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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詩和詞都是中國古代盛極一時的文學作品，詩盛於唐代，而詞盛於宋代。

它們都有既定的體制，講求用字精煉，韻律諧協。此外，由於詞須配合樂譜填

寫，因此它們俱可合樂而歌。同學在初一初二學習過詩歌體裁後，本單元將學

習詞的體制和特點，並欣賞詞的情懷和意境。 

 

本單元選了三首詞：《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寄託了李煜的亡國之

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抒發了蘇軾仕途失意的感慨及對弟弟的思念；

《滿江紅•怒髮衝冠》流露了岳飛誓雪國恥，一心報國的豪情壯志。 

一、總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讓同學了解並掌握詞的特點；能總結詞的主要內容；  

2.查閱重難點字詞，能初步完成課文翻譯； 

3.掌握詞的直接抒情及間接抒情方法；認識詞的風格派別。 

4.學習詩歌的寫作背景、作者生平與詩歌情感的重要關係。 

（二）情意目標： 

1.培養同學的愛國情操，以及培養不慕名利、謙虛的品格。、 

（三）技能目標：  

1.能正確、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2.能分析詞的寫作技巧既抒情手法； 

3.能歸納與整理全詞的表達方式； 

二、主要教學內容 

1.有感情地誦讀課文，使同學能在感情誦讀中讀通作品，並在誦讀中獲得感

悟，感受詞中寓情於景的深厚情意。  

2.小組合作學習，讓同學通過翻譯課文、總結段旨、判斷詞的抒情方法及派

別等合作學習，達到協同學習的效果，並掌握分析文章的能力。  

3.運用閱讀摘要策略及結構策略，讓學生歸納上下片的主要內容，整理全詞

的表達方法，從而總結文章的寫作風格。  

4.生命教育，讓學生在感情誦讀、分析文章中感悟三位作者的愛國情操，讓

同學反思現今幸福生活的可貴，領悟保衛國土完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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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借古鑒今，在教學中融入生命教育，引導學生反思現今幸福生活的可貴。 

2.以學生為學習主導，通過小組合作完成學習單的形式，讓同學自主學習， 

並在協同學習中鍛煉溝通與集思的能力，達到共同成長的效果。 

3.古詞新作，在學習完詞的體制及特點以後，讓同學嘗試以借景抒情的方

式，配合宋詞的格律填一首屬於自己的詞，以體驗中國古代文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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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走進：詞》 介紹詞的體制與特點 2017-01-12 1 

第二課節 
《虞美人•春花

秋月何時了》 

學習李煜的生平；泛讀

文章；翻譯全文；總結

詞的體制。 

2017-01-13 1 

第三課節 
《虞美人•春花

秋月何時了》 

分析詞的表達方式和寫

作手法；  
2017-01-14 1 

第四課節 
《水調歌頭•明

月幾時有》 

學習蘇軾的生平；泛讀

文章；翻譯全文。 
2017-01-15 1 

第五課節 
《水調歌頭•明

月幾時有》 

分析詞的主要內容及思

想感情。 
2017-01-16 1 

第六課節 
《水調歌頭•明

月幾時有》 

通過小組合作分析詞的

體制和派別；誦讀全

詞。 

2017-01-19 1 

第七課節 
《滿江紅•怒髮

衝冠》 

回顧岳飛的生平；泛讀

文章；翻譯全文。 
2017-01-20 1 

第八課節 
《滿江紅•怒髮

衝冠》 

通過小組合作分析詞的

主要內容及思想感情。 
2017-01-21 1 

第九課節 
《滿江紅•怒髮

衝冠》 

分析詞的體制和派別；

誦讀全詞。 
2017-01-22 1 

第十、十

一課節 
填詞《浪淘沙》 

根據格律，運用自然景

物進行填詞活動 
2017-0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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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走進：詞》教案設計 

學科： 中文 班級：中三 C班 學生人數： 30人 執教：XXX 

課題：《走進：詞》  本單元共 1 節  科組長：XXX 

施教時間： 2017年 01月 12 日 ( 08:35-09:15 第 1節)  
上課地點： 

中三 C班 

教學目標設計依據：(教材分析、學生分析和設計理念) 

教材分析 

本教材是在單元重點解說的基礎上添加宋詞的起源、發展，來讓學生對詞

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再從詞的體制和風格介紹詞的特點，配合各派代表

詞人的介紹和作品欣賞，系統地讓同學掌握分析詞的能力。 

本文的教學重點與難點： 

1.掌握宋詞的體制和特點、認識文章的風格派別； 

2.複習直接抒情與借景抒情的表達手法。 
 

學生分析(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  

學生在中一年級學習過古體詩《燕詩》及樂府詩《木蘭辭》，亦在中二年

級學習了古體詩與近體詩的格律特點，既有了對配樂詩歌的了解，亦有對不

同文體不同特點的認知。本可節接觸新文體，更能理解詞的特點與體制。 
 
設計理念(含生命教育) 

在介紹詩歌體裁的流變中引出詞的起源及發展，並通過回顧詩歌體的格律

及體制引出詞的格律與體制特點，並明確詞與音樂更親密的關係。再加入介紹

各位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大家的生平、風格及其作品，讓同學更加了解詞在詩歌

體系上的進化與特點。並介紹常見的抒情手法為本單元的各首名詞作為學習鋪

墊，亦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學習填詞。 

在閱讀策略方面，運用比較策略，讓學生回顧詩歌體的體制，來與詞的體

制和特點做出比對，務求讓學生明確兩種文體的特質。 

在生命教育方面，讓學生在欣賞著名詞作的同時，感悟中華文化的深厚底

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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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教學目標(單元)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

力指標 

A-1 複習詩歌的體
制特點；（基力 
D-5-1） 
A-2 認 識詞 的 特
點；（基力 D-5-

1） 
A-3認識著名的詞

人生平；（基力 

D-4-6） 

A-4 認識詞的借景

抒情技巧。（基力 

D-4-4） 

 

B-1 感受中華文化的
傳承與發展。 

（基力 D-9-5） 

 

C-1能指出詩

歌與詞的分

別。（基力 D-

5-1） 

 

D-1感受中華

文化的傳承

與發展。

（基力 D-9-

5） 

 

單元教學部分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D-4-4 能分清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D-5-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D-9-5能夠從古代優秀作品中體會民族精神，認同中華文化。 

教具與佈置： 

課本、學習單、教學簡報 

教 學 過 程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

學 

資

源 

佔

用

時

間 

教學評量 

 

 

 

 

 

 

 

 

 

 

一、課堂導入 

在燦爛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某些朝代有著發

展最興盛的一類文體。例如唐代有我們最熟悉的什

麼文體？ 

答：唐詩 

沒錯，而統稱為唐詩的這類文體我們在以往已

經學習過不少，大家還知道自唐而下的朝代亦有著

同樣突出的文學文體出現嗎？ 

答：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非常好，本單元我們就來學習宋代最為鼎盛的

 

 

 

 

 

 

 

3 

 

 

 

 

 

 

 

 

 

同學能回

憶文化積

累，回答

各朝代最

璀璨的文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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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詞」這種文學體裁。 

 

二、課堂發展 

1.介紹詞這種文體 

宋詞：宋代盛行的一種中國文學體裁。 

    宋詞是一種相對於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

誌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

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國文學的閬苑裏，她

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

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豔，歷來與唐詩並

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 

 

1.1詞的起源與興盛 

• 詩歌經唐代三百年的不斷發展，風格規律， 

已達飽和，於是從絕律的整齊劃一的舊形成，走向

參差不齊的新道路，形成「長短句」的新興詞體出

現。 

• 詞是承繼漢魏樂府詩的遺風，接受了胡人的 

音樂的影響，改變了唐詩的風貌而發展出來的文

學。 

• 音樂滋長詞的誕生。 

• 權貴極力提倡 

詞到了宋代，成為最流行的文體，當代的君主

與貴族也競趨風尚，或則自製新詞，或則獎掖作

者，因此上下從風，詞人日眾，造成宋詞發展的盛

況。 

• 現存最早的一本詞集是由五代時的趙崇祚 

所編的《花間集》 

 

1.2內容的發展 

• 五代以前的作品多半寫景不出園庭閨中，寫

情又離不開尊錢與花間。 

• 直到李後主開始寫國仇家恨，擴大了詞的境

界。 

• 北宋的柳永則大量創作慢詞，字數眾多，使

宋詞的發展邁向一個全新的階段。 

• 蘇軾更將歌者之詞變為文人之詞，使詞的體

材有了文學的獨立生命力。 

 

1.3詞的派別 

∙詞家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兩派： 

豪放派： 

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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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明

白宋詞的

起源與發

展。 

 

 

 

 

 

 

 

 

 

 

 

 

 

 

 

 

 

 

 

 

 

 

 

 

 

 

 

 

 

 

 

同學能認

識並理解

詞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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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1 

 

 

 

 

 

 

 

 

 

 

 

 

 

 

 

 

 

A-2 

 

 

 

 

婉約派： 

以李煜、李清照、周邦彥為代表 

 

1.4詞的小資料 

∙別稱：「曲子詞」、「詩餘」，由於句子長短不

一，故又稱「長短句」。 

∙起源：於隋唐，在宋代發展成熟。 

∙段數：詞一般分為兩段，一段是一個樂譜，第一

段稱為「上片」或「上闋」，第二段稱為「下片」

或「下闋」。 

 

2.詞的體制 

2.1 我們一起來回顧詩歌體的體制，首先我們學過

的《木蘭辭》《燕詩》屬於什麼詩？ 

答：古體詩 

∙而杜甫的《春望》《客至》這兩手律詩則是屬於

哪一種詩？ 

答：近體詩 

∙那冰心的《紙船》呢？ 

答：新詩 

 

2.2 非常好，同學對於過往知識還是記憶猶新，我

們現在來回顧一下這些詩歌的體制要求。 

 古體詩 近體詩 新詩 

時
時間 

唐代之前 成熟於唐初 興起五四運

動前後 

字
字數 

四言、 

五言、 

七言、 

雜言 

五言、七言 

律詩八句、

四聯 

絕詩四句 

不限 

對
對仗、平
仄 

不要求 律 詩 中 頷

聯、頸聯對

仗，各句平

仄皆有規定 

不要求 

押韻 偶句末字押

韻 

偶句末字押

韻 

可押可不押 

用
用字 

精煉 精煉 精煉 

 

∙而我們來學習詞的體制，試著比較一下兩者的分

別。 

˙按長短規模分，詞大致可分小令 (58 字以  

內）、中調(59 一 90 字)和長調（91 字以上，最長

的詞達 240 字)。一首詞，有的只一段，稱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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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回

憶詩歌的

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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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C-1 

 

 

 

 

 

 

 

 

 

 

 

 

 

 

 

 

調；有的分兩段，稱雙調；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稱

三疊或四疊。 

˙按音樂性質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台、序

子 、法曲、大麴、纏令、諸宮調九種。 

˙按拍節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小令，拍節較

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

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 

  

詞牌： 

    每首詞均有詞牌，即詞的樂譜名稱，又叫詞

調，跟作品的內容無關。規定了詞的字數、句數、

平仄、韻腳等。詞可以合樂歌唱，依著樂譜填上歌

詞，就是填詞。 

類
類別 

可分為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 90

字)和長調（91字或以上） 

段
段數 

詞一般分為兩段，一段是一個樂譜，第一段

稱為「上片」或「上闋」，第二段稱為「下

片」或「下闋」。 

句
句式 

長短不一，字數按詞牌而定。 

平
平仄 

按詞牌而定 

押
押韻 

按詞牌而定，可以是句句押韻、隔句押韻或

隔多句才押韻。有的詞牌要求一韻到底，有

的則中間換韻。 

 

小結：近體詩的特點是格律嚴格，篇幅也較短小；

而詞則多為配樂填上，篇幅較長，格律多樣，受詞

牌所限制，但格律則較詩歌要求輕鬆。 

 

∙試分析詞的體制 

以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為例， 
中仄平平仄仄平（韻）。 

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中平中仄仄平平（韻）。 

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中仄平平中仄平（韻）。 

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中平中仄仄平平（韻）。 

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紅藕香殘玉簟秋。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詞牌：一剪梅 

詞題：紅藕香殘玉簟秋 

（若作者本來沒有定好詞題，通常都會取用詞的第

一句充當。） 

上片：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

 

 

 

 

 

 

 

 

 

 

 

 

 

 

 

 

 

 

 

 

 

 

 

 

 

 

 

 

 

 

 

 

 

 

 

 

 

 

 

 

 

 

 

 

 

 

 

 

 

 

 

 

 

 

同學能認

劃 下 重

點。 

 

 

 

 

 

 

 

 

 

 

 

 

同學能比

對詩歌與

詞的體制

的分別。 

 

 

 

同學能學

習分析詞

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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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下片：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

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韻腳：秋、舟、來、樓、流、愁、除、頭 

字數：60字，屬於中調。 

 

各位同學，其實詞的體制分析並不難，我們往

後還會學習數首著名的作品，我們就要學習自行去

分析了。 

 

3.介紹著名詞人 

「濟南二安」 

──所指為李清照及辛棄疾，均與濟南有所關係； 

「詞中三李」 

──盛唐李白，五代李煜與北宋李清照； 

另外亦有赫赫有名的六一居士、東坡居士及香山居

士！ 

 

3.1柳永 

在形式上多採慢詞。北宋慢詞起於張先、柳

永，而柳永對慢詞之發展，較張先尤有貢獻。 

內容方面，或抒懷才不遇之悲哀，或敘羈旅飄零之

苦悶，或寫沉溺歌酒之風流生活。 

表現方面，工於舖敘手法。 

字句方面，多以俚俗語句為之。 

作品舉例：雨霖鈴（寒蟬淒切） 

 

3.2蘇軾 

對宋詞發展的貢獻之一：詞與音樂分離 

對宋詞發展的貢獻之二：以詩為詞，詞境始大。 

為豪放派之領袖。 

作品舉例：念奴嬌（大江東去）、水調歌頭（明月

幾時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3.3周邦彥 

為集北宋詞大成之作家，宋初晏、歐諸作，因

襲南唐，範圍偏狹。柳永則人多病其悲弱俚俗，不

登大雅之堂。蘇軾繼起，雖一洗綺羅薌澤，以豪放

清麗開宗，然人病其矯枉過正，不諧音律。於是周

邦彥就上述諸家詞調和融化，取長棄短，乃集北宋

詞大成。 

周邦彥詞特色：音律嚴整、詞句工麗、多詠艷情景

物。 

作品舉例：少年遊（並刀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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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積

累作詞名

人 的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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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D-1 

 

 

 

 

 

 

 

3.4李清照 

生平分為兩期：43 歲前生活美滿，雖夫妻小

別偶有惆悵，但無大挫折；後期作品多抒悲悽慘痛

之情，今昔無常之感。 

作品舉例：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4.介紹南宋詞人 

4.1辛棄疾 

辛棄疾的出現，使南宋兩大詞派之一的「豪放

詞派」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他便是此派的領導者。

辛詞的主要內容是愛國思想。他指斥了統治集團昏

庸懦弱，憤慨南宋的偏安局面，同情人民，憎恨敵

人。 

作品舉例：《菩薩蠻》、《蔔運算元》、《永遇

樂》 

 

4.2陸游 

陸游生長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南宋時期。北

宋亡 國的慘痛教訓，父親陸宰的愛國思想教育，

使他年輕時便立下「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

壯志。現存詞一百多首，境界極高，無所不有。有

不少詞作抒寫了激越的愛國情思。 

作品舉例：《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

《秋波媚》 

 

5.詞作欣賞 

 

聲 聲 慢•尋尋覓覓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

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

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

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簡析：作品通過描寫殘秋所見、所聞、所感，抒發

自己因國破家亡、天涯淪落而產生的孤寂落寞、悲

涼愁苦的心緒，具有濃厚的時代色彩。此詞在結構

上打破了上下片的局限，一氣貫注，著意渲染愁

情，如泣如訴，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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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根

據老師的

引導欣賞

兩首課外

的著名詞

作，並感

悟中華文

化 的 優

越。 



2016/2017 

參選編號：G050 

 8 

 

A-4 

 

 

 

 

 

 

 

A-4 

 

 

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

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 

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出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間，強虜飛灰湮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

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簡析：本詞是豪放派的代表作之一。此詞通過對月

夜江上壯美景色的描繪，借對古代戰場的憑弔和對

風流人物才略、氣度、功業的追念，曲折地表達了

作者懷才不遇、功業未就、老大未成的憂憤之情，

同時表現了作者關注歷史和人生的曠達之心。 

 

四、課堂小結 

    本課節我們從回憶詩歌到認識詞的體制和特

點，對詞有了基本的認識，下一堂開始我們將學習

三首流傳千古的名作，帶我們真正走進詞的優美世

界，感悟中國文學的偉大瑰麗，以及學習詞中的寫

作技巧，為我們的填詞作準備。 

 

五、功課佈置 

1.預習《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2.多觀察身邊事物，嘗試運用景物抒發自己的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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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教案設計 

學科： 中文 班級：中三 C班 學生人數： 30人 執教：XXX 

課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本單元/課共 3 節   
科主席/組長： 

XXX 

施教時間：  2017年 01月 13 日 ( 10:20-11:00 第 3節) 

2017 年 01月 14日 ( 14:15-14:55 第 6 節) 

上課地點： 

中三 C班 

生命教育領域： 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環境 人與生命            

教學目標設計依據：(教材分析、學生分析和設計理念) 

教材分析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選自《培生•中國語文中三上》。本文是一

首婉約派宋詞，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絕命詞。李煜身為亡國君主，亦

淪為階下囚，通過眼前美景與眼前物是人非的尖銳矛盾對比，抒發了亡國後

頓感生命落空的悲哀，語語嗚咽，至深致遠。全詞虛設回答，在問答中又緊

扣回首往事，感慨今昔寫得自然而一氣流注，最後進入語盡意不盡的境界，

使詞顯得闊大雄偉。全詞的借物抒情及形象化的表達方法是寫作技巧的學習

楷模，亦能激起同學們珍惜現有幸福生活的情感。 

本文的教學重點與難點： 

1.掌握宋詞體制、判斷文章的風格派別； 

2.學習借景抒情的表達手法。 
 

學生分析(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  

學生在中二階段已接觸過感時憂國的文言作品，明白那種國家破亡，物是

人非的無奈與痛心，故能理解本詞的思想感情。同學們於上一堂學習過詞的

格律和派別，能藉著本詞學習宋詞的特點，而中三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學習

文言文的基礎，通過文中的注釋和工具書基本能理清文章大意，並能聯繫上

下片總結全詞的主旨。 
 
設計理念(含生命教育) 

知人論文和讀文識人結合，使這一課不僅僅停留在詩歌本身技巧、語言

等分析上面，也傾向於挖掘詩歌內在的人文精神。課堂會利用誦讀、共同討

論的方法進行教學活動。齊聲朗讀，使同學能在感情誦讀中讀通作品，並在

誦讀中獲得感悟；共同討論，通過集思廣益地對詞句的思考分析，讓同學代

入作者亡國之君的角色中，感受詞中現實與過往強烈反差的殘酷，培養感恩

現有幸福生活的情感。另外，在引導學生在自主合作中總結全詞的借景抒情

手法及欣賞千古名句的形象化表達手法，藉此總結文章的寫作手法。 

在閱讀策略方面，運用閱讀摘要策略及結構策略，讓學生歸納上下片的主

要內容，整理全詞的表達方法，從而總結文章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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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教育方面，讓學生在感情誦讀、分析並感悟文章中李煜的愛國之

心，並培養感恩現有的平安幸福生活的情感，珍惜現在，不做讓自己後悔的

事。 

具體教學目標(單元)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

標 

A-1 認識李煜的
生平；（基力 D-

4-6） 

A-2 能掌握詞的

特點；（基力 D-

5-1） 

A-3 查閱重難點

字詞，能初步完

成課文翻譯；

（基力 D-9-1） 

A-4 能總結詞的

主要內容；（基

力 D-4-2） 

A-5 認識本詞的

風格派別；（基

力 D-4-4） 

A-6 分析詞的借

景抒情技巧；

（基力 D-4-4） 

A-7理解詞句的

深層意思。（基

力 D-9-2） 

B-1 培養感恩現
有的平安幸福生

活的情感； 

（基力 D-5-2） 

 

C-1 能正確、有

感情地 朗讀課

文； 

（基力 D-2-3） 

C-2 能歸納與整

理全詞的表達方

式；（基力 D-

4-5） 

C-3能找出詞中

的修辭手法。

（基力 D-5-4） 

 

D-1 感受作者的

愛國情懷；（基

力 D-5-2） 

 

單元教學部分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2 能理解、歸納文章的主旨，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D-4-4 能分清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 

D-4-5 能從所讀作品的資料來源、思想觀點、表達技巧、語言文字等方

面，評議作品。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D-5-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5-4 能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寫作特色和修辭技巧，品味作品中富於表現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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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D-9-1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 

D-9-2閱讀古典詩詞，能理解形象和情感，體會詩詞的藝術魅力。 

教具與佈置： 

課本、學習單、教學簡報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

用

時

間 

教學評量 

 

 

 

 

 

 

 

 

 

 

 

 

 

 

 

 

 

 

 

 

 

 

 

 

A-1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 

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發現

常常會出現一些生活中的各項事物，

或自然景物，或生活用品，這些常是

文人借以抒情借以言志的對象。而不

同物品也因它的特點而被賦予了不同

的意象。 

 

∙下列的各種景物，適合抒發什麼感

情？請與同學分享一下。 

夕陽、烏鴉、半月、旭日、霧、玫

瑰、白雪、流水、街燈、枯葉、大

海、白鴿…… 

 

明確：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借景抒情手

法，也因這樣漸漸使景物具有特有的

意義，這也是象徵手法。 

    唐詩宋詞中借景抒情是常用的寫

作手法，我們可以按照景物的意象來

除揣摩詞的感情基調。 

 

二、課堂發展 

1.介绍作者：李煜 

字：重光 

號：鍾隱、蓮峰居士 

朝代：南唐 

身份：南唐後主（李後主） 

專長：工書法、善繪、精通音律 

事迹：976 年宋軍破南唐首都金陵，

李煜出降，成為階下囚，被擄至汴京

 

 

 

 

 

 

 

 

 

 

 

PPT 

 

 

 

 

 

 

 

 

 

 

 

 

PPT 

 

 

 

 

 

 

 

 

 

 

 

 

 

 

 

 

 

5 

 

 

 

 

 

 

 

 

 

 

 

 

 

 

5 

 

 

 

 

 

 

 

學生能回憶生

活經驗進入感

悟景物被賦予

的情感。 

 

 

 

 

 

 

 

 

 

 

 

 

 

 

 

 

能認識李煜生

平 及 文 學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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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幽禁。 

李煜精書法、工繪畫、通音律，詩文

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 

李煜的詞，繼承了晚唐以來溫庭筠、

韋莊等花間派詞人的傳統，又受李

璟、馮延巳等的影響，語言明快、形

象生動、用情真摯，風格鮮明，其亡

國後詞作更是題材廣闊，含意深沉。 

在晚唐五代詞中別樹一幟，因為當時

的詞作內容多不脫女人、相思之類，

題材和意境都很狹窄。李煜提高了詞

的藝術地位，對後世詞壇影響深遠。 

 

∙名人對李煜的評價： 

歐陽修：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

圖，為高談，不恤政事。 

郭麐：作個才子真絕代，可憐薄命作

君王。 

李煜的下場：李煜大約在歸宋後第三

年，寫下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

了》。宋太祖聞詞，大怒賜以毒酒，

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 

 

∙究竟詞中內容涉及了什麼，使其失

去了生命？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 

 

2.討論的體制 

∙根據上堂所學，我們能分析詞的體

制嗎？ 

明確： 

詞牌：虞美人 

詞題：春花秋月何時了 

上片：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

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

回首月明中！ 

下片：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

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東流！ 

韻腳：了、少、風、中、在、改、

愁、流 

此詞的韻腳用了轉韻，每兩個韻轉一

次。 

全詞共 56字，屬於小令。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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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根據已

學知識分析詞

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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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A-3 

 

 

 

 

 

 

 

 

 

 

 

 

 

 

 

 

 

 

 

 

 

 

 

 

 

 

 

 

 

 

A-4 

 

 

 

 

 

3.播放鄧麗君所唱的《幾多愁》 

用心聽以下歌曲，感受一下作詞者的

感情。 

 

4.齊聲朗讀 

同學朗讀全文，注意讀音和應有的語

調。一邊讀一邊劃下讀音未明的字

詞。 

明確：虞 yú     了 liǎo    堪 kān 

闌 lán     砌 qì     恰 qià 

再一次齊讀課文，注意讀音。 
 

5.翻譯全文 

同學請根據課後的注釋思考文句的翻

譯，接著我們一起討論正確的譯文。 

了：完結，結束。 

往事：指自己作南唐國王時的

事情。 

故國：過去自己的國家。 

不堪：受不了，不能。 

雕闌：雕花的欄杆。 

砌：台階。 

朱顏：紅潤的臉色。 

幾多：多少。  

 

譯文： 

春花秋月何時了？  

春天煙花爛漫，秋天月圓明亮的日什

麼時候才結束呢？ 

往事知多少！ 

多少美好的往事浮上心頭！ 

小樓昨夜又東風， 

我住的小樓昨夜又颳起了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在皎潔的月光下，我實在不忍心回望

昔日的國家。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宮殿中雕著花紋的欄杆和玉石砌成的

台階應該還在吧，只是宮女那紅潤、

年輕的容顏已變得憔悴蒼老。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 

試問我有多少愁苦呢？那就像春天的

降水一樣，滾滾地向東奔流，永不止

4 

 

 

 

 

 

 

 

 

 

 

 

 

20 

 

 

 

 

 

 

 

 

 

 

 

 

 

 

 

 

 

 

 

 

 

 

 

 

 

 

 

 

 

 

能從音樂中感

悟詞的意蘊。 

 

 

 

能清晰地朗讀

文章。 

 

 

 

 

 

 

 

能根據課文注

釋翻譯成白話

文。 

 

 

 

 

 

 

 

 

 

能 認 真 抄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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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A-4 

 

 

A-6 

 

 

 

 

 

A-7 

 

 

 

 

 

息！ 

 

三、課堂小結 

    我們完成了對本詞體制的分析，

並了解了作者的生平。在清楚了全詞

的譯文以後，我們下一堂將會分析文

章內容，體會景物與情感表達的巧

妙。 

 

四、功課佈置 

1.誦讀全文，注意讀音與停頓。 

2.圈起文中的景物。 

 

 

第二課時 

一、課堂發展 

1.同學有感情地齊讀課文，注意音

準、節奏。 

2.文章分析 

∙讀完全文，大家能在詞中找出一個

最能抒發作者感情的字嗎？ 

明確：愁 

∙沒錯，愁便是本詞的感情基調，到

底李煜愁什麼，愁何事？各位同學能

體會嗎？我們來分析一下現在李煜的

情況。 

答：國破家亡，自己成為最後一位君

王，而且還被俘虜淪為階下囚。 

∙很好，此等遭遇的苦痛不言而喻，

但作者如何把這愁苦寫具體，寫活

呢？我們一起來分析文章。 

 

2.1作者於上片中寫了眼前哪些景

物？ 

答：春花、秋月、東風 

「春花秋月」都是美好的景物，而

「東風」更有春天來到的意思，一般

人本應嚮往之，但為何作者冀望這些

景物可以盡快了卻？ 

∙為甚麼作者要描寫這些景物？ 

答：因為作者由眼前景物引發了回

憶，想起了昔日南唐故國的美好生

活，而如今卻物是人非，與作者現今

的國家滅亡，亦淪為階下囚的狀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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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能有感情地朗

讀文章。 

 

 

 

 

 

 

 

 

 

 

 

 

能分析詞句的

意義。 

 

 

 

 

 

 

能根據借物抒

情剖析詞句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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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C-2 

 

 

 

 

 

A-7 

 

 

 

 

 

 

 

 

 

 

 

 

 

 

 

 

 

 

A-4  

B-1 

 

 

 

 

 

 

C-3 

 

 

了強烈的反差，所以希望這些美好事

物盡快消失。 

∙碰到了美好事物，卻出發痛心回

憶，這個狀況我們可以稱作什麼？ 

答：觸景傷情 

 

2.2上片中哪一句表示了作者由眼前

景物過度至回憶故國？ 

答：「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這一句表達了作者甚麼感受？ 

答：反映作者不能承受回憶故國的感

受。 

 

2.3總結上片 

我們根據剛才的分析，試試總結上片

的內容。 

答：春花、秋月和東風等美好事物勾

起了作者對故國的回憶和思念。 

 

 

3.分析下片 

3.1下片中的思緒飄到了哪裏？ 

答：故國的回憶中。 

∙作者回憶起故國宮殿的甚麼事物？ 

答:故國宮殿裏雕花的欄杆、昔日南唐

宮女的容顏、玉石砌成的台階。 

∙作者想像中的故國有甚麼變化？ 

答：宮殿中的欄杆與台階沒有改變； 

宮女和昔日的君主的容貌由紅潤年輕

轉變為憔悴蒼老。 

 

3.2作者為什麼要寫故國的雕闌玉

砌？ 

答：這樣起到反襯的作用。故國的宮

殿依然巍峨堂皇，但昔日的年輕宮女

已老去，昔日的國君已成了容顏憔悴

的階下囚了。 

∙這樣的反襯，能表達什麼感情？ 

答：作者借故宮的輝煌襯托現今的物

是人非，深刻表現了亡國的悲情。 

 

3.3最後一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

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表達了作者怎

樣的感情？ 

 

 

 

 

 

 

 

 

 

 

 

 

 

 

 

 

 

 

 

 

 

 

 

 

 

 

 

 

 

 

 

 

 

 

 

 

 

 

 

 

 

 

 

 

 

 

 

 

 

 

 

 

能深入詞句剖

析深層意義。 

 

 

 

 

 

 

 

 

 

 

 

 

 

 

 

 

 

 

 

 

 

能理解作者對

眼前物是人非

的 痛 苦 與 哀

愁。 

 

 

 

 

 

 

學生能分析詞

句 的 表 達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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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A-4 

 

 

 

 

 

A-5 

 

 

 

 

 

 

 

 

 

 

 

 

 

 

 

 

B-1 

D-1 

 

 

 

 

 

C-1 

答：作者心中的愁緒，就如春天的江

水般，滔滔不絕地流動着，永不止

息。 

 

賞析：此句乃是文章的千古名句，其

形象化的表達手法奠定了本詞的藝術

地位。 

∙這一句運用了哪幾種的修辭手法？ 

答：設問、比喻、誇張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有否直接表達情感？ 

答：沒有。 

明確：詞句用形象化的手法，以勃發

不斷的春水比喻不絕的哀愁，我們一

起來想想有何藝術效果？有何作用？ 

答：含蓄委婉，但把哀愁表現得更具

體，使詞更有感染力，讓讀者更形象

地感受作者愁苦之深遠。 

  

3.4總結下片 

段旨：憶起故國過往，表達對國土淪

亡、山河變色，物是人非的感慨，抒

發了無窮的愁苦。 

 

4.總結主旨 

同學已經能自行理清全詞的脈絡

和表達手法，相信也能輕鬆總結出主

旨，請同學踴躍發言。 

答：文章通過記述作者的幽禁生活，

表達他對故國的懷念及被俘虜後的愁

苦悲痛之情。 

 

5.總結詞的派別 

同學請回顧一下單元重點中，婉

約派和豪放派的特點，再根據本詞的

內容與手法作出判斷，並稍作分析以

支持你的觀點。 

答：在內容上，本詞寫景、狀物寄

意： 

 作者用春花秋月等美好事物來

引起哀愁。 

 描寫故國宮殿的華麗襯托現今

美好生活消失的傷痛。 

 

 

 

 

 

 

 

 

 

 

 

 

 

 

 

 

 

 

 

 

 

4 

 

 

 

 

 

 

 

 

 

 

 

 

5 

 

 

 

 

 

 

 

 

 

 

 

 

 

學生能認真抄

筆記。 

 

 

 

 

 

 

 

 

 

 

 

 

能根據文章大

意總結主旨。 

 

 

 

 

 

學生能有效地

總結全詞的表

達方式。 

 

 

 

 

 

 

學生能認真抄

筆記。 

 

 

 

 

 

 

 

能感恩現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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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達手法上，本詞運用比喻、襯托

手法： 

 把愁緒比喻成綿綿不絕的春

水，意境深遠。 

風格上，本詞含蓄委婉： 

 作者不把感情直述，而是利用

景物描寫及比喻修辭來寄託心

中的無盡痛苦，深遠而綿長。 

結論：本詞屬於婉約派。 

 

6.反思 

我們雖然不能經歷作者此般的痛

苦狀況，卻也能深刻感受其深遠的愁

苦，學完全文，大家有何收穫？你能

從文中學到什麼嗎？ 

答：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生活和身邊的

親友，活在當下，別做讓自己後悔的

事；珍惜現在平安和平的幸福，感恩

國家與社會，培養熱愛國家的感情。 

 

7.誦讀全文 

要把詞的神韻讀出來，必須要把

握好詞的情感和語調，我們一起來討

論一下。 

情感：低沉、淒涼、愁苦 

    齊讀全文，代入作者的角色，培

養樂觀闊達，積極向上的精神。 

 

 

三、課堂總結 

   學習本詞，我們收穫了感恩現有

生活的重要觀念，已了解到詞中借景

抒情的表達方式。李煜此詞所以能引

起廣泛的共鳴，在很大程度上，正有

賴於結句以富有感染力和象徵性的比

喻，我們要背誦文章，學習形象化的

寫作手法，多聯繫自然景物，為本單

元的個人填詞功課做準備。 

 

四、功課佈置 

1.熟讀並文章。 

2.多觀察身邊事物，嘗試運用景物抒

發自己的情感。 

 

 

 

 

 

 

 

 

 

 

 

 

 

3 

 

 

 

 

 

 

 

 

1 

 

 

 

 

 

 

 

 

 

 

 

活的幸福與安

穩。 

 

 

 

 

 

學生能以正確

的感情和語調

誦讀全文並背

誦積累。 

 

 

 

 

 

 

 

 

 

 

 

 

 

學生能模仿詞

的抒情手法思

考屬於自己的

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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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教案設計 

學科： 中文 班級：中三 C班 學生人數： 30人 執教：XXX 

課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本單元/課共 3 節   科組長：XXX 

施教時間：  2017年 01月 14 日 ( 14:15-14:55 第 6節) 

2017 年 01月 15日 ( 08:35-09:15 第 1 節) 

2017 年 01月 16日 ( 11:05-11:45 第 4 節) 

上課地點： 

中三 C班 

生命教育領域：  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環境 人與生命            

教學目標設計依據：(教材分析、學生分析和設計理念) 

教材分析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選自《培生•中國語文中三上》。本文文體是

宋詞，是蘇軾遠離朝廷亦和弟弟分離多年時所寫。文章通過借景抒情的手

法，借望月與問月表達了自己職場的失意和與親弟分離的愁緒，意境開闊超

脫，富想象力，達情景交融；同時亦闊達樂觀地自我排解，並以千古名句但

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美好祝願作結，無處不顯示著蘇軾的熱愛生活和情

懷曠達。這種樂觀處世的人生態度千古流芳，值得一代代的學子傳承與學

習。 

本文的教學重點與難點： 

1.在詞句中感悟作者對人生的樂觀態度及其曠達胸襟； 

2.掌握宋詞格律、判斷文章的風格派別。 

 

學生分析(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  

中三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學習文言文的基礎，通過文中的注釋和工具書基

本能理清文章大 

意。同學們於單元初已學習詞的格律和派別，能憑著知識學習分析本詞，並

能聯繫上下片總結全詞的主旨。同學們於過往兩年中學習過不少以離別為題

材的文章，故能容易理解本文的寫作目的。 

 

 設計理念(含生命教育) 

課堂會利用誦讀、共同討論與合作學習的方法進行教學活動。齊聲朗讀，

使同學能在感情誦讀中讀通作品，並在誦讀中獲得感悟；共同討論，通過集

思廣益地對詞句的思考分析，讓同學感受詞中面對官場失意以及與親人分離

的闊達瀟灑。另外，在學生討論的合作學習中，通過一個文章的總結表，引

導學生在自主合作中總結全詞的借景抒情手法及剖析詞句背後的深意，藉此

總結文章的寫作手法。 

在閱讀策略方面，運用閱讀摘要策略及結構策略，讓學生歸納上下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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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整理全詞的表達方法，從而總結文章的寫作風格。 

在生命教育方面，讓學生在感情誦讀、分析並感悟文章中蘇軾一心為國，惜

官場失意和與弟弟長久分離的憂愁與無奈，但同時能以瀟灑心態自我排解的闊

達之情。培養逆境亦能樂觀面對的精神。 

具體教學目標(單元)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

標 

A-1 認識蘇軾的生

平；（基力 D-4-
6） 

A-2 能掌握詞的特

點；（基力 D-5-

1） 

A-3 查閱重難點

字詞，能初步完

成課文翻譯；

（基力 D-9-1） 

A-4 能總結詞的

主要內容；（基

力 D-4-2） 

A-5 認識本詞的

風格派別；（基

力 D-4-4） 

A-6 分析詞的寫作

技巧；（基力 D-

4-4） 

A-7理解詞句的

深層意思。（基

力 D-9-2） 

B-1 培養重視手

足之情的觀念； 

（基力 D-5-2） 

 

C-1 能正確、有

感情地 朗讀課

文； 

（基力 D-2-3） 

C-2 能歸納與整

理全詞的表達方

式；（基力 D-

4-5） 

C-3能有效地進

行小組合作學

習；（基力 A-

2-4、B-3-5） 

D-1 感受作者樂

觀闊達的處世之

道；（基力 D-

5-2） 

 

單元教學部分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 

B-3-5討論問題時有明確的觀點，有支持觀點的道理和事實。發言有條

理，並掌握好發言時間。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2 能理解、歸納文章的主旨，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D-4-4 能分清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 

D-4-5 能從所讀作品的資料來源、思想觀點、表達技巧、語言文字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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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評議作品。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D-5-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9-1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 

D-9-2閱讀古典詩詞，能理解形象和情感，體會詩詞的藝術魅力。 

教具與佈置： 

課本、學習單、教學簡報 

教 學 過 程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

用

時

間 

教學評量 

 

 

 

 

 

 

 

 

 

 

 

 

 

 

 

 

 

A-1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 

各位同學，每年我們最期待的節日來

臨，都是充滿歡聲笑語的，你們覺得這

些美好的節日，最重要的是什麼？ 

回答：有豐盛的晚餐、有精美的佈

置、有充實的節目安排…… 

說得對，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些讓

人快樂的慶祝方式，都有一個重要的關

鍵，就是與親友共同度過。試想一下，

如果佳節時只有自己一人度過，你會有

甚麼感覺？試和同學分享。 

引導：沒錯了，一定是孤單又伴隨著哀

愁，這篇文章就是作者在經歷這種情況

下所寫的，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作者。 

 

二、課堂發展 

1.介绍作者：蘇軾 

字：字子瞻 

號：東坡 

朝代：北宋 

地位：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

家、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生平：父親蘇洵少不喜學，後來雖發奮

苦讀，卻屢試不第，於是決心不走科舉

之路，而認真研究古今治亂，並精心培

養蘇軾兄弟。母親程氏出身於眉山巨富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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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回憶生

活經驗進入文

章 渲 染 的 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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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親自教蘇軾兄弟讀書。蘇軾從小

就熟讀經史，文思泉湧，心懷壯志，縱

論古今，並在二十二歲時一舉進士及

第。 

蘇軾一生歷仁宗、英宗、神宗、哲

宗四朝。可是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

謫。烏臺詩案是其一生的轉折，此後開

始被貶。 

 

成就：罕有的全才 

蘇軾才華橫溢，在詩、詞、散文、

書法及繪畫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是中

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罕有的全才。他的

詞作既有婉約的一面，也有豪放的一

面，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蘇軾

與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都是著名的文學

家，合稱「三蘇」，同時名列「唐宋古

文八大家」。著作有《東坡集》《東坡

樂府》和《東坡志林》等。 

∙以下展示了蘇軾留存下來的書畫文

物，同學請細心欣賞。 

∙大文豪蘇軾筆下的優質文章眾多，其

中也是很多成語的起源之章，不少是我

們耳熟能詳的： 

雪泥鴻爪、絕無僅有、胸有成竹、 

出人頭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水落石出、明日黃花、廬山真面目、 

燕瘦環肥、滄海一粟、人生如夢 

 

2.分析題解與小序 

    我們在平時看書的時候，總會在書

本的開端看到一段叫「序」的文字，序

是什麼？有何作用？請同學細閱本詞的

小序，一起來總結一下。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

篇，兼懷子由。 

問題： 

（1）現在是甚麼節日？ 

（2）作者在懷念哪一位親人？ 

（3）寫這段序的用意是什麼？ 

總結：作者在中秋佳節思念弟弟，並在

序中告訴我們寫這一片詞的原因。 

 

明確寫作背景： 

 

 

 

 

 

 

 

 

 

 

 

 

 

 

 

 

 

 

 

 

 

 

 

 

 

 

 

 

 

 

 

 

 

 

 

 

 

 

 

 

 

 

PPT 

 

 

 

 

 

 

 

 

 

 

 

 

 

 

 

 

 

 

 

 

 

 

 

 

 

 

 

 

 

 

 

2 

 

 

 

 

 

 

 

 

 

 

 

 

 

 

 

 

 

 

 

 

 

 

 

 

 

 

 

 

 

 

 

 

 

學生能回憶生

活經驗及積累

成語，積極抄

筆記。 

 

 

 

 

 

 

能認識序的作

用，並進入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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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詞寫於宋神宗熙寧九年的中秋

節，蘇軾當時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自請

離開朝廷，於密州任官，和弟弟蘇轍已

分別了七年。適值中秋佳節，蘇軾觸景

生情，於是寫下本詞，抒發心中的鬱

悶。 

 

3.朗讀全文 

同學在讀的過程中劃下讀音未明的字

詞。 

明確讀音： 

丙辰 bǐng chén   闕 quē     瓊 qióng    

   綺 qǐ          嬋 chán    娟 juān 

再一次齊讀課文，注意讀音。 

 

4.翻譯全文 

同學請根據課後的注釋思考文句的翻

譯，接著我們一起討論正確的譯文。 

譯文：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

兼懷子由。 

丙辰年的中秋節，高興地喝酒直到

第二天早晨，喝到大醉，寫了這首詞，

同時思念弟弟蘇轍。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明月從什麼時候才開始出現的？我

端起酒杯遙問蒼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不知道在天上的宮殿，今天晚上是

何年何月。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

勝寒。 

我想要乘著清風回到天上，又恐怕

在美玉砌成的樓宇，受不住高聳九天的

寒冷。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翩翩起舞玩賞著月下清影，哪裏比

得上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月兒轉過朱紅色的樓閣，低低地掛

在雕花的窗戶上，照著沒有睡意的自

己。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明月應該對人們沒什麼怨恨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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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晰地朗讀

文章。 

 

 

 

 

 

 

 

能根據課文注

釋翻譯成白話

文。 

 

 

 

 

 

 

能 認 真 抄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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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偏在人們離別時才圓呢？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

難全。 

人有悲歡離合的變遷，月有陰晴圓

缺的轉換，這種事自古來難以完美。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只希望這世上所有人的親人能平安

健康，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共用這美好

的月光。 

 

三、課堂小結 

   本堂我們一起來認識了蘇軾的生平

和成就，了解了本詞的寫作背景，翻譯

全文後也能知道文章的大意。下一堂我

們將進行文章的分析，同學可先從讀文

章中體會其思想感情。 

 

四、功課佈置 

1.熟讀文章。 

2.揣摩文章應用哪種感情朗讀。 

 

第二課時 
一、課堂導入 

上一堂課，我們已經認識了蘇軾的

生平和成就，老師亦對重難點字詞進行

講解及梳理文意，與同學合作翻譯了課

文。這堂課，我們將分析課文內容，感

悟蘇軾的思念親人之情。 

 

二、課堂發展 
古往今來，文人墨客都喜歡以中秋月

亮為題材寫詩賦詞，蘇軾這首詞也以中

秋月為題材，卻寫下了千古絕調。 

 
1.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歌，《水

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被多位明星傳

唱，足見他的藝術地位之高，現在請同

學細心聆聽，感受詞的韻味。 

 

2.同學有感情地齊讀課文，注意音準、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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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音樂中感

悟詞的意蘊和

美妙。 

 

 

 

 

 

 

 

 

 

能分析詞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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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文分析：上片 

3.1「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一句

中，蘇軾在跟誰對話？ 

答：青天 

蘇軾看到的是怎麼樣的月亮？ 

答：中秋的月亮，又大又圓又亮。 

 

3.2接下來的數句，蘇軾一方面渴望乘

風登月，另一方面又憂慮高處不勝寒。

作者為甚麼有「乘風歸去」的想法？  

答：作者欲歸天上月宮，因為月亮出現

多年，想必很美，故有「我欲乘風歸

去」之想法。  

 

3.3作者後來對歸去月宮的想法有何改

變？  

答：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

宇，高處不勝寒。」 一句中看出，作者

從一開始的嚮往轉變成憂慮，因為若歸

去月宮，便要憂慮月宮淒冷，居高處受

不了那裏的寒氣侵襲。  

 

3.4 「天上宮闕」，除了指天上月宮

後，還可指甚麼？  

答：沒錯，就是作者一心想報效的朝

廷。 

 

3.5「高處不勝寒」，除了指作者害怕月

宮淒冷，身居高處受不了那裏的寒氣侵

襲，還可指甚麼？  

答：還可以指朝廷裏的黑暗與冷漠，黨

派之間的政治鬥爭激烈。所以作者正抒

發渴望回去，卻又害怕這種情勢的矛盾

心情。 

3.6在如此無奈矛盾的情勢下，蘇軾選

擇了怎樣排解煩惱？ 

答：「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他

在月下起舞，自有一番樂趣，感覺人間

猶勝天上。 

 

3.7總結上片 

∙上片所見之景是什麼？ 

答：中秋之夜，明亮的月光高掛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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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入詞句剖

析深層意義。 

 

 

 

 

 

 

 

 

 

 

 

 

能深入詞句剖

析深層意義。 

 

 

 

 

 

 

 

 

 

 

 

能根據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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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片的表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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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作者產生了什麼情感？ 

答：蘇軾盼望回到朝廷，又怕朝廷鬥爭

激烈，難以安身。他在此流露了對自己

仕途失意的感慨。 

∙最後他怎樣自我開解？ 

答：自己雖然遠離朝廷，但做一個地方

小官，倒也逍遙。這個道理就和在人間

起舞也是樂趣無窮。 

∙這種抒情方式是什麼？ 

答：借景抒情 

縱觀上片，作者沒有隻言片語提及

到孤寂，卻時時處處讓我們感覺到他的

孤寂。這就是所謂的「一切景語皆情

語」。借景抒情的手法已經讓情與景交

融了。 

 
4.課文分析：下片 

4.1蘇軾在下片先描寫了甚麼景色？ 

答：窗外有一輪又圓又亮的明月。 

看到明月，他產生了甚麼感受？ 

答：埋怨月亮在人間分別時才又大又

圓。 

這時作者想到了誰？ 

答：想到了自己與弟弟已分別多年，十

分思念。 

 

4.2與親人分離之苦是如此揪心，這是

的作者心情又有怎樣的轉變呢？ 

答：他在開解自己。 

如何開解自己： 

答：他說到人生總有悲歡離合之時，正

如月亮亦有圓缺之時，人月難以兩圓，

這是亙古現象。 

4.3最後，作者把思念與開解化作了什

麼？ 

答：化作了美好的祝願。只希望兩人平

安，雖然相隔千里，仍可共享明月。 

 

三、課堂小結 

本堂我們一起來細緻地分析了詞中

的各句意義，對詞的上下片寫作手法雛

形有了一個印象，下一堂課我們將總結

全詞的主旨，同學們合作完成文章的總

 

 

 

 

 

 

 

 

 

 

 

 

 

 

 

 

 

 

15 

 

 

 

 

 

 

 

 

 

 

 

 

 

 

 

 

 

 

 

 

 

 

2 

 

 

 

 

能理解作者重

視手足之情的

特質，感悟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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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作者樂觀

處世之道。 

 

 

 

 

 

 

 

 

 

 

 

 

 

 

 

 

 

 

 

 

學生能認真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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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總體板書：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蘇軾 

上片：賞月 ----- 思朝廷 

         （景）-----（情） 

下片：望月 ----- 懷人 

         （景）-----（情） 

 

四、功課佈置 

請根據上片的總結方式，思考下片的寫

作手法。 

所見之景？所生之情？怎樣自我開解？ 

 

第三課時 
一、課堂發展 

1.同學有感情地齊讀課文，注意音準、

節奏。 

2.小組合作 

任務：回顧上一課時內容，小組合作完

成文章總結表格，並準備發表討論結

果。 

時間：10分鐘 

 上片 下片 
所

見

之

景 

  

所

記

之

事 

「 把 酒 問 青

天，不知天上

宮闕，今夕是

何年。」 

 

所

生

之

情 

想登月，又怕

那裏寒冷的矛

盾。 

 

深

意 

 ----------------- 

自

我

開

解 

  

表

達

祝

願 

------------  

 

 

 

1 

 

 

 

 

 

 

1 

 

 

 

 

 

2 

 

 

10 

 

 

 

 

 

 

 

 

 

 

 

 

 

 

 

 

 

 

 

 

 

 

 

 

 

 

 

 

 

 

 

 

 

 

 

 

 

 

 

 

能代入作者角

色感情朗讀文

章。 

 

 

 

 

學生能有效地

通過合作學習

總結全詞的表

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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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組發表成果，共同討論明確答案。 

 上片 下片 

所
見
之
景 

月 月 

所
記

之
事 

「把酒問青
天，不知天

上宮闕，今
夕是何
年。」 

「轉朱閣，低綺
戶，照無眠」 

 

所
生
之
情 

想登月，又
怕那裏寒冷
的矛盾。 

「不應有恨，何事
長向別時圓。」：
埋怨月亮為何總在
人分別時特別圓
滿，抒發對弟弟的
思念之情。 

深

意 

想回到朝

廷，但又怕
朝廷鬥爭，
被人冷落。 

 

----------------- 
----------------- 

自
我
開
解 

「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
人間」：雖
然被貶，但
仍能自我陶
醉。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此
事古難全。」 
 

表

達
祝
願 

 

----------- 

「但願人長久，千

里共嬋娟。」 

 

4.總結主旨 

同學已經能自行理清全詞的脈絡和

寫作手法，相信也能輕鬆總結出主旨，

請同學踴躍發言。 

答：本詞藉着描述作者在中秋夜飲酒、

賞月，抒發被貶的失意和思念弟弟的情

懷。  

 

5.欣賞作者的人生態度 

本詞所以能流傳千古，除了它優秀

的寫作技巧和文筆以外，必定有其醉人

 

 

 

5 

 

 

 

 

 

 

 

 

 

 

 

 

 

 

 

 

 

 

 

 

 

 

 

 

 

 

 

 

 

 

 

 

 

 

 

 

 

 

 

 

 

 

 

 

 

 

 

 

 

 

 

 

 

 

 

 

 

 

 

 

 

 

 

 

 

 

 

 

 

 

 

 

 

 

能根據文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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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作者的處世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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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同學必定也在誦讀與分析中深深

體會到了。詞中除了抒發被貶和思念親

人的情懷外，還有什麼讓你們印象深刻

呢？ 

答：樂觀闊達的人生態度。 

沒錯，縱使事業遭逢變故，與至親

亦無法相見，作者在苦中仍能作樂，仍

能自我開解，將無奈化作美好的願望，

這種樂觀闊達的人生態度實在是值得我

們學習的。同學能找出盡顯這種精神的

詞句來分析一下嗎？ 

答： 

詞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想到即使做一個地方官，也能為國家效

力。憂慮化解，自我陶醉。 

詞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缺，此事古難全。」 

把人的悲歡離合，與月亮的圓缺視為常

理。 

詞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希望千里以外的弟弟能長久活着，共賞

明月。 

 

6.判斷詞的派別 

同學請回顧一下婉約派和豪放派的

特點，相信同學很快會察覺，怎麼詞中

好像兩種派別的特質都有呢？其實詞的

表達方式多樣，亦能融合運用，但始終

有一個風格是主導向的，就像這一首明

月幾時有一樣，同學能判別出詞的派別

嗎？ 

回答：豪放派 

特點：境界開闊 

• 作者把青天當做自己的朋友，把

酒相問。 

闊達灑脫 

• 起舞排解憂愁，謂人間自由更勝

天上； 

• 表達雖與弟弟分離，但大家只要

平安健康就可以了。 

 

7.總結詞的格律 

詞牌：水調歌頭 

詞題：明月幾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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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文中找出

對應的詞句。 

 

 

 

 

 

 

 

 

 

 

 

 

 

 

 

學生能根據詞

的派別特點和

本文的內容判

別 本 詞 的 流

派。 

 

 

 

 

 

 

 

 

 

 

 

 

 

學生能總結詞

的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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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腳：天、年、寒、間、眠、圓、全、

娟。 

類別：全詞共 95字，屬長調。 

 

8.誦讀全文 

要把詞的神韻讀出來，必須要把握

好各句的情感和語調，我們一起來討論

一下。 

上片：先憂愁，後明快 

下片：先憂愁，後明快 

    齊讀全文，代入作者的角色，培養

樂觀闊達，積極向上的精神。 

 

四、課堂總結 

此詞之所以為不朽之佳作，是因為

它手法與情感皆讓人心醉，也是因為它

能引發讀者的共鳴。人生就是一道風

景，無論前路挫折與障礙種種，也需要

我們樂觀積極地面對和解決；快樂是一

種心境讓這種闊達之種子隨著旋律埋在

我們的心中，默默發芽、伸枝吧。 

 

五、作業佈置： 

1.背誦文章。 

2.學習文中的借景抒情手法，構思一首

屬於自己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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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能以正確

的感情和語調

誦讀全文並背

誦積累。 

 

 

 

 

 

 

 

學生能以正確

的感情和語調

誦讀全文並背

誦積累。 

 

 

學生能模仿詞

的抒情手法思

考屬於自己的

詞作。 

 

附錄 1：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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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工作紙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學習單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片 下片 

所 見

之景 

  

所 記

之事 

「把酒問青天，不知天
上 宮 闕 ， 今 夕 是 何
年。」 

 

所 生

之情 

想登月，又怕那裏寒冷

的矛盾。 

 

深意   

------------------------ 

自 我

開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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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江紅•怒髮衝冠》教案設計 

學科： 中文 班級：中三 C班 學生人數： 30人 執教：XXX 

課題：《滿江紅•怒髮衝冠》  本單元/課共 3 節   科組長：XXX 

施教時間：  2017年 01月 20 日 ( 10:20-11:00 第 3節) 

2017 年 01月 21日 ( 14:15-14:55 第 6 節) 

2017 年 01月 22日 ( 08:35-09:15 第 1 節)  

上課地點： 

中三 C班 

生命教育領域：  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環境 人與生命            

教學目標設計依據：(教材分析、學生分析和設計理念) 

教材分析 

《滿江紅•怒髮衝冠》選自《培生•中國語文中三上》。本文文體是宋詞，

是岳飛率軍北 伐時寫下的千古名作。文章抒發其以身報國，誓雪國仇的豪情壯

志，並表達收復河山的愛國之 心。學習本文能鞏固學生對宋詞格律的掌握，本

詞感情激昂，氣勢蓬勃，亦能加強同學判斷宋 詞風格派別的能力；另一方面，

有利於學生藉寫作背景及寫作方法了解文章的主旨和作者表達 的愛國感情，具

有傳承中華文化愛國情感的特別意義。 

本文的教學重點與難點： 

1.掌握課文內容； 

2.感悟岳飛洗雪國恥的心願和其精忠報國的愛國熱情； 

3.掌握宋詞格律、判斷文章的風格派別。 

 

學生分析(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  

中三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學習文言文的基礎，通過文中的注釋和工具書基本

能理清文章大意。而同學們於中一時期已接觸岳飛的生平背景，對於其精忠愛

國的思想都有所瞭解；而本單元已學習兩首經典宋詞，對宋詞格律和寫作方法

已有學習基礎，並能聯繫上下片總結全詞的主旨。 

 

設計理念(含生命教育) 

課堂會利用誦讀與合作學習的方法進行教學活動。齊聲朗讀，使同學能在感

情誦讀中讀通 作品，並在誦讀中獲得感悟，感受詞中寓情於景的報國之心，以

及山河未收的憤慨之聲。另外， 在學生討論的合作學習中，通過總結上片之敘

事，分析下片中岳飛各個願望所展現的性格特 點，引導學生在自主合作中探究

文章抒發的感情和願望，並分析文章的寫作風格。 

在閱讀策略方面，運用閱讀摘要策略及結構策略，讓學生歸納上下片的主要

內容，整理全 詞的表達方法，從而總結文章的寫作風格。 

在生命教育方面，讓學生在感情誦讀、分析文章中感悟岳飛不慕名利一心報國

的愛國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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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教學目標(單元)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

指標 

A-1 回顧岳飛的生
平；（基力 D-4-
6） 

A-2 能掌握詞的特

點；（基力 D-5-

1） 

A-3 查閱重難點

字詞，能初步完

成課文翻譯；

（基力 D-9-1） 

A-4 能總結詞的

主要內容；（基

力 D-4-2） 

A-5 認識本詞的

風格派別；（基

力 D-4-4） 

A-6 分析詞的寫作

技巧；（基力 D-

4-4） 

A-7理解詞句的深

層意思。（基力

D-9-2） 

B-1 培養愛國情
操； 

（基力 D-5-2） 

B-2 培養不慕名利

的品格。 

（基力 D-5-2） 

C-1 能正確、有

感情地 朗讀課

文； 

（基力 D-2-3） 

C-2 能歸納與整

理全詞的表達方

式；（基力 D-4-

5） 

C-3能有效地進

行小組合作學

習。（基力 A-2-

4、B-3-5） 

D-1 感受岳飛

忠君愛國的熱

情；（基力

D-5-2） 

D-2 欣賞作者

不重名利，謙

虛報國的情

懷。（基力 D-

5-2） 

單元教學部分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 

B-3-5討論時有明確的觀點，有支持觀點的道理和事實。發言有條理，掌握

好發言時間。 

D-2-3 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 

D-4-2 能理解、歸納文章的主旨，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 

D-4-4 能分清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 

D-4-5 能從所讀作品的資料來源、思想觀點、表達技巧、語言文字等方面，

評議作品。 

D-4-6 瞭解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識和文化常識。 

D-5-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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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 能領悟文學作品的內涵，獲得有益的啟示。 

D-9-1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 

D-9-2閱讀古典詩詞，能理解形象和情感，體會詩詞的藝術魅力。 

教具與佈置： 

課本、學習單、教學簡報 

教 學 過 程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

學 

資

源 

佔

用

時

間 

教學評量 

 

 

 

 

 

 

 

 

 
A-1 

 

 
 

 

 

 

 

 

 

 

 

 

 

 

 

 

 

 

 

 

 

 

 

 

第一課時 
一、課堂導入 

初一我們已學過《岳飛之少年時代》這一篇

文章，大家還記得文章塑造了岳飛的什麼形象

嗎？ 

回答：天資敏悟、勤奮好學、文武雙全、 

尊師重道、孝順父母。 

本篇詞正是由成年的岳飛所寫，讓我們一起來

認識一下長大後的岳飛的作為。 

 

二、課堂發展 

1.介绍作者 

岳飛 

字：字鵬舉 

朝代：南宋 

地位：抗金名將，中國歷史上著名軍事家、戰 

略家、書法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興四將之

首。 

生平：岳飛於北宋末年投軍，十餘年間，率

領岳家軍同金軍進行了大小數百次戰鬥，所向披

靡，「位至將相」，金人流傳有「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的哀嘆。1140 年，完顏兀術毀盟攻宋，

岳飛揮師北伐，先後收復鄭州、洛陽等地，又於

郾城、潁昌大敗金軍，進軍朱仙鎮。宋高宗、秦

檜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

岳飛被迫班師。在宋金議和過程中，秦檜等人的

誣陷岳飛，更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與

長子雲和部將張憲同被殺害。宋孝宗時岳飛冤獄

被平反。追諡武穆，後又追諡忠武，封鄂王。 

 

岳飛出生在今河南省湯陰縣的一戶農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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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回

憶生活經

驗進入文

章渲染的

氛圍。 

 

 

 

 

 

 

 

 

 

 

 

能認識岳

飛生平及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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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A-3 

 

 

 

 

 

 

 

 

 

庭。岳飛自幼就從事各種農耕工作，煉就結實體

質，十幾歲已能拉 300 斤硬弓，能左右開弓射

箭，槍法無敵。學武之餘，他還努力學習文化知

識，終於成為文武雙全的英雄。 

 

岳家軍愛民如子：岳家軍以軍紀嚴明著稱。

岳飛的部眾大部分本來是嗜殺貪財之徒，岳飛以

嚴厲的軍法約束他們。他率領的「岳家軍」號稱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屯駐江州時，軍隊

供應匱乏，全軍寧可殺馬、剪髮、賣妻、鬻子，

也絕不打家劫舍。 

上千年來，人們廣為傳頌岳飛之忠勇，他的

一生被編成戲劇、被拍成傳奇電影、電視劇。 

 

2.解說題解 
根據已學知識，我們知道了「滿江紅」是詞

牌，而「怒髮衝冠」則是詞題。本詞選自《岳武

穆遺文》。本詞寫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當時岳飛

率軍北伐，一舉收復了襄陽六郡，但力主議和的

宋高宗卻下令他撤回鄂州，於是在該年秋天，岳

飛寫下了這首千古傳誦的詞作。 

 

3.朗讀全文 

同學在讀的過程中劃下讀音未明的字詞。 

明確讀音：冠 guān   歇 xiē  嘯 xiào    

          踏 tà      虜 lǔ   闕 quē 

再一次齊讀課文，注意讀音。 

 

4.翻譯全文 

同學請根據課後的注釋思考文句的翻譯，接著我

們一起討論正確的譯文。 

譯文：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 
我憤怒得頭髮豎了起來，獨自登高憑欄遠眺，驟急的

風雨剛剛停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抬頭遠望天空，禁不住仰天長嘯，一片報國之心充滿

心懷。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三十多年來雖已建立一些功名，但如同塵土微不足

道，南北轉戰八千里，經過多少風雲人生。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年輕人，要抓緊時間為國建功立業，不要空空將青春

消磨，等年老時徒自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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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入作

者一心保

家衛國的

愛國之心

去學習本

詞。 

 

 

 

 

 

 

 

 

 

 

 

 

能清晰地

朗 讀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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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A-4 

 

 

 

 

 

 

 

靖康之變的恥辱，至今仍然沒有被雪洗。作為國家臣

子的憤恨，何時才能泯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我要駕著戰車向賀蘭山進攻，連賀蘭山也要踏為平

地。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我滿懷壯志，打仗餓了就吃敵人的肉，談笑渴了就喝

敵人的鮮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待我重新收復舊日山河，再帶著捷報向國家報告勝利

的消息！ 

 

三、課堂小結 

   本堂我們一起來回顧了岳飛的一生，了解了

本詞的寫作背景，翻譯全文後也能知道文章的大

意。下一堂我們將進行文章的分析，同學可先從

讀文章中體會其思想感情。 

 

四、功課佈置 

1.熟讀文章。 

2.揣摩文章應用哪種感情朗讀。 

 

 

第二課時 
一、課堂導入 
1.在此前的課堂上，我們已經對岳飛生平、文章

的背景等相關文學知識進行介紹。此外，同學亦

合作翻譯了課文，老師亦對重難點字詞進行講解

及梳理文意。這堂課，我們將學習課文內容，感

悟岳飛的愛國情懷。 

 

二、課堂發展 

1.播放《滿江紅•怒髮衝冠》歌曲，感受詞的韻

味。 

2.學生有感情地齊讀課文，注意音準、節奏。 

 

三、課堂討論 

1.1 在上片中，請分別找出記事、回憶、抒情

的文字。 

答：記事：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 

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回憶：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抒情：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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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據課

文注釋翻

譯成白話

文。 

 

 

能認真抄

筆記。 

 

 

 

 

 

 

 

 

 

 

 

 

 

 

 

 

 

 

 

 

 

 

 

 

 

能從音樂

中感悟詞

的意蘊和

美妙。 

能代入作

者角色感

情朗讀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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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B-2 

 

 

 

 

B-1 

 
 

D-2 

 

 

 

 

 

A-4 

 

 

 

 

 

 

 

 

C-3 

 

 

 

 

 

 

 

 

 

 

 

 

 

 
1.2 記事部分表達了什麼感受？ 

答：憤怒非常的作者登樓憑欄眺遠，雨聲停

歇，仰天長吼，表現出極度憤怒的心情，與激

烈的壯志情懷。 

 
1.3 作者為何會「仰天長嘯」？在下片中找出

答案。  

答：「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1.4 在回憶部分，作者對功名有何看法？  

答：作者不重視功名，認為過去三十年官場生活

所建立的功名，就好像塵土一樣微不足道。 

 
1.5 作者多年的軍旅生活是怎樣的？  

答：艱苦。雲是指日間，月是指夜晚，作者披星

戴月奔波了八千里路，可見軍旅生活非常刻苦。 

 
1.6 作者說「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有何用意？  

答：勸勉青年要抓緊時間報效國家，建功立業，

不要浪費青春年華，等年老時只留下悲哀、感

歎。 

 
1.7 總結上片，記述作者憑欄遠眺，回想過去的

功業，並勸勉青年要趁年輕立功報國。 

 

2.小組討論。 

共同完成學習單中的兩個表格 

上片  

記事 （1） 記作者於雨聲停歇之 

時，憑欄眺遠，仰天長嘯，回

憶 

                       

 

    

（2）   

 

  。 

感情 （2）國家  ; 

（3）壯志未酬的   

抒情手法 直接抒情 /間接抒情 

勸勉 （4） 

 

下片 所抒之情 

靖康恥，猶未雪； (5)決心為國         

 

 

 

 

 

 

 

 

 

 

 

 

 

 

 

 

 

 

 

 

 

 

 

 

 

 

 

 

 

 

 

 

 

 

 

 

 

 

 

 

 

 

 

 

 

 

 

15 

 

 

 

 

 

 

 

 

 

 

 

 

 

 

 

 

 

能分析詞

句 的 意

義。 

 

 

 

 

 

 

 

 

 

 

 

 

 

 

 

 

 

 

 

 

 

 

 

 

 

 

 

 

 

 

 

 

能深入詞

句剖析深

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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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A-4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

山缺。 

(6)希望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7)表達對敵人的 

_________________

_ 

待從頭，收拾舊山

河，朝天闕。 

(8)表達了       

的心願，以及對皇帝

的____________。 

抒情手法： (9) 

回答： 

（1）記作者於雨聲停歇之時，憑欄眺遠，仰 

天長嘯，回憶過去功業。 

（2）國家落入金人手中的憤怒； 

（3）壯志未酬的悲憤情懷。 

（4）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5）決心為國雪恥。 

（6）希望親自作戰，以身報國。 

（7）表達對敵人的仇恨，以及勝利的決心。 

（8）表達了收復山河的心願，以及對皇帝的 

忠誠。 

（9）直接抒情。 

 

四、課堂總結 

這是一首氣壯山河、激勵人心的愛國詞。本

詞以登樓憑欄遠眺，引出澎湃的感情，充滿了對

敵寇的痛恨，對國家的熱愛。它表達的是作者的

豪情壯志，同時也是當時人民奮起殺敵的憤怒的

吼聲。下一節課我們將會分析這首作品的寫作手

法和風格，還有這首詞的派別。 

 

總體板書： 

《滿江紅•怒髮衝冠》 岳飛 

       上片：國仇未報          怒 

急收山河          壯 

下片：誓雪國恥 勇 

赤誠報國          忠 

 

五、作業佈置： 

1.圈出能突顯該詞屬於哪個派別的詞句。 

2.思考文中的哪一個句子你最喜歡？句中包含了

甚麼道理？試結合實際說明之。 

   

 

 

 

 

 

 

 

 

 

 

 

8 

 

 

 

 

 

 

 

 

 

 

 

 

 

1 

 

 

 

 

 

 

 

2 

 

 

 

 

 

 

 

 

 

 

 

 

 

 

 

學生能有

效地通過

合作學習

總結全詞

的表達方

式。 

 

 

 

 

 

 

 

 

 

 

 

 

 

 

 

 

學生能認

真 抄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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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C-2 

 

 

 

 

 

 

 

 

 

 

 

 

 

A-5 

 

 

 

 

 

C-1 

D-1 

 

 

 

 

 

 

 

第三課時 
一、課堂導入 
1.回顧詞的上下片大意，總結詞的主旨。 

主旨：作者藉本詞抒發作者以身報國，誓雪國仇

的豪情壯志，以及收復河山的決心。 

 

二、課堂發展 

在上一堂我們已經分析了全詞的上下片，請根據

上下片的內容總結一下主旨。 

主旨：作者藉本詞抒發以身報國，誓雪國仇的豪

情壯志，並表達收復河山的無比決心。 

 

 
1.人品的修養，實在是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我

們已經透徹瞭解詞的意義和思想感情了，亦能從

文字中發現作者的品格特徵。 

請同學說說你在詞中能看到岳飛的什麼品格？哪

些詞句能看出呢？ 

明確： 

 

2.總結詞的派別 

由於本詞的作者並非兩派別的代表人物，我

們可按照兩派別的特點來作分析，推斷詞的派

別。 

顯而易見，本詞屬於豪放派： 

境界開闊： 

(1)作者憑欄遠望，仰天長嘯，塑造了遼闊的空

間。 

(2)作者心為家國，決心收復山河，呈現慷慨激昂

的精神面貌，氣勢充沛。 

感情濃烈，愛恨分明： 

(1)盼望為國家收復山河； 

(2)對敵人恨之入骨。 

詞句 性格特點 

「三十功名塵與土」 淡泊名利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

恨，何時滅！」 

「待從頭、收拾山河，朝天

闕」 

忠君愛國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

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

飲匈奴血。」 

勇敢的英雄氣概 

 

 

 

 

2 

 

 

 

5 

 

 

 

 

 

 

10 

 

 

 

 

 

 

 

 

 

 

 

 

 

 

 

 

 

 

10 

 

 

 

 

 

 

 

 

 

 

 

 

 

 

 

 

 

能根據文

章大意總

結主旨。 

 

 

 

 

 

 

 

 

能從文中

找出對應

的詞句。 

 

 

 

 

 

 

 

 

 

 

 

 

學生能根

據詞的派

別特點和

本文的內

容判別本

詞 的 流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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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1 

語言剛健有力： 

(1)「怒髮衝冠」 

(2)「臣子恨，何時滅！」 

 

3.賞析句子 

全詞感情從怒到壯，作者對國家的忠和對殺

敵的勇浸透了字裏行間，其中哪一句是你最喜歡

的呢？試說說原因。 

 

4.朗誦全文 

要把詞的神韻讀出來，必須要把握好各句的

情感和語調，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上片：怒氣、壯闊 

下片：速度加快，激昂 

    齊讀全文，代入作者的角色，感悟保家衛國

的愛國情操。 

 

三、課堂總結 

全詞風格粗獷，感情奔放，氣勢恢宏。這首

詞代表了岳飛「精忠報國」的英雄之志，表現出

一種浩然正氣、英雄氣質，表現了報國立功的信

心和樂觀精神。值得同學們反復吟誦，虛心學

習。 

 

 

 

 

 

6 

 

 

 

 

4 

 

 

 

 

 

3 

 

 

 

 

 

 

 

 

學生能以

正確的感

情和語調

誦讀全文

並背誦積

累。 

 

 

 

學生能模

仿詞的抒

情手法思

考屬於自

己 的 詞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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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合作學習單 

《滿江紅•怒髮衝冠》學習單 

組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片  

記事 （1）記作者於雨聲停歇之時，憑欄眺

遠，仰天長嘯，回憶______________;                

感情 （2）國家                       ; 

（3）壯志未酬的                 。

  
抒情手法 直接抒情 /間接抒情 

勸勉 （4） 

 
下片 所抒之情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

恨，何時滅！ 

(5)決心為國_____________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6)希望____________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

飲匈奴血。 

(7)表達對敵人的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

天闕。 

(8)表達了      的心願，

以及對皇帝的___________。 

抒情手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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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反思與建議 

 

《走進：詞》 

教學反思： 

1. 在教學過程中，同學在詩歌體制與詞體制的相較下，能明白兩種文體具體上

的異同。 

2. 在對詞特有的詞牌理解上，部分同學則未能分清，對於詞牌與詞題辨析有混

淆的情況出現。 

3. 在介紹各個詞大家的生平與風格時候，因為資料性太多，而對象均為不熟悉

的人物，故部分同學出現疲態。 

教學建議： 

1. 往後要加強對詞牌的解說，多舉例，以同一詞牌的多首名作作比較，讓同學

更清晰明白詞牌的作用。 

2. 詞大家的介紹可更簡略一些，重點選取一兩位，把時間放在體制的解說和賞

析上。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教學反思： 

1. 作者李煜的身份與地位均屬特殊，而處境亦是少有的情況。以中學生的生活

經驗來理解較為困難，部分同學需要老師再三引導和情境創設才能明白。 

2. 本詞所寫之景均春意蓬發，表達的意象卻是深遠的哀傷，這裏的反襯手法亦

需要老師再三的引導，故在分析寫作手法時更需用心。 

教學建議： 

    可舉出反襯手法的作品，先明確反襯手法的強調作用，再接續講解課文。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教學反思： 

1. 本詞所抒之情多樣，手法亦奇麗。學生生活以校園為主同學面對作者先悲傷

後豁達的感情，初時未能完全理解。 

2. 在小組合作學習環節中，同學們輕鬆應對，圓滿完成了教學內容。這節課總

的來說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教學建議： 

1. 應多給學生創造條件，引導學生去發現、解決教材或資料中存在的疑難問

題。問題的設計可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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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江紅•怒髮衝冠》 

教學反思：  

經過前兩首詞的學習，同學對於詞的體制和內容感情的分析更加得心應

手。 

1.問答過程中同學表現踴躍，對上片中的記事抒情部分掌握得不錯，一些需

要從文意中猜測的問題，大部分同學也能立刻回應，惟部分思維較慢的同學

未及想出。 

2.小組合作學習的部分中，學習單的內容設計尚有進步空間，由於採用填充

挖空的題型，某些題目比較淺顯，另一方面亦限制了答案的格式，令某些組

別雖有了正確方向，但因未能想到固定答案就只能空掉。再者，合作學習的

效能亦有待提高，各組別中容易有較少發言和未能發言的同學。  

教學建議： 

1.預留板書的時間不足，且到了課堂後期才開始板書，未能跟緊課堂節

奏，往後要多加留意。 

2.往後須鼓勵同學踴躍發言前應舉手待答，讓其他同學也有思考的空間。 

3.合作學習方面，要善用分工方法和明確定好評分細則，讓各個同學都能公

平地表達己思，提高合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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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學生填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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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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