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積極參與討論 在討論《愛蓮說》時，學⽣們表現出極⼤的興趣。他們紛紛舉⼿
發⾔，分享⾃⼰對菊花、牡丹和蓮花的理解。例如，⼀名學⽣提到，菊花象徵著隱逸
者的孤⾼，⽽牡丹象徵著富貴者的奢華。這些觀點激發了其他學⽣的思考和補充。通
過這樣的互動討論，不僅加深了學⽣對⽂本的理解，也提升了他們的表達能⼒和批判
性思維。

2. 部分學⽣對⽂本中的古⽂詞句不理解 儘管⼤部分學⽣對《愛蓮說》表現出興趣，但
有些學⽣對古⽂詞句的理解仍然存在困難。例如，"出淤泥⽽不染"這句話，有學⽣誤
解為蓮花不會從泥中⽣長。⽼師不得不逐句解釋這些詞句的意思，並舉例說明。在這
樣的情況下，課堂節奏稍微放慢，但⽼師的耐⼼解釋幫助這些學⽣克服了理解上的障
礙。

3. 學⽣能聯想到現代⽣活中的類似⼈物 在課堂上，⽼師引導學⽣將古⽂中的⼈物特質
與現代⽣活中的⼈聯繫起來。例如，有學⽣提到，現代社會中的公益⼈⼠就像蓮花⼀
樣，能夠在各種困難和誘惑中保持正直和純潔。這種聯想不僅增強了學⽣對古⽂的興
趣，還讓他們看到古⽂與現代⽣活的相關性，加深了對⽂本的理解。

4. 課堂氣氛活躍 整體⽽⾔，課堂氣氛非常活躍。學⽣們不僅在⽼師提問時積極回答，
還會在⽼師講解時⾃發舉⼿提問。這種互動性強的課堂環境，使得學⽣們在學習中更
加投入。⽼師也時常使⽤幽默的語⾔和現代的例⼦來幫助學⽣理解古⽂，這進⼀步提
⾼了學⽣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5. 分組討論效果顯著 在分組討論環節，學⽣們能夠就不同的問題進⾏深入探討。例
如，某⼀⼩組討論蓮花象徵的君⼦品格，另⼀⼩組則探討牡丹象徵的富貴者形象。通
過⼩組討論，學⽣們能夠相互學習，共同進步。⼀些在⼤課堂上不敢發⾔的學⽣，也
在⼩組討論中表現積極，這有助於提升他們的⾃信⼼和表達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