在香港，一直不能

見他的母親。 

《親情傘》內容講述作者回憶兒時在故鄉，母親於大雷雨下挺

着傘護着他，及寫自己已度過大半生後，卻沒有到母親的墳前探

望，抒發作者對母親的思念。母愛情濃，作者借助一把油紙傘，母

子在傘下，聞得彼此的氣息，天地裡變得親暱而狹小，「負擔雨勢和

風聲」的母愛護衛相扶，使兒子心裡不驚不懼。作者已度過大半人

生，步入晚年，仍在風雨交加之時，想念母親，想為母親舉起傘，

為她遮風擋雨，但卻已找不到當年母親的傘，亦找不到從前的自

己，因母親已離世。時間飛逝，自己已經老去，「更不見那孩子」不

再是當年的小孩了。作者想盡兒子的責任，報答母親，可惜時間無

情，母親已不在人間，表達出作者的內疚和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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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12-28 1 第一課節 《親情傘》 

學習新詩體制，學

會有情感地朗讀詩

歌 

40 

2020-12-29 1 第二課節 《親情傘》 
總結詩歌內容，完

成工作紙 
40 

2020-12-30 1 第三課節 延伸寫作 完成詩歌創作 40 

2021-1-11 

~ 

2021-1-12 

2 
第四、五

課節 
寫作分享 個人分享詩歌創作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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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敎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敎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 運用準確普通話朗讀和背誦課文。 

2. 能掌握認識新詩的特點。 

3. 培養領略詩歌之美，激發對詩歌學習的興趣，陶冶性情。 

4. 培養欣賞文學作品的態度和能力。 

 

過程與方法： 

1. 認識新詩—自由詩 

2. 分析詩歌的結構，領略作者對母親的愛 

3. 發揮想象，合理運用象徵及聯想，寫出創意和內涵。 

4. 創造意象傳達真情實感。 

5. 虛心接納他人意見，懂得反思、修改作品。 

6. 培養尊重他人的思想 

7. 懂得適當展示自己大方得體的風姿 

8. 培養學生自信心及懂得認可自己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 

1. 欣賞文學作品（新詩）之美 

2. 引導學生學會「孝」，懂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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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1. 注意重點字詞讀音，運用準確普通話朗讀和背誦課文。 

2. 複述新詩特點，瞭解余光中的生平，掌握文章的寫作背景。 

3. 理解新詩內容，掌握思想感情。 

4. 理解本文的深刻的主題思想。 

5. 延伸寫作。 

6. 懂得通過聯想，合理運用象徵等手法，創作新詩。 

7. 引導學生要學會孝順父母，感念親恩。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誦讀法 

朗讀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環節，要品味詩歌的語言美、理解詩歌的內容，體會詩

歌的感情，誦讀是必不可少的。在課堂上，通過學生的課前預習自讀、全班學

生的齊讀、老師的示範讀等，讓學生深入理解詩歌的感情。 

2.聯想探究法 

老師抓住詩中的關鍵字進行適當的點撥，藉此指導學生感受詩歌內容，提升學

生鑒賞現代詩歌的能力。 

3.生命教育 

通過對詩歌的反復朗讀，感受作者對母親的愛以及未能報答母親的內疚和遺

憾。引導學生體會親人之愛，體會親恩未能報的遺憾，教育學生要“愛得及

時”，勿留遺憾。 

4. 延伸寫作 

通過學習新詩的寫作特點，讓學生嘗試創作新詩，而延伸寫作中的題目由同學

自擬，同時，必須透過象徵的事物帶出主題，激發學生的創意思想，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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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能力。 

5.寫作分享 

讓同學在課堂上展示自己的寫作成果，給予同學平台展示作品，提高他們的自

信心。在分享期間，有個別同學能對同學的作品進行及時適當的點評，提升學

生的鑒賞能力，同時培養學生虛心接納他人意見，懂得反思、修改作品的能

力。 

四、教學重點 

1. 認識新詩的特點及作者寫作背景。 

2. 能準確、流利地朗讀課文。 

3. 理解新詩內容，品讀重點文字的深層意蘊。 

4. 理解作者所寄託的思想感情。 

5. 賦予學生創作思維，提高寫作能力。 

 

五、教學難點 

1. 自主領悟詩歌的內涵與情感，鑽研詩歌的深層意蘊。  

2. 深入瞭解余光中的生平及其所寄託的思想感情。 

3. 提升學生創作思維，合理地運用象征及聯想，創作新詩。 

 

六、教學用具 

教材、電腦、投影機、教學簡報、課堂活動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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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力要求 

聽 

A-1-1 能認真地聆聽，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A-2-1 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3 能理解他人的說話意圖和情感，並思考適當的應對 

A-2-4 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 

A-2-6 能讚賞友善及真誠的說話態度和語言清晰、條理清楚、感染力強等良

好的表達技巧 

A-3-2 在日常口語交際中能聽懂速度適中的標準普通話 

 

說 

B-1-3 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勤於思考，勇於發言；通過會話來深入學習知識

和運用知識 

B-2-1 發音正確、清晰，語調、音量和語速適當 

B-2-3 說話有條理，注意語言的邏輯；能運用恰當的開頭、過渡和結尾 

 

讀 

D-2-1 能用粵語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文章，通過朗讀加深對文章的理

解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1 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點，把握主要內容 

D-4-2 能理解、歸納文章的主旨，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D-4-3 能利用上下文語境，理解關鍵語句的含義 

D-5-1 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寫 

E-1-1 積極主動運用寫作與人交流溝通，享受寫作樂趣 

E-1-5 樂於通過各種途徑分享、展示、發表自己的寫作成果 

E-2-1 寫作有內容，有事實，有觀點，做到言之有物 

E-3-3 能根據寫作目的和寫作物件，選擇寫作材料 

E-3-5 能發揮聯想和想像，運用細節，充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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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 

名稱 
親情傘 實施年級 初一 科目 中文 人數 79人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第

四版) 中一下 
實施日期 2020-12-28 節數 第一課時 

每節 

課時 
40分鐘 

敎學 

目標 

知識與技能： 

    讓學生認識詩歌的類別，學會新詩的朗讀方法和技巧，認識新詩的寫作特點。

透過反複誦讀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掌握直接抒情的手法和學會欣賞詩歌創作的意

境。 

過程與方法。 

    從學生原有的認知上提出問題，透過反複讀誦讓學生易於理解。 

學情

分析 

學生已掌握直接的抒情的手法，對新詩已有初步的了解。因此，在本課中學生應對

新詩有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重點

難點 

重點：掌握新詩的特點和朗讀的技巧，及學會懂情恩。 

難點：了解詩歌創作的意境和作者所表達的感受。 

 教學內容 師生行為 設計意圖 

 

 

 

課前

導入 

 

 

 

 

 

 

 

 

敎學

過程 

 

 

 

一、引入： 

提問：同學們你們看，這是甚麼呢？ 

 

一、啟發誘導： 

老師帶出問題，導出之前所學的新詩

—《紙船-寄母親》。 

 

 

提問 1：《紙船-寄母親》這篇課文的文

體是甚麼？它是屬於古體詩、近體詩

還是新詩呢？ 

 

提問 2：新詩的定義和特點？ 

 

先讓學生觀看回答，並

給予充分時間回答問

題。 

 

 

 

 

利用圖片給學生回想之

前所學。 

 

 

 

學生思考、互相交流作

答 

 

 

 

 

相片導入：激發

學生回想過往所

學習的篇章。 

 

 

 

 

透過以往所學習

過的課文，勾起

學生回憶，引出

新詩定義與特點 

 

提問 1、2：新詩

也叫現代詩，是

指用白話寫成的

詩歌。新詩可分

為格律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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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作者及其寫作背景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台灣大學畢

業。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翻譯

家。長期在台灣生活和講學，曾在香

港中文大學任教。作品十分豐富，著

有詩集《蓮的聯想》、《白玉苦瓜》、

《紫荊賦》，散文集如《聽聽那冷

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翻譯作品

如《梵谷傳》、《不可兒戲》等，均負

享盛名。 

余光中九歲時，正值日本侵華，母親

曾獨自帶著他在江南一帶逃難。1985

年，當其母親在台北逝世時，他當時

身在香港。 

正因有如此的遭遇，所以作者寫下了

這首《親情傘》，那麼在詩中作者想表

達對母親的何種感情？事不宜遲，讓

我們一齊來學習這首新詩，感受作者

的情感吧！ 

 

三、初讀課文 

(一)學生自讀 

 

(二)活動一 

讓個別學生自主朗讀 

 

 

(三)齊讀：讀准字音 

天地一咤（炸）     

瑟（塞）縮       

駭（蟹）電 

 

(四)反復齊讀 

 

 

 

 

 

學生專心聆聽及記得重

點內容 

 

 

 

 

 

 

 

 

 

 

 

 

 

 

 

 

 

 

讓學生自行朗讀新詩 

 

 

學生大方朗讀詩，老師

及其餘同學以掌聲鼓勵 

 

學生大聲朗讀及記下不

清楚的讀音 

 

 

 

老師透過讓學生反復讀

誦，讓學生讀准字音 

 

 

詩。 

 

讓學生先瞭解作

者及其寫作背

景，便於瞭解課

文內容，體會作

者情感 

 

 

 

 

 

 

 

 

 

 

 

 

 

 

 

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 

 

給學生展示能力

的機會 

 

該學生明白不會

的地方應自行標

記，學會自主動

筆 

 

先讓學生學會讀

准字音，才能有

感情地朗讀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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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二 

要求學生把詩中應停頓的部分劃分，把

重點關注的字詞也圈出來。 

 

 

 

 

提問 1：已圈劃完畢的同學可分享？  

 

 

三、誦讀感知 

以真摯的情感為基礎：愛與懷念 

以豐富的聲情為方法： 

字正腔圓、停頓恰當、注意重音 

 

《親情傘》     余光中 

最難忘記/是江南  

孩時的/一陣/大雷雨  

下面/是漫漫的/水鄉  

上面/是閃閃的/迅電  

和/天地一咤的/重雷  

我/瑟縮的肩膀，是誰  

一手抱過來/護衛  

一手更挺着/油紙傘  

負擔雨勢/和風聲 

 

多少江湖/又多少海  

一生/已度過大半 

驚雷與駭電/早慣了  

只是/颱風的夜晚  

卻遙念/母親的/孤墳  

是怎樣的雨勢和風聲  

輪到/該我送傘去  

卻/不見油紙傘  

更/不見/那孩子 

 

 

 

學生齊動筆在課本上圈

出重點字詞 

 

 

 

 

學生踴躍作答 

 

 

 

學生留意投影儀上展示

容易讀錯的字詞，教師

朗讀一次 

 

 

老師先展示朗讀技巧及

新詩朗讀節奏內容。之

後，由全體學生齊，反

復讀誦 

 

 

 

 

 

 

 

 

 

 

 

 

 

 

 

 

 

 

在學生動手時，

可觀察、思考、

互相交流，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對學生圈劃的結

果進行驗證 

 

 

讓學生記住易讀

錯的字詞，糾正

學生 

 

 

 

通過多次朗讀，

加強對文章內容

的熟悉，讓學生

對課文的內容及

情感有進一步的

瞭解，感受詩歌

情感 

 

 

 

 

 

 

 

 

 

 

 

 



2020/2021 
G085  

 

12 
 

 

 

 

 

 

 

 

 

 

 

 

 

 

 

 

 

 

 

 

 

 

 

 

課堂

小結 

 

課後

作業 

 

 

四、再讀感悟 

讓學生按照所劃分的節奏有感情地的

朗讀新詩。 

 

 

 

提問 1：文章中所圈出的字詞是不是有

相對應的地方？ 

 

 

 

 

 

 

 

 

 

 

 

 

 

 

詩歌內容雖短，但是在字裡行間卻充滿

著愛。 

 

要求學生回家再讀誦詩歌及完成工作

紙第一到三題。 

 

 

 

全班有感情地根據劃分

節奏朗讀課文，教師對

節奏、停頓等朗讀技巧

進行指導 

 

學生觀察、自行思考 

 

 

 

 

 

 

 

 

 

 

 

 

 

 

 

教師總結本節內容 

 

 

老師主要派發工作紙，

讓學生獨立完成 

 

 

加深學生的朗讀

技巧 

 

 

 

藉此帶出聯想的

寫作手法 

 

提問 1：從“驚

雷、駭電”而聯

想到之前經過的

“迅電、重

雷”，想起了母

親在小時候對我

的照顧和關懷，

因此想到該由

“我”去照顧母

親，卻發現早已

無能無力。突出

作者的情感。 

 

加深學生對本課

內容的印象 

 

 

鞏固學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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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補充資料 

姓名：                    班級：                 親情傘工作紙 

1. 《親情傘》中作者描述了母親在大雷雨中的甚麽行動？這展現了母親甚麽形

象？ 

大雷雨中母親的行動 母親的形象 

  

2. 《親情傘》中的「多少江湖又多少海」的「江湖」和「海」指的是甚麽？ 

                                                                                                          

3. 為甚麽作者在颱風的夜晚想起母親的孤墳？ 

                                                                      

                                                                       

4. 作者年紀大了，走過世界不少地方，但在颱風的夜晚，仍遙念母親的孤墳。

他說「輪到該我送傘去」，但她媽媽早已埋骨孤墳了，「送傘」究竟有甚麽意

思？ 

                                                                      

                                                                      

5. 分析《親情傘》的內容，請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親情傘》的對象        ，作者先寫孩童時代一次大雷雨的時候，作者在                                          

的情況下，母親        來護衞的情境；然後敍述作者飽歷風霜後，在風雨交

加的晚上，遙念            ，自己卻未能為母親遮風擋雨，抒發心中

的             。 

6. 余光中隨國軍遷居台灣後，由成長至年過半百，也無法回鄉拜祭母親。試從

「孤墳」、「不見油紙傘」、「不見那孩子」三句分析他的悲傷？ 

「孤墳」的悲傷：                                                          

「不見油紙傘」的悲傷：                                                      

「不見那孩子」的悲傷：                                                       

7. 在《親情傘》中傘象徵着母愛，那麽以下事物又象徵性了甚麽？ 

事物 象徵 

白鴿 和平 

紅豆 愛情/相思 

大樹  

獅子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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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名稱 
親情傘 實施年級 初一 科目 中文 人數 79人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第

四版) 中一下 
實施日期 2020-12-29 節數 第二課時 

每節 

課時 
40分鐘 

敎學 

目標 

知識與技能： 

    讓學生進一步掌握新詩的要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過程與方法： 

    透過讀誦和工作紙的內容，提升學生對內容的認同感。 

學情

分析 
學生在第一堂中已掌握新詩的要點，對作者所表達的情感已有一定的認知。 

重點

難點 

重點：掌握新詩的特點和朗讀的技巧。 

難點：了解詩歌創作的意境和作者所表達的感受。 

 教學內容 師生行為 設計意圖 

 

課前

導入 

 

 

 

 

 

 

教學

過程 

 

 

 

 

 

 

 

 

 

 

 

 

一、朗讀課文 

同學齊讀，注意字音的準確、句子的

節奏、文章的情感，放聲朗讀。 

 

 

一、檢查功課 

老師需檢查學生完成功課情況並評講

答案。 

 

 

二、整體感知課文 

提問：同學們，通過工作紙的內容，

相信大家對課文的內容基本掌握，現

在在課堂上給予同學們時間，完成工

作紙第 4-7題 

 

 

提問 1：作者年紀大了，走過世界不少

地方，但在颱風的夜晚，仍遙念母親

的孤墳。他說「輪到該我送傘去」，

但她媽媽早已埋骨孤墳了，「送傘」

究竟有甚麽意思？ 

  

全體學生朗讀課文，注

意朗誦技巧 

 

 

 

學生把工作紙放在桌面

上，老師逐一檢查後講

評答案 

 

 

 

 

 

讓學生在課堂上完成工

作紙，給予學生時間獨

立思考、討論、交流，  

教師提問學生，學生自

主回答問題，教師再進

行點評 

 

 

 

 

勾起學生的回

憶，引出學生對

新詩的情感印象 

 

 

避免學生欠交功

課，以免養成壞

習慣 

 

讓學生養成獨立

思考的能力，讓

他們自行感受課

文內容，並加以

深化 

 

 

 

感知學生對課文

的掌握程度，加

深學生對課文的

理解，拓展學生

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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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總結 

 

 

 

 

 

 

 

作業

佈置 

提問 2：完成工作紙第六題 

 

提問 3：余光中隨國軍遷居台灣後，由

成長至年過半百，也無法回鄉拜祭母

親。試從「孤墳」、「不見油紙

傘」、「不見那孩子」三句分析他的

悲傷？ 

 

提問 4：在《親情傘》中傘象徵着母

愛，那麽以下事物又象徵性了甚麽？ 

 

 

三、全班齊讀 

同學齊讀，注意字音的準確、句子的

節奏、文章的情感，放聲朗讀。 

 

一、總結課文： 

透過課文分析，同學們應感受到余光

中想起孩童時母親在雨天為作者打傘

的舊事，抒發對母親的懷念，並表達

親恩未報的愧疚之情。 

 

二、延伸閱讀 

同學們可以在課後進一步了解作家與

作品，加強自己對新詩的了解和認識 

 

搜集有關象徵的事物 

 

 

 

 

 

 

 

 

 

 

 

 

 

學生齊讀課文，掌握朗

讀技巧 

 

 

教師提問，學生總結作

答 

 

 

 

 

學生在課後自行了解作

者及作品 

 

 

學生學習搜集資料 

 

 

延伸拓展訓練，

加強對課文的理

解 

 

 

 

讓學生發揮自己

的聯想，讓他們

懂得發掘自己的

創意 

 

加深學生對朗讀

技巧的掌握 

 

 

讓學生會歸納主

題 

 

 

 

 

拓展學生的知識

儲備量，開闊學

生的視野 

 

讓學生學會統整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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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名稱 
親情傘 實施年級 初一 科目 中文 人數 79人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第

四版) 中一下 
實施日期 2020-12-30 節數 第三課時 

每節 

課時 
40分鐘 

敎學 

目標 

知識與技能： 

學生已掌握新詩的特點，同時已具備寫作能力。 

過程與方法： 

透過讀誦和工作紙的內容，提升學生對內容的認同感。 

學情

分析 
學生已掌握新詩的寫作特點，已具備創作新詩的能力。 

重點

難點 

重點：掌握新詩的寫作特點，寫作有內容，有事實，有觀點，做到言之有物。 

難點：透過創作詩歌帶出對親人的愛。 

 教學內容 師生行為 設計意圖 

 

課前

導入 

 

 

 

教學

過程 

 

 

 

 

 

 

 

 

 

 

課堂

總結 

 

 

 

 

根據工作紙第 7題 

 

 

 

一、啟發： 

提問 1：《親情傘》中的「傘」，所指的

是甚麼嗎？ 

 

提問 2：新詩格式？ 

 

二、延伸寫作： 

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創作出主題關於

“親情”的新詩 

新詩寫作要求： 

1. 題目自擬   2. 要符合新詩格式 

3. 最少三節   4. 不少於 100字 

 

 

指出詩歌所遇上的難點，從而讓學生

梳理思維 

 

教師展示學生工作紙第

7題象徵事物的答案，

並作出點評 

 

 

老師給予學生時間回答

問題，學生觀察、思

考、互相交流作答 

 

 

學生自由創作新詩，教

師從旁指導 

 

 

 

 

 

 

敎師點撥學生所遇上的

問題 

 

引起學生的興

趣，並加強其自

信心，為下文創

作新詩作準備 

 

讓學生回憶詩

歌，開啟主題 

 

 

 

規劃學生的寫作

要求，激發學生

的創作潛能 

 

 

 

 

 

讓學生發揮創

意，發揮想象，

合理運用象征及

聯想，寫出創意

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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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名稱 
親情傘 實施年級 初一 科目 中文 人數 79人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第

四版) 中一下 
實施日期 2021-1-11 節數 第四課時 

每節 

課時 
40分鐘 

敎學 

目標 

知識與技能： 

學生已具備創作新謸的能力，同時能大方得體地面向同學朗讀其個人作品。 

過程與方法： 

為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朗讀的技巧，因此會安排每位同學外出分享其創作的詩

歌，以提高同儕間的交流及享受創作的樂趣。 

學情

分析 
學生已掌握新詩的寫作特點，已具備創作新詩的能力。 

重點

難點 

重點：提高學生積極主動運用寫作與人交流溝通，享受寫作樂趣。 

難點：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與人交流溝通的能力。 

 教學內容 師生行為 設計意圖 

課前

導入 

 

 

教學

過程 

 

 

 

 

 

 

 

 

 

 

課堂

小結 

 

作業 

 

學生拿出的個人所創作的新詩 

 

 

 

學生作品分享及師生點評 

 

 

 

 

 

 

 

 

 

 

 

總結學生所朗讀時的情況，聲線及技巧

等優、缺點 

 

未完成分享的同學可回家再作準備 

老師派發已批改的作

文，學生回顧自己的創

作 

 

學生逐一上台朗讀自己

所創作的新詩，老師及

同學間可進適當的點評 

（附件） 

 

 

 

 

 

 

 

 

學生應注心聆聽 

 

 

 

學生可自行修

改，增強學生自

我審視能力 

 

培養學生尊重他

人的思想，懂得

適當展示自己大

方得體的風姿，

培養學生自信心

及懂得認可自己

的能力 

培養學生虛心接

納他人意見，懂

得反思、修改作

品得能力 

 

深化學生朗讀的

技巧 

 

給予學生展示成

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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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名稱 
親情傘 實施年級 初一 科目 中文 人數 79人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第

四版) 中一下 
實施日期 2021-1-12 節數 第五課時 

每節 

課時 
40分鐘 

敎學 

目標 

知識與技能： 

學生已具備創作新謸的能力，同時能大方得體地面向同學朗讀其個人作品。 

過程與方法： 

為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朗讀的技巧，因此會安排每位同學外出分享其創作的詩

歌，以提高同儕間的交流及享受創作的樂趣。 

學情

分析 
學生已掌握新詩的寫作特點，已具備創作新詩的能力。 

重點

難點 

重點：提高學生積極主動運用寫作與人交流溝通，享受寫作樂趣。 

難點：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與人交流溝通的能力。 

 教學內容 師生行為 設計意圖 

課前

導入 

 

 

教學

過程 

 

 

 

 

 

 

 

 

 

 

課堂

小結 

 

學生拿出的個人所創作的新詩 

 

 

 

學生作品分享及師生點評 

 

 

 

 

 

 

 

 

 

 

 

總結學生所朗讀時的情況，聲線及技巧

等優、缺點 

學生準備自己的創作 

 

 

 

學生逐一上台朗讀自己

所創作的新詩，老師及

同學間可進適當的點評 

（附件） 

 

 

 

 

 

 

 

 

學生應注心聆聽 

 

給予學生展示成

果的平台 

 

 

培養學生尊重他

人的思想，懂得

適當展示自己大

方得體的風姿，

培養學生自信心

及懂得認可自己

的能力 

培養學生虛心接

納他人意見，懂

得反思、修改作

品得能力 

 

深化學生朗讀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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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敎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敎學透過余光中的《親情傘》讓同學認識新詩的體制，理解余光中旅居

他鄉，遊子對母親深切的思念以及親恩未報的愧疚之情，從而讓同學明白母愛

的偉大。讓同學理解詩歌具一定的困難，因詩歌情感較複雜，但可透過寫作實

踐，讓同學加深對詩歌的理解。 

    總結敎學，歸納得出以下反思建議： 

1. 初中階段同學對新詩缺乏鑒賞和認識，往往會對詩歌無從入手，不知道該如

何欣賞詩歌的美，無法品味詩歌的意境，不能把握詩歌的象徵意義，無法

深入體會詩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老師需多加引導同學抓住詩歌的題目、

關鍵詞和具體的意象，學會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極為重要的。 

2. 朗讀的重要性。除了要學會欣賞詩歌創作性外，更要懂欣賞詩歌中的語言

美，理解作者創作詩歌時的情感，因此，在欣賞詩歌的語言美及感情時，

必須透過朗讀。朗讀能有助深刻品味詩歌所抒發的鮮明獨特思想感情，有

助於同學更直接地領略詩歌中的音樂美及感染力。同學的自讀、全體同學

的齊讀等將貫穿在課堂中，從而激發同學學習的積極。本詩歌的語言具有

很強的感染力，更值得同學深入體會。 

3. 老師的提問及工作紙讓同學易於了解本詩歌的特點，能更易於體會詩歌中的

情感。特別在「象徵」部分，讓同學能即時體會及明白主題。同時，在工

作紙內亦延伸了寫作，通過舉例同學之間的例子，有助同學間更好地了解

「象徵」及主題。建議老師讓同學分組參與課堂活動，發揮同學間的協作

能力，可多給予同學時間進行思索，同時讓他們各組員輪流發言，提高同

學的說話能力。 

4. 延伸寫作中的題目由同學自擬，同時，必須透過象徵的事物帶出主題，但因

同學首次創作詩歌，故亦有一部分學生在寫作時未能寫出符合主題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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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老師需多花時間以作輔導。 

5. 寫作分享。讓同學在課堂上展示自己的寫作成果，給予同學平台展示作品，

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在分享期間，有個別同學能表現具情感及條理，亦有

一部分同學表現較遜，如欠開場白和結束語，表現較鬆散或緊張，所以，

老師宜為較遜的同學進行額外輔導，以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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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1.  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 中一下  （教師用書） 

2. 《余光中詩選》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 3月 

3. 《余光中作品精選》  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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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教學圖片 

（一）課堂活動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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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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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作文 

  

  



2020/2021 
G08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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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課件 

(一)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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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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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課堂照片 

 

  



2020/2021 
G085  

 

38 
 

  



2020/2021 
G085  

 

39 
 

 



2020/2021 
G08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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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朗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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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G085  

 

44 
 

    

 

 



2020/2021 
G085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