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 2008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 
 
 
 
 
 
 

醉翁亭記 
 
 
 
 
 
 

參選編號：C028 
學科名稱：中文 
適合程度：高中



醉翁亭記 
中文 

2007/2008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

目錄 

 

一、《醉翁亭記》主要內容…………………………………………………………..2 

二、教學計劃內容說明………………………………………………………………2 

三、教學活動…………………………………………………………………………4 

  課前準備…………………………………………………………………………4 

  課堂活動…………………………………………………………………………4 

  課後延伸活動………………………………………………………………......14 

四、試教評估………………………………………………………………………..15 

五、教學建議………………………………………………………………………..16 

六、使用指引……………………………………………………………………......17 

七、參考資料………………………………………………………………………..17 

八、附錄……………………………………………………………………………..18 

 
 



醉翁亭記 
中文 

2007/2008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

一. 《醉翁亭記》主要內容  

1. 掌握散文的線索。 
2. 領會散文的情思和哲理。 
3. 讓學生認識散文靈活多變的寫作特點。 
4. 讓學生體會文中不同層次的「樂」。 
5. 深入掌握借代、對偶、設問、層遞等修辭手法。 
 

二. 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A. 教科書 啓思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語文》中四下 單元六 P 6.5 
B. 學生人數 48 人 

C. 教學目標 

1. 認識作者生平。 

2. 認識中國書畫的基本格式。 

3. 掌握散文的線索。 

4. 掌握層遞法。 

5. 欣賞散文靈活自由的表達手法。 

6. 培養學生面對失意仍樂觀面對的精神。 

D. 
教學難點/ 

重點 
1. 如何讓學生掌握不同層次的「樂」。 

2. 如何讓學生結合歐陽修生平理解文章。 
E. 教學時數 四教節 ( 160 分鐘 ) 

F. 創意與特色 

1. 活動教學：學生以分組形式，用各自帶備的顏料繪畫

文中作者所提及的環境和宴饗情境，之後各小組再在

課堂上作口頭報告，一方面能訓練學生的說話和臨場

組織能力，另一方面學生能對課文有更具體的瞭解。 

2. 以學生為主導：通過活動和課前準備，激發學生的興

趣，從而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更主動地理解文章的

內容、與及搜集課文的相關資料，使印象更為深刻，

知識更為鞏固。 

3. 培養樂觀的精神：通過歐陽修被貶後仍樂觀開懷的事

跡，培養學生積極面對失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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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團隊精神：在合作完成圖畫和口頭報告的過程

中，學生能培養尊重同學和接納不同意見的品德。 

5. 圖像化思考：學生透過生硬的文字，想像作者當時身

處地方的所見所聞，如：醉翁亭所建之地、醉翁四周

不同的朝夕和氣候變化、與眾同樂的情境等，培養學

生多方向理解文章的能力。 

G. 教學安排 

1. 課前準備活動：預習歐陽修的生平和課文內容，並先

行分組，各組自行準備顏料、毛筆、墨水匣。 

2. 教學活動：分組繪畫、課堂口頭報告、認識作者、講

授課文。 

3. 課後延伸活動：張貼作品、工作紙、撰寫相類似文章

的閱讀後感。 

H. 教材準備 

1. 《醉翁亭記》的教學簡報。 

2. 電腦一台、投影機一台、黑板。 

3. 四開畫紙多張 ( 因應實際分組情況再定數量 )。 

4. 工作紙。 

I. 教學評量 

1. 背誦課文。 

2. 把完成的圖畫貼於課室內，各組同學互相賞識。 

3. 各自完成工作紙。 

4. 搜尋與本文寫作手法和思想感情相類似的文章，並寫

閱讀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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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活動 

程式 時間分配 教學活動內容 
1.  課前準備： 

於上一課完結後，向學生佈置以下作業： 
1. 查找歐陽修的生平。 
2. 閱讀課文，並分析段落大意和歸納主旨。 
3. 學生自行分組，並帶備顏料。 

2. 
 
 
 
 
 
 
 
 
 
 
 
 
 
 
 
 
 
 
 
 
 
 
 
 
 
 
 
 
 

 
 
5 分鐘 
 
 
 
 
 
 
 
 
 
 
 
 
 
 
 
 
 
 
 
35 分鐘 
 
 
 
 
 
 
 

課堂活動： 
(第一和第二節) (連堂) 
活動前講解： 
1. 先介紹中國書畫的基本格式和本次活動工作要求： 

A. 限時之內完成。 
B. 組員繪畫時須注意結合文章內容。 
C. 可加上創作成分，但不可過於離題。 
D. 完成後須於畫的左方題寫一句最能表達全文的句

子。 
E. 署名和蓋章，可自行以毛筆書寫或用個人印章。 
F. 最後各組分別向同學介紹自己的作品，故在繪畫的

同時，亦須準備演說的講辭。 
 

2. 強調是次活動的評量不是以畫功優劣為主，而是著重畫

中體現作者的思想感情為主。 
 
3. 講解完畢後，請各位同學馬上分組移桌圍坐在一起，並

向每組學生派發一張四開畫紙。 
 

4. 著令同學先不要開始繪畫，待同學準備好後按老師指示

一起落筆。 
 

開始創作： 
1. 學生開始創作，老師於過程中，觀察同學的繪畫情況，

並適時給予意見和指導。 
 

2. 過程中，同學不可偷看別組的作品，必須組內自行創

作。 
 

3. 老師每隔十分鐘向學生報時一次，直至時間夠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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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鐘 
 
 
 
 
 
5 分鐘 
 
 
 
 
 
 
 
 
1 分鐘 
 
 
 
 
 
 
 
 
 
 
6 分鐘 
 
 
 
 
 
 
 
 

 
4. 於最後一次報時，提醒同學題字和署名。 

 
口頭報告： 
1. 各組分別作口頭報告，講解構圖用意。 
2. 畫中如何體現歐陽修與眾同樂的情形？ 
3. 各組的特色和創意。 
4. 為何題寫這組句字？ 
 
老師總結： 
1. 表揚同學的用心。 
2. 讚賞主動學習的精神。 
3. 簡評各組的表現和作品。 
 
功課： 
1. 著令同學把作品張貼於課室，讓同學互相欣賞。 
2. 找出各組同學創作有甚麼相同之處。 
 
(第三節) 
一、引入： 
1. 同學互相欣賞別組的作品後，有甚麼感想？ 
答：學生自由發言。 
 
2. 各組作品雖然不同，但有沒有甚麼共通之處？ 
答：都著重表現作者設宴暢飲或與遊人同樂的熱鬧情境。 
 
3. 同學認為歐陽修當時的心情如何？ 
答：心情歡快，沒有消極頹唐。 
 
二、認識作者： 
1. 這與歐陽修的生平有甚麼關係？ 
答：待學生發言，老師補充訂正：歐陽自幼家貧，四歲喪

父，由母親撫養成人，母親鄭氏經常向歐陽修講其父生前

廉潔的事跡。良好的家教對他成為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

打下了堅實的基礎。後進士及弟，次年到洛陽任西京留守

推官，為人勇於言事，風節凜然，曾寫了一篇義正辭嚴的

「朋黨論」，因此得因此得罪小人，被貶到滁州當個小太

守，他因此藉遊山玩水紓解仕途失意的鬱結，本文寫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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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鐘 
 
 
 
 
 
 
 
 
 
 
 

被貶後的第二年。 
2. 歐陽修於文壇上有甚麼成就？ 
答：北宋文壇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學風尚，詞藻華麗而內

容單薄的駢體文甚為流行，西崑體氾濫文壇，「太學體」盛

行一時。歐陽修倡導古文運動，大聲疾呼力斥西崑體，認

為要重振當年韓、柳古文運動的雄風，實現詩文革新。成

為宋代文壇的領袖，古文運動在他手中達到比韓、柳時代

更成熟、更普遍的成就，而且他在作品上表現了優美的成

績，無論古文、詩、詞、賦以及四六駢文，他都是一代名

家。他在政治界、學術界都有崇高的地位，而且樂於指導

青年、獎掖後進，於是三蘇、曾鞏、王安石等門下士，都

樂於推動古文運動。 
 
3. 歐陽修的作品有甚麼特點？ 
答：歐陽修文章的最大特色在於他以「溫醇雅正」的本質，

「藹然為仁者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用字平樸，吐語清

新，卻又遒勁流亮，風神獨具，文情極有波瀾，筆勢頗多

起伏。例如他寫論說文章時，每能因事而發議論，分辨明

晰，條達疏暢，合情合理，無懈可擊；寫碑傳文章時，也

能行文坦易，詞卻不嫌艱澀，下筆謹慎，從不稍事誇張，

篇篇可作史書看；遊記文章，則天才自然，豐約中度，尤

富散文詩意味，令人低迴三嘆；至於他的四六時文，則情

韻俱佳，不尚藻麗，一出自然，尤其可貴的是他使駢體散

文化，如此一來，說情言理，更能曲折如意， 
 
三、講解課文： 

第一段 
1. 學生朗讀課文，之後老師範讀，訂正學生誤讀的生字和

解釋新字難詞的詞義。 
 
2. 提問學生把該段翻譯成通順的白話文，老師最後補充訂

正。 
 
3. 作者與友人作樂的地方叫甚麼名字？ 
答：醉翁亭。 
 
4. 醉翁亭建於哪裏？ 
答:：瑯琊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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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瑯琊山的景色如何？ 
答：草木茂盛，幽深秀麗。 
 
6. 作者在山上走了不遠，看見甚麼？ 
答：有一條在兩個峯中流淌的泉水，名叫釀泉。 
 
7. 這裏運用了甚麼記敍手法？ 
答：步移法。 
 
8. 瑯琊山的山勢如何？ 
答：山勢迴環曲折。 
 
9. 在釀泉之上，有甚麼建築？ 
答：有一涼亭。 
 
10. 這個涼亭有甚麼特點？ 
答：亭的角像飛鳥展翅般翹起，高踞在泉水上面。 
 
11. 建亭者是誰？ 
答：山之僧「智仙」。 
 
12. 為何把亭命名為「醉翁亭」？ 
答：因作者常與友人結伴往遊，並在那裏設宴。由於他稍

飲即醉，因此自號醉翁，故把亭命名為「醉翁亭」。 
 
13. 歐陽修與朋友到此的目的是甚麼？是不是只為飲酒？ 
答：他的目的不在於飲酒，而在於欣賞山水美景。 
 
14. 那既然意不在酒，但為何仍要暢飲？ 
答：因為遊山玩水的樂趣，是用心靈去感受到的，只不過

寄託在喝酒這事情上罷了。 
 
15. 第一段交代了甚麼？ 
答：交代醉翁亭的位置、建造者及命名由來。點出作者所

領略到的山水之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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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鐘 
 
 
 
 
 
 
 
 
 
 
 
 
 
 
 
 
 
 
 
 
 
 
 
 
 
 
 
 
 
 
 
 
 
 
 
 
 

第二段 
1. 學生朗讀課文，之後老師範讀，訂正學生誤讀的生字和

解釋新字難詞的詞義。 
 
2. 提問學生把該段翻譯成通順的白話文，老師最後補充訂

正。 
 
3. 瑯琊山的朝暮變化有甚麼特點？ 
答：太陽出來，林中的霧散去；煙雲聚結，山谷巖洞就昏

暗起來，這一明一暗的變化，就是山間早晚的景象。 
 
4. 除了早晚以外，作者還說了甚麼景色？ 
答：山上四時的景色。 
 
5. 這四季的景色有甚麼特點？ 
答：野花開放，發出幽香；樹木秀美茂密，形成濃蔭；風

勢勁爽，霜色潔淨；河水低淺，溪石顯現；這便是山

間四季的景象。 
 
6. 作者為何記述瑯琊山朝暮和四時的景象？ 
答：因為作者從中得到無窮的快樂。 
 
7. 為甚麼作者說他的快樂是無窮的？ 
答：因為山間四季早晚的景色變化多端，循環不息，而作

者的快樂正是來自欣賞山間的不同景致，所以他說自

己的快樂是無窮的。 
 
8. 散文的句式靈活自由，既有散句，亦有偶句。試指出第

二段的對偶句。 
答：「日出而林霏開，雲歸而巖穴暝。」「野芳發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陰。」「朝而往，暮而歸。」 
 
9. 第二段所告訴我們甚麼？ 
答：描寫瑯琊山早晚四季景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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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鐘 
 
 
 
 
 
 
 
 
 
 
 
 
 
 
 
 
 
 
 
 
 
 
 
 
 
 
 
 
 
 
 
 
 
7 分鐘 
 
 
 

第三段 
1. 學生朗讀課文，之後老師範讀，訂正學生誤讀的生字和

解釋新字難詞的詞義。 
 
2. 提問學生把該段翻譯成通順的白話文，老師最後補充訂

正。 
 
3. 這一段所描寫的是甚麼景象？ 
答：太守與賓客飲酒作樂的景象。 
 
4. 歐陽修跟甚麼人一起遊玩？ 
答：滁州的人。 
 
5. 「傴僂提攜」運用了甚麼修辭手法？ 
答：借代。 
 
6. 伴隨歐陽修一起的滁州人盡興嗎？何以見得？ 
答：盡興。他們到溪邊捕魚，用釀泉的水釀酒，採摘野菜

隨意擺放開來設宴。宴會時有人投壺投中了，下棋人

有人得勝了，酒杯和酒籌錯雜地晃動，人們時起時坐，

大聲歡呼。由此可見，所有人都十分盡興。 
 
7. 試根據第三段，推想： 

A. 太守治理滁州的政績。 
B. 太守跟百姓的關係。 

答：A. 人民要待生活富足，安居樂業以後，才有閑情逸致

       遊山玩水，可見太守政績良好。 
    B. 太守與賓客一同遊玩暢飲、醉倒席間，毫無架子，

       與民同樂，可見他們關係融洽。 
 
8. 第三段的段旨是甚麼？ 
答：敍述滁州百姓遊山及賓客在席間盡歡的熱鬧情況。寄

寓作者與眾同樂的情懷。 
 

第四段 
1. 學生朗讀課文，之後老師範讀，訂正學生誤讀的生字和

解釋新字難詞的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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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問學生把該段翻譯成通順的白話文，老師最後補充訂

正。 
 
3. 這一段描寫甚麼景象？ 
答：黃昏時宴會結束的情況。 
 
4. 作者描寫飲宴的歡樂後，是否直接寫出太守自己的快

樂？ 
答：不是。 
 
5. 那是先寫甚麼東西作過度？ 
答：先寫禽鳥因為遊人離去而快樂，再寫賓客和滁州人玩

山的快樂作過度，最後才帶出主題──太守之樂。 
 
6. 太守有甚麼可樂之處是賓客所不知道的？ 
答：太守因為賓客從遊山中得到快樂而感到快樂，這是他

們所不知道的。 
 
7. 這樣由記敍禽鳥到遊人，再由遊人記敍到太守的樂，當

中運用了甚麼寫作手法？ 
答：層遞法。 
 
8. 文中最後部分「太守謂誰？廬陵歐陽修也。」運用了甚

麼修辭手法？ 
答：設問。 
 
9. 最後一段敍述了甚麼？ 
答：敍述黃昏時遊人散去的情況並點出作者「樂其樂」的

情懷。最後點明作者身份。 
 
10. 總結全文主旨。 
答：通過寫醉翁亭景色及與眾人遊玩之樂，抒發熱愛山水

的情懷及寄託與民同樂的抱負。 
 
功課： 
1. 完成課後的「分析與探究。」 
2. 思考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像歐陽修般因看到別人快樂而

快樂？你欣賞他的胸襟嗎？試談談有關事件的經過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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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鐘 

受。 
 
四、總結課文： 
(第四節) 
1. 《醉翁亭記》的內容分析。(投影片二) 
 
2. 《醉翁亭記》的技巧分析。(投影片三) 
 
3. 歐陽修寫作時十分認真，據說他「作文既畢，貼之牆壁，

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何薳《春渚紀

聞》）文章經過反覆修改，所以能做到語言精練，《醉

翁亭記》便是很好的典範。 
   （1）假如有人把第一段改寫了（甲段），試把它與原  文

（乙段）比較。你認為哪一段的用字較佳？為甚麼？ 
甲.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林壑尤美。望之

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行六七裏，漸聞

水聲潺潺，而流出於兩峰之間者，釀泉也。

峰迴路轉，有亭臨於泉上而亭角翹起者，醉

翁亭也。 
乙.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林壑尤美。望之

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行六七裏，漸聞

水聲潺潺，而瀉出於兩峰之間者，釀泉也。

峰迴路轉，有亭翼然臨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2）第二段描寫山間的景色，這段在用字和選材上有甚

      麼值得欣賞之處？ (投影片四、五) 
答：(1) 乙段（原文）較佳。乙段以「瀉」字形容流水，

能具體反映出水勢之大，一瀉而下的氣勢，而「流」

字則只能表現水在流動，未能突出水勢。乙段以「翼

然」來形容醉翁亭的外觀，能概括生動地突出醉翁

亭四角翹起，活像鳥兒展翅，淩空欲飛的姿態，用

字十分精練，比用「四角翹起」更富動感、更為形

象化。 
答：(2) 本文的文字精練，作者能以最簡潔的文字表現出最

豐富的景象變化，如日「出」、林霏「開」、雲「歸」

等字，都充滿動感，同時貼合所描寫的景色。在選

材方面，作者能選取四季最具代表性的景物去寫，

故能以極少的文字，概括而突出地表現四季的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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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散文的內容可以藉記敘、描寫、說明、抒情和議論的手

法來表達，把記敘、描寫、抒情緊密結合正是《醉翁亭記》

的特點之一。 (投影片六、七) 
試細閱以下三段文字，說明作者除了直接抒情外，還如何

結合不同的表達手法來表情達意。 
甲、若夫日出而林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

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

潔，水落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

四時之景不同，而樂亦無窮也。（第二段） 
乙、宴酣之樂，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

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懽也。（第三段） 
丙、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亂，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林

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樂也。然而禽鳥知山

林之樂，而不知人之樂；人知從太守遊而樂，而不知

太守之樂其樂也。（第四段） 
答：甲段採取了描寫與抒情結合或借景抒情的手法：作者

描寫瑯琊山四季、早晚景色的變化，這些景色都是優

美而且各具特色的，藉此寄託自己欣賞滁州山水景物

的喜悅之情。 
乙段採取了描寫與抒情結合的手法：作者藉描寫宴會

之熱鬧歡愉的場面，刻畫了賓客們投入地玩樂的情

態，藉此寄託了作者「樂其樂」的感情（因賓客們愉

快而產生的快樂之情）。 
丙段採取了敍事與抒情結合的手法：作者藉敍述黃昏

時分賓客離開和禽鳥鳴叫之事，襯托作者「樂其樂」

的感情。 
 
5.   一篇優秀的散文，應該有一條明確的線索去組織材

料。閱讀散文時，要理出線索，這樣會較容易掌握文

章的內容和主題。 
試回答以下問題︰ 
(1) 縱觀全文，太守有哪幾方面的「樂」？  

 (2) 作者在第3段刻畫了哪兩種「樂」？它們與太守的

   「樂」有甚麼關係？（提示：太守的職責是甚麼？

    他為甚麼會因百姓快樂而感到快樂？） 
(3)  禽鳥之樂、滁人之樂和太守之樂在層次上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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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作者先寫前兩種「樂」，後寫自己的「樂」，

        這對表現本文主旨起甚麼作用？  
    (4) 你認為「樂」是不是貫串全文的線索？為甚麼？ 
        (投影片八) 
答：(1) A. 欣賞山水景色而得的樂趣（山水之樂）； 
       B. 與眾賓客一同宴飲遊戲而得的樂趣（醉能同其 
          樂）； 
       C. 見到眾人歡樂而得到的快樂（樂其樂）。 

(2) 寫了滁人遊山之樂和眾賓宴酣之樂。太守因眾人快

   樂而得到快樂。他身為滁州的長官，希望滁州在他

   治理下安定和平，滁人快樂地生活。滁人生活安定，

   才有閑情遊山玩水，而眾賓願與太守歡暢宴飲，亦

   反映雙方關係良好，這都是太守快樂的泉源。 
(3) 禽鳥之樂、滁人之樂都屬於「一己之樂」，太守之 
   樂則是「以別人的快樂為快樂」，胸襟最廣。起突 
   出主旨的作用。作者先寫禽鳥之樂、滁人賓客之 
   樂，最後才寫太守之樂，凸顯太守的快樂與一般的

   快樂不相同，使本文的主旨——寄託他以別人的快

   樂為自己的快樂的抱負——更為突出。 
    (4) 作者在第一段指出太守把欣賞山水的樂趣（「山水 
        之樂」）寄託在喝酒之中，第一次點出樂字。 

第二段承上文的「山水之樂」，描寫山間朝暮、四

季的變化，抒發了自己欣賞山間景色變化的快樂之

情。 
作者接著由「山水之樂」引出第三段的「遊山之

樂」，寫遊人不絕於途，心情輕鬆愉快，又寫賓客

在宴飲時歡樂熱鬧的場面，這是「宴酣之樂」，寄

寓了作者願與民同樂的情懷。 
第四段寫黃昏時「禽鳥之樂」和「人之樂」，藉以

引出「太守之樂其樂也」的抱負。全文由始至終，

都以「樂」字貫串材料。 
 
6. 閱讀以下一段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林壑尤美。望之蔚然

而深秀者，瑯琊也。山行六七裏，漸聞水聲潺潺，而

瀉出於兩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路轉，有亭翼然臨

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1）以上一段文字，旨在寫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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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答：醉翁亭的位置。 
（2）「層遞法」就是把要表達的意思按照大小、多

少、高低、輕重、遠近等不同程度逐層排列的修

辭手法。以上一段如何運用了層遞法？  
答：作者先寫滁州四周的群山，跟著逐層縮小範圍，

先由群山收窄至西南諸峰，然後收窄至瑯琊山，跟

著再收窄至釀泉，最後把焦點集中在醉翁亭。 
（3）作者在這裏運用層遞法可收甚麼效果？  

答：使讀者對醉翁亭的位置和周圍的環境有概括的

認識，更可逐步引出焦點景物，突出主體（醉翁

亭），加深讀者對醉翁亭的印象。 
 
4 本文是作者被貶滁州後所寫的作品，他被貶後的心情

怎樣？從文中哪些句子可以看出來？  
答：作者被貶滁州後，心情相當複雜。從「飲少輒醉」、「自

號醉翁」、「醉翁之意不在酒，在乎山水之間」、「頹然

乎其中者」等句子，可見作者貶謫滁州後，心情抑鬱

苦悶，於是寄情於山水宴飲，以排遣失意之情。 
5 歐陽修會因為看到別人快樂而快樂，你欣賞他的胸襟

嗎？你在日常生活中有這樣的經驗嗎？試談談有關事

件的經過和感受。 
答：學生可隨意作答，言之成理即可。 

我十分欣賞作者的胸襟，他能夠先顧及別人是否快

樂，不以一己之樂先行，這是很偉大的情操，特別是

歐陽修是個為人民服務的官員，更應該處處以人民的

福祉為先。 
同學可自由談自己的經驗和感受，言之成理即可。 

 
 
課後延伸活動： 
1. 完成工作紙。(見附錄) 
2. 搜尋與本文寫作手法和思想感情相類似的文章，並寫閱

讀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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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教評估 

1. 學生主動學習情況有所提高：由於要繪畫，故構圖時必須圥掌握課文內容：

如亭的所在、宴饗情況、參與賓客、遊戲節目等，所以在老師還未講授課文

前，學生必先自行分析文章和全文結構，故此學生十分積極主動學習。 

2. 學生克服懼怕古文的心理：學生於完成後須題寫能夠表達全文主題的句子，

因此學生必須提煉中心句，透徹分析全文，故此學生解讀古文的能力得以提

高。個別能力較遜的同學，通過是次活動亦能在老師未講授課文前便掌課文

的基本脈絡。 

3. 活動吸引，能引起學生動機：把生硬沒有色彩的文字，通過繪畫將之圖像化，

較一般文言文的講授，大有分別，使學生耳目一新。 

4. 增加同窗情誼：分組活動時，不少平日較少發表意見的同學，皆能在過程中

勇於發言；並且各組同學都積極提出自己的見解，學生之間的互動交流，明

顯提高。 

5. 同儕學習：由於畫紙只有一張，加上顏料難以塗改，故此學生在下筆前皆在

組內互相討論，共同讚研文章內容，使同學之間的協作學習在沒有老師的特

別指示下亦能自然地展開。 

6. 加強學生的比較閱讀能力：透過搜尋其他與本文內容相類似的文章並寫讀後

感，可提高學生心較閱讀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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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建議 

1. 能力較佳的學生，可多由學生主導學習，待完成活動後老師才講授課文和作

出總結；能力較遜的學生，老師可先講解歐陽修的生平和課文內容，引導學

生思考作者寫作的目的和思想感情，之後才進行繪畫活動。 

2. 建議選擇連堂一氣呵成進行繪畫活動和口頭報告，如此能較佳維持學生學習

興趣和氣氛。 

3. 繪畫活動和口頭報告的時間控制須加以注意，如未能運用連堂，則盡可能安

排一節課進行繪畫活動，另一節課進行口頭報告；避免把單一活動分開不同

的教節進行。 

4. 整個教學設計建立在學生主動學習的基礎之上，故在教授前宜先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積極搜尋課文的相關資料。 

5. 個別小組同學過於專注於繪畫之上，以致口頭報告的準備不足，故在活動前

必須再三提醒同學，繪畫部分與口部報告部分同樣重要。 

 

 
 
 
 
 
 
 



醉翁亭記 
中文 

2007/2008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7

六. 使用指引 

1. 把光碟放入光碟機，打開資料夾，內有檔案「醉翁亭記.ppt」，開啓後便進入

第四節課文總結部分的 PowerPoint 簡報。 

2. 資料夾內另有名為「《醉翁亭記》工作紙.doc」的檔案，內有課後延伸活動的

工作紙。 

3. 光碟內另有一個「《醉翁亭記》影片」的資料夾，內含繪畫活動的進行情況。 

 

七. 參考資料 

1. 《啓思中國語文》中四下                                   啓思出版社 

2. 《中國文學史》第三卷 袁行霈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中國文學史綱要》第三冊 李修生編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4. 《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卷 劉大傑著                      上海古藉出版社 

5. 《語文知識手冊》 方仁工著                                文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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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錄 

高一級工作紙 
 

姓名：         學號：      日期：       
《醉翁亭記》           作者：歐陽修           體裁：記敍文 
1. 熟讀全文，並瞭解歐陽修的生平及本文的寫作背景。 
2. 試為以下漢字或詞語註音，並解釋其意義。 
壑：     輒：     霏：     暝：     晦：      
攜：     蔌：     觥：     翳：     傴僂：     
3. 內容大要 
醉翁亭 1 位置：      西南面        釀泉上面。 

2 形狀：簷          ，像飛鳥展翅。 

3 建亭者：                 。 

4 命名者：                    。 

5 命名原因：歐陽修自號      ，常          

            ，因此把這亭命為醉翁亭。 
醉翁 1 別號由來 

a.醉：                     。 

b.翁                                   。 

2 飲酒目的 

把遊山玩水的樂趣                   在飲酒之中。 
山水之樂 1 朝暮景色 

a 朝：太陽出來，                             。 

b 暮：黃昏時，雲霧                  ，山谷幽暗。 

2 四季景色 

a 春：                        ，發出陣陣清香。 

b 夏：美好的樹木，枝葉      ，有濃密      。 

c 秋：天高       、霜色潔白。 

d 冬：溪水              ，       的石塊露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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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樂趣 

山間景色變化多端，循環不息，而作者的樂趣正源於欣賞山間不同

的景致，所以                     
                       。 
滁人     之樂 1 背著東西，在路上一邊走，一邊唱歌。 

2 走倦了在樹下休息。 

3 前面的人呼喊，後面的人      。 

4 扶老攜幼，往來不絕。 

宴遊之樂 

賓客     之樂 1 太守宴（食物） 

河中鮮魚、用泉水          、山間 

的         及         ，雜

然前陳。 

2 眾賓歡 

a 大家開懷      ，盡情歡樂。 

b 以各種活動來增加樂趣，如：    、

        、下棋。 

c 大家對飲，杯盤       ，時起時坐，大

聲       ，非常熱鬧。 

3 太守醉 

太守醉得昏沉欲倒。 
歸途情形 黃昏時，人影散亂，太守與賓客一起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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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受 1 禽鳥之樂（層次      ） 

夕陽西下，在陰暗的樹林中，雀鳥因遊人離去，而快樂得上下鳴叫。

（山林之樂） 

 

2 人之樂（層次      ） 

滁人（滁州百姓）遊山之樂和賓客宴飲之樂。 

 

3 太守之樂（層次      ） 

a 雖被貶，但能享受山林之樂。 

b 看見滁人遊山之樂和賓客宴酣之樂，也因百姓安居，官官關係     

而覺得快慰。 
 
4. <<醉翁亭記>>一文究竟記了甚麼呢？ 
A.記醉翁亭    
B.記醉翁亭四周優美的風景 
C.借醉翁亭為名，記作者山水之樂  
D.借醉翁亭為名，記作者飲酒之樂 
 
5. 綜觀全文，本文以「樂」為綫，試以此分析全文結構。 
                                     
                                     
                                    
                                    
 
6. 作者記遊寫樂，用意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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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巧 

 

＜一＞層遞法 
 
 
 
 
 
 
 
 
 
 
 
 
 
 

1 定義：把要表達的意思按照由小到大、由淺到深、由輕到重、由

遠到近的順序或逆序逐層說出 

2 好處：a 層次        

        （對醉翁亭的位置和四周環境有概括認識） 

        b 突出       （醉翁亭） 

        c 吸引讀者的          

3 例子：a 滁州：四面環山 

     →b 西南群山：山谷茂林特別優美 

     →c 瑯琊山：草木茂盛、幽深秀麗 

     →d 釀泉：於兩峰之間傾瀉而下 

     →e 醉翁亭：在釀泉之上。 
＜二＞對偶 1 定義：兩個排在一起的句子，意義相對，結構相對，字數相等。

2 好處：a 句式          

        b 音節          

        c 文字          

3 例子：1 三字對偶句： 

朝而往，暮而歸／前者呼，後者應／射者中，奕者勝 

       2 五字對偶句： 

負者歌於塗，行者休於樹  

       3 六字對偶句： 
日出而林霏開，雲歸而岩穴暝 
       4 雙句對偶句： 
臨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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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言虛詞 1 而 

a 全文共     個 

b 作用：作連詞用，表示並列、連貫、遞進、轉折關係 

c 好處：使文章節奏徐疾有緻，鏗鏘和鳴。 

d 例子： 

並列關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 

連貫關係：溪深而魚肥（      ） 

遞進關係：飲少輒醉，而年又最高（       ） 

轉折關係：人知從太守遊而樂，而不知太守之樂其樂。

（       ） 

2 也 

a 全文共     個 

b 作用：作語氣助詞用，放在句末，表示判斷、解釋或肯定的

語氣。 

c 好處： 

層次分明，用「也」字劃分內容上的層次。 

增強節奏感，      和鳴。 

d 例子： 

      語氣：峰回路轉‧‧‧‧醉翁亭也。 

      語氣：山肴野蔌‧‧‧‧太守宴也。 

      語氣：環滁皆山也。 

3 者 

a 全文共     個。 

b 作用：用於句中，表示人物的      。 

        用於句末，作為一種      及停頓。 

（「 ___‧‧‧‧ ，‧‧‧‧也」） 

c 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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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代稱：前___呼，後___應。 

提示及停頓：望之蔚然而深秀___，琅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