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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目的： 

1. 透過課文中意象的使用，並且認識中國對於月亮文化的內涵。 

2. 進一步鞏固文章的抒情手法及對詞體制的認識。 

3. 通過該詞學習時空推移與及文意跌宕的寫作技巧。 

4. 透過分析詩詞來學習綜合、歸納等能力。 

5. 從課文體會蘇軾的價值取向，觀照自己的人生。 

6. 透過欣賞詩詞來提升對文學美的追求。 

 

內容： 

1. 課前準備活動：為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在開展本課文前，老師分別安排

了”舊曲新詞”、”資料搜集”、”賞月會”三項活動來讓學生自由參與，從中令

學生增加對詞的認識，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悟，以求達到情景教學的目

的。 

2. 教學活動：老師為課堂的主導人物，透過月亮的意象來帶出蘇軾在《水調歌

頭》一詞中的思想感情。課堂上採取講述、討論為教學重點。 

3. 課後延伸活動：為了讓學生更加主動學習，老師安排了“舊詞新演”、“探索人

生路”二項活動來讓學生參與，透過前者的重新譜曲，可以評量學生對本課文

是否有深刻了解；而後者則可以幫助學生積極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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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特色： 

1. 活動教學：這裏所說的活動教學並非在課堂上開展活動，而是將所有活動安

排在課餘時候進行，這樣，老師不但沒有妨礙到教學進度，而且能對課文進

行深入講解，保證教學質量。 

2. 跨學科的教學：透過填詞譜曲的活動，綜合了語文科和音樂科內容；透過「探

索人生路」的課後延伸活動，整合了語文科和公民教育課的內容。 

3. 建立積極的人生觀：透過課文及延伸閱讀，學生在看到別人的人生觀同時，

也可以更加了解生命的意義，從中引導學生建立積極的人生觀。 

4. 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透過開展活動，讓師生在課餘時聚首一堂，從中達到

言傳身教的作用。 



《水調歌頭》 
中文 

2004/2005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3

目錄 

簡介…………………………………………………………………….. P.1 

目錄…………………………………………………………………….. P.3 

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P.4 

教學活動……………………………………………………………….. P.6 

  A.課前活動……………………………………………………….. P.6 

  B.課堂內容……………………………………………………….. P.8 

  C.課後活動……………………………………………………….. P.17 

試教評估……………………………………………………………….. P.18 

反思與建議…………………………………………………………….. P.19 

參考資料……………………………………………………………….. P.20 

 



《水調歌頭》 
中文 

2004/2005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4

 
一、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A. 參賽編號 G046 
B. 學科名稱 中國語文 
C. 教科書 啟思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語文》第十五課 
D. 單元名稱 水調歌頭 
E. 教學對象 初三級 
F. 學生人數 50 人 
G. 教學目標 1.透過課文中意象的使用，認識中國對於月亮文化的內涵。 

2.進一步鞏固文章的抒情手法及對詞體制的認識。 
3.通過該詞學習時空推移與及文意跌宕的寫作技巧。 
4.透過分析詩詞來學習綜合、歸納等能力。 
5.從課文體會蘇軾的價值取向，觀照自己的人生。 
6.透過欣賞詩詞來提升對文學美的追求。 

H. 教學重點/ 
難點 

1. 如何從上闕去理解蘇軾的人生取向。 
2. 如何運用月亮的意象和時空推移的手法來展開詩文的感情

抒發。 
I. 教學時數 4 節課（共 160 分鐘） 
J. 創意與特

色 
1. 活動教學：這裏所說的活動教學並非在課堂上開展活動，而

是將所有活動安排在課餘時候進行，這樣，老師不但沒有妨

礙到教學進度，而且能對課文進行深入講解，保證教學質量。

2. 跨學科的教學：學生透過填詞譜曲的活動過程，不但能提高

中文能力，並且同時可以透過音樂旋律來帶出文人的思想感

情，從中可以視為中文科和音樂科的交流活動。 
3. 建立積極的人生觀：透過課文及延伸閱讀，學生在看到別人

的人生觀同時，也可以更加了解生命的意義，從中引導學生

建立積極的人生。 
4. 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透過開展活動，讓師生在課餘時聚首

一堂，從中達到言傳身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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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K. 教材架構 1.課前準備活動：舊曲新詞、月的歌頌、賞月會。 

2.教學活動：月亮的遐思、認識作者、體現詞的情意、講授

課文。 

3.課後延伸活動：“舊詞新演”、“探索人生路”。 
L. 教材準備 1. 月亮的多媒體動畫片段。 

2. 準備一首王菲主唱的歌曲《但願人長久》。 

3. 電腦一臺、電腦投射器一臺、擴音器等基本課室配置。 

M. 教學評量 1. 背誦詩文。 

2. 分組討論如何從自然界的某一種景象來帶出對理想的追

求、對愛情的堅貞、對父母的孝義、對國家的熱愛四種

不同的情感。並以此為題，每人撰寫一篇文章。 

3. 搜集有關與時空推移的片段，當中可以是電影片段、文

學作品的段落。 

4. 舊詞新演。為《水調歌頭》重新譜曲，以符合作者的思

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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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 
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A 講 
課 
前 
一 
週 

課前活動 

【舊曲新詞】 

目的：1. 認識詞的特點 

      2. 增加學習的趣味 

      3. 達至活學活用的效果 

內容：自選曲目，以校園生活為題材填詞。 

【資料搜集】 

目的：1. 學會利用資訊科技進行學習 

      2. 培養資料搜集的能力 

      3. 開拓思維和眼界 

內容：搜集有關月亮的資料在學校網上平台與同學分享（搜 

集的資料合乎要求者，可適當給予分數嘉許），搜集 

項目如下： 

1. 月的詩詞 

2. 月的圖片 

3. 月的歌曲 

4. 月的故事 

5. 月的對聯 

6. 月的散文 

7. 月的神話 

8. 月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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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某中學學生討論區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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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賞月會】 

目的：1. 認識中國傳統文化 

      2. 增進師生關係 

      3. 透過情景學習增加學習興趣 

內容：在中秋前夕的晚上在學校舉行賞月會，由同學自願報

名參加。 

1. 月的順口溜 

2. 月的童謠 

3. 月的傳說 

4. 猜燈謎 

5. 月的歌曲 

6. 分享感受 

（以上課前活動內容可以參看《水調歌頭 A》光碟中之

，詳情請參閱 p.21 之使用說明。） 

B 
 
 
 (1) 

 
 
 
 

(2) 

 
 
 

 

5 

分鐘 
 
 
 

5 

分鐘 

課堂內容 

【第一節】 

一、抒情方法： 

寫作上到底有多少種抒情的手法呢？ 

以《爸爸的花兒落了》、《燈火闌珊處》以及《背影》作

為複習的內容，以此作引導。 

二、活動：「月亮的遐思」 

1. 分組討論：兩人一組，時間為三分鐘，並把答案寫作大

畫紙內。 

a.「月亮」給你怎樣的感覺？ 

b.寫出有關「月亮」的詩詞、歌曲或其他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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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3) 
 
 
 
 
 
 
 
 
 
 
 
 
 

(4) 

 
 
 
 
 
 
 
 
 
 

10 

分鐘 
 
 
 
 
 
 
 
 
 
 
 

10 

分鐘 

2. 學生發言：討論完畢後老師可選出其中三組發言。 

老師總結：向學生展示有關「月亮」的詩詞，讓學生認

識月亮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內涵，並帶出「課題」──被受

千古傳誦，膾炙人口的「月亮」佳作──蘇軾的《水調歌

頭》。 

三、體現詞的情意 

1. 齊唱出王菲版的流行曲「水調歌頭」。 

2. 歌曲唱畢後，討論歌中的主調和包含的感情。（提示：

婉約的哀歌、豪放的情懷。） 

3. 播放配樂朗誦再次探討朗誦者的演繹出來的感情。（提

示：婉約的哀歌、豪放的情懷。） 

設下懸念：到底蘇軾在詞中所抒發的感情是怎樣的？樂觀的？

悲觀的？婉約的？豪放的？ 

四、認識作者 

老師發問並補充相關內容。 

a. 一代才子蘇軾在才學方面有什麼成 

就？ 

答案：蘇軾自小才華橫溢，詩、詞、古文、書法、繪

畫，無一不精。其作品影響深遠，為“唐宋八大家”之

一。 

b. 蘇軾在仕途上有什麼遭遇？ 

答案：蘇軾二十一歲中進士，但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貶，但仍

不改其為民之心，其所到之處，皆造福人民，因而廣受人民愛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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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5) 
 
 
 
 

(6) 

 
 
 
 
 
 
 
 
 
 
 
 
 
 

5 

分鐘 

 
 

5 

分鐘 

c. 蘇軾的思想及其作品有什麼特點？ 

答案：蘇軾性情豁達浪漫，熱情奔放，故他的作品雄

豪俊爽，獨具風格，創宋詞豪放派之先河。他的思想

出入儒道，雜染佛禪，既能關注朝政民生，保持獨立

的見解，又能隨緣自適，達觀處世。宏博通達的學識

才華和飽經憂患的人生體驗，也玉成了蘇軾詩歌體裁

多樣，內容廣博，立意新奇，呈現出「吞五湖三江」

的氣象。 

d. 蘇軾在什麼情況下寫下這篇作品？ 

答案：仕途失意（再次被貶）、家庭不幸（父母、妻子

離世、兄弟別離（與弟蘇轍天各一方），促使他在本應

是內團圓的中秋佳節，寫下本詞以借月抒情。 

五、解釋題文： 

指名學生．講述題文，教師再作補充說明。 

六、詞序解釋。 

「丙辰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丙辰，古代天干地支記年法，丙辰年為宋神宗熙寧九年，

即公元 1076 年。當時蘇軾因不滿王安石新法，請調離京，

於熙寧四年任杭州通判，熙寧八年調為密州知州。此時其

父母、妻子都已去世，與弟則分離。 

達旦，即通宵，一直到天亮的意思。 

子由，蘇軾的弟弟蘇轍，字子由。蘇轍當時身在 

齊州，與蘇軾已差不多六、七年沒有相見。正是因為蘇軾

父母與及妻子先後身故，所以其弟子由就成為了他在人世

間唯一的卜親人，所以在中秋這個人月團圓之夜，興起了

懷念弟弟的感慨。 

 
功課：1.預習課文，翻查不懂之字詞，並將不明白之處記下來。

2. 將搜集回來有關蘇軾的作品放在班級網站上，以便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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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7) 

 
 
 
 
 
 
 
 

10 

分鐘 

【第二節】 

一、齊讀課文 

二、提出下列問題，令學生回答，共同討論、補充、訂正，教

師再作說明。 

(1)「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此句在此詞起了什麼作用？

作者為何在一個中秋佳節中仍要對蒼天激問「明月幾時有」？

這兩句應該是從李白《把酒問月》詩「青天有月來幾時，我今

停杯一問之。」脫胎而來的，脫胎是填詞的一種特別的寫作手

法，作者往往會仿照前人的詩詞名句的意境，創造一些新的句

子填入詞中，例如：蘇軾另一首名作《永遇樂》篇首：「明月

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就脫胎自唐白居易《燕子樓三

首》中第一首「滿窗明月滿簾霜，被冷燈殘拂臥床。燕子樓中

霜月夜，秋來只為一人長。」的意境。此句用了逆入筆法，所

謂逆入筆法是指作者填詞時有意逆轉行文與及真實時間的次

序，目的有突出某句的意境或是增加讀者閱讀時的難度，以深

化讀者的印象。以此句為例，應理解為突出「明月幾時有」這

一句，這句為反問句，時序應理解為作者酒酣時舉起酒杯向著

青天皓月大聲問道：「甚麼時候會有這樣的明月呢？」為甚麼

作者會當著八月十五的圓月而向天質問，我們認為「明月」除

了在表面上理解為「皎白的皓月」外，還暗喻為「美好的時光」，

故此，這句是反問而非設問，應理解為蘇軾酒酣而有醉意地向

青天大聲發出質問，究竟「美好的時光」何時會真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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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8) 

 

 

 

 

 

 

 

 

 

 

 

 

 

10 

分鐘 

當著皎白的圓月質問青天，那種對於「美好時光」的渴求，是何等

熱切，對於現實生活的不滿，又是何等的悲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的，就是古人對天質問不是很常見的現象，這牽涉中國古代文化的

問題，古人對於天是非常崇敬的，是不能冒犯的，但亦非沒有詩人

向天質問的例子，例如屈原就寫過《天問》，故此，我們認為這是詩

人對於現實不滿而對青天所發的質問，朗讀的語氣應該是雄壯而近

悲切，絕非一般人所理解的溫柔婉轉，故此鄧麗君、王菲所唱的《水

調歌頭》無論如何無法把握其中的神緒。這一方面符合整首詞的意

義，同時又不失蘇軾的雄豪風格。從詩詞寫作的角度來看，篇首的

煉句是詩詞的成敗關鍵之一。蘇軾《水調歌頭》的首句佈局巧妙，

運用了逆入筆法；意義上又統領全篇，可見蘇軾的功力。 

（２）「不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年。」表現作者內心怎樣的心情？

此心情與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有何關係？試從以詞句找出表明作者內

心心情的關鍵詞。他的心情如何？ 

由青天聯想到天宮，可見作者高超的想象力。 

宮闕，應該理解為作者對於理想世界的訴求，是作者心目中安身立

命的處所。可是，現在作者並非生活在他心目中的理想世界之中，

他是生活在不如意的現實世界，本來有一番濟世的大志，希望報效

朝廷，為國家民族，幹一番大事業，可是，他因為黨爭的關係，政

治生涯遇了很大的挫折，輾轉之間到了密州當知州，而且他的父母

和妻子相繼去世，小弟又遙相分隔。因此蘇軾定然覺得生活是很不

如意，於是就產生了對於理想世界的追求。而「今夕是何年」帶有

不確定的語氣，意思是不知道他心目中的理想世界（天宮），如今是

怎樣的光影呢？ 

這一句是表達了作者對於理想世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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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分配 

活動內容 

(9) 
 
 
 
 
 
 
 
 
 
 
 
 
 
 
 
 
 

(10) 
 

10 

分鐘 
 
 
 
 
 
 
 
 
 
 
 

 

 

 

10 

分鐘 

（３）「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樓玉宇，高處不勝寒」表現作

者的理想國度在哪裏？從此句中你認為作者心中的矛盾又是

怎樣的？ 
承接著前一句，作者表達了自己對於理想世界（天宮）的追求，

於是想象自己不如乘著秋風回到天宮上去，但是立時又勾起了

矛盾情緒，因為他擔心瓊樓玉宇（借代天宮）築得高聳入雲，

自己抵受不了那裏的寒意。這句寫得跌宕，將作者自己的矛盾

心情刻畫得非常細緻，不禁讓人聯想到作者希望回到朝廷為國

為人民幹一番大事業，再展自己的抱負，可是忽然又想起朝廷

之中發生黨爭，一旦自己再一次位高權重，怕的就是惶恐每

日，擔心自己又被政見不合的官員攻擊，所以萌生出一語雙關

的「高處不勝寒」的感慨。 
在寫作手法上，作者很好地把握了那種矛盾的心情，用精煉的

句子來表達，寫得文意跌宕，自然之勢有如行雲流水，確是詞

中佳作。 
（４）「起舞弄清影，何似在人間。」此句承接上句而來，你

認為作者為什麼會說「何似在人間」？他所持的理由是甚麼？

而你認為作者的性格達觀嗎？為什麼？試說你的理由？ 
「起舞弄清影」一句，不禁令人聯想到李白《月下獨酌》的意

境：「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不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行樂須及春。」細想

之下，其實發覺李白和蘇軾有其共通之處，他們都是對於現實

生活不滿，空有一番濟世大志而無法得到舒展，形成胸中有一

股鬱悶孤寂之情而無法排解，只有借酒暫時舒解心中的愁怨，

在酒精的作用下，想象自己暫且與皎潔的皓月和自己的影子作

伴而孤身起舞。表面上好像求得兩位知己良朋，稍解個人的不

快之情，可是讀者讀來更覺其淒冷孤獨，無親友作伴而要與月

亮影子為伍，這份孤清之情簡直讀得叫人心酸。更令人可悲的

是作者認為現實世界的生活更值得他留戀，「何似在人間」一

句表現了作者心中那份「入世難，出世更難」的矛盾。為甚麼

呢？因為他還想到與自己分隨兩地的弟弟，感覺自己在人世間

還有一份血濃於水的親情，於是就轉入下闕懷念弟弟的段落。

 
功課：搜集一些仕途失意的文人會如何選擇他的人生方向，這

問題將留在第四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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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5 

分鐘 

 
 
 
 
 
 
 
 
 
 
 
 
 
 
 
 
 
 
5 

分鐘 

【第三節】 

（５）「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如何運用時光推移表達

作者的感情？ 

這裏運用了「轉」和「低」帶出月亮移動的姿態，暗示夜已

深沉，因而帶出詩人整夜眼光光地望著窗外的月亮移動，證

明整夜不能入睡。將自己失眠的狀態沒有直接寫出來，而是

用月光轉移的形態來帶出，確為含蓄蘊藉。是為文學的一大

技巧。由景入情，故能讓讀者得蘇軾當時的心情是沉重哀傷。

提問學生下列詩歌中哪裡屬於時光推移(提示：作者如何看孤

帆移動)： 

李白《送孟浩然之廣陵》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見長江天際留」 

答案：李白在岸頭目送友人，隨孤帆一直移動，直至看不到

孤帆為止，說明李白一直沒有離開和表現出對友人之不捨情

懷。這裡運用孤帆的移動，直至作者看不到孤帆，時間一直

溜走表示作者一直沒有離開，這屬於時光推移的部分。 

顯示白先勇先生訪問片段，提問學生在片段中哪裡屬於時光

推移： 

答案：白先勇先生站在一處，看著同一地方從白晝到晚上，

從晚上到白晝的片段是時光推移的部分。 

(６)「不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此句與上文哪一句有異曲

同工的效果？作者把月亮人格化後表達何種感情？從中能體

會作者的文學風格。 

此句和上文的「明月幾時有」是互相呼應的。同樣是把明月

的形態帶出。上句由明月引發對自己的人生取向為何；下句

則由圓月帶出對別離之感。作者把月亮人格化後表達出“月圓

人不圓”之感，頗有惱月之意。這種責備不能錯怪於人，只是

向月亮埋怨，這裏深含著詩人對無法掌控的事，表現出無奈

和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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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分鐘 
 
 
 
 
 
 
 
 
 
 
 
 
 
 
 
 
 

5 
分鐘 

（７）「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存。」 

此句表現了作者怎樣的人生哲理？ 

這是由中秋的圓月聯想到人間的離別，暗暗扣住小序中「兼

懷子由」的字樣。上面詩句帶有譴責之意，但這句則筆鋒一

轉，說出一番寬慰自己的說話來為明月開脫，這句從人到月，

從古到今，作了高度的概括。從而體現詞人曠達的性格，這

和上闕的人生觀是有吻合之處。雖曾為自己的不幸作出了反

抗，但最後卻以自己獨有的人生觀去解決問題，這裏確實包

含了很大的哲理。 

同學們你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態度是怎樣的呢？ 

提示：舉出例子說明自己的人生態度、從蘇軾的人生態度上

你是怎樣領悟的？若遇上不如意事，你會怎樣面對？ 

（８）「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中「人長久」應如何解釋？

這句話是從謝莊《月賦》「隔千里兮共明月」脫胎而來。「但

願人長久」的意思是只願親人健康地長久活著，這是突破時

間局限的詩句，也是安撫之言，曠達之情悠然而生，這是承

著上句的感情脈落發展的詩句，將感情推到更深更濃。「千里

共婢娟」則是打通空間阻隔的詩句。即使遠隔千里也可以通

過普照世界的明月把兩聯繫起來，把彼此的心溝通在一起。

這就是古人所言的「神交」。從前王勃有詩：「海內存知己，

天涯若比鄰。」張九齡《望月懷遠》說：「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時。」以上詩句和本詩的意義同，並從此看出詩歌可以

運用想象來突破時空界限，來把自己的情感抒展。 

 

功課：1.搜集有關與時空推移的片段，當中可以是電影片段、

文學作品的段落。 

       2.背誦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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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0 
分鐘 

 

【第四節】 

一、齊背詩文。 

二、總結課文： 

（此部分由老師提問，學生作答，以作為全課總結。當中可

以容許學生各抒己見，老師則要正確引導。） 

（１）本詞反映了蘇軾怎樣的人生態度？ 

提示：曠達的人生態度透過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和最後選擇入

世的出路進行分析。 

（２）試總結本詞的藝術特色。 

1. 以月亮貫穿全詞。 

2. 時光推移。 

3. 起伏跌宕的感情。 

4. 豪放之藝術風格。 

5. 借景抒情。 

功課：分組討論如何從自然界的某一種景象來帶出對理想的  

追求、對愛情的堅貞、對父母的孝義、對國家的熱愛

四種不同的情感。並以此為題，每人撰寫一篇文章。

（以上課堂內容可以參看《水調歌頭 A》光碟中之 

，詳情請參閱 p.21 之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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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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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講 
課 
後 
一 
週 

課後活動 

【舊詞新演】 

目的：１．感受本詞的情感 

２．發揮潛能和創意 

內容：以小組朗誦或重譜新曲的方式重新演繹蘇軾的《水調

歌頭》 

【探索人生路】 

目的：１．樹立積極的人生態度 

２．促進閱讀和思考 

內容：引導學生閱讀有關「積極人生」的課外讀物，並構寫

自己的座右銘。   

（以上課前活動內容可以參看《水調歌頭 A》光碟中之

，詳情請參閱 p.21 之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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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教評估 

1. 充實課堂內容，保證教學質量──本課的教授理念在於由老師作主導，並深入

講解課文，以引導的形式令學生思考問題，故此很多難點能在課堂上解決，

充實課堂的教學內容。 

2. 課前課後的活動豐富吸引──老師將所有有關課文的開展活動安排在課餘進

行，有的通過互聯網交流、有的則以晚會、唱歌以及主動閱動的形式進行，

使學生能從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學習，從以往那種被動的學習模式轉變為主動

的求取知識，增長對語文及中國文化的學習興趣。 

3. 鞏固語文知識──透過老師的深入講解以及課前課後的活動，學生能進一步鞏

固語文知識，如通過討論及作文功課來看出學生不但已掌握了借景抒情的手

法及時空推移，而且能有所發揮，從創作中提升對文學美的追求。 

4. 正視人生價值──學生透過蘇軾的人生觀而關展了閱讀有關勵志文學，從不同

時代以及不同人物的人生取向，來為自己定立了一個短期的人生目標。學生

曾在本校的公民教育堂寫過一張立志意向書，由此可見其成效。 

5. 建立良好的讀書氛圍──透過活動，讓師生在課餘時也能討論學術或文化的問

題，營造書香校園。 

6. 加強學生搜集資料的能力──透過搜集資料的活動，加強學生對資料歸納的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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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與建議 

1. 獨樂樂不如眾樂樂──由於資源的不足，例如賞月會等課前活動，未能讓全體

同學參與。建議參與賞月會的同學，將賞月會的資料等內容與其他同學分享，

老師鼓勵其他同學可藉著中秋節與家人籌辦賞月會，在一家共享資源共享的

同時，又可以將中國傳統文化普及開去，達到更多同學都可以參與這個課前

活動。 

2.  課堂討論氣氛──課堂設計內容豐富和充實，故此討論時間更見緊迫，但是

由於時間和空間不足，同學往往未能好好把握僅有的時間，而且表達能力和

論討技巧尚待改善，那樣，討論的質量才有保證．我們建議在初中課程中設

計更多的討論機會，讓同學擁有更多的練習機會。 

3. 學生作主導的教學活動──課堂教學主要以教師為主導，我們認為需要在課外

延伸活動中加強學生主導的元素，建議在課後延伸探索人生路的活動中，鼓

勵同學發揮創意，設計一些相關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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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宋名家詞選     商務印書館 

6. 唐宋詞簡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