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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背景及理念



年度 教學主題

2013-2014 記敘文：探索主題與文章的感情色彩

2014-2015 記敘文：分析故事人物性格

2015-2016 抒情文：探討事和情的關係

2016-2017 說明文：認識說明文的結構及說明手法

2017-2018 描寫文：借景抒情

2018-2019 議論文：議論三要素、游說技巧

2019-2020 從「人、事、理」探討寓言故事(借事說理)

2020-2021 借物抒情 –探索人、物、情之間的關係

2021-2022 人物評鑑 –知人口面又知心

2022-2023 景物描寫 –五感體察 繽紛風景

2023-2024 借物抒情 –睹物生情

1. 教學設計背景及理念



學生特點：

• 2A學生共21人，大部份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

• 學生的辨析能力、組織能力及表達較為薄弱。

• 大部分學生被動，較沉靜，部分學生喜歡發言。



學習難點：
1. 學生抒情薄弱，情感詞彙貧乏。

2. 學生較難連結、聯想景物與情感的關係。



教學設計方向：

字詞
• 分類教授情感詞語，豐富學生詞彙，讓學生運用更多形
容詞進行景物描寫

句段
• 提升學生觀察力及聯想力：觀察掌握物件五感特徵，分
析不同片段描寫的物件的特徵，聯想可抒發情感

手法
• 認識間接抒情的寫作手法，理解作者透過物件所表達的
感情

篇章
• 由流行曲或廣告作引入，再通過賞析詩詞、散文，理解
所描寫景物的特徵，連繫作者所表達的情感

片段、

文章寫
作

• 以讀帶寫：結合日常生活物件，運用之前所學，進行片段、命題

寫作，描寫物件的特徵，以及抒發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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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及內容



教學策略：
 運用分類法(七情)豐富學生情感色彩詞彙，讓學生運用更多
不同的情感詞彙。

 運用圖像式思考輔助工具，輔助學生理解文章描寫物件的特
徵及作者抒發的情感。

 運用電子學習工具，增加學生交流討論及即時檢視學生學習
成果。

 運用生活化題材提升學生閱讀興趣，扣連學生生活經驗及學
習經歷，以引起共鳴。



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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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施行情況



第一、二節：教授情感色彩詞彙



第一、二節：教授情感色彩詞彙



第一、二節：教授情感色彩詞彙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三、第四節：學習借物抒情的手法——間接抒情



第五節：賞析詩、詞、散文，理解所描寫景物的形態、特徵

《詠菊》

百花凋霜我獨豔，

大志自是抵風寒。

絲絲蕊蕊系根本，

苦雨淒風不改顏。



第五節：賞析詩、詞、散文，理解所描寫景物的形態、特徵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學生作品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第六節：學習轉換物件表達相同的思想感情──君子之花

物 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七節：學習相同物件但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第八節：片段寫作──《石灰吟》



第八節：片段寫作──《石灰吟》



第八節：片段寫作──《石灰吟》

初階
高階



第八節：片段寫作──《石灰吟》



第八節：片段寫作──《石灰吟》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第九、十節：文章寫作──英雄樹、木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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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檢視



• 運用「七情」分類法教授學生感情色彩詞語，擴闊學生詞
彙，也令學生聯想更多不同感情的詞語。

• 聯想三角(五感、生長環境/成長條件、功能/效用)能幫助
學生建構觀察方向，作為閱讀及寫作的理解和構思方向，
幫助學生以不同範疇理解及描寫物件關鍵特徵。

• 透過情感歸類，以提問引發學生聯想，加強學生理解借物
抒情需要所寫的事物於外形和特質上必須與所寄此的情感
有相通的地方。

• 需要加強學生理解形容人物性格特質的四字詞語，並教導
學生將物件特徵及人物性格作出扣連。

• 鞏固學生運用記敘或描寫的方式鋪排借物抒情的寫作內容，
強化事例和描述的內涵，連繫物件與人物形象的關連。



前測：《荷》 後測：《菊》



前後測分析：

閱讀理解表現：

(1) Q1 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複述題，學生需要擷錄植物的特徵，大
部分學生前後測均表現理想。第二部分為概括及聯想植物特徵的象徵
意義，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在後測取得更高分數，相信學生在掌握物件
的特徵及聯想物件的象徵義上有進步及更有意識。

(2) Q2問及作者情感色彩的字句，有6位學生後測有更高分數。

(3) Q3問及寫作手法，前測答對的有5位學生，後測答對的有10位，可
見學生對借物抒情的寫作手法認識加深。

總體而言，有8位學生後測分數比前測得分高，顯示學生在掌握物件
特徵與象徵義上有明顯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