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公開授課教案 
 

領域/科目 國文科 設計者 蕭勝文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次 共 4節，本次教學為第 2節 

單元名稱 詞選-〈武陵春〉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

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

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核

心

素

養 

國 -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

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

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

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 -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

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

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

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

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

我溝通與互動。 

國 -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

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

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

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

升審美判斷力。 

學

習

內

容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3 韻文：如古體詩、樂府詩、近體詩、詞、

曲等。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議

題 

融

入 

實

質

內

涵 

性 J6 探究各種符號中的性別意涵及人 際溝通中的性別問題。 

生 J3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 

涯 J5 探索性別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與其他

領域/

科目的

連結 

 社會科（宋代歷史-靖康之變與南宋偏安） 

 閩南語（押韻辨析與以閩南語唱〈武陵春〉一詞） 

教材來

源 

南一版第五冊國文課本、自編講義 

教學設

備/資

源 

學習單、電腦、平板、投影機、投影幕、Youtube 

學習目標 

 能認識宋詞的基本格律。 

 能熟悉〈武陵春〉詞句中的字詞意義， 

 能回憶李清照的生平背景。 

 能推論〈武陵春〉內容安排的邏輯意涵。 

 能歸納李清照〈武陵春〉、〈聲聲慢〉與李煜〈虞美人〉不同文本間情感表現手法之異同。 

 能感受〈武陵春〉詞句所透漏的憂愁情感。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引起動機 

（一）復習詞的格律：詞牌、押韻、平仄。 

（二）講解詞的音樂性：詩與樂曲的結合。 

教師以閩南語歌曲〈飄浪之女〉之樂曲，結合〈武陵春〉之詞，以

閩南語演唱，並引導學生感受閩南語唱詞獨特的韻腳之美。 

5’ 

 

 

 

 

 

1. 電腦、平

板、投影

機。 

2. 注 意 光

線。 



韻腳：頭（thiû）、休（hiu）、流（liû）、舟（tsiu）、愁（tshiû）。 

二、發展活動 

（一）〈武陵春〉重要注釋提點：風「住」、塵香、日晚、擬、舴艋。 

（二）〈武陵春〉字句精解 

 上闋 

1. 風（打擊）住塵香花（落花，作者自喻）已盡：現實打擊、無

奈之感。 

2. 日晚倦梳頭（婦人愁思）：所愛之人已經消逝，沒有動力打扮

之無奈之情。 

(1). 詩經：「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3. 物是人非事事（所有留戀的事物）休：世間已無值得留戀的人

事物。 

4. 欲語淚先流：極度悲傷，無法壓抑。 

 下闋 

5. 聞說雙溪春尚好：想要打聽美景的所在。 

6. 也擬泛輕舟：已經做好準備要欣賞美景。 

7. 只恐雙溪舴艋舟：（轉折）情緒急轉直下卻被內心極大的悲傷

阻擋，無法跨出那一步。 

8. 載不動許多愁：仍舊無法走出物是人非的悲傷，將愁具象化，

痛苦的情緒來到最高點。 

(1). 李清照〈聲聲慢〉：「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2). 李煜〈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 

三、總結活動 

整理作者「愁」的來源：國家（飄泊南方）+個人（丈夫逝世）=巨大

的憂愁。 

四、綜合活動 

指派今日作業：完成南一版第五冊習作第 10至 11頁。 

指派明日測驗：默寫〈武陵春〉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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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電腦、平

板、投影

機。 

2. 注 意 光

線。 

3. 搭配學習

單。 

 

教學成果： 

  

 



國三國文 詞選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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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詞選                          座號：  姓名： 

 

 

 

1.  

2. 

 

3.  

 

※是非題：以下有關「詞」的說明，正確請打○，錯誤請打╳。 

（ ╳ ） 1. 詞產生於漢代，盛行於宋代。 

（ ○ ） 2. 「樂府」、「長短句」、「曲子詞」都是詞的別稱。 

（ ○ ） 3. 詞的字句、平仄、押韻皆有嚴格規定，需依照各詞牌填詞。 

（ ╳ ） 4. 詞牌的名稱和詞的內容息息相關。 

（ ╳ ） 5 詞依內容可分為：小令、中調、長調等三種類別。 

 

     

 

 
 

 
 

 

 
 

  

※練習判斷詞風：請判斷下列詞句，如果是婉約派者，請寫 A，豪放派者，請寫 B。 

（ ）1.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 

（ ）2.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 

（ ）3.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 ）4.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 ）5.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 ）6.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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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欄慵不語。 病起無聊倚繡床。玉容清瘦

懶梳妝 誰惜芳年去如水，春困著人倦梳洗。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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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窗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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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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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欄玉砌應猶

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1.百世不易  

2.白雲蒼狗  

3.始終不易  

4.事過境遷  

5.時過境遷  

6.無人問津  

7.人去樓空  

8.今非昔比  

9.依然故我  

10.滄海桑田  

※判斷語意：下列文句如果有表達「物是人非」之感者，請打○，沒有者，請打╳。 

（ ）1.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 ）2.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 ）3.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 ）4.人生代代無窮矣，江月年年只相似。 

（ ）5.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 ）6.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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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

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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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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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

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

（一）形音義 

1.枯「萎」： 2.旁「ㄓㄥ」博引： 

3.八股（八個部分，形容短少、分量不大╱諷刺言行比較刻板、不知變通╱重要且不容易被推

翻的） 

（二）單選題 

（  ）1.關於作者創作現代流行歌詞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查詢多種典籍，並直接引

用或借代類似涵義的古詩詞 (B)大量閱讀經典古詩詞，並且每首都必須要倒背如流 (C)

大量閱讀後，理解並轉化相關意思的詩句詞意 (D)作者藉由創作歌詞，增加譬喻對象與

想像空間。 

（  ）2.關於作者使用的化用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在自己如夢令的歌詞中，化用

了東風破的那句「應是綠肥紅瘦」 (B)作者化用詞中的意境，「綠肥」轉化為「想起一切

曾經溫馨的畫面」 (C)東風破中，將「越思念越形消瘦、越加憔悴」的概念轉化為「紅瘦」 

(D)菊花臺中，轉化了武陵春與虞美人兩首詞中愁與舴艋舟的共同點。 

（  ）3.關於「想寫好文章，還真的要多看點相關書籍才能引經據典、旁徵博引」這個理論，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很八股且不實用的理論，應該以直抒胸懷為創

作準則 (B)作者經驗可能證實此理論，大量閱讀古詩詞所得到的印象，可作為創作基礎 

(C)作者正在嘗試證實這個理論，因此在創作歌詞時，會引用宋詞裡的詞藻詩句 (D)作者

相當認同這個理論，並且認為這個理論值得被廣為流傳，為世人所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