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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國人喜歡說「山靈水秀」、「地靈人傑」。梁容若在《我看大明湖》

中，正好闡釋了「地靈人傑」的意涵。作者在大明湖客居三年，認為大明湖

「安靜樸素，有含蓄，有用處」的特徵，就像山東人「厚重裡有瀟灑，純樸裡

有靈秀，平凡裡有器用」的性格，而山東人的優良品格正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

的一面，而「地靈人傑」正是大明湖可愛之處，它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思

想，作者透過文章抒發了自己熱愛齊魯，愛大明湖，愛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厚感

情。而在澳門成長的我們、我們的學生，在此生活多年，對澳門又懷着何種情

感呢？這一個「繁華裡有純樸」的澳門，給予了新一代一個怎樣的印象？ 

       

「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說的就是澳門。澳門是一座海濱都市，素

有「東方蒙地卡羅」的美譽。她東臨香港，北接珠海，澳門半島和氹仔、路環

兩附屬島嶼各自獨立又相互牽連，猶如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三瓣蓮花。自

十六世紀開始，不斷有東、西方的探險家和商人來到澳門。當時澳門不但是通

往中國的橋樑，而且也是不同文化、美食和各種商業貿易活動的匯合點，經歷

數個世紀的變遷，澳門脫變成一座迷人的小城。穿梭於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

猶如穿梭於歷史與現實之中，隨處可看到一座座精巧莊嚴的中式廟宇，一座座

典雅華麗的歐式建築，一座座現代化豪華的高級娛樂場。澳門地方雖小，卻充

滿了萬花筒般的繽紛誘惑，從自然環境、中西建築、地道美食到文娛藝術，都

展現出澳門的獨特魅力。加上幾百年來，澳門華洋雜處，人口來自四面八方。

大家同處一城，互相包容、守望相助，人情味體現在每一個澳門人身上。就如

邱麗玲女士，她作為醫療中心的負責人，在接到社工通知，一名患有末期肝癌

的獨居長者吳老先生，因身體不適難以出門就診，決定聯同中心醫師及護士上

門應診，並主動免除診療費，秉承醫者父母心，以患者健康為優先考量，為患

者及家屬解憂，此事曾獲選為有禮生活約章「好人好事」活動當月優秀事件。

邱麗玲邱女士的無私表現完全體現到守望相助的良好行為。若能用心體會，我

們不難發現，生活在媽閣這座獨特的小城中，「地靈人傑」不但只是大明湖可

愛之處，同樣是澳門的可愛之處。 

 

   因此，本單元的教學設計除了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外，還致力培養學生「讀寫結合」的能力，一方面學習文中不同的描寫寫作手

法(如感官描寫、象徵、反襯、排比等修辭法)，另一方面，以「澳門中式建

築」、「澳門西式建築」、「澳門地道美食」、「澳門文娛藝術」、「澳門山

水風光」為主題，分組進行實地考察或親身體驗，透過攝影及寫作活動，把所

學到的寫作手法靈活運用到短文寫作上，好讓學生發掘新鮮或有趣的事物，培

養他們細心觀察和欣賞身處的環境。與此同時，透過朗讀文章，讓學生體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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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國家和河山的熱愛之情。最後讓學生分組報告及同儕分享活動，培養學生

多留意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的習慣，並懂得欣賞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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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教學內容 授課時間 

第一課節 

 作者 

 題解 

 文本（第 1-2 段） 

2016-10-06 

第二課節 
 文本（第 3-5 段） 

 趣味對聯 
2016-10-07 

第三課節 

 文本（第 6 段） 

 修辭手法：象徵 

 課文結構分析 

2016-10-10 

第四課節 

 課後延伸 1：我眼中的澳門 

 課後延伸 2：我眼中的澳門人 

 全課總結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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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 

知識： 

1. 瞭解作者梁容若的生平和學術成就； 

2. 掌握本文的體裁特點； 

3. 認識不同的描寫寫作手法(如感官描寫手法，襯托、比喻等修辭)； 

4. 學會文化知識：古代對聯特點；  

5. 結合文章內容，加深認識象徵的寫作手法； 

6. 說明大明湖、山東人和中華民族三者的關係； 

7. 明瞭作者寫作本文的動機； 

技能： 

8. 掌握「先破後立」的說理方法； 

9. 向同儕講述課文內容，並與同儕分享自己對課文的理解； 

10. 學會運用不同的描寫景物手法，完成短文寫作； 

11. 向同儕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與同儕分享自己的文章； 

12. 能概括全文大意； 

情意： 

13. 體味作者對國家和河山的熱愛之情； 

14. 觀察和欣賞身處的環境； 

15. 感知澳門生活周遭的環境，發掘新鮮或有趣的事物； 

16. 留意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並欣賞其內涵。 

二、主要內容 

  本教案的對象是高二年級的學生，課程安排四節完成課文，教學流程會分

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安排學生於課餘時間自習，作好課前準備；第二階

段為教學。上課日期為 2016 年 10 月 6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一共四節課，

第一、二節課主要通過多媒體教學引起學生的學生動機，並由老師提問講授，

而每節課前都會佈置相關內容的課題作業讓學生先行預習，讓學生養成主動發

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第三節課主要是學生短文分享；第四節課則以學

生討論及簡單分享為主，讓學生能增進同儕間的交流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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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學習前給學生安排任務，讓學生能自主學習； 

2. 結合資訊科技教學，教學中，恰當安排網絡答題及網絡小遊戲，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 

3. 以讀寫結合為教學目標，讓學生學習寫作理論後，學以致用，實踐寫作； 

教學中，適時以澳門生活、澳門文化等為題，讓學生加以討論，推動學生多留

意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並欣賞其內涵。 

四、教學重點 

  學習如何運用不同的感官描寫手法進行景物描寫。  

五、教學難點 

  認識及懂得如何運用聯想來深化描寫。  

六、教學用具 

  電子課件 Onenote(啟思中國語文 中五上)、教學軟件 Dyknow、 電腦、網絡

問卷、kahoot 網站 

 

七、教學課時 

  四節  (每節 40 分鐘) 

八、教學對象 

        高二級學生，每班 25-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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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第一課時 

班級 高二 單元名稱 單元十   吾土吾情 

日期 2016年 10 月 6 日 課題 《我看大明湖》 

總節數 4 節次  1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預習了全課課文。  2.學生已有論說文的基礎。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學生能夠 

知識： 

1.瞭解作者梁容若的生平和學術成就； 

2.掌握本文的體裁特點。 

技能: 

3.掌握「先破後立」的說理方法； 

情意： 

4.體味作者對國家和河山的熱愛之情。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3-2、B2、C3、C2-1、C2-3、C3-5、C3-7、C4-3、C4-4、D1、D6、E3-3 

學習資源 電子課本、DyKnow,網上資源、PPT。 

學習評估 
1. 課堂提問； 2. 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表現；  3.觀察學生對老師回饋的

反應;  4.聆聽學生的分享。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8’  老師評核學生預習的

成效，引入課文作者

和創作動機 

 

一、導入活動：完成練習 

•老師讓學生做六題與作者相關的問題，並介

紹作者和題解。 
1. 梁容若，祖籍［A. 北京人   B. 台灣人  C. 河北

人 D. 東海人］。 

2. 本文選自《［A. 文史論叢   B. 坦白與說謊  C. 

國語與國文   D. 容若散文集］》。 

3. 大明湖位於我國［A. 廣東廣州    B. 浙江杭州   

C. 廣西桂林   D.山東濟南］。 

4. 大明湖因誰本作品而遠近馳名？［A. 老殘遊記 

B. 山居筆記   C. 官場現形記  D. 紅樓夢］ 

5. 本文屬於［A. 記敘文  B. 描寫文  C. 論說文  D. 

抒情文］ 

6. 作者創作本文的真正目的是［A. 介紹大明湖的

景點  B.指責大明湖的名不副實  C.糾正人們對

大明湖的誤解，並讚揚山東人和中華民族的優

DyKnow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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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品質  D. 告誡國人旅遊時應多加注意自身的

言行和舉止］ 

5’  激起同學澳人情懷 二、引起動機：一句話惹怒澳門人 

1. 因為愛，才會維護，因為欣賞，才會讚揚。作

者喜歡大明湖的風情，為此作出駁斥。你作

為澳門人，你可曾聽到一些有關澳門／澳門

人的評論，而且覺得可笑，甚至生氣呢？ 

2. 你會怎樣為澳門，為澳門人辯解呢？ 

DyKnow (11) 

25’  學生閱讀課文第一、

二段，掌握內容，整

理欣賞大明湖的正確

方法。 

 

三、文本活動：閱讀文本一、二段 

1)  老師與學生整理課文問題，讓學生討論、分

享、交流、整理、匯報、朗讀原文。 

1. 遊人感到失望的原因？他們對老殘及大明湖

有何評價？ 

（引導：遊人大多認為大明湖的美譽是名不

副實，貨不對辦） 

2. 這篇文章的體裁為何？作者有什麼觀點呢？ 

（指導同學找課文論點、論據、論證，並劃

出原文，朗讀文句） 

3. 作者為劉鶚、為大明湖辯解，是出於怎樣的

心情呢？  

（引導：作者在大明湖畔住了三年，覺得它

可愛可親，對人們認為大明湖名不副實的看

法不滿，逐一駁斥和說明遊人對大明湖的誤

解。） 

DyKnow (12-25) 

 

 

 

2’  總結課堂重點 

 佈置作業 

四、小節作結： 

 學生回報本課所學。 

 

 安排作業:完成工作紙。 

DyKnow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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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課時 

班級 高二 單元名稱 單元十   吾土吾情 

日期 2016年10月7日 課題 《我看大明湖》 

總節數 4 節次  2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認識作者與寫作背景，能說出課文第1-2段的內容重點及駁論寫作手

法。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學生能夠 

知識： 

1. 認識描寫的寫作手法及反襯修辭法； 

2. 學會文化知識：古代對聯特點。 

 

 技能: 

3. 向同儕講述課文內容，並與同儕分享自己對課文的理解； 

4. 能掌握描寫景物的寫作手法。 

 

情意： 

5. 觀察和欣賞身處的環境。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B-2、B-4、B-6、C-2、C-7、D-1、D-1-1、D-1-2、D3、E3-3 

學習資源 電子課本、DyKnow,網上資源、工作紙。 

學習評估 
1. 課堂提問； 2. 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表現； 3.檢查工作紙的答案;  

4.觀察學生對老師回饋的反應;  5.聆聽學生匯報;  6.聆聽學生的總結報告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5’  了解中國著名的湖泊 

 認識反襯修辭法 

 

 

 

 

 

 

 

 

 

 

 

一、導入： 

 中國歷來有五湖四海之稱，“四海”即是渤海、

黃海、東海、南海。“五湖”又是指哪些? 

  “五湖”指的是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陽

湖、江蘇的太湖、洪澤湖、安徽的巢湖。 

 老師說出本課目的:文中運用反襯法，突出大明

湖與一般湖的分別，說明其特點。我們將會探討

大明湖與其他湖泊有甚麼不同及其特徵。  

二、前文回顧： 

 “大明湖”又稱“明湖”，在山東濟南市中心東

北部，是明清以來的旅遊勝地。 

 《我看大明湖》的體裁是散文，文章在議論中兼

以記敘、描寫與抒情，文筆流暢、生動。 

《我看大明湖》一文的作者是梁容若。本文選自

作者的散文集《坦白與說謊》。 

 

DyKnow (p.3) 

 

 

 

 

 

 

 

DyKnow (p.4) 

 

 

電子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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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18’  課文內容: 

結合課文第三、四及五

段的內容，進行分析探

究。 

三、活動一：閱讀課文及分享 

1) 課前按學生能力(中、低、高程度)分配給學生

閱讀課文《我看大明湖》的第 3、4 及 5 段的

內容，各自根據課文內容完成「工作紙一」，

並自習單元十的重點解說。 

2)上課時，學生分組各自向組員講述他閱讀後所

完成的答案，並共同完成「工作紙一」 

3)學生匯報，並讓其在電子書上劃出正確答案，

然後老師作點評。 

 

DyKnow 

(p.5-20) 

《我看大明

湖》工作紙一 

 

 

 

 

  

10’  文化知識：古代對聯

的特色。 

四、活動二：趣味對聯 

1) 老師與全班討論: 我們可以從第 4 段找到哪些對

聯匾額?「山光水色一望收」、「天心水面」 

「宛在水中央」、「會須盡剪青蘆葉，教放花

香到客船」、「臨湖築圃，負郭耘香」、「綱

常萬古，節義千秋」 

2) 抽學生朗讀，並讓其在電子書上劃出答案。 

3) 學生進入下列網址進行電子學習，判斷讚頌名

人之對聯詩句。https://kahoot.it/#/ 

 

DyKnow (p.21) 

 

 

 

 

電子課本 

 

互聯網 

 

5’ •學生於課前作資料搜

集，並撰寫一篇描寫短

文。 

 學生透過獨立思考後表

達個人意見。 

 

 

 

五、佈置作業： 

1) 在描寫不同的景物時，我們可以利用五感觀

察所得，這稱為「五感描寫法」。 

      學生試從課文中找出例子，並讓其在電子書上

劃出正確答案。 

短文創作－我眼中的澳門 

2) 以「澳門中式建築」、「澳門西式建築」、

「澳門地道美食」、「澳門文娛藝術」、「澳

門山水風光」為主題，學生分成五組，搜集資

料，並用描寫手法撰寫短文(300 字至 330

字)。 

3)上課時，每組中的其中一名組員輪流與全班同

學共同分享其文章。 

 

DyKnow (p.22-

26) 

 

 

 

 

DyKnow (p.27) 

 

PPT 展示短文創

作指引及描寫

例子 

 

2’  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

成本課學習目標 

六、小節作結： 

 學生報告在本課所學。 

老師總結：在寫事物和人物時，可運用不同的描

寫手法，這可以突出要說明的事物或人物的特

點，令人如臨其境，生動細膩；在文中的寫景部

分，加入對聯匾額，增添了詩情畫意。 

 

 

DyKnow (p.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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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課時 

班級 高二 單元名稱 單元十   吾土吾情 

日期 2016年 10 月 10 日 課題 《我看大明湖》 

總節數 4 節次  3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了解文章第一段至第五段的內容，已掌握了描寫景物的寫作手法。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學生能夠 

 

知識： 

1. 說明運用感官描述及運用不同修辭進行描寫的好處； 

 

技能: 

2. 學會運用不同修辭來描寫事物，完成短文寫作； 

3. 向同儕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與同儕分享自己的文章； 

 

情意： 

4. 感知澳門生活周遭的環境，發掘新鮮或有趣的事物。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3-2、B2、C3、C2-1、C2-3、C3-5、C3-7、C4-3、C4-4、D1、D6、E3-3 

學習資源 電子課本、DyKnow,網上資源、PPT。 

學習評估 1. 課堂提問；2. 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表現； 3.觀察學生對老師回饋的反應; 

4.聆聽學生的分享。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5’  學生可從不同角度欣

賞澳門的特色(包括建

築、美食等) 

 

 

 

 

 

 

一、導入：影片欣賞 

•老師播放《感受澳門無限式》(3分鐘短片)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a2TJjr8Fc 

 老師簡單介紹澳門的歷史: 

澳門地方雖小，卻充滿了萬花筒般的誘惑。自

十六世紀開始，不斷有東、西方的探險家和商

人來到澳門。當時澳門不但是通往中國的橋

樑，而且也是不同文化、美食和各種商業貿易

活動的匯合點，過去的歷史使澳門成為一個與

別不同的地方。 

 

 

YOUTUBE 短

片 

 

 

 

 

 

 
DyKnow 

P.3(第三節) 

25’ •學生於課前作資料搜

集，並撰寫一篇描寫短

文。 

•學生可參考課文第三段

至第五段(大明湖的特徵

是……魚價也便宜了)的

寫作手法書寫文章。 

二、活動一：我眼中的澳門 

1) 課前安排學生以澳門中式建築、澳門西式建

築、澳門地道美食、澳門文娛藝術、澳門山

水風光為主題，分成五組，搜集資料，並撰

寫短文(300字至 330字)。 

2)上課時，每組中的其中一名組員輪流與全班同

學共同分享他的文章，然後老師作點評。 

DyKnow 

P.4(第三節) 

學生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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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8’  學生透過獨立思考後

表達個人意見。 

 

三、活動二：我眼中的澳門人 

1) 老師與全班討論: 在五名同學的分享中，你

們認為哪一個同學的分享最能代表澳門人

呢? 

2) 老師引導學生說出原因。 

 

DyKnow P.5(第

三節) 

 

 

 

2’  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

達成本課學習目標 

四、小節作結： 

 學生報告在本課所學。 

 老師說明寫作描寫文時，除了可運用不同的感

官去描寫對象外，更可多運用擬人、引用、排

比等修辭手法，這樣能令所描寫對象更具體、

更傳神，文章更生動有趣，內容更豐富多彩。 

 

DyKnow P.6(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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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課時 

班級 高二 單元名稱 單元十   吾土吾情 

日期 2016年 10 月 11 日 課題 《我看大明湖》 

總節數 4 節次  4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能以感官描寫手法及不同修辭完成描寫短文寫作，並對大明湖的環境

有一定的概念。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學生能夠 

 

知識： 

1. 結合文章內容，加深認識象徵的寫作手法，並能舉出例子； 

2. 說明山東人的性格和大明湖特徵相似的地方； 

3. 說明大明湖、山東人和中華民族三者的關係，並概括全文要旨； 

 

技能: 

4. 向同儕講述課文內容，並與同儕分享自己對課文的理解； 

5. 能概括全文大意； 

 

情意： 

6. 留意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並欣賞其內涵。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3-2、B2、B2-1、B3-1、B4-1、D1-1、D1-3、E3-3 

學習資源 電子課本、DyKnow,網上資源、工作紙。 

學習評估 1. 課堂提問；2. 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表現； 3.觀察學生對老師回饋的反應; 

4.聆聽學生分享。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教學資源 

3’ •學生了解更多中國  

 古代文人的象徵意象 

 

 

 

 

 

 

一、導入： 

•老師提問： 

傳統的中國畫中，「四君子」是指甚麼植物？ 

•老師補充： 

 「梅蘭竹菊」被人稱為「四君子」。品質分別

是：傲、幽、堅、淡。梅、蘭、竹、菊成為中國

人感物喻志的象徵，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

是為高潔志士；蘭：孤芳自賞，香雅怡情，是為

世上賢達；竹：瀟灑一生，清雅澹泊，是為謙謙

君子；菊：特立獨行，不趨炎勢，是為世外隱

士。他們也是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

正是根源於對這種審美人格境界的神往，也是詠

物詩文和藝人字畫中常見的題材。 

 

 

DyKnow P.3(第

四節) 

 

 

 

 

 

 

 

 

 

 

 

時間 學習內容 活動程序 備註 /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6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031/50384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031/50384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838/11032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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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教學資源 

5’ 

•學生對象徵的認識加深，並

能舉出例子。 

二、藝術手法重温：象徵 

•老師解釋： 

 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

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明，而由於理性

的關聯，社會的約定，從而透過某種意

象的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

稱之為「象徵」。如鴿子象徵和平、國

旗象徵國家。 

•活動一： 

每組成員討論後，其中一名組員必須舉

出一個運用「象徵」的例子。 

老師補充：鴿子象徵和平；國旗象徵國

家；就「柳」而言，漫天飛舞的「柳

絮」象徵著無情的「分離」，折柳條相

送或依依絆人的柳絲，象徵多情的「惜

別」。 

 

 

DyKnow P.4( 第

四節) 

 

25’ •結合課文第六段的內容，進

行 

 分析探究。 

三、活動二：課文探究 

1) 課前安排每組學生自行看第六段的內

容。 

2) 老師與學生共同朗讀文章第六段。 

3) 老師提問，然後隨機抽組員回答： 

• 老師提問 1：山東人的性格和大明湖

的特徵有何相似之處？ 

 老師指正：參考 DYKNOW 

• 老師提問 2：作者認為大明湖、山東

人、中華民族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老師指正：作者認為大明湖「安靜樸

素，有含蓄，有用處」的特徵，就像山

東人「厚重裡有瀟灑，純樸裡有靈秀，

平凡裡有器用」的性格，而山東人的優

良品格正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的一面。 

• 老師提問 3：作者在第六段抒發了怎

樣的感情？ 

老師指正：欣賞及喜愛之情 

• 老師提問 4：根據本段的內容，解釋

作者為甚麼能夠指正一般遊人對大明湖

景色的錯誤批評。 

 老師指正：作者在大明湖邊居住了三

年，所以清楚知道大明湖的景色在不同

季節和天氣下的變化，以及欣賞景色的

適當時間和地點。 

• 老師提問 5：試在本段找出四個字，

 

 

DyKnowP.5-

P.12(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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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全篇文章描寫的重心。 

  老師指正：「地靈人傑」 

• 老師提問 6：說出本段的主旨。 

 老師指正：此段文字是作者客居大明

湖三年的深切體會，作者認為「地靈人

傑」正是大明湖可愛之處，它孕育了中

華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抒發了作者愛齊

魯，愛大明湖，愛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厚

感情。 

• 老師提問 7：綜合全文，說出主旨。 

   老師指正：本文透過糾正遊人對大明

湖的誤解而替劉鶚辯解；並指出大明湖

安靜樸素、有含蓄、有用處的特徵，藉

此讚揚山東人和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 

  • 老師引導學生共同整理下圖： 

 
 

 
 

 

 

 

 

 

 

 

 

 

 

 

 

 

 

 

 

 

DyKnowP.13-

16(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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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能發掘日常生活中美好

的人或事，並欣賞其內涵。 

 

四、活動三：情感分享 

1) 老師分享：澳門這座城市與歷史密切

相關，幾百年來，澳門華洋雜處，人口

來自四面八方。大家同處一城，互相包

容、守望相助，人情味體現在每一個澳

門人身上。邱麗玲作為醫療中心的負責

人，在接到社工通知，一名患有末期肝

癌的獨居長者吳老先生，因身體不適難

以出門就診，決定聯同中心醫師及護士

上門應診，並主動免除診療費，秉承醫

者父母心，以患者健康為優先考量，為

患者及家屬解憂。邱女士的表現完全體

現到守望相助的良好行為。 

2) 每組學生上網搜尋有關澳門的好人好

事。 

3) 老師隨機抽兩名不同組別的成員向同

學們分享故事。 

 

DyKnow P.17(第

四節) 

 

 

2’  檢查學生的學習能否達成本

課學習目標 

五、小節作結： 

 學生報告在本課所學。 

 老師說明象徵手法是根據事物之間的某

種聯繫，借助某人某物的具體形象（象

徵體），以表現某種抽象的概念、思想

和情感。它可以使文章立意高遠，含蓄

深刻。恰當地運用象徵手法，可以將某

些比較抽象的精神品質化為具體的可以

感知的形象，從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賦予文章以深意，亦給讀者留下咀

嚼回味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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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1. 本教學把文本的重心----大明湖，延伸到澳門，讓學生把討論焦點集中在本

土的文化風情上，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動力，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2. 教學設計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如利用網上問卷進行自我學習評測、進行刺

激的 kahoot 網上搶答競賽，增加學生對中國對聯的認識，播放旅遊局宣傳

澳門的短片，富親切感，加深學生對澳門的印象，諸如此類的多媒體教學，

能刺激學生的學習意欲，更活化了中文教學的討論氣氛。 

 

3. 每節課均能透過小組討論，加強同儕間的溝通。 

 

4. 透過每節授課前的佈置預習作業，有效提高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5. 分組進行實地考察或親身體驗，透過攝影及寫作活動，把所學到的寫作手法

靈活運用到短文寫作上，好讓學生發掘新鮮或有趣的事物，培養他們細心觀

察和欣賞身處的環境。成功實踐了「讀寫結合」的教學策略，有效提升學生

的寫作能力。 

 

6. 通過「豐富的聯想」(象徵手法)的學習，誘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從而提升他

們的想像及觀察能力。 

 

7. 延伸活動中的「好人好事」分享，一些學生透過網絡搜查本地新聞，也有一

部分學生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活動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都能發放正能

量，以正面的心態欣賞澳門，且能發掘澳門這座小城中温暖人心的人情味，

活動不但能培養學生多留意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的習慣，更讓他們懂得

欣賞其內涵。   

 

8. 培養學生翻查詞典等自學能力，提升對現代漢語字詞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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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反思及建議 

  「因為喜愛，才會維護；因為欣賞，才會讚揚。」作為澳門人，你可曾聽

到一些有關澳門／澳門人的評論，而且覺得可笑，甚至生氣呢？你會怎樣為澳

門／為澳門人辯解呢？ 

  老師在教授本文時，除了說明遊人對大明湖的誤解，作者為此作出駁斥

外，還要將課文的主題----濟南大明湖，回歸「澳門本土」上，讓學生體味作者

愛大明湖、愛中華民族之餘，還要把關注點集中在澳門的風土人情，澳門的美

好事物上。對學生來說是更貼身、更有共鳴的，令其自主地發表對「澳人澳

事」的見聞，老師在授課時仍存在不足的地方，為此作出反思及建議。 

 

1. 本文寫作的特點是結合記敘、描寫、議論以及抒情的寫法，文中蘊含作者對

國家和河山的熱愛之情，但個別學生對文章的理解較淺，故需要老師較多的

解釋、說明、引導；此外，老師亦宜使學生能進一步認識情理兼備的描寫手

法，藉此提高學生寫作水平。 

 

2. 「讀寫結合」教學： 在學生描寫文的寫作技巧後，老師讓學生分組搜集資

料，各自撰寫短文一篇，但個別學生未能掌握，如感官描寫手法、象徵、反

襯、比喻等修辭手法，建議課後老師再多給予練習，例如情境書寫、引導式

寫作等內容，由淺入深，作個別輔導，藉以訓練學生寫作。 

 

3. 透過學生分組合作學習，以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堂活動；在獨立思考後，能表

達個人意見，但個別班級的學生在分組討論時，未有積極參與。為此，建議

老師改變分組討論的策略，可先讓學生個人完成問題，然後分組說出己見，

最後整理結果，向全班同學分享。 

 

4. 學生的演講技巧有待改進，老師除了針對實質內容作回饋之外，也宜對學生

報告時表現的不足作提點，讓其了解自己在口語表達技巧上的不足並指導其

如改進。此外，建議老師在課後多給予機會學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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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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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語文》中五上冊（教師用書），啓思出版，2002 

2. 《作文實踐手冊》(國中版)，孫寅瑞，采竹文化出版，2008 

3. 《新式寫作教學導論》，陳滿銘編，萬卷樓出版，2007 

4. 《新編辭海》，國語辭典編輯委員編，世一出版，2015 

5. 《老殘遊記》，劉鶚著，三民出版，2007 

 

網絡資料： 

1. YOUTUBE（感受澳門無限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a2TJjr8Fc 

2. 澳門日報（邱麗玲「好人好事」獲嘉許）： 

           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911065#.WV2S97mwdfw 

   (網頁引自 CYBERCTM 今日時事) 

     3.   澳門旅遊局： 

            http://zh.macaotourism.gov.mo/index.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a2TJjr8Fc
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911065#.WV2S97mwdfw
http://zh.macaotourism.gov.mo/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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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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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圖片 

1.Dyknow教學簡報 

第一課時 

 
1 

 
2 

 
3 

 
4 

 
5 

 
6 



2016/2017 

C038 

 18 

 
7 

 
8 

 
9 

 
10 

 
11 

 
12 

 
13 

 
14 



2016/2017 

C038 

 19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016/2017 

C038 

 20 

 
23 24 

 
25 

 
26 

 
27 

 
28 

 

第二課時 

 
1 

 
2 



2016/2017 

C038 

 21 

 
3 

 
4 

 
5 

 
6 

 
7 

 
8 

 
9 

 
10 



2016/2017 

C038 

 2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16/2017 

C038 

 23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016/2017 

C038 

 24 

 
27 

 
28 

 
29 

 

 

第三課時 

 
1 

 
2 

 
3 

 
4 



2016/2017 

C038 

 25 

 
5 

 
6 

 
7 

 

 

第四課時 

 
1 

 
2 

 
3 

 
4 



2016/2017 

C038 

 26 

 
5 

 
6 

 
7 

 
8 

 
9 

 
10 

 
11 

 
12 



2016/2017 

C038 

 27 

 
13 

 
14 

 
15 

 
16 

 
17 

 

 



2016/2017 

C038 

 28 

2.工作紙 

 

《我看大明湖》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學號：＿＿＿ 成績：＿_＿＿＿ 

試根據課文第 3-5 段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在課文第 3 段中，找出大明湖附近的名泉怎樣體現「安靜樸素」的特

徵？  

＿＿＿＿＿＿＿＿＿＿＿＿＿＿＿＿＿＿＿＿＿＿＿＿＿＿＿＿＿＿  

＿＿＿＿＿＿＿＿＿＿＿＿＿＿＿＿＿＿＿＿＿＿＿＿＿＿＿＿＿＿        

＿＿＿＿＿＿＿＿＿＿＿＿＿＿＿＿＿＿＿＿＿＿＿＿＿＿＿＿＿＿ 

     2. 在大明湖附近的人，怎樣體現「安靜樸素」的特徵？ 

＿＿＿＿＿＿＿＿＿＿＿＿＿＿＿＿＿＿＿＿＿＿＿＿＿＿＿＿＿＿        

＿＿＿＿＿＿＿＿＿＿＿＿＿＿＿＿＿＿＿＿＿＿＿＿＿＿＿＿＿＿ 

＿＿＿＿＿＿＿＿＿＿＿＿＿＿＿＿＿＿＿＿＿＿＿＿＿＿＿＿＿＿   

3. 作者為什麼引用齊魯先哲的話？  

＿＿＿＿＿＿＿＿＿＿＿＿＿＿＿＿＿＿＿＿＿＿＿＿＿＿＿＿＿＿        

＿＿＿＿＿＿＿＿＿＿＿＿＿＿＿＿＿＿＿＿＿＿＿＿＿＿＿＿＿＿ 

4. 根據課文第 4 段，大明湖西岸的建築物收藏了甚麼文物？  

     ＿＿＿＿＿＿＿＿＿＿＿＿＿＿＿＿＿＿＿＿＿＿＿＿＿＿＿＿＿＿ 

5. 承上題，這段引用「濟南名士多」一句有甚麼作用?  

＿＿＿＿＿＿＿＿＿＿＿＿＿＿＿＿＿＿＿＿＿＿＿＿＿＿＿＿＿＿

＿＿＿＿＿＿＿＿＿＿＿＿＿＿＿＿＿＿＿＿＿＿＿＿＿＿＿＿＿＿

＿＿＿＿＿＿＿＿＿＿＿＿＿＿＿＿＿＿＿＿＿＿＿＿＿＿＿＿＿＿ 

＿＿＿＿＿＿＿＿＿＿＿＿＿＿＿＿＿＿＿＿＿＿＿＿＿＿＿＿＿＿

＿＿＿＿＿＿＿＿＿＿＿＿＿＿＿＿＿＿＿＿＿＿＿＿＿＿＿＿＿＿ 

6. 從課文第 5 段中，找出四個字概括全段的內容重點 。 

     ＿＿＿＿＿＿＿＿＿＿＿＿＿＿＿＿＿＿＿＿＿＿＿＿＿＿＿＿＿＿ 

7. 承上題，這段描寫的內容，屬前文提及大明湖的 那項特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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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大明湖》工作紙一（答案） 

姓名：＿＿＿＿＿＿＿ 班別：＿＿＿＿＿ 學號：＿＿＿ 成績：＿_＿＿＿ 

試根據課文第 3-5 段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在課文第 3 段中，找出大明湖附近的名泉怎樣體現「安靜樸素」的特

徵？  

答：1. 泉水畫夜不停地流動， 但沒有聲響。  

        2. 冬天不結冰， 夏天不咆哮。  

        3. 颱風不起波濤， 下雨不會出現決堤的洪 流 。 

2. 在大明湖附近的人，怎樣體現「安靜樸素」的特徵？ 

答：1. 不在湖中的畫舫奏樂 。 

        2. 不在岸邊的佛寺敲鐘。  

  3. 賣花的小女孩不吵著向遊人叫賣。  

3. 作者為什麼引用齊魯先哲的話？  

答：1. 總結前文描寫大明湖「安靜樸素」 的 特徵。  

        2. 過渡到描寫大明湖充滿文人氣息， 具 「有含蓄」 的特徵。  

4. 根據課文第 4 段，大明湖西岸的建築物收藏了甚麼文物？  

答： 金石、文獻、 雕繪和貨幣。 

5. 承上題，這段引用「濟南名士多」一句有甚麼作用?  

答：1. 總結大明湖「有含蓄」 的特徵，大明湖附近的建築物的對聯匾

額題款， 不 少都是出 自著名的文人， 而且不少作 家都為大明湖 景物

寫過詩篇或文章。  

2. 首段提到有人在歷下亭碰不到名 士， 因此認為老殘是說謊， 作者

在此進一 步為老殘辯白 。  

6. 從課文第 5 段中，找出四個字概括全段的內容重點 。 

答：潤澤民生。 

7. 承上題，這段描寫的內容，屬前文提及大明湖的 那項特徵？  

           答：有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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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份學生作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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