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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近體詩〉選 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近體詩簡介 
「近體詩」是盛行於唐朝的詩歌體材，又稱為唐詩，為中國四大韻文之一。唐詩分為：初

唐、盛唐、中唐及晚唐四個時期，其中盛唐是唐詩的黃金時期，這時期的唐詩依據內容不同分

為四大類： 
（    ）派：想像力豐富、

熱情奔放、飄逸率真。 
李白（詩仙、詩俠） 合稱為「大李杜」。 

（    ）派：揭露社會黑

暗，反映民生疾苦。 
杜甫（詩聖、詩史） 

（    ）派：吟詠山水田

園，閒靜淡遠。 
王維（詩佛）、孟浩然 合稱為王孟。 

（    ）派：描寫塞外風

光、戰爭場面。 
高適、岑參、王昌齡（詩天子）、王之渙 

近體詩的格律 
近體詩分為「絕句」與「律詩」： 

項目 絕   句 律   詩 

句數 每首（   ）句。 每首（   ）句。 

平仄 講究聲調，所以每句平仄有一定限制。 

字數 五言絕句： 

每句（  ）字，共（   ）字。 

七言絕句： 

每句（  ）字，共（   ）字。 

五言律詩： 

每句（  ）字，共（   ）字。 

七言律詩： 

每句（  ）字，共（   ）字。 

押韻 全詩一韻到底，不可換韻。 

第（  ）句和第（  ）句必須押韻，

第（  ）句絕不可押韻，第（  ）

句可押可不押。 

全詩一韻到底，不可換韻。 

偶數句押韻：第（  ）、（  ）、（  ）

和（  ）句押韻。 

第（  ）、（  ）和（  ）句絕不可

押韻，第（  ）句可押可不押。 

對仗 沒有限制。 每（  ）句為一聯，（    ）〔即第

三句和第四句〕與（    ）〔即第五句

和第六句〕必須對仗。 

 



2 
 

平仄音韻說明 

平聲：國語聲調（  ）聲和（  ）聲。仄聲：國語聲調（  ）聲、（  ）聲和（  ）

聲。分辨一首詩是「平啟式」或是「仄起式」，要看第（  ）句的第（  ）個字，此字若是

平聲就是平起式，若是仄聲就是仄起式。 

近體詩選（一）：王之渙 登鸛雀樓 

一、審題與概覽                               

解釋詩題        

詩體類別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本詩韻腳 □押仄聲韻：                  □押平聲韻：                 

本詩對仗 □無  □有：                                                          

 
二、文言詮釋 
‧換句話說：請依照語序還原詩句，並將畫雙線處的意思寫出來。 

原句 還原句子 換句話說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白日依山盡， 

(           )。 

（                  ）， 

黃河滔滔不絕地流入大海。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           )， 

更上一層樓。 

如果眼睛(         )千里外的景物， 

請(       )一層樓。 

 
三、分析閱讀 
1.請將本詩前二句的內容，整理於下列表格中。 

詩句 描述手法 景觀視角 情境感受 

白日依山盡， 
□真實景象 
□想像景象 

 
 

黃河入海流。 
□真實景象 
□想像景象 

 

 
2.請將本詩後二句的內容，整理於下列表格中。 

詩句 描述手法 蘊含哲理 

欲窮千里目， □寄情於景 

□融理於景 
人應有(               )的精神。 

意同成語「(               )」。 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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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整全文 
‧閱讀本詩後，請統整本詩的結構布局和寫作手法。 

篇章 

結構 

本詩前二句是（      ），描述作者登樓所見景象雄渾壯闊； 

後兩句是（            ），作者抒發當下的感受，並巧妙地融入哲理。 

寫作 

手法 

(1) 前二句描寫景致（ □真實呈現  □虛實相映 ）、（ □動靜交錯  □動感活力 ），
描繪山高水闊的壯麗雄渾的氣勢。 

(2) 後二句寄寓道理（ □典雅理深  □言淺旨遠），啟發讀者積極進取的精神，正

是哲理詩的特色。 

近體詩選(二)：杜甫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審題與概覽                               

解釋詩題  

詩體類別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本詩韻腳 □押仄聲韻：                  □押平聲韻：                

本詩對仗 □無  □有：                               

 
二、文言詮釋 
‧換句話說:請將下列文句畫雙線處的意思寫出來。 

原句 換句話說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 涕淚滿衣裳。 

劍門關外（                  ）的消息， 

（      ）時，我的（      ）沾濕了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               ），  

我（        ）詩書，不由得欣喜若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在美好的日子裡，白日就要（             ）， 

趁著（         ）作伴，（      ）啟程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 襄陽向洛陽。 

我想即刻乘船從巴峽穿過巫峽， 

然後（        ）到襄陽，再轉向老家洛陽。 

 
三、分析閱讀 
1.請將作者聽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時，其當時所在的地點和反應，整理於下表。 

身處地點  收復地點  

當下反應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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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反應  表現行為 

 

 

 

2.請參考課本（P.79）地圖，將作者杜甫的返鄉的計畫，整理於下表中。  
時間 同行者 起點站 終點站 轉運交通 

    
巴峽－巫峽 襄陽－洛陽 

 
 

 

3.請問尾聯「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兩句，作者想表達什麼心情？ 
分析句子 表達心情 

連用四個地名  這四個地方實際上差距（      ），還鄉並

不容易，但杜甫連用四個動詞，將四個地方貫

穿起來，給人一種（        ）的感覺，

讓人感受到詩人（        ）的心情。 連用四個動詞  

 
四、統整全文 
‧閱讀本詩後，請統整本詩的結構布局和寫作手法。  

篇章 
結構 

本詩首句「劍外忽傳收薊北」為（      ），即點出題旨，說明詩人「喜」的原因； 
其後各句以（      ）為主，表達「喜」的心情。全詩以（     ）字為「詩眼」。 

寫作 
手法 

(1) 採用（      ）手法： 

①「初聞涕淚滿衣裳」表現作者不敢置信、期盼捷報已久的心情。 

②「漫卷詩書喜欲狂」呈現作者無法抑制而忘形於外的興奮心情。 

(2) 蘊含（     ）的意味：「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白日」，既

實寫春日景象，又象徵著戰亂平息之後的和平氣象。 

 
近體詩選（三）：賴和 出獄歸家 

一、審題與概覽                               

解釋詩題  

詩體類別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本詩韻腳 □押仄聲韻：                  □押平聲韻：                 

本詩對仗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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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詮釋 
‧換句話說:請將下列文句畫雙線處的意思寫出來。 

原句 換句話說 

莽莽乾坤舉目非， 
此生拚與世相違。 

在（           ）中，放眼望去所見已不是原本的面貌。 

我這輩子總不顧性命地去做與世俗行徑（       ）的事。 

誰知到處人爭看， 
反似沙場戰勝歸。 

誰料到我從監獄出來時，所到之處（           ）， 

讓我反倒像是從（                 ）。 
 
三、分析閱讀 
1.為何作者認為「莽莽乾坤舉目非」？又為何要「此生拚與世相違」？  

詩句 表達的涵義 

莽莽乾坤舉目非，  因為（                          ）， 
讓臺灣失去了原有的風貌，所以賴和一輩子（  要置生死於度外，與

日本統治強權對抗到  ）。 此生拚與世相違。 

2.為什麼作者出獄引發「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的情況呢？  
詩句 表達的涵義 

誰知到處人爭看，  賴和出獄（                                       ）， 

顯示臺灣人民支持賴和（                           ）。 反似沙場戰勝歸。 

 
四、統整全文 
‧閱讀本詩後，請統整本詩的結構布局和寫作手法。  

篇章 
結構 

本詩以（      ）主軸，在敘事之中抒發感受，全詩脈絡依次為「起－承－轉－合」。 

寫作 
手法 

採用（       ）和（        ）手法： 

(1) 以「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對照主題「出獄歸家」，凸顯臺灣人民  

（                ）的意志和勇氣。 

(2) 以「拚與世相違」寫自己不屈的個性，以及「誰知」、「反似」寫人民熱烈迎接出

獄罪犯的熱烈場面，藉以暗示作者和人民對抗爭充滿義無反顧的奮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