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公開觀課的是第四節課:學生分組報告 

【第四節課~第六節課】分組活動(四人為一組) 

✎說明：樂府詩集中敘述了封建社會裡生活真實事件，保留真實樣貌，其敘事內容主題也可以對應

著今日的新聞報導內容，因此以『漢代樂府詩』為中心，分愛情、社會、戰爭三類作品，尋找一年

內的新聞事件來對應詩文。 

單元四：漢樂府詩的社會現象與當今社會新聞的互文 

第四節：兩漢樂府詩之『愛情詩』與媒體意識 

〈上邪〉、〈有所思〉、〈怨歌行〉、〈白頭吟〉、〈艷歌何嘗行〉、〈孔雀東南飛〉 

第五節：兩漢樂府詩之『社會詩』與媒體意識 

〈羽林郎〉、〈平陵東〉、〈東門行〉、〈病婦行〉 

第六節：兩漢樂府詩之『戰爭詩』與媒體意識 

 〈戰城南〉、〈十五從軍征〉、〈飲馬長城窟行〉 

✎反思：學生報告內容即時回饋 

（1）在簡報報告時尚不熟悉內容，多臨場第一次表現，所以多照簡報內容念。簡報編排上學生常以

手機編輯，在配色上手機明亮清晰，但透過投影後字體顏色、比例等需要調整。（反思修改：建議

簡報每頁字數在 48 字以內） 

(2)學生第一次嘗試做學習單，將重點羅列在上，表現可嘉許，只是在排版上尚不具備美感。（手機

編輯文件問題，輸出後跑版） 

課後延伸閱讀（學生） 

自學選文：三秒內讓高鐵緊急煞車？──理論錯誤的科學新聞 

補充教材：樂府詩選：(一)飲馬長城窟行 (二)將進酒 

延伸影音：  

（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DSePj0yEw （20‘04）媒體之於公民——你我都該知道的媒

體影響力 | 管 中祥 | TEDxChungChengU 

（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d-eyXVQNA （18’12）自媒体时代，你能自己嗎？ We 

Media, we control? | 陳嘉榮 Tan Chia Yong | TEDxPetalingStre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DSePj0y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d-eyXVQNA


【附件：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簡報設計/每一組 5 分鐘的上台報告時間 

1.      樂府詩主要的內容說明(不必逐字逐句解釋，僅需關鍵詞、關鍵句說明其敘事內容的脈絡)該主題內

的每首詩都要講到，可以透過學習單補足報告時間上的不足。 

2.      所呈現的漢代社會問題有哪些？以條列整理報告的要點(若是複製貼上則該項目 0 分) 

3.      該主題的詩內容對應當今國內外一年內的新聞，類似事件或是同一事件在不同報社(出處)的新聞內

容/標題(最少五則)，符合詩的內容的地方在何處必須口頭補充說明。 

4.      條列五則新聞標題，並進行比較(須分辨清楚該條新聞所要呈現的重點在哪裡) 

 

二、學習單設計：就負責報告的主題設計學習單 A4 一面(報告內容的重點填充或整理)。 

1.      學習單內容必須有表格、資訊提供，報告內容重點填空。 

2.      字體 12 號，標題可 14 號，報告前自行印製發下給全班同學。/影印自行去員生社印 

3.      必須有評分項目表(自行設計)、報告優缺點回饋的欄位 

  

三、評分標準 

簡報設計 報告者 學習單 同學互評 

30% 30% 30% 10% 

內容、條理、圖文比例 

文字大小，顏色配置 

版面安排/每頁限 48 字 

台風、流暢、聲量 

時間的掌握 

  

資料、表格、版面設計 

簡報與學習單問題欄位設計切合度 

同學的回饋內容整理 

以及改進的方案(反思) 

 

 

 

 

 



學生報告示例: 

 

 



 

 

 

整體課程反思: 

     本次課程在經過六次課程的活動後，檢討缺失如下： 

(一)簡報設計 

在進行本次活動前，學生已上過「簡報表達力」的課程，而在國文課學習現代詩的圖文創作以投稿

臉書所舉辦的活動，因此學生在圖與文的配置上已具有排版的概念。雖然學生已學過簡報設計，然

在實作上因為時間的關係多數未能有效整理資訊，在新聞資料的搜尋過程中有困難，仍多以單一媒

體來源的訊息為主，詩文內容雖然有初步解析，然而學生在轉換成簡報內容時則習慣複製貼上，掌

握不到要點。 



 

(二)口說表達 

口說能力還未有系統性的訓練，因此多習慣看著簡報背對同學說話。對於簡報內容的熟悉度亦多數

不熟悉，導致手足不知所措以及口頭禪、語助詞偏多，聲調平淡、學生多數緊張而無法有自信的表

達簡報內容。 

 

(三)回饋單的部分 

回饋單的設計上多數在發表後才發下與同學填寫，因此部分組別的內容回饋多屬印象式、友情式的

回饋，與簡報的契合度或是補充資料這個方面尚有進步空間。 

 

(四)學習單的部分 

學生對於需要創作的部分需要許多的引導與策略，見到需要許多文字表達的欄位容易心生恐懼而放

棄。至於連動式的問題設計，一旦其中一環在課堂有限的時間或回家未能如期完成，後面的問題回

答便無法繼續下去，多數學生若未完成則容易導致課程時間安排上的延誤而使後面的活動難以進行

下去。 

  

教師反思修正的方向如下： 

1. 時間：給予學生比較充裕的準備時間，本次活動進行在第二次段考之後接近期末考，學校活動眾

多以及各科小考與作業量上需要分散，學生在同時需要學會簡報又要能夠口說的練習時間只有周

末完成，時間上不夠寬裕，學生在完成作業的時間上拖延的狀況嚴重，老師亦無法在學生正式報

告前充分給予建議修改。 

2. 學習單設計：在問題的設計上更為精要、圖表式的呈現方式或許可以縮短學生完成學習單的時

間，在羅敷與使君新聞稿的擬寫上，可以單純練習客觀敘事，以及新聞稿的結構。本次活動安排在

已經限縮的國文課程當中讓學生一步到位的練習多樣的能力，對高一學生而言負荷量比較大，未來

安排活動時任務需要更單一化。 

 

(三)活動後續：各組別需要自行整理同學回饋單內容，再加上個人對於活動心得分享，那麼本次活

動的完成度會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