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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光纖之父-高錕》一文選自《現代語文》第七單元《成功的啟示》的第

十三課。課文記敍高錕的主要事跡，通過讚揚其堅定的志向和信念，以及堅韌

不拔的毅力，表現出其崇高的品格及對互聯網發展的卓著貢獻，並藉由正向故

事啟迪心智，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開拓與創新精神。 

 

對於小學四年級學生來說，平日閱讀寓言故事、古典名著的不在少數，但

閱讀人物傳記的積極性並不太高。近代著名國學大師梁啟超曾提倡閱讀傳記，

指出“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古人所

以貴讀史者以此。”即是說，閱讀歷史著名人物的傳說，他們的求學精神、人

格魅力、事業奮鬥等等都能給我們的成長以榜樣，有益於優秀品格的塑造。因

此，在本課上，本人通過不同方式和途徑調動學生的閱讀積極性，讓學生初步

掌握高錕的經歷和事跡是第一個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而引導學生由淺入深了

解高錕的精神領域則是核心任務。 

 

語文課除著重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外，亦需要與日常生活有機結合，加強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的能力。因此，本人除以傳統教學模式以外，還設

計了一個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創意小發明，結合科學創作元素，讓學生當一個發

明家，嘗試根據日常生活狀況，能否提出一些創新想法，發明一些物品槪念圖，

從而使生活變得更便捷，希望他們通過這個小活動，體會自主學習、自主創作

的精神，並通過這種方式找出高錕奮鬥、創新精神的相似關係，更容易地掌握

課文中心思想，以及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還增強了學生對創新和努力不懈

的信念做出思考，從而培養學生樹立不輕易放棄的良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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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施教日期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分鐘) 

2021年11月16日 1 
第一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朗誦課文，初

步理解課文及

生詞。 

40 

2021年11月17日 1 
第二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分析、歸納課文 40 

2021年11月18日 1 
第三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總結課文，深

化人物傳記體

裁及其特點。 

40 

2021年11月19日 1 
第四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拓展閱讀活動、

科學創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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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認知 

1. 認識生字詞，理解課文主旨和內容。 

2. 辨識人物傳記體裁及其特點，拓展閱讀課外名人傳記，認識名人和著作。 

 

 技能 

1. 學生能運用思維導圖歸納課文主旨和內容。 

2. 學生能利用字典、詞典理解課文生難字詞。 

3. 學生能就人物行為分析人物的性格與才能特點。 

4. 能概括從圖書館和網絡中查找的名人資料，並懂得整理和運用。 

5. 能主動尋找名人故事閱讀，認識古今中外的優秀名人和其成就。 

6. 能根據日常生活狀況，提出一些創新想法，發明一些物品槪念圖。 

 

 情意 

1. 透過閱讀名人傳記，明白成功必須有目標，有毅力，不畏艱辛。 

 

二、主要內容 

 

1. 初讀課文 

1.1通過教師示範朗讀、教授朗讀技巧，學生能正確、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1.2透過課題猜測課文內容，結合圖片和短片介紹，引起學生對名人的興趣。 

1.3學生通過查閱字典、詞典，認識課文中的生難字詞。 

 

2. 細讀課文 

2.1學生透過自讀、齊讀課文，初步理解課文內容。 

2.2學生運用思維導圖構建名人成長階段，疏理課文脈絡。 

2.3學生歸納人物性格特點，總結名人成功的因由。 

 
3. 深究課文 

3.1引導學生比較本單元的另一篇已學課文，歸納人物傳記的作法，認識人物傳

記的特點。 

3.2學生分享對名人的印象，明白成功背後必須有目標，有毅力，不畏艱辛，明

白何謂創新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 

 
4. 閱讀延伸及科學創作 

4.1 小組活動:利用各種途徑搜集一位名人的相關資料，並於課堂匯報分享。 

4.2 科學創作: 根據日常生活狀況，提出一些創新想法，在槪念圖上寫下物品發明的特點及用途， 

並畫出相應物品的圖像，於課堂上匯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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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培養學生主自學習的能力 

在理解課文字詞時，當學生遇到生難字詞，教師會引導他們金部首、結

構部件、上下句聯繫或查閱字典解讀生難字詞，再通過同儕互相講解分享，

培養學生自主建構知識，分享、表達的學習能力。 

 
2. 注重學生評鑑和運用資訊科技協作的能力 

學生以小組形式討論，通過完成思維導圖加深對課文的理解，教師作補充

訂正，讓學生在溝通和協作中學習。同時，運用網路、資訊平台、電腦等科技

手段協助學生建構和搜集知識， 另一方面，注重同儕互動，課堂評量不單只

是老師對學生的評價，也是學生相互評價的橋樑。 

 
3. 鼓勵學生多作分析、建構，歸納課文 

培養學生理解和分析課文，加強建構和概括的能力；從而歸納課文，由學

生自主思考的教學方法，可促進學生積極思考和推論，提高其閱讀興趣。 

 

四、教學重點 

1. 學生能運用思維導圖歸納課文主旨和內容。 

2. 學生能就人物行為分析人物的性格與才能特點，明白成功必須有目標，有毅力，

不畏艱辛。 

3. 學生能辨識人物傳記體裁及其特點。 

4. 激發學生興趣，拓展閱讀課外名人傳記及科學創作，明白創新的精神。 

 

 

五、教學難點 

1.  學生能運用思維導圖歸納課文主旨和內容。 

2.  學生能就人物行為分析人物的性格與才能特點。 

3.  學生能拓展閱讀課外名人傳記及科學創作，明白創新的精神。 

 

六、教學用具 

 

課本、課文朗讀光碟、電子白板、教學電子簡報、課堂活動工作紙、名人小檔案工作紙 

影片、作業、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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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光纖之父-高錕》 人數 29人 

科目 中文 總施教節數 4 節 

施教年級 小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一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1 《現代語文》

課本 

1.初步了解文章組織結

構，理解本文內容。 

2.能利用字典、詞典理認

讀及理解生難字詞。 

3.能正確、流暢、有感情

地朗讀課文。 

B-2-12 

C-2-2 

D-2-4 

D-2-6 

D-2-7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課前導入 
1. 教師提問： 

1. 揭示課題，學生齊讀。（光纖之父-高錕） 

2. 提問學生對於課題有甚麼疑問或聯想。（學生自由猜測課題、聯想、提問） 

3.  講解課題中破折號的用法和作用。（解釋說明，說明高錕是光纖之父） 

4.  提問學生對高錕的認識，結合短片分享介紹。 

（學生自由回答，老師總結） 

 

二. 初讀課文 

1.  學生自讀課文，標出自然段號及圈出不理解的字詞。 

2.  學生提出不認讀及不理解的字詞，請學生通過部首或構字法，結合字典查閱詞

義、讀法，通過自主學習。 

 

三. 朗讀全文 

1. 學生齊讀本文，老師引導要注意的地方，提醒學生注意運用節奏和聲調的變化

來表現情感。如：當朗讀課文第五至第六段，提示學生朗讀第五段高錕說的話

時，語氣要懇切、堅定，要突顯他諄諄教誨的態度。 

2. 分組朗讀後，學生互相點評，老師訂正。 

3. 帶着以下問題，齊讀課文。 

3.1 高錕是誰？他有甚麼貢獻？ 

3.2 為甚麼稱高錕為光纖之父？ 

3.3 本文主要記述了甚麼？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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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細讀課文 

1. 高錕是誰？（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2. 為甚麼稱高錕為光纖之父？（學生回答，老師總結） 

3. 分組討論：本文從哪幾個階段記述高錕的事蹟？（提示：注意每段所記述的

內容。） 

各組討論後派一位代表把想法口頭匯報。 
 

五.課堂總結 

本文主要從四個階段記述高錕的事蹟。 

童年時（第二自然段）青年(求學)時（第二自然段）成年時研究「光纖通訊」

的經過（第三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實現理想(發明成功)（第六自然段） 

 

六.板書設計 

光纖之父-高錕 

 
  小時候     第二自然段 



青年(求學)時       第二自然段 


成年時研究「光纖通訊」的經過 第三自然段至第四自然段 


實現理想(發明成功) 第六自然段 

 

七、總結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有甚麼收穫？ 
生：學生可自由說出自己在本節課的收穫。 

 

八、佈置作業 

1.抄寫生詞七個，造句。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課堂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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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光纖之父-高錕》 人數 29人 

科目 中文 總施教節數 4 節 

施教年級 小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二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1 《現代語文》 1.能够正確、流利、有 D-1-6、 
   課本 感情地朗讀課文。 D-1-11、 
    2. 能了解高錕的事蹟。 

3. 能知道高錕的經歷，深
究課文內容。 

D-2-7、

D-2-8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課前導入 

1.老師展示現代科技產品(例:手機、電子產品、電腦)與光纖之間的聯繫，引出本節課課

題:光纖之父─高錕。 

 

二、初讀課文，讀準字詞 

1.請全班學生有節奏地朗讀課文，若有字音不正確的地方，教師再進行糾正。 

要求：○1大聲朗讀。○2讀準字音。 

老師引導：上節課，我們一起總結了本文主要是從四個方面階段高錕的事蹟。 

思考： 

1.這篇課文主要是從哪四個時期向我們介紹了高錕這個名人？ 

童年時     青年(求學)   成年時研究「光纖通訊」的經過    實現理想(發

明成功) （學生回答後把答案寫在黑板上） 

 

 

 
 

教學簡報 

三、深入探究，展示問題 

1.學習第二段 

(1)請學生默讀課文第二自然段。 

1.高錕自幼對甚麼有興趣？（他對科學好奇心，求知欲強。） 

2.高錕在童年時期經常做甚麼？（做實驗。） 

老師引導學生從第二段中歸納: (老師示範) 

小時候、青年(求學時期) 

(第二段) 

主要事件:求知欲強，對科學實驗有好奇心 

 

學生從第二段中學習了歸納方法，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先嘗試歸納:(隨後老師再核對) 

光纖之父－高錕 

小時候、青年(求學時期)(第二段) 主要事件:求知欲強，對科學實驗有好奇心 

成年時提出「光纖通訊」的研究原理 

(第三段) 

主要事件:有想法，鑽研新的通訊方法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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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理論並實踐的經過(第四段) 主要事件:堅守自己的信念，不停研究 

實現理想(發明成功)(第六段) 主要事件:成功發明「光纖通訊」 

 

2.核對第三段 

(1)請學生默讀課文第三自然段。 

1.高錕為甚麼想鑽研新的通訊方法？（因為當時用銅線輸送信息已不能滿足溝通需求，

所以他決定鑽研新的通訊方法。） 

2.高錕發表了甚麼理論？（提出了「光纖通訊」的研究原理。） 

   (老師核對) 

 

 

成年時提出「光纖通訊」的研究原理

(第三段) 

主要事件:有想法，鑽研新的通訊方法 

 

3.核對第四段 

(1)請學生默讀課文第四自然段。 

1.高錕提出「光纖通訊」的過程中遇到了甚麼問題？（大家都不信他，覺得不可行。)  

2.高錕為發明「光纖通訊」做了哪些準備？（他遠赴日本、德國、美國等研究所解釋新

通訊理念。） 

3.「光纖通訊」有甚麼功用？(光纖頻寬比以往的傳訊方法高出很多，而且不受雷電和惡

劣天氣影響。) 

  

發表理論並實踐的經過(第四段) 主要事件:堅守自己的信念，不停研究 

(老師核對) 

師:觀看影片，更了解「光纖通訊」。 

 

4.核對第五至六段 

(1)請學生默讀課文第五至六自然段。 

1.為甚麼高錕會成功？(因為他有獨立想法，不盲目相信專家。) 

2.高錕為人類作出了甚麼貢獻？(高錕成功發明「光纖通訊」。) 

    (老師核對) 

實現理想(發明成功)(第六段) 主要事件:成功發明「光纖通訊」 

 

四、活動延伸，情感昇華 

1.師:觀看影片，讓學生更了解高錕的成就。 

生:明白高錕勇於創新的精神，知道為甚麼他能有「光纖之父」之稱，為人類作出貢 

獻。 

五、總結 

1.從高錕發明光纖理論一事中，你認為他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學習？為甚麼？ 

(通過高錕發明光纖理論，說明做事必須有目標，要努力，要堅定自己信念。) 

六、佈置作業 

1.抄寫生詞七個，造句。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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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光纖之父-高錕》 人數 29人 

科目 中文 總施教節數 4 節 

施教年級 小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三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1 《現代語文》

課本 

1.能就人物行為分析人

物的性格和態度。 

2.能辨識人物傳記體裁

及其特點。 

3.深入了解人物傳記體裁

及其特點。 

D-2-8、

D-2-9、

D-2-12 

E-2-5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課前導入 

1.全班同學用普通話齊讀課文。 

2.回顧課文內容 

(1)通過學習《光纖之父-高錕》一文，你明白了甚麼精神？有甚麼深刻的感受？ 

（學生自由回答） 
 

二、發展 

1.人物分析 

(1)分組討論：找出高錕的性格特點，並解釋說明從哪些事例中可以反映出其性格特

點。（學生匯報後，把高錕性格特點寫在黑板上） 

老師補充：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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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問：高錕為人類作出了甚麼貢獻？他有這樣的成就，你認為原因是甚麼？ 

（學生自由回答） 
 

老師總結：高錕發明了「光纖通訊」，他有處事認真的態度、鍥而不捨的精神和

堅毅的意志是他成功的原因。 
 

三、.深入了解人物傳記體裁 

1.提問：《光纖之父－高錕》的體裁是？（人物傳記） 

2.根據已學的課文體裁，學生分組討論，找出人物傳記的特點。 

3.老師總結：人物傳記以記述人物生平事蹟為主，是真實發生的，第一個特點是運

用順敍法，如《光纖之父－高錕》，分四個階段童年時（第二自然段）青年(求

學)時（第二自然段）成年時研究「光纖通訊」的經過（第三自然段至第四自然

段）實現理想(發明成功)（第六自然段）來敍述。 

4.學生自行比較人物傳記的兩篇課文，想一想，人物傳記是不是要詳細記述每個階

段發生的所有事？（學生比較後，自由回答） 

5.老師總結：人物傳記第二個特點是運用事例突出人物的性格。 

所以並不是把「人物」經歷過的所有事都寫下來，而是選出一些能反映人物性格

的事例來記述。 
 

四. 課堂延伸 

學生自行選擇一位名人，根據人物傳記的寫作特點，運用資訊科技協作的能力，搜

集名人的資料，完成名人小檔案。 
 

五. 閱讀拓展 

小組活動：選擇一位名人，可到學校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借閱名人傳記或相關的人物

故事書，完成名人小檔案作下周口頭匯報。 
 

六、佈置作業 

1.完成習作。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 
 

 

 

 

名人小檔案工作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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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光纖之父-高錕》 人數 29人 

科目 中文 總施教節數 4 節 

施教年級 小四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四課節 光纖之父-高錕 1 《現代語文》
課本 

1. 能整理從圖書館和

網絡中搜集的名人資

料，並懂得建構和運

用。 

D-2-2、 

    2.能主動搜集的名人資
料，認識古今中外的優秀
名人及了解其成就。 

D-2-10、 

    3.激發學生興趣，完全科
學創作。 

F-2-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 活動延伸 

1.小組整理所搜集的名人相關資料進行口頭匯報，總結名人其成功因素及從名人身

上所學習得的啟發和精神。（學生匯報後，把學生總結的名人成功緣由寫在黑板

上，老師評鑑和補充） 

小組討論:同學互相評鑑，看看同學們搜集的名人資料能否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 

歸納成功的因由是否恰當。 

 

二. 閱讀分享 

1.小組準備一個自主搜集的名人資料，在課堂上介紹，展示名人特點的故事，講述

故事起因部分作分享，讓同學推測名人的成長經歷或人物行為特點。 

老師總結名人傳記的作用，並說明希望同學能透過閱讀名人傳記，明白想要獲得

成功，必須有目標，有毅力，不畏艱辛，明白何謂創新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 

 

 
 

教學簡報 

 

三、發揮科學創作精神 

1.科學創作: 小組準備根據日常生活狀況，同互討論，互相提出一些創新想法，在槪

念圖上寫下物品發明的特點及用途，並畫出相應物品的圖像，於課堂上匯報分享。 

 

 

 

 

 

 

 

 

 

 

物品發明槪念圖 

 

 

 

 

 

 

 



 

 

 

四、佈置作業 

1.抄寫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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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呂氏春秋·用眾》：「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

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長處， 也都有它的短處; 人

也是這樣， 所以善於學習的人能憑藉別人的長處來彌補自己的短處。我

們在教學上感受甚深，作為教師，我們必須為學生的學習生涯負責任，所

以不斷對整個教學內容進行討論、反思，期望學生能從課堂上吸收更名知

識。 

教學相長，我們認為課堂設立的教學目標越多，在時間掌握上有待加

強。所以我們更注重學生的自主學習，由學生作主導，有別於以前的傳統

教學，注重學生分組討論、歸納及口頭匯報，同儕互相評鑑。 

而學生們投入課堂活動、反應踴躍，令學生加深對課文內容了解、閱

讀，從而激發閱讀興趣。 

在教學方式上，除了分組活動討論外，可嘗試加入小組競賽，活躍課

堂氣氛，激發學生思維。 

另一方面，學生運用網路、資訊平台、電腦等科技手段協助學生建構

和搜集知識，有助激發學生對閱讀的積極性。我們認為今後可多嘗試在其

他單元或語文閱讀課中實踐， 作一個長期的監測，能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能力。 

總括而言，是次教學，我們充分感受到學生的積極性，學生的團隊合

作、拓展閱讀課外名人傳記及科學創作等等，都讓我們讚嘆。同時也達到

我們的期望，透過語文課所學的課文，激起學生的閱讀興趣，養成好的閱

讀習慣，也是我們希望見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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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1.現代教育研究社（2014）。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小四上）第

二冊。香港：現代教育。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資源 

（http://prichin.mers.hk/teacher） 

 

2.小學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第 19/2016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R]. 

教育暨青年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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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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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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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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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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創作(口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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