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習
重
點

一
、
認
識
近
體
詩
的
體
例
與
特
色
。

二
、�

以
朗
誦
或
吟
唱
，
感
受
詩
歌
的
音

韻
節
奏
之
美
。

三
、�

藉
由
閱
讀
詩
歌
體
會
人
際
交
流
與

家
國
民
族
的
情
感
。

近
體
詩
選

第　

課
五1

贈
汪
倫	

李
　
白

2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杜
　
甫

3

出
獄
歸
家	

賴
　
和

近
體
詩
簡
介

課
文
前
哨
站

時
代

盛
行
於
唐
代
的
一
種
詩
歌
體
裁
，
又
稱
﹁
今
體
詩
﹂
，
分
為
﹁
絕
句
﹂
與
﹁
律
詩
﹂
。

句
數

絕
句
四
句
。
律
詩
八
句
，
每
兩
句
為
一
聯
，
依
序
為
首
、
頷頷
、
頸
、
末
︵
尾
︶
聯
。

字
數

每
句
字
數
皆
有
五
言
、
七
言
之
分
。

押
韻

偶
數
句
末
字
必
須
押
韻
，
但
首
句
末
字
可
押
可
不
押
。
一
韻
到
底
，
不
可
換
韻
。

平
仄

用
字
多
有
一
定
的
平
仄
限
制
。
平
仄
指
的
是
字
的
聲
調
。

對
仗

絕
句
不
嚴
格
要
求
對
仗
。
律
詩
的
第
二
、
三
聯
必
須
要
對
仗
。

對 

仗指
上
下
兩
個
詩
句

的
字
數
相
同
、
語

法
結
構
相
似
、
平

仄
相
反
。

（
注
古
音
聲
調
分
為
平
、
上上
、
去
、
入
四
聲
，
其
中
的
平
聲
屬
「
平
」
，
上
、
去
、
入
三
聲
屬
「
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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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詩
選
自
李
太
白
詩
集
，
為
七
言
絕
句
。
汪
倫
，
曾
任
涇涇
縣
︵
在
今

安
徽
省
︶
縣
令
，
卸
任
後
居
住
在
涇
縣 

桃
花
潭
畔
。
李
白
遊
歷
桃
花
潭

時
，
常
在
好
友
汪
倫
家
作
客
。
臨
走
時
，
汪
倫
來
送
行
，
李
白
寫
詩
贈

別
，
表
達
彼
此
間
的
深
厚
情
誼
。

題 

解 
作 

者

李
白
，
字
太
白
，
號
青
蓮
居
士
，
唐
朝
人
。
祖
籍
隴隴
西 

成
紀
︵
今

甘
肅
省 

秦
安
縣
︶
，
後
遷
居
綿
州 

昌
隆
縣
︵
今
四
川
省 

江
油
市
︶
青
蓮

鄉
。
生
於
武
后 
長
安
元
年
︵
西
元
七○

一
年
︶
，
卒
於
肅
宗 

寶
應
元
年

︵
西
元
七
六
二
年
︶
，
年
六
十
二
。

李
白
性
格
豪
放
率
真
，
才
思
敏
捷
。
詩
歌
創
作
題
材
廣
泛
、
詩
風
多

變
，
善
用
譬
喻
、
誇
飾
的
筆
法
表
現
熱
情
奔
放
的
情
感
。
後
世
尊
稱
他
為

﹁
詩
仙
﹂
，
與
﹁
詩
聖
﹂
杜
甫
齊
名
，
合
稱
﹁
李
杜
﹂
。
有
李
太
白
詩
文

集
傳
世
。

  
1

贈
汪
倫 

 
  

 
 

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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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乘
舟
將
欲
行
，

忽
聞
岸
上
踏
歌1

聲
。

桃
花
潭
水
深
千
尺
，           

不
及
汪
倫
送
我
情
。

課
文
．
注
釋

　
　
誦
讀
時
，
請
找
出
作
者
藉
由
什
麼
事

物
來
表
達
與
友
人
深
厚
的
情
誼
。

閱
讀
小
叮
嚀

1
�

踏
歌
：
一
邊
唱
歌
，
一
邊
用

腳
踏
地
打
節
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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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玄
宗 

天
寶
十
四
年
︵
西
元
七
五
五
年
︶
，
李
白
從
秋
浦
︵
今
安

徽
省 
池
州
市
︶
前
往
涇
縣
遊
歷
桃
花
潭
，
受
到
當
地
朋
友
汪
倫
盛
情
款

待
。
臨
行
時
，
汪
倫
前
來
送
行
，
李
白
特
地
作
了
這
首
詩
贈
別
。

詩
的
前
兩
句
敘
事
，
第
一
句
寫
作
者
即
將
離
去
，
第
二
句
寫
送
行

者
汪
倫
前
來
。
﹁
忽
聞
﹂
一
詞
帶
出
了
汪
倫
與
村
人
熱
情
送
別
的
﹁
踏

歌
聲
﹂
，
也
道
出
了
李
白
的
驚
喜
，
可
見
送
別
之
舉
並
非
作
者
意
料
之

事
。
簡
單
兩
句
就
勾
繪
出
一
幅
歡
樂
離
別
的
畫
面
。

後
兩
句
抒
情
，
作
者
以
誇
飾
手
法
敘
述
桃
花
潭
水
之
深
，
緊
接
著

用
﹁
不
及
﹂
一
詞
巧
妙
聯
繫
兩
件
毫
不
相
干
的
事
物
，
藉
﹁
深
千
尺
﹂

的
桃
花
潭
潭
水
將
汪
倫
的
送
別
深
情
化
為
具
體
，
不
僅
形
象
生
動
而
且

耐
人
尋
味
。

全
詩
用
字
遣
詞
質
樸
自
然
，
頗
有
民
歌
的
風
味
。
古
人
寫
詩
，
往
往
不
在
詩
中
直
書
姓
名
，
然

而
此
詩
以
自
呼
其
名
開
始
，
又
以
對
方
之
名
作
結
，
顯
得
親
切
率
真
，
饒
富
人
情
味
。

課
文
賞
析

�安徽省�宣城市�桃花潭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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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詩
選
自
杜
工
部
集
，
是
一
首
七
言
律
詩
。
唐
代
宗 

廣
德
元
年
︵
西

元
七
六
三
年
︶
春
，
政
府
的
軍
隊
收
復
河
南 

河
北
︵
指
今
河
南
省 

洛
陽

市
、
河
北
省
北
部
一
帶
︶
，
延
續
八
年
的
安 

史
之
亂
宣
告
結
束
。
此
時
杜

甫
在
劍
外
︵
指
劍
門
關
以
南
，
在
今
四
川
省
北
部
︶
聽
聞
捷
報
，
喜
極
而

泣
寫
下
此
詩
，
表
達
急
欲
還
鄉
的
喜
樂
心
情
。

題 

解 
作 

者

杜
甫
，
字
子
美
，
唐
朝
人
。
祖
籍
杜
陵
︵
在
今
陝
西
省 

西
安
市
︶
，

後
遷
居
河
南
府 
鞏
縣
︵
今
河
南
省 

鞏
義
市
︶
。
生
於
睿
宗 

太
極
元
年

︵
西
元
七
一
二
年
︶
，
卒
於
代
宗 

大
曆
五
年
︵
西
元
七
七○

年
︶
，
年

五
十
九
。

杜
甫
的
作
品
題
材
多
元
，
情
真
意
摯
，
常
表
達
對
民
生
疾
苦
的
深
切

關
懷
，
反
映
出
時
代
的
苦
難
與
困
頓
，
故
有
﹁
詩
史
﹂
之
稱
，
後
世
又
尊

稱
他
為
﹁
詩
聖
﹂
。
有
杜
工
部
集
傳
世
。

  
2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杜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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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州

鞏縣

渝州

成都

黃河

長江

淮水

漢水

劍
外
忽
傳
收
薊薊
北
，
初
聞
涕
淚
滿
衣
裳
。

卻
看
妻
子1

愁
何
在
，
漫
卷卷2

詩
書
喜
欲
狂
。

白
日
放
歌3

須
縱
酒4

，
青
春5

作
伴
好
還
鄉
。

即
從
巴
峽
穿
巫
峽
，
便
下
襄
陽
向
洛
陽
。

1
�

卻
看
妻
子
：
回
頭
看
看
妻
子
兒
女
。
卻
，
回
頭
。

2
 

漫
卷
：
隨
意
收
拾
。
卷
，
音

卷
，
通
「
捲
」
。

3

放
歌
：
盡
情
歌
唱
。

4

縱
酒
：
盡
情
飲
酒
。

5
 

青
春
：
指
春
天
，
因
春
天
草
木
繁
茂
呈
現
青
綠
色
。

課
文
．
注
釋

　
　
閱
讀
時
，
請
圈
出
詩
中
描
述
情
緒
反
應
的

詞
句
，
再
思
考
詩
人
有
此
反
應
的
原
因
。

閱
讀
小
叮
嚀

 杜甫返鄉路線圖

�洛陽，今河南省洛陽

市。距杜甫家鄉鞏縣
不遠。

 巫峽，為長江三峽一部分，西起
渝州境內(今重慶市巫山縣東)。

 劍外，劍門關以南。
劍門關位於今四川省
北部。

巴峽，渝州(今重慶市)

以東一帶的長江峽谷。

薊北，薊州北部，是當時安史
叛軍的根據地，約在今河北省
北部、遼寧省西南部一帶。

劍門關

長安

河南

河北

劍南

洛陽

襄陽
巫峽

巴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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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飽
經
戰
亂
、
備
嘗
艱
辛
後
，
乍
聞
喜
訊
，
驚
喜
萬

分
，
因
此
寫
下
了
這
一
首
膾
炙
人
口
的
詩
作
。

全
詩
以
﹁
喜
﹂
貫
串
首
尾
，
首
聯
先
以
﹁
劍
外
忽
傳
收
薊

北
﹂
點
題
，
道
出
喜
的
原
因
，
接
著
藉
﹁
涕
淚
滿
衣
裳
﹂
、

﹁
卻
看
妻
子
﹂
、
﹁
漫
卷
詩
書
﹂
、
﹁
放
歌
縱
酒
﹂
等
具
體
動

作
，
將
作
者
喜
極
而
泣
、
欣
喜
若
狂
的
情
態
鮮
活
地
展
現
出

來
。
尤
其
尾
聯
不
僅
對
仗
，
且
以
﹁
穿
﹂
、
﹁
下
﹂
、
﹁
向
﹂

連
貫
四
個
地
名
︵
巴
峽
、
巫
峽
、
襄
陽
、
洛
陽
︶
，
呈
現
飛
馳

奔
騰
之
勢
，
用
字
精
準
，
既
為
腦
海
中
的
想
像
，
又
符
合
歸
鄉

實
境
的
描
繪
，
凸
顯
急
欲
返
鄉
的
雀
躍
心
情
，
讓
人
感
受
到
杜

甫
澎
湃
激
昂
的
情
感
。 

杜
詩
以
傷
時
憂
國
為
主
要
風
格
，
然
而
，
此
詩
感
情
奔

放
，
節
奏
輕
快
流
暢
，
風
格
爽
朗
，
因
此
古
人
稱
此
詩
為
杜
甫

﹁
生
平
第
一
首
快
詩
﹂
。

課
文
賞
析

 杜甫草堂，是杜甫當年為躲避安史之亂來到成都後，在友人資助下所建住處。（此圖為重建的
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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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
獄
歸
家 

賴
　
和
　

本
詩
選
自
賴
和
全
集 

漢
詩
卷
，
為
七
言
絕
句
。
西
元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身
為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成
員
的
賴
和
，
因
參
與
﹁
臺
灣
議

會
設
置
請
願
運
動
﹂
而
遭
日
本
當
局
逮
捕
。
他
被
監
禁
二
十
四
天
，
出
獄

返
家
時
，
受
到
臺
灣
民
眾
英
雄
式
的
歡
迎
，
深
有
感
觸
而
寫
下
此
詩
。

題 

解 
作 

者

賴
和
，
臺
灣 

彰
化
縣
人
。
生
於
清
德
宗 

光
緒
二
十
年
︵
西
元

一
八
九
四
年
︶
，
卒
於
日
治
時
期
昭
和
十
八
年
︵
西
元
一
九
四
三
年
︶
，

年
五
十
。
他
於
臺
灣
總
督
府
醫
學
校
︵
今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
畢

業
後
，
在
彰
化
創
立
賴
和
醫
院
，
為
貧
苦
百
姓
治
病
，
民
間
尊
稱
為
﹁
彰

化
媽
祖
﹂
。

賴
和
長
期
從
事
抗
日
運
動
，
曾
兩
度
入
獄
。
他
除
了
寫
古
典
漢
詩
，

也
創
作
白
話
小
說
和
新
詩
，
是
臺
灣
新
文
學
的
先
驅
，
有
﹁
臺
灣
新
文
學

之
父
﹂
的
美
譽
。
今
有
賴
和
全
集
傳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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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
莽1

乾乾
坤坤2
舉
目
非
，

此
生
拚拚
與
世
相
違3

。

誰
知
到
處
人
爭
看
，

反
似
沙
場
戰
勝
歸
。

1
�

莽
莽
：
無
邊
無
際
的
樣
子
。
莽
，
音

莽
。

2
�

乾
坤
：
音

乾
坤
，
原
為
易
經
的
兩
個
卦
名
，
此
指
天
地
。

3
�

此
生
拚
與
世
相
違
：
這
輩
子
總
不
顧
性
命
地
去
做
與
世
俗
行
徑
相

違
背
的
事
。
拚
，
音

拚
，
指
拚
命
，
盡
全
力
去
做
。

課
文
．
注
釋

　
　
從
詩
名
可
知
本
詩
主
題
是
「
出
獄
」
，
閱
讀
時

請
找
出
和
一
般
出
獄
情
境
落
差
最
大
的
詩
句
。

閱
讀
小
叮
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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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賞
析

日
治
時
期
，
臺
灣
有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為
爭
取
臺
灣
人
民
的
權
益
而
勇

於
向
日
本
政
府
抵
抗
，
賴
和
不
僅
參
與
其
中
，
更
藉
由
文
學
作
品
寫
下
臺

灣
人
民
在
日
治
時
期
的
種
種
遭
遇
。

本
詩
是
賴
和
的
親
身
經
歷
，
以
他
的
所
見
與
所
感
為
線
索
。
作
者
先

以
﹁
莽
莽
乾
坤
舉
目
非
﹂
一
句
，
說
明
在
殖
民
強
權
統
治
下
，
臺
灣
早
已

失
去
原
有
的
風
貌
，
透
露
出
賴
和
的
感
傷
情
懷
。
面
對
這
樣
的
情
況
，
他

選
擇
以
﹁
此
生
拚
與
世
相
違
﹂
的
志
節
，
置
生
死
於
度
外
，
挺
身
而
出
，

因
此
入
獄
。
﹁
誰
知
到
處
人
爭
看
﹂
的
﹁
誰
知
﹂
是
全
詩
的
轉
折
，
出
獄

的
賴
和
，
瞬
間
從
囚
犯
變
成
戰
勝
沙
場
的
英
雄
，
翻
轉
了
詩
的
情
境
，
與

詩
題
﹁
出
獄
﹂
形
成
極
大
的
反
差
，
引
起
讀
者
的
深
思
。
綜
觀
全
詩
，
可

了
解
當
時
賴
和
與
人
民
反
抗
強
權
的
意
志
。

賴
和
的
作
品
具
有
強
烈
的
時
代
性
，
他
五
十
年
的
一
生
幾
乎
與
日
治

時
期
重
疊
，
因
此
創
作
中
透
露
濃
厚
的
反
殖
民
意
識
，
可
作
為
臺
灣
歷
經

日
治
時
期
的
見
證
，
在
臺
灣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

 1923年12月16日賴和被捕入獄，次年1月出獄時留影。中間理光頭、穿大衣者為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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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根
據
文
本
，
將
正
確
答
案
打

。

快
篩
訊
息

1
 

贈
汪
倫
一
詩
透
露
哪
些
訊
息
？
︵
多
選
題
︶

A

汪
倫
來
送
行 

B

詩
人
將
往
桃
花
潭

C

在
春
天
送
行 

D

在
桃
花
潭
附
近
送
別

瞄
準
文
心

2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一
詩
，
深
刻
表
達
杜
甫
的

何
種
心
境
？

A

聽
到
消
息
，
也
想
殺
敵
平
亂
的
壯
志

B

聽
聞
家
園
收
復
，
急
欲
返
鄉
的
歡
快

C

及
時
行
樂
，
盡
情
放
歌
縱
酒
的
瀟
灑

D

急
欲
返
家
與
妻
子
兒
女
相
聚
的
渴
望

3

出
獄
歸
家
一
詩
的
主
旨
為
何
？

A

描
述
出
獄
後
生
活
的
種
種
困
境

B

抒
寫
獄
中
感
受
到
的
人
情
冷
暖

C

表
達
返
家
之
後
與
家
人
相
聚
的
歡
喜

D

藉
出
獄
所
見
所
感
表
達
反
殖
民
意
識

文
意
理
解

4
 

有
關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一
詩
的
內
容
，
下
列

說
明
何
者
正
確
？

A

首
聯
點
出
作
者
在
薊
北
聽
到
捷
報

B

頷
聯
寫
聽
聞
消
息
後
的
心
情
反
應

C

頸
聯
說
明
與
友
同
賀
且
結
伴
返
鄉

D

尾
聯
四
地
名
凸
顯
歸
程
漫
長
遙
遠

作
法
探
討

5

關
於
本
課
詩
歌
作
法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

A
 

李
白
藉
具
體
的
桃
花
潭
水
襯
托
出
朋
友

間
的
深
厚
情
誼

B
 

賴
和
以
倒
反
手
法
來
凸
顯
對
抗
殖
民
統

治
的
堅
毅
不
屈

C
 

﹁
桃
花
潭
水
深
千
尺
﹂
與
﹁
初
聞
涕
淚

滿
衣
裳
﹂
皆
運
用
誇
飾
手
法   

D
 

杜
甫
使
用
﹁
穿
、
下
、
向
﹂
等
字
，
表

現
出
輕
快
飛
馳
的
返
鄉
畫
面

讀
後
檢
測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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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李
白
藉
﹁
桃
花
潭
水
深
千
尺
﹂
來
表
達
他
與
友
人
的
情
誼
，
這
樣
的
表
達
方
式
有
何
作
用
？
若

是
你
，
會
用
什
麼
事
物
來
表
達
與
好
友
的
深
情
？

二
、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這
首
詩
，
尾
聯
連
用
﹁
巴
峽
、
巫
峽
、
襄
陽
、
洛
陽
﹂
四
個
地
名
的
用

意
何
在
？

三
、
出
獄
歸
家
一
詩
作
者
自
述
出
獄
經
歷
，
但
為
什
麼
出
獄
會
﹁
反
似
沙
場
戰
勝
歸
﹂
呢
？

問
題
討
論

一
、 

詩
歌
聆
聽‧

鑑
賞
之
美
：
請
聆
聽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這
首
詩
的
三
種
吟
唱
版
本
，
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
本
大
題
可
彈
性
使
用
︶

應
用
練
習

版本一

 閩南語吟誦版

版本二

 漢語吟唱版

 歌仔調吟唱版

版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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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送
行
詩
比
一
比
：
李
白
交
友
廣
闊
、
朋
友
眾
多
，
在
他
留
下
的
詩
作
中
，
送
別
詩
就
多
達
百

首
，
情
感
表
現
也
不
盡
相
同
。
以
下
是
一
首
著
名
的
送
別
詩
，
請
閱
讀
後
回
答
問
題
。

1
 

何
種
版
本
最
能
讓
你
感
受
出
作
者
急
欲
返
鄉
的
欣
喜
與
節
奏
感
？
請
說
明
原
因
。

2

這
三
種
唱
法
，
你
最
喜
歡
哪
一
種
？
請
說
明
理
由
。

　
　
黃
鶴
樓
送
孟
浩
然
之1

廣
陵

故
人2

西
辭3

黃
鶴
樓
，

煙
花4

三
月
下
揚
州5

。

孤
帆
遠
影
碧
山
盡6

，

唯7

見
長
江
天
際
流
。

︻
注
釋
︼

1

之
：
往
、
去
。

2

故
人
：
老
朋
友
。

3

辭
：
告
別
。

4

煙
花
：
形
容
春
天
百
花
盛
開
，
如
煙
似
霧
的
美
景
。

5

下
揚
州
：
到
揚
州
去
。
下
，
指
順
流
而
下
。

6
碧
山
盡
：
隱
沒
在
青
山
間
。

7
唯
：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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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的
國
文
課
【
唐
詩
】
：
融
合
電

影
、
音
樂
、
哲
學
的
唐
詩
跨
界
全
解
讀

夏
昆
著 

野
人
文
化
出
版
社 

民
國
107
年

目
錄
以
時
間
軸
概
念
，
分
初
唐
、
盛

唐
、
中
唐
、
晚
唐
四
大
時
期
，
介
紹

四
十
位
詩
人
。
作
者
巧
用
現
代
藝
術
，

跨
領
域
解
讀
古
典
詩
歌
。
書
末
附
幾
則

詩
人
間
的
友
誼
故
事
與
相
關
詩
作
及
其

語
譯
。

唐
詩
趣
談

陳
正
平
著 

五
南
圖
書
公
司 

民
國
105
年

本
書
以
詩
篇
、
典
故
由
來
等
六
個
面
向

為
架
構
，
介
紹
唐
代
詩
人
的
詩
作
與
趣

聞
掌
故
，
章
末
加
入
詩
人
小
傳
，
引
領

讀
者
進
入
唐
詩
豐
富
多
彩
的
世
界
。

閱
讀
列
車

1

︵
　
　
　
︶
本
詩
與
贈
汪
倫
都
是
贈
別
詩
。
關
於
兩
首
詩
的
比
較
，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

A

二
詩
的
作
者
都
是
送
行
人
　
　B

均
運
用
視
覺
與
聽
覺
摹
寫

C

都
點
出
送
別
的
地
點
與
季
節
　D

都
用
具
象
的
﹁
水
﹂
表
達
深
厚
的
情
誼
。

2

本
詩
與
贈
汪
倫
所
表
達
出
的
離
情
有
何
不
同
？

答
：

【
臺
灣
演
義
】
臺
灣
新
文
學
之
父

｜
｜

賴
和民

視
讚
夯 

節
目
臺
灣
演
義

影
片
穿
插
照
片
、
耆耆

老
或
學
者
的
訪

問
，
介
紹
賴
和
在
文
學
上
的
成
就
，
例

如
：
漢
詩
造
詣
，
以
及
用
白
話
文
創
作

的
小
說
、
散
文
、
新
詩
，
反
映
出
被
日

本
殖
民
的
無
奈
心
境
，
表
達
對
強
權
的

反
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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