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語領域第九冊(上)第十課 山中寄情 

單元名稱 第十課 山中寄情 總節數 共五節，200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1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並簡要

記錄。 

2-Ⅲ-3 靈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豐

富表達內容。 

4-Ⅲ-2 認識文字的字形結構，運用字

的部件了解文字的字音與字義。 

5-Ⅲ-10 結合自己的特長和興趣，主

動尋找閱讀材料。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

本能力。 

領域 

核心 

素養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

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

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

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

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學習

內容 

Ab-Ⅲ-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

表義功能。 

Ab-Ⅲ-8 詞類的分辨。 

Ad-Ⅲ-4 古典詩文。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

接抒情。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從詩人描繪朋友之間情誼的詩句中，體會友情的珍貴。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參見第三節教學活動「說話教學」、第五

節「閱讀指導」）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理解詩句內容，感受古人想念友人時，如何透過詩句傳達。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本課可與﹝康軒版﹞進行教學整合。 

摘要 

1.送別：描述詩人送友人離去後的心情，希望朋友明年會再回來。 

2.秋夜寄丘員外：描述詩人獨自在山中，聽見松子落地的聲音，猜測友人尚未

入眠。 

學習目標 

1.專心聆聽他人的發言，並能擇要記錄訊息。 

2.靈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豐富表達內容。 

3.學習生字，累積詞語，結合資料理解詩歌意思。 

4.理解古詩文的寫作特色，主動閱讀相關文本。 

5.觀察景物，藉由聯想力練習由景抒情，表達心中情感。 

6.練習各種寫作技巧。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語第九冊課本 

教學設備/ 

資源 
國語第九冊電子教科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第一節】 

活動1引起動機 

一、教師上網搜尋想念（伍思凱），播放歌曲後提問。 

㈠這一首歌的歌詞在表達什麼樣的心情？（詮釋友

情，想念朋友的心情。） 

㈡歌詞的第一段是因什麼景象而觸動心中情感？（藉

由街頭櫥窗和霓虹燈的景象，讓作者想起曾在他身

旁，會和他分享心情的朋友。） 

二、請學生說一說自己是否也會想念某個人，對象是

誰？為什麼會想念他？（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

會想念轉學的好朋友，不知他現在過得好不好？有

沒有交到知心朋友？什麼時候我們還可以再聚一

聚？） 

 

活動2課前想想—景物有情 

一、請學生觀察第一組圖片，說一說男孩和家人在什麼

地方，看到其他人做什麼事？（男孩和家人到運動

場，看見有人在球場打羽球。） 

二、男孩心中想起了誰？為什麼？（男孩想起以前的朋

友，因為他們搬家後就無法一起打羽球了。） 

三、請學生觀察第二組圖片，說一說爸爸和女孩在做什

麼事？他們看見了什麼？（父女在散步，看見又大

又圓的月亮。） 

四、看見月亮，心中想起了誰？（爸爸想起去年中秋節

大家和奶奶一邊賞月，一邊聊天的情景。） 

五、爸爸的話觸動了女孩的情緒，女孩想起了誰呢？

（女孩想起堂哥、堂姐和奶奶。） 

六、請學生分享特別想念的人，是否會在看到什麼景

物，或在什麼情況下想起呢？（學生自由作答。） 

七、提示景物讓學生進行聯想，例如：相簿、布偶、拱

橋、落羽松等，是否有想念的人呢？（學生自由作

答。） 

 

活動3詩文理解 

一、送別 

㈠教師帶領學生朗讀第一首詩，並請學生猜猜這首詩

達出什麼心情。 

㈡請學生默讀作者簡介、注釋、語譯，教師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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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發表，睹物思人的

聯想。 

 

 

 

 

 

 

 

 

 

 

 

 

 

 

 

 

 

概述詩文內容，感受人物情

感。 

 

 

 



                                              

 

1.送別的作者是誰？他的詩有什麼特色？請以這首

詩的詩句舉例說明。（作者是王維。他的詩會呈

現畫面。例如：「山中相送罷」，就會令人想到

兩人邊走邊聊天，以及兩人在山路的叉路口道別

的畫面。） 

2.送別這首詩描述什麼情境？詩人產生什麼想法？

（這首詩描述詩人送友人離去後的心情，希望友

人明年會再回來。） 

二、秋夜寄丘員外 

㈠教師帶領學生朗讀第二首詩，並請學生猜猜這首詩

表達出什麼心情。 

㈡請學生默讀作者簡介、注釋、語譯，教師再提問。 

1.秋夜寄丘員外的作者是誰？他的詩有什麼特色？

請以這首詩的詩句舉例說明。（作者是韋應物。

他的詩表現出清靜閒適的心情。例如：「散步詠

涼天」和「空山松子落」，讓人感受到詩人散步

的閒情逸致，以及山林如此安靜，連松果落地的

聲音都聽得見。）  

2.秋夜寄丘員外這首詩描述什麼情境？詩人產生什

麼想法？（這首詩描述詩人獨自在山山中，聽見

松子落地的聲音，猜測友人尚未入眠。） 

 

活動4試說大意 

一、教師提問，引導學生回答問題，並串連成課文大

意。 

二、提問要點 

㈠本課列出的詩是誰的作品？ 兩首詩共同的主題是

什麼？（詩人王維和韋應物，寫下自己與友人之間

的情誼。） 

㈡兩首詩分別描述什麼情境？詩人產生什麼想法？

（送別描述詩人送友人離去後的心情，希望朋友明

年會再回來。秋夜寄丘員外描述詩人獨自在山中，

聽見松子落地的聲音，猜測友人尚未入眠。） 

二、指導學生回答問題，串連問題答案，說出課文大

意。（送別描述詩人送友人離去後的心情，希望朋

友明年會再回來。秋夜寄丘員外描述詩人獨自在山

中，聽見松子落地的聲音，猜測友人尚未入眠。） 

 

【第二節】 

活動1詞語教學 

一、請學生一邊默讀課文，一邊圈出自己不理解的詞

語。 

二、認讀句子：教師和學生提出句子，並熟讀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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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師提問，口述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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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策略，理解詞義並能運

用造句。 

 

 



                                              

 

三、提出詞語 

㈠教師提出詩句或句子，請學生提取詞語。引導小組

進行組間共學，透過小組交流，利用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等方法，或由文推詞義、拆詞等方法認識

詞語的意義。 

㈡請各組提出無法解決的詞語，全班進行共學理解意

義後，再鼓勵學生討論延伸的詞語、成語，進行詞

彙擴展。（可參考第 319∼320頁「二、詞語解

釋」） 

 

活動 2生字形音義教學 

一、從詞語中分析出生字，配合電子教科書中的筆順教

學，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二、字義教學：教師可運用以下方式，引導學生學習生

字。 

㈠解析字的部件，辨識字形，由已知部件學習新字。 

㈡運用部首辨識字義。 

㈢找出字的讀音與哪個部件有關。 

㈣圈出部件容易寫錯的地方，說明理由。 

㈤連結字的形音義，用自己的話說出字的意思。 

三、生字造詞：教師指導生字的常用詞語，鼓勵學生造

詞運用。（可參考第316 ∼319頁「一、字義分

析」） 

 

活動 3習作㈠㈡ 

習作第一大題 

一、評量重點：正確寫出本課生字的國字或注音。 

二、教學引導 

㈠教師提醒學生注意容易寫錯或讀錯的字，例如：多

音字「傍」，以及注意「畢」字的寫法。 

㈡指導完成習作第一大題後，請學生提出短文裡的難

詞，討論以理解其意義。例如：「思古幽情」。 

習作第二大題 

一、評量重點：先辨識部件並組字，再配合句子情境與

提示，填入正確的國字。 

二、教學引導 

㈠辨識「暮、幕」、「隱、穩」、「職、識」等有相

同部件的字。 

㈡教師指導學生朗讀第二大題的句子，並依據文意填

入正確的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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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生字的形音義，寫出正

確的國字。 

 

 

 

 

 

 

 

 

 

 

 

 

 

完成習作第一、二大題。 

 

 

 

 

 

 

 

 

 

 

 

 

 

 

 

 

 



                                              

 

【第三節】 

活動1內容深究 

一、教師先引導學生複習詩句的內容，再請學生小組討

論或全班共同討論後回答。 

二、教師提問，並鼓勵學生回答。 

1.王維才送友人離去，就開始期待朋友明年的歸期。

從這點可以推斷他是個什麼樣的人？請說明理由。

（王維是個重感情的人，因為他很重視這個朋友，

所以希望朋友每年都來找他。）2.推論訊息 

2.送別的哪幾句詩句最能表現詩人對待朋友的情誼？

表達出什麼樣的情感？（「山中相送罷」表達依依

不捨的情感。「王孫歸不歸」表達歡迎、期待再相

會的情感。）3.詮釋整合 

3.「日暮掩柴扉」這句詩句帶著什麼樣的心情？所依

據的理由是什麼？ （帶著落寞的心情。因為太陽

快下山了，卻只有他一人回到家門口。）2.推論訊

息 

4.送別這首詩帶給你什麼想法？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印

證詩句的內涵。（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覺得友

情是可貴的，能結交到讓自己念念不忘的朋友，是

一件幸福的事。以我來說，曾經在三年級結交了一

位喜歡扯鈴的朋友，我們在一起玩的時候很開心，

只可惜他四年級轉學了，我再也沒見過他。）3.詮

釋整合 

5.從秋夜寄丘員外詩中，可以推測詩境表現的是哪個

季節？為什麼？（秋天。因為詩名和第一句都點明

秋夜，第二句也有出現涼天，表示入秋之後天氣開

始轉涼。）2.推論訊息 

6.從秋夜寄丘員外的哪幾句詩句，可以知道韋應物十

分想念朋友？請說明理由。（「懷君屬秋夜」的

「君」是對丘員外的敬稱，開頭便表明自己正在懷

念對方。「幽人應未眠」的「幽人」也是對丘員外

的稱呼，猜想對方還沒睡，是關心朋友的一種表

現。）3.詮釋整合 

7.從「散步詠涼天」這句詩句可以推斷韋應物是個什

麼樣的人？請說明理由。（他應該是個怡然自得的

人，在他的眼中，山水皆有情，一邊散步，還一邊

歌詠秋夜涼爽的感覺。）2.推論訊息 

8.韋應物聽到松果落地的聲音，就推測丘員外還沒入

睡。請推測看看，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聯想？

（可能是他們兩人曾經一起在秋夜裡，觀察松果落

地的情景，因此才有這樣的聯想。）2.推論訊息 

9.秋夜寄丘員外這首詩帶給你什麼想法？以自己的生

20分鐘 

 

 

 

 

 

 

 

 

 

 

 

 

 

 

 

 

 

 

 

 

 

 

 

 

 

 

 

 

 

 

 

 

 

 

 

 

 

 

 

 

 

 

回答與課文相關的問題，理

解詩句內容，感受古人想念

友人時，如何透過詩句傳

達。 

 

 

 

 

 

 

 

 

 

 

 

 

 

 

 

 

 

 

 

 

 

 

 

 

 

 

 

 

 

 

 

 

 

 

 

 

 

 

 



                                              

 

活經驗印證詩句的內涵。（學生自由作答。例如：

我覺得景物能引發人們產生聯想，是一件有趣的

事，像韋應物在秋夜想起丘員外、聽松果掉落又猜

測丘員外還沒睡。我曾經聽到風聲呼呼叫，就想起

我和同學一起放風箏的情景。）3.詮釋整合 

10.這兩首詩有哪些相似處？（兩首詩都描寫跟朋友

之間的情誼，都透過景物引發思念的心情，都有點

出詩中的時間，都敘述自己當時正在做的事。）4.

比較評估 

 

活動2課文朗讀 

一、配合電子教科書，仔細聆聽後朗讀。 

二、全課分詩句和賞析兩部分，兩者的朗讀方式不同。

古詩有押韻、富音樂性，在巧妙安排的音韻節奏中

反覆吟誦，讓讀者對於文字描繪的雅致境界，達到

自然而然的心領神會。 

㈠朗讀詩句應表現出音律和諧的美感，節奏較慢，句

與句之間要稍作停頓，聲音有高有低。字與字之

間，可以將聲音稍微拉長，營造出悠長的美感。 

㈡賞析的部分可以用自然口語的方式朗讀，將詩句解

釋和評析的句子讀清楚，也可適時加入聲音表情，

傳遞詩人寫作的心境。 

三、詩句中表現詩人情感的句子，例如：「山中相送

罷，日暮掩柴扉。」讀音較低沉、緩慢，讀出失落

感。「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這兩句帶著期

待的心情，因此語調可表現得輕快一些，最後一句

聲音要上揚。「懷君屬秋夜」可讀比較輕快，表達

出詩人在秋夜想起朋友的愉悅感。「空山松子落」

這句有劃破寂靜的意味，音調提高，聲音宏亮。

「幽人應未眠」末句聲音應漸緩、漸低，表現懷想

友人的些許感傷。 

四、重要角色的強調：「王孫」、「君」、「幽人」是

詩人對朋友的敬稱，因此，要以重音讀出，顯示朋

友的重要性。 

 

活動3說話教學 

一、「詞語聯想」 

㈠教師將學生分成四人一組。 

㈡教師提供小紙箱，放入寫著和景物有關的詞語，例

如：「鮮花」、「布偶」、「樹林」、「高山」等

詞語。 

㈢教師隨意抽取一張詞卡，小組學生根據詞語進行聯

想，輪流述說該詞語讓自己想到的人、事，以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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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課文內容，表達適當的

聲情，朗讀課文。 

 

 

 

 

 

 

 

 

 

 

 

 

 

 

 

 

 

 

 

 

 

 

 

根據景物詞語進行聯想，並

能和同學分享。 

 

 

 

 

 

 



                                              

 

發的心情。 

㈣提醒學生專心聆聽，並在壁報紙上記錄同學發言的

關鍵詞。 

㈤小組說完一輪之後，教師再抽出另一張詞卡，小組

再開始分享。以同樣的形式進行說話、聆聽練習，

直到詞卡抽完為止。 

二、心得分享：請學生說一說或寫下對「詞語聯想」活

動的感想與收穫。 

 

活動4習作㈣ 

一、評量重點：理解文本內容，回答問題。 

二、教學引導 

㈠速覽文本：請學生念讀習作第四大題題幹敘述，做

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㈡回到文本核對 

1.請學生發表選擇的理由，根據課文，刪除錯誤選

項。 

2.若課文無提到直接內容，教師引導學生回到課文找

到相關的句子，並思考選項是否正確。 

3.第四、五小題由全班一起討論後再作答。 

 

【第四節】 

活動1認識五言絕句 

一、師生共同討論本課課文形式。 

㈠課文分成幾個部分？分別是什麼內容？（五個部

分，分別是「作者簡介」、「詩歌」，接著是「注

釋」、「語譯」，最後提供「賞析」。） 

㈡這樣的安排有什麼優點？說說每個部分的用意。

（「作者簡介」可以讓讀者先認識作者的背景和寫

作特色，之後閱讀「詩歌」內容，再透過「注釋」

和「語譯」，讓讀者可以自行學習，初步了解詩句

表面的意義。最後「賞析」的部分，可以讓讀者對

詩人創作本詩的心境和背景有更深入的認識，也能

感受詩句傳遞的訊息和情感。） 

二、引導學生認識五言絕句。 

㈠這兩首詩在形式上有什麼共同點？（都是絕句。） 

㈡絕句的基本特點 

1.詩歌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在唐朝產生了對格律

要求嚴格的絕句和律詩，加上原來的古詩，形成唐

詩三種主要的體裁。 

2.絕句篇幅短，言淺意深，又有押韻，讓人容易誦讀

和記憶。 

⑴句數固定：每首絕句都是四句。 

 

 

 

 

 

 

 

 

 

 

5分鐘 

 

 

 

 

 

 

 

 

 

 

 

 

 

30分鐘 

 

 

 

 

 

 

 

 

 

 

 

 

 

 

 

 

 

 

 

 

 

 

 

 

 

 

 

 

完成習作第四大題。 

 

 

 

 

 

 

 

 

 

 

 

 

 

認識絕句的特色，說出最喜

歡的句子和同學分享。 

 

 

 

 

 

 

 

 

 

 

 

 

 

 

 

 

 



                                              

 

⑵字數固定：每句固定為五個字或七個字，分別是

「五言絕句」或「七言絕句」。 

⑶押韻規則 

 第一句：可押韻也可不押。 

 第二句：押韻。 

 第三句：不可押韻。 

 第四句：押韻 

三、寫作特色 

㈠賞析的特色：先敘述詩的寫作主題，再詳細分析詩

句敘寫重點、表達的手法、蘊含的情意，最後從詩

人寫作的動機和特色進行簡單的評斷。透過賞析的

閱讀，有助於讀者對原詩作更深入的理解與探討，

也能體悟詩人寫詩當下的心情與感觸，進而引起共

鳴。 

㈡以景抒情的技巧：詩人的感官靈敏，一景一物都能

引發高度的聯想，並將情感寄予詩句之中。寫作

時，兩人都先透過景物的描寫，再導出思念友人之

情，字句淺白易懂，卻流露出濃濃的友情。 

㈢詩人的習性：兩首詩的場景都在「山中」，詩人透

過詩句暗示自己喜歡恬靜生活，是不重視物欲的

人。王維用「柴扉」表達自己住所雖然簡陋，卻擁

有滿地的綠草。韋應物描述自己漫步山林的閒適，

以平靜的心情聆聽松果落地的剎那。 

四、引導學生依序分析唐詩的寫作要點。 

㈠送別這首詩可分成幾個部分？分別描寫什麼重點？

（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兩句，描寫的是「當下

情境」，王維送別友人；第二部分描寫的是「抒發

情感」，看見滿眼春草，期待友人來年再訪。） 

※教師統整：第一部分可說是「當下的情境」，第二部

分可說是「因景而產生的心情」。 

㈡請學生依據兩部分要點，整理段落大意。（我在山

中送你離去，回到家門口已經是傍晚時分。明年春

天，這裡又一片草綠，你還會再回來嗎？） 

㈢秋夜寄丘員外這首詩可分成幾個部分？分別描寫什

麼重點？（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的是詩人「當

下情境」，在秋夜散步吟詠的情形；第二部分描寫

的是「抒發情感」，詩人聽到松果落地，猜測友人

應該也和他一樣尚未入眠。） 

※教師統整：第一部分可說是「當下的情境」，第二部

分可說是「因景而產生的心情」。 

五、引導學生抓取中心思想：請學生說說從兩首詩學到

的主要訊息。（從詩人描繪朋友之間情誼的詩句

中，體會友情的珍貴。） 

 

 

 

 

 

 

 

 

 

 

 

 

 

 

 

 

 

 

 

 

 

 

 

 

 

 

 

 

 

 

 

 

 

 

 

 

 

 

 

 

 

 

 

 

 

 

 

 

 

 

 

 

 

 

 

 

 

 

 

 

 

 

 

 

 

 

 

 

 

 

 

 

 

 

 

 

 

 

 

 

 

 

 

 

 

 



                                              

 

活動2語文讀寫 

㈠詩中有畫—話詩畫詩 

1.教師引導學生再次閱讀詩句，說一說詩中有哪些描

述景物的詞語，和表示狀態或動作的關鍵詞語。 

2.詩文中有景物描寫時，可以透過文字提取線索。例

如：  送別   

步驟一：找出詩句中的靜態景物。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步驟二：找出詩句中人物的動作或想法。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㈡圖解詩文 

1.依據詩句找出的關鍵詞語，描繪詩中的情景。教師

指導學生以繪圖的方式想像詩境，或是補充事件的

脈絡，以「文轉圖」的方式幫助學生拉近與詩文的

距離，讓學生用趣味的想像及圖像，增加對詩文的

記憶和理解。 

2.繪圖重點在符合文字描述，重現線索，無關美醜，

圖能達意即可。例如：送別 

步驟一：一句詩文，一格圖像繪製。 

 
步驟二：繪製靜態的景物 

 

5分鐘 

 

 

 

 

 

 

 

 

 

 

 

 

 

 

 

 

 

 

 

 

 

 

 

 

 

 

 

 

 

 

 

 

 

 

 

 

 

 

 

 

 

 

掌握「文轉圖」策略，完成

習作練習。 

 

 

 

 

 

 

 

 

 

 

 

 

 

 

 

 

 

 

 

 

 

 

 

 

 

 

 

 

 

 

 

 

 

 

 

 

 

 

 

 

 



                                              

 

步驟三：找出人物的動作、想法，標示在圖像旁。 

 
3.歸納整理：教師引導學生從詩文描述中提取線索，

如景物、地點、時間、顏色和相對位置等，讓學生

重現作者所看到的畫面。藉由「文轉圖」的練習，

學生更容易想像出詩人對文字營造的氛圍。 

4.延伸練習 

   尋隱者不遇 唐 賈島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 

 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活動3習作㈢ 

一、評量重點：理解「圖轉文」技巧，掌握關鍵詞語。 

二、教學引導 

㈠依照圖意，寫出對應的詩句。 

㈡根據詩意，排出正確的順序。 

㈢請學生分享「圖轉文」的技巧。 

 

【第五節】 

活動1說閱讀指導（搭配習作第五大題） 

一、評量重點：理解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5分鐘 

 

 

 

 

 

 

20分鐘 

 

 

 

 

 

 

 

 

 

 

 

 

 

 

 

 

 

 

 

 

 

 

 

 

 

 

 

 

 

 

 

 

 

 

 

完成習作第三大題。 

 

 

 

 

 

 

理解內容，依據提問回答問

題，完成習作第五大題。 

 



                                              

 

二、教學引導 

㈠請學生朗讀習作第五大題的文章詩人的友情世界。 

㈡閱讀討論 

1.王維和裴迪之間值得讚賞的情誼是什麼？（王維被

人陷害入獄時，裴迪冒著被牽連入獄的危險，前往

探視他，這種為了朋友而冒著生死的真情付出，值

得讚賞。） 

2.韋應物喜歡透過哪些活動與朋友往來？（一起吟詩

唱和，書信往返，登門拜訪，促膝長談。） 

3.李白所作的送別是為誰而寫？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寫

的？主要表達哪種情感？（李白是為了孟浩然寫

的，孟浩然要遠行到揚州，他前來送行時寫的詩。

主要表達的是一種離情依依的不捨之情。） 

4.本篇文章主要想表達什麼內容？（詩人十分注重朋

友，常常把友情寫在詩句中。）。 

5.讀完本文後，你會透過哪些方式與朋友往來？這會

帶給你什麼感覺？（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會和

朋友一起打球、聊天。和朋友在一起很快樂，雖然

有時會吵架，但是吵完後一下字就忘記了，隔天還

是好朋友。） 

㈢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五大題，引導學生分享與朋友

的互動，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活動2寫作指導—改寫 

一、改寫的定義：原作是詩歌，改以記敘文的方式呈

現，這種把詩歌改成文章的寫作形式，稱為「改

寫」。 

二、詩文改寫：進行改寫時，以不改變原作的題材和內

容為原則。詩歌文字簡短精煉，濃縮了作者的體會

和感受，改寫時須增加敘述或說明的文字，加入合

理的想像，並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對作品進行具

體描寫和適當補充，才能還原作者的諸多感受與體

驗，生動的再現原作品的「景」，豐富原作品的

「情」。以送別一詩為例，詩文以「山中相送罷」

開頭，對於和朋友相聚之情景未加以描述，因此在

進行詩文改寫時，除了掌握詩中的關鍵語句，再加

上對景物的描繪外，還須增添作者對朋友的思念之

情，以及內心誠摯的渴望，以填補空白的情節。 

三、範例參考 

夕陽西下，（原文：日暮）天邊映著一抹紅

霞，一群晚歸的飛鳥在上空徘徊，輕聲低鳴，飛鳥

也知道我心中的不捨嗎？微風吹亂了我的髮絲，卻

吹不開我心中凝結的愁緒。 

 

 

 

 

 

 

 

 

 

 

 

 

 

 

 

 

 

 

 

 

 

 

 

20分鐘 

 

 

 

 

 

 

 

 

 

 

 

 

 

 

 

 

 

 

 

 

 

 

 

 

運用改寫策略，練習完成 

一篇記敘文。 

 



                                              

 

送你離開我居住的山林，和你道別後獨自一人

回到家中。（原文：山中相送罷）看著你的身影離

我越來越遠，身影由大而小，由清晰而模糊，最後

漸漸和山景融為一體，雖明白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離別終究會來到，內心還是難以割捨。 

我輕輕的把柴門關上，（原文：掩柴扉）嘎嘎

嘎的關門聲，在這冷清的小屋中，聽來格外刺耳。

我打開窗戶，希望晚風能吹進我的小屋，或許它能

捎來好友的腳步聲和音訊，也把我的思念傳送給你

吧！我的好友，你在山的另一邊向我招手，我也正

在向你揮手。這座山雖高，也比不過我們的深厚情

誼！ 

當明年春天到來時，這裡又會是一片草綠。

（原文：春草明年綠）親愛的朋友，你還會再來

嗎？我們還能像今年這樣相聚嗎？（原文：王孫歸

不歸） 

四、歸納總結：「改寫」能提高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

同時也有助於發展思維、聯想和想像能力。 

 

★補充資料 

一、語句練習 

㈠短語練習 

●流露出真誠的情感 

說明 形容事物的特性。 

結構 （動詞）出（形容詞）的（名詞） 

例彈奏出動人的樂章 

例布置出舒適的房間 

例展現出高超的舞技 

㈡造句練習 

1.詩中有畫— 

說明形容詩歌的意象很美，有如一幅美妙的圖

畫。 

引導請學生說說自己讀過哪首詩，就像是看到了

一幅畫一樣，再用「詩中有畫」造句。 

原他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作品大多描繪恬

淡的生活，展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

境。 

例這首詩把玉山描寫得十分優美，真是詩中有畫

呀！ 

例他寫的詩清新動人，讓人百讀不厭，充滿詩中有

畫的意境。 

例這位詩人寫的詩「詩中有畫」，具有獨特的藝術



                                              

 

魅力，因此受到讀者的喜愛。 

2.畫中有詩— 

說明原為宋蘇軾稱讚王維的畫中含有詩意。後泛

指畫作意境優美。 

引導請學生閉上眼睛回想自己是否看過某幅充滿

詩情畫意的畫作，再用「畫中有詩」造句。 

原他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作品大多描繪

恬淡的生活，展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

意境。 

例這位畫家才華出眾，他的畫作達到「畫中有

詩」的藝術境界。 

例這幅水墨畫描繪農家生活，畫中有詩，讓人彷

彿讀了一則故事。 

例這幅畫的意境很美，畫出了春天如歌的美景，

真是畫中有詩啊！ 

3.耐人尋味— 

說明意味深遠雋永，值得人反覆尋思、體會。 

引導請學生說說哪個事件讓自己會反覆想起，或

是具有深遠的意義，並用「耐人尋味」造

句。 

原這些看似簡單而平常的舉動或景物，卻耐人尋

味，引發讀者細細品味與無限的想像。 

例這篇文章雖然很短，所傳達的意境卻耐人尋

味。 

例這是一部耐人尋味的電影，值得推薦給大家觀

賞。 

例這本小說的結局耐人尋味，故事情節不停的浮

現在腦海中。 

㈢句型練習 

1.一邊……一邊……— 

說明並列複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並列組

合而成，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平行或相對的。 

解析用「一邊……一邊……」描述韋應物同時進

行兩個動作。 

引導請學生以生活經驗中的事物舉例，說出兩種

同時進行的行為。 

原此刻的我，正一邊散步，一邊吟詠，感受秋夜

的涼意。 

例哥哥一邊洗澡，一邊唱歌，心情相當愉快。 

例爸爸一邊寫字，一邊講電話，忙得不可開交。 

例叔叔一邊接電話，一邊做筆記，就怕忘了顧客

交代的事情。 



                                              

 

2.雖然……卻……— 

說明轉折複句，在一組句子中，後面句子接續前

面句子時，語意做了一個轉折，使意思形成

相反或相對。 

解析「雖然……卻……」使句子前後語意有了轉

變。 

引導學生用「雖然……卻……」敘述一個具有

「轉折」情境的句子。 

原雖然與朋友分離兩地，對他的掛念卻長存心

中。 

例雖然爸爸工作忙碌，卻很關心我的學習狀況。 

例雖然我和松平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們卻情同手

足。 

例雖然他是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待人卻十分謙

和有禮。 

 

二、修辭分析 

1.設問 

定義說話行文時，刻意設計問句，不直接陳述意

見、想法，採自問自答或問而不答等形式來表

達內容，目的在強調某個意思，引起對方注意

或思考的修辭法。 

例句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解析詩人在詩的結尾運用問句，表達期待與朋友再

次相聚。 

2.類疊 

定義同一個詞彙、語句，接連反覆的使用著，以加

強表達的效果，使字句具備音律之美，就叫做

「類疊」。類疊可分為：字的類疊、詞的類

疊、句的類疊。 

例句 

1.這些看似簡單而平常的舉動或景物，卻耐人尋

味，引發讀者細細品味與無限的想像。 

2.在這秋天的夜晚，我深深懷念起遠方的你。 

3.此刻的我，正一邊散步，一邊吟詠，感受秋夜的

涼意。 

4.在這空曠的山中，只聽到一顆顆松果落地的聲

音。 

解析 

1.用「細細」加強品味的程度。 

2.用「深深」加強懷念的程度。 

3.用「一邊……一邊……」強調兩種動作同時出

現。 



                                              

 

4.用「一顆顆」強調松果的數量。 

 

三、參考書目 

㈠書名：張曼娟唐詩學堂（四冊） 

策畫：張曼娟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二○一七年七月 

說明每本書以一個動人的故事，串連二十首唐詩，

每首唐詩即為故事的其中一個章節，每個章節

後皆附唐詩原文、賞析及應用方式。 

運用教師先進行導讀，介紹書本內容，並鼓勵學生

主動閱讀，延伸理解唐詩的觸角。 

㈡書名：有故事的唐詩 

作者：夏昆 

出版社：日出出版 

出版日期：二○二三年一月 

說明走進唐詩，看詩人沉浮的命途、看詩人有滋有

味的日常，還原唐朝各時期具代表性詩人作品

的背景故事，遊歷大唐世界！附錄「唐詩小

帖」以及「詩詞小地理」，吸引讀者貼近詩人

當下的感受、進而愛上一首首的詩文。 

運用 

1.教師可從目錄提問，引起學習興趣，再進行導

讀。 

2.提問：「誰被公認是唐朝的第一位詩人？」、

「現代幼童學唐詩必學的啟蒙詩是誰寫的？」、

「六歲寫詩、九歲出版學術專著，這個古代神童

是誰？」 

教學提醒 配合第四節活動二「語文讀寫——理解圖轉文技巧，掌握關鍵詞語。」 

網站資源  

關鍵字 王維、送別、朋友、孤單、韋應物、松子、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