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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參選編號 G016 

學科名稱 中文科 

教學主題 作文指導課－－研讀經典、抒寫感悟 

適合年級 初三級 

教材 《啟思中國語文》中三下（第三版） 

參選類別 單元 

實施時間 本計劃於下學期第四段第十一週(2011 年 4 月 27 至 30 日)進行，

共五教節。 

設計的目的 透過“品讀──感悟──積累──抒寫”的過程，帶引學生經歷這四個

過程：“品讀論語──感悟孔子思想──積累語言詞彙──引發共鳴抒

寫感受”，全面提升學生寫作能力及品德情意。 

創意與特色 運用文本教學、能力指導與品德教育三方面結合激發學生寫作熱

情，是本課的一大創新特色。 

教育學理論認為，對學生進行品德教育的過程是：“知──情──意

──行”的過程。而這個教學單元過程中的：“品讀──感悟──積累

──抒寫”的過程，亦即由“對論語的品讀，到感悟孔子思想，再到

積累語言到最後引起學生共鳴抒寫感受”的四個過程，綜合起來就

是上述品德教育中由“知”到“情”的過程。教師帶領學生由品德的

認知走向情感的薰陶。學生通過這樣的一個學習過程，才能將儒

家經典中的道理，化為自身的認知與品德情意，才可能推動到“意

志”以至“行動”，使學生正確認識並及時調整自己的學習方法和態

度。從而通過學習《論語》達到對學生進行品格教育的目的，讓

學生從我國古代文化瑰寶中獲得啟迪，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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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 

項目 內容 

整體目標 

 

 知識與能力目標：能背誦並理解《論語》八則內容；瞭解語

錄體文章的特色。瞭解孔子在我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他

的思想主張，瞭解儒家學派的文化精神。拓展學生自主學習

《論語》中其他篇章。 
 過程與方法目標：學生透過製作論語金句卡環節，加深對論

語的學習興趣；學生透過學習文言文的翻譯方法，更流暢地

理順課文內容，  
 情感態度價值觀目標：學習孔子孝養父母，善於學習的人生

法則。反省為人子女應盡的孝道和正確認識並及時調整自己

的學習方法和態度；透過品讀經典，讓學生領略儒家思想在

現實生活中的意義並抒寫感悟。 

重點難點 

 

 重點：背誦、翻譯、理解課文內容。 
 難點：透過品讀經典，讓學生領略儒家思想在現實生活中的

意義並抒寫感悟。 

教學課時 五課時 

學情分析 

 

《論語八則》是初三年級啟思教材中的一課。由於論語為語

錄體散文，且每章之間沒有關聯，因此學生理解時有一定難度。

而當中的文言文詞彙程度較深，故同學閱讀困難較大，所以老師

需設計翻譯工作紙，並指導文言文翻譯方法，希望能減輕同學學

習本課的詞彙負擔，以及能應用到日後所學到的文言文中。另外，

文中是孔子與其門人的對話，為使學生更好地理解內容，老師在

重點研讀之前先介紹一下孔子弟子，以讓學生更好地掌握文中孔

子與弟子的對話內容。 

教學方法  個人思考 
 小組研習 
 多媒體課件 
 翻譯工作紙 
 論語金句卡紙 

教學工具  《論語》簡報 
 譯文工作紙 
 論語金句卡紙 
 多媒體輔助教學 

預習題  請學生預習課文，自學生字、詞、句子，初步理解課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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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整體感知課文內容 

教學過程 （一）導入新課 
啟發談話：（ppt１）同學們，你試過在夏夜仰望星空嗎？你會

仰望其麼？ 
溫家寶總理在他所提的新詩《仰望星空》中曾經說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寥廓而深邃；  
    那無窮的真理，讓我苦苦地求索、追隨。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莊嚴而聖潔；  
    那凜然的正義，讓我充滿熱愛、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自由而寧靜；  
    那博大的胸懷，讓我的心靈棲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壯麗而光輝；  
    那永恆的熾熱，讓我心中燃起希望的烈焰、響起春雷。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多年悠久歷史的文明古國，僅有文字記

載的歷史就達三千多年，在這輝煌燦爛的歷史長河中，不知誕生

過多少光耀千古的歷史名人和文化典籍。但在這滿天繁星、數不

勝數的歷史名人和文化典籍中，有這樣一個人和這麼一本書，總

如浩月當空，長明不熄，照耀著一代又一代人，引領著一代又一

代人。大家知道這個人和這本書的名字嗎？──孔子和《論語》 
（ppt２）今天，讓我們來上一課作文指導課──透過研讀經典、

抒寫感悟。齊來認識孔子和《論語》八則的相關知識。領略和感

受他那如日月一般令人高山仰止的思想光輝。 
 

(二)出示學習目標 
展示（ppt３）：學習重點(同學讀) 

 朗讀、背誦、理解《論語》八則；  
 認識語錄體文章的特色；  
 品讀《論語》，瞭解儒家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學習孔子的人生法則，抒寫感悟。 

 
（ppt４）第一課時 整體感知(同學讀) 
  學習目標──反覆朗讀 掌握語感  

 認識孔子生平及《論語》一書；  
 讀通、讀順論語八則並掌握語感；  
 試背《論語》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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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簡介 
啟發談話：同學們，你知道孔子是誰嗎？ 
（ppt５）孔子是誰? （學生讀）（請全班再將重點字眼讀一遍） 
（ppt６）孔子生平綱要（學生讀） 
 
(四)論語簡介及文章體裁 
（ppt７）《論語》是一部怎樣的書？ （學生讀） 
啟發談話：歷來到了答題的時候總會有學生將論語作者填上孔

子，你認為《論語》一書究竟誰是作者？  
（ppt８）究竟誰是作者？（學生讀）（請全班再將重點字眼讀一

遍） 
 
 (五)朗讀課文 
  初讀課文，瞭解課文的基本內容 
（ppt９）以下老師介紹一下朗讀課文的六個具體方法:  通、順、

懂、化 
（ppt１０） 

 通讀－－讀通：言語形象的感知  
 ①借助工具書學習生字詞  

 朗讀－－讀順：言語形象的再造  
 ①瞭解背景知識； ②想像對話情景； ③讀出節奏，讀出輕重，

讀出語調  
 解讀－－讀懂：言語形象的理解  

 ①參與對話，積極回應； ②做讀書筆記  
 誦讀－－讀化：言語形象的涵泳  

 ①讀出感情，讀出神氣，讀出韻味； ②誦記 
 

 第一遍學生自讀課文，讀準字音，同時劃出不理解的詞語。(自
由讀 5 分鐘) 讀準字音，要特別注意古音字，通假字。 

 （ppt１１—ppt１８）第二遍教師範讀各則。讀好停頓，注意

處理好句語句之間的停頓和句中的停頓。請同學聽老師讀一

遍，老師講解注音後請八同學各領讀八則論語，其餘同學跟

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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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則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行，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子路曰：「子行三軍，
則誰與？」子曰：「暴虎馮河，死而不悔
者，吾不與也。必也臨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述而》第七）

扶，語氣詞 捨，捨棄

朋，憑空

 
 第三遍學生自由讀，理清文章脈絡。讀出情感，情感的體現

往往要通過語速和語調來體現，論語是語錄體，是孔子和弟

子之間的對話交流，是老師和學生之間的交談，應該用親切

舒緩的語氣來讀，請同學試讀第七則，當中孔子的語氣和弟

子的語氣是不同的。 

作業設計 請同學回家疏理課文大意，根據詞解初步瞭解課文內容。 
1． 試背課文 
2． 請同學按照書中注解，為生字注音。 
3． 整理筆記（作者生平、作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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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解讀課文內容 

教學過程 (一)出示學習目標 
展示（ppt２０）：第二課時  感悟思想（同學讀） 
學習目標──解讀義理 感悟文化  

 檢查背誦《論語》八則；  
 理解孔子的教育精神；  
 翻譯《論語》八則。  

教師：以上就是本節課要達到的學習目標。 
 
(二)檢查上一節課內容 
檢查：老師請檢查背誦《論語》八則。（抽背） 
  
(三)理解孔子的教育精神 
各位同學，以下老師會為同學講一個故事，請同學細心觀看。（ppt
２１──ppt３２） 
（ppt３３）提問：同學們，這個故事說明了甚麼？  
     明確：老師永遠面對學生的挑戰 。 
（ppt３４）孔子是大聖人，但也面對學生的挑戰 ，提問：這個挑

戰是甚麼？  
（ppt３５） 
子見南子，子路不說。夫子矢之曰：  
孔子與南子相見，子路不高興，孔子發誓說，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我如果做過不道德的事，老天爺就懲罰我！懲罰我！  
（《雍也》第六） 
 
（ppt３６）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不可雕也，  
宰予白天睡覺。孔子說：“他象朽木一樣無法雕琢，  
糞土之牆不可杇(烏)也，於予與何誅。”子：  
象糞牆一樣無法粉刷，我能拿他怎樣？”孔子又說：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行；今吾於  
“以前我看人，他說什麽，我信什麽；現在我看人，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行。於予與改是。”  
聽他說，再看他做。因為宰予，我改了過來。”  
 （《公冶長》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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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３７）  
陳蔡絕糧。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在陳國斷糧時，跟隨的學生都餓得走不動路。  
子路慍見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路埋怨地說：“君子也有窮困潦倒的時候嗎？”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濫矣。」  
孔子說：“君子雖窮，但窮不失志；小人一旦窮了，  
就自暴自棄、一蹶不振了。”  
（《衛靈公》第十五） 
 
（ppt３８）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子華出使齊國，冉子請孔子拿點米給子華的母親。孔子說：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給一百斤。”冉子說：“給多點吧。“加四十斤。”  
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冉子給了兩千斤。孔子說：“子華在齊國，坐豪華車，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不繼富。”  
穿名牌衣，我已聽說了。君子衹救濟窮人，不添加財富給富人。”
（《雍也》第六） 
 
（ppt３９） 
冉求曰：“非不說子之道，力不足也。”  
冉求說：“我不是不喜歡您的學說，而是能力不足。”  
子曰：“力不足者，中道而廢。今女畫。”  
孔子說：“如果是能力不足的話，會半道而廢，現在你  
還沒開始，就不想前進了。”  
（《雍也》第六） 
 
（ppt４０） 
弟子三千 四科十哲 
孔子的學生據說有三千人，其中七十二人在學業上很有成就。造

詣最高的十人被稱為孔門四科十哲。 
德行：顏回（子淵） 、閔損（子騫）、冉耕   （伯牛）、冉雍

（仲弓） ；  
言語：宰予（子我）、端木賜（子貢） ；  
政事：冉求（子有）、仲由（子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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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言偃（子游）、卜商（子夏） 。 
（ppt４１） 
各位同學，孔子的教學方法是甚麼？ 

 言傳 
 身教 
 不屑之教 /不言之教 

孺悲想拜見孔子，孔子以生病為由加以推辭。傳命的人岡燦 房

門，孔子便取下瑟來一邊彈一邊唱，故意讓孺悲聽到。（《陽貨》

第十七） 
 
（ppt４２──４３） 
各位同學，孔子對教育有兩大貢獻，你知道嗎？ 
一、有教無類：打開了知識殿堂的大門 ，開啟了階級流動的機制 。
二、因材施教：為每一個學生量身打造一套教材與教法。 
 
（ppt４４）  
孔子教學的功力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子貢說：“拿圍牆做比喻吧，我的牆齊肩高，  
窺見室家之好。夫子之牆數仞，  
站在牆外就能看到我家裏富麗堂皇；孔子的牆幾丈高，  
不得其門而入，不見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如果不從大門進去，就看不見雄偉壯觀、多姿多彩的景象。  
（《子張》第十九）  
 
（ppt４５） 
高山仰止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顏淵感歎地說：“老師的學問越仰望越覺得高聳，越鑽研越覺得深

厚；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看著就在前面，忽然卻在後面。老師步步引導，  
博我以文，約我以禮。欲罷不能，既竭吾才，  
用知識豐富我，用禮法約束我，想不學都不成。我竭盡全力，  
如有所立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仍然像有座高山矗立眼前。我想攀上去，但覺得無路可走。” 
（《子罕》第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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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讀課文 
1. 指導翻譯文言文的方法 
同學們，這八則《論語》我們已經會讀了，下邊我們一起來瞭解

一下這八則《論語》說了些什麼。 
我們學習文言文，首先要借助課下注釋和工具書來把它翻譯成現

代漢語。翻譯的原則以直譯為主，兼有意譯。 
（ppt４６）翻譯文言文的具體有效的方法有以下六點。 
 
（ppt４７）具體方法：留,刪,補,換,調,變 

留：保留。古今義相同的詞，古代的人名、地名、物名、官名、

國號、年號、度量衡單位等，翻譯時保留不變。  
刪：刪除。刪掉無須譯出的文言虛詞。如“沛公之參乘樊噲者

也”（沛公的侍衛樊噲），“者也”是語尾助詞，不譯。  
補：增補。(1)變單音詞為雙音詞；(2)補出省略句中的省略成分；

(3)補出省略了的語句。補出省略的成分或語句要加括弧。  
換：替換。用現代詞彙替換古代詞彙。如把“吾、餘、予”等換

成“我”，把“爾、汝”等換成“你“。  
調：調整。把古代漢語倒裝句調整為現代漢語句式。主謂倒裝

句，賓語前置句，介賓後置句，定語後置句等翻譯時一般應調

整語序，以符合現代漢語表達習慣。如“物莫能陷也”（物體沒

有什麼能刺穿），要調整“物莫”兩個字的順序，譯成“沒有什麼

物體能刺得穿”，這樣就順口多了。  
變：變通。在忠於原文基礎上，活譯有關文字。如“波瀾不驚”，

可活譯成“(湖面)風平浪靜”。  
 

2.派發翻譯工作紙 
展示（ppt４８）老師以論語第二則的翻譯方法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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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 )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

賢哉，回也！」（《雍也》第六）第
二
則

換

換換 換
刪

補

換

換補

也：不譯－－刪
簞：竹筐－－換
食：飯－－－換
瓢：瓜瓢－－換
飲：水－－－換
（）：(住)－補

補

陋：簡陋－－－－補
人：別人－－－－補
憂：窮困清苦－－換
樂：自得其樂－－換
也：不譯－－－－刪

 

作業設計 展示（ppt４９—ppt５６） 
(四)課堂作業設計（ppt５７） 

1.完成翻譯工作紙（詳見譯文工作紙，見附件） 

2.背熟《論語》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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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教學目標  品讀課文內容 

教學過程 (一)出示學習目標 
（ppt５８）展示：第三課時 品讀經典 
學習目標 ──深入品讀 理解思想（同學讀） 
 檢查翻譯工作紙  
 品讀《論語》八則；  
 領略儒家學派的文化精神。  

教師：以上就是本節課要達到的學習目標。 
 
(二)檢查上一節課內容 
檢查：老師展示（ppt４９—ppt５６），並請學生讀出翻譯紙內容。（口

頭回答） 
 
(三)品讀課文 
（ppt５９）同學們，你知道品讀課文有甚麼方法嗎？讀、想、品、論、

說 
 
小組論說──請學生先行簡易分組，然後分配任務。(共約１３分鐘) 

 全班分八個小組討論八則論語（分派任務紙） 
 請各小組任選其一，然後小組派代表匯報問題。（５分鐘討論）

 匯報討論結果 (每組 1 分鐘，共８組) 
 
第一則（ppt６０）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不以其道得之，不處也；貧與賤是人之

所惡也，不以其道得之，不去也。君子去仁，惡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里仁》第四）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一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孔子反對人們追求富與貴嗎？  
2. 孔子認為君子面對富與貴，貧與賤的應有態度是怎樣的？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這一段，反映了孔子的理欲觀。以往的孔子研究中往往忽略

了這一段內容，似乎孔子主張人們只要仁、義，不要利、欲。事實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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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任何人都不會甘願過貧窮困頓、流離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

富貴安逸。但這必須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否則寧守清貧而不

去享受富貴。這種觀念在今天仍有其不可低估的價值。這一章值得研究

者們仔細推敲。  
 
第二則（ppt６１）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

改其樂。賢哉，回也！」（《雍也》第六）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二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同學們，這裏指的“憂”和“樂”是甚麼意思？  
2. 你認為為甚麼“人不堪其憂”而顏回卻能“不改其樂”？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本章中，孔子又一次稱讚顏回，對他作了高度評價。這裡講

顏回“不改其樂”，這也就是貧賤不能移的精神，這裡包含了一個具有普

遍意義的道理，即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為了自己的理想，就要不斷

追求，即使生活清苦困頓也自得其樂。 
 
第三則（ppt６２）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第一）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三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孔子認為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君子”？  
2. 你讚同孔子的“君子”準則是“好學”（值得借鑒）嗎？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本章重點提到對於君子的道德要求。孔子認為，一個有道德

的人，不應當過多地講究自己的飲食與居處，他在工作方面應當勤勞敏

捷，謹慎小心，而且能經常檢討自己，請有道德的人對自己的言行加以

匡正。作為君子應該克制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把注意力放在塑造自己

道德品質方面，這是值得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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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則（ppt６３）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第九）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四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孔子為甚麼非要杜絕這四種弊端？  
2. 如要你任擇其一，你認為首先要摒除的是哪一種弊端？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絕四”是孔子的一大特點，這涉及人的道德觀念和價值觀

念。人只有首先做到這幾點才可以完善道德，修養高尚的人格。 
 
第五則（ppt６４） 
子曰：「三人行，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不善者而改之。」

（《述而》第七）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五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你認同“三人行，必有我師”嗎？為甚麼？ 
2. 我們為甚麼不單單以“善”者為師呢？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孔子的“三人行，必有我師焉”這句話，受到後代知識份子的

極力讚賞。他虛心向別人學習的精神十分可貴，但更可貴的是，他不僅

要以善者為師，而且以不善者為師，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理。他的這

段話，對於指導我們處事待人、修身養性、增長知識，都是有益的。 
 
第六則（ppt６５）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不敬，

何以別乎？」（《為政》第二）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六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作文指導課－－研讀經典、抒寫感悟 
中文 

2010/2011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5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孔子所給的“孝”的準則是甚麼？你認同嗎？  
2. 這一則中孔子沒有給“敬”註明具體內容，那麼,你認為這些具體內

容是甚麼?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本篇還是談論孝的問題。對於“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一句，

歷來也有幾種不同的解釋。一是說狗守門、馬拉車馱物，也能侍奉人；

二是說犬馬也能得到人的飼養。本文採用後一種說法，因為此說比較妥

貼。 
 
第七則（ppt６６） 
子路問：「聞斯行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

有問：「聞斯行諸？」子曰：「聞斯行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

行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行諸，子曰『聞斯行之』。赤也

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

進》第十一）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七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你認為為甚麼孔子對兩學生同樣的問題卻作答不一？  
2. 從孔子這個教育觀當中又體現了他怎樣的處世觀念？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這是孔子把中庸思想貫穿於教育實踐中的一個具體事例。在

這裡，他要自己的學生不要退縮，也不要過頭冒進，要進退適中。所以，

對於同一個問題，孔子針對子路與冉求的不同情況作了不同回答。同時

也生動地反映了孔子教育方法的一個特點，即因材施教。 
 
 
第八則（ppt６７）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行，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路曰：「子

行三軍，則誰與？」子曰：「暴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不與也。必也

臨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第七) 
 讀一讀： 

1. 教師跟讀法：請同學細聲跟著老師一起同步誦讀文中第八則。 
2. 學生領讀法：請張穎琳同學領讀原文第一段，張一句，生一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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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一品：請同學留心板上的問題，從此段中尋找答案，先個別想一

想，然後與同組同學交換意見。 
1. 你認同“用行舍藏”這個處世觀念嗎？ 
2. 你認為“暴虎馮河”會產生甚麼危險?試舉一例說明之。 
3. 想一想，這一則是有關哪一方面的態度與方法？ 

教師明確：孔子在本章提出不與“暴虎馮河，死而無悔”的人在一起去統

帥軍隊。因為在他看來，這種人雖然視死如歸，但有勇無謀，是不能成

就大事的。“勇”是孔子道德範疇中的一個德目，但勇不是蠻幹，而是“臨

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這種人智勇兼有，符合“勇”的規定。 
 
(四) 總結課文內容（ppt６８） 
同學們，這八則論語的內容都是有關個人修身、學習、孝道、教育及處

世的態度。態度決定一切。通過學習這八則《論語》，孔子告訴我們，

做人時刻都不能違背道德，時刻匡正自己以及不以窮困生活為苦，要有

正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學習要端正態度，擇善而從；對父母要心存敬

意；要智勇兼備的人才能成就大事。 
 

(五)歸納文章主旨（ppt６９） 
文中記錄了八則《論語》中的內容，主要講述孔子在個人修養、學習、

孝道和處事等方面的態度和方法。 

文章主旨
文中記錄了八則《論語》中的內容，主要講

述孔子在個人修養、學習、孝道和處事等方
面的態度和方法。

君子不違仁

論語八則

修 身

學 習

孝 道

處 世

簞食瓢飲，不改其樂

敏事慎言，就道正己

杜絕意必固我

三人行必有我師

敬養父母

中庸之道

用行舍藏,臨事而懼

 

作業設計  背熟《論語》八則；  
 閱讀以下有關論語的網站，看看你還有甚麼發現？  

    http://ctext.org/analect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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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教學目標  總結文章思想內容。 

教學過程 （一）檢查上節課作業（檢查筆記──走巡） 
 
展示（ppt７１）：第四課時  積累名句 
學習目標 ──總結歸納 提煉精華  

 透過論語思考孔子的君子準則，理解儒家思想主張的行為

與態度。  
 提煉精華，摘錄金句 

   
教師：《論語》中的成語非常豐富，大家留心積累一下論語中的

成語，豐富自己的語言倉庫。 
 
 (二) 同題比較：思考君子準則（ppt７２） 
啟發談話：同學們，請思考一下何謂君子？ 
展示（ppt７３）《愛蓮說》 

周敦頤《愛蓮說》

君 子

出淤泥而不染

濯清漣而不妖

中通外直

不蔓不枝

香遠益清

亭亭淨植

可遠觀而不可褻玩

 
 
展示（ppt７４）《論語八則》 

 
明確：同學們，這八則論語的內容都是有關個人修身、學習、孝

道、教育及處世的態度。態度決定一切。通過學習這八則《論語》，

孔子告訴我們，做人時刻都不能違背道德，時刻匡正自己以及不

以窮困生活為苦，要有正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學習要端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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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擇善而從；對父母要心存敬意；要智勇兼備的人才能成就大

事。 
 
(五)提煉論語思想精華 
我們在這一課中學習了一些佳句，大家能不能把它們總結出來？

（ppt７５） 
• 累積詞彙  
• 摘錄金句  

老師也總結了一些。（ppt７６──ppt７７） 
但是還沒有完成，你能不能幫老師再補充一些。同學們，除了本

課之外，你還認識其他的論語金句嗎？請同學回家搜尋並抄寫在

自製的論語金句卡上。只有注重佳句的積累，我們才能從《論語》

中讀懂更多的道理。 
 
小結： 同學們，《論語》之博大精深，遠非這八則所能概括，要

想真正領悟到其精髓，請同學們課下多背《論語》吧。 

作業設計  背熟《論語》八則；  
 製作論語金句卡(三句)； 
 整理壁報，張貼金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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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時 

教學目標  聯繫自身，書寫感悟 

教學過程 （一）展示學習目標（請同學先讀）（ppt７９） 
展示：第五課時  抒寫感受 
學習目標──感悟思想  抒寫體會  

 金句共賞 
 思考論語的當世價值；  
 聯繫自身，抒寫感悟。 

 
（二）金句共賞（ppt８０） 

 擇善而從  
 三人行，必有我師焉  
 臨事而懼  
 高山仰止 

 
（三）拓展思考：關於論語的現代思考（ppt８１） 
1.我心目中的孔子──你對孔子的評價怎樣？ （ppt８２） 
2.他的觀點在當世有甚麼意義? （ppt８３） 
仁者愛人、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利 、以德

報德、安貧樂道、敬養父母。 
3.論語價值的普世意義是甚麼? （ppt８４超連結）（ppt８８──ppt
９３） 
（四）拓展寫作： 探究思考（ppt８５） 

 《論語》哪一則對你啟發最大?哪些金句令你難忘?   
 試聯繫你的生活經驗寫一篇不少於 500 字的文章談談你的

體會？   

作業設計  整理筆記  
 完成《論語》寫作報告  
 整理壁報，張貼論語金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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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教日程表 

日  期 進行時間 節  次 教學層次 

2011 年 4 年 27 日 第二節 第一課時 整體感知 

2011 年 4 年 28 日 第一節 第二課時 解讀課文 

2011 年 4 年 29 日 第三節 第三課時 品讀課文 

2011 年 4 年 29 日 第六節 第四課時 總結思想內容 

2011 年 4 年 30 日 第四節 第五課時 抒寫感悟 

 

《論語八則》教學流程圖 

第一課時  整體感知課文內容 

 
第二課時  解讀課文內容 

 
第三課時  品讀課文內容 

 
第四課時  總結文章思想內容 

 



作文指導課－－研讀經典、抒寫感悟 
中文 

2010/2011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1

第五課時  聯繫自身 抒寫感悟 

 

 

四、 試教評估 

本教案設計的目的在於透過“品讀──感悟──積累──抒寫”的過程，帶引學

生經歷這四個過程：“品讀論語──感悟孔子思想──積累語言詞彙──引發共鳴抒

寫感受”，全面提升學生寫作能力及品德情意。通過本教案設計的試教過程，學

生學會了提煉文章精華來結合自身反思文章內容的方法，並透過這個提煉的過程

積累了大量有關«論語»的思想性內容，從而對有關主題的寫作提供了源材料，並

透過結合寫作這個過程，全面審視自我，從而對處於青少年期的學生深具教育意

義。 

在品讀方面，本人除了指導學生朗讀文章的方法外，還引導了學生品讀文章

的方法，就是多思想、多討論。本人設計了一些有關論語篇章的問題，讓學生進

行思考，並與同桌交流意見，然後將之表達出來。由於論語的內容貼近生活，因

此同學們都能圍繞主題發表意見，在思考、品味、討論、表達的過程中亦豐富了

同學在作品思想內容方面的個人感悟。同時，也為同學豐富寫作材料打下了基

礎。在積累方面，有鑒於同學對文言文畏學的心理，本人在第四節課特設計了輕

鬆的課堂活動“提煉精華，摘錄金句”，著每位同學在下一節課摘錄三個印象最深

刻的金句，並在堂上介紹出來。由於此一學習任務較為輕鬆有興，故同學們都能

在第五節課完成得較好。同學們在這個環節中一方面積累了不少儒家經典金句，

一方面亦突破了過往對文言文的枯燥乏味的印象，對其日後在同類學習方面幫很

大。在抒寫方面，本人以“我心目中的孔子”和“論語的當世意義”為主題切入，讓

同學連繫當世社會、自身經歷探究學習這部儒家經典的現實意義。這樣，同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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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透過這樣的古今連繫這個思考模式，很容易就能將所學篇章提取出來再一

次進行當世意義的思考，大大豐富了原篇章字面上帶出的訊息。在收回的學生作

品可見，同學所思考的論語金句大大超越了老師在課堂上所教的，因此，這個單

元達成了所定下的教學目標。 

 

五、反思及建議 

對是次教學單元的不足之處，本人認為有以下兩點：首先，本人是以«仰望

星空»為引入材料，但本人發覺同學對這個引入方式稍缺興趣，使課堂氣氛欠活

躍，若日後講讀同類主題時可改用生活化的例子，如“同學們，當你遇到一些數

學難題時，除了老師外，你還可以詢問誰？為甚麼？”，由於這些都是同學們在

日常學習上經常遇到的情況，應更踴躍回答，亦能更快深入本課思想主題。此外，

本人在課堂上仍偏向講授式的模式，因此在文言文翻譯方面佔用了較多時間，致

令第二課時延長了 10 分鐘，不單老師講得吃力，同學亦顯得疲累。因此，應更

多地運用預習題的方式讓同學先行在家完成翻譯，這樣便可更為節省教學時間。

假如將來再有同類教學操作，應盡量避免這個問題，以達致最佳效果。 

此外，本人認為本課有一點值得肯定的亮點，就是本課有別於一般傳統式的

文言文講讀課之處，就是本課除了教授文言知識外，於每一課節均對學生進行了

學習技能指導，如：ppt9“朗讀課文方法”、ppt46“文言文翻譯方法”等等，這樣便

大大提高了日後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減輕了老師的講授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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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作品 

1. 作文(另見於電子檔──“學生作品”資料夾“作文”內) 

2. 金句(另見於電子檔──“學生作品”資料夾“金句”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