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私立文興高中  113  學年度 公開授課教師「開放觀課」紀錄表   

                                             (公開授課教師填寫) 

一、共同備課、說課及議課 

科別：國文科 班級：三仁 

公開授課教師：林懿德 觀課教師：王炫真 

觀課前共備課與說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 

觀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觀課後議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教學單元：虯髯客傳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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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備課與說課：(開放觀課前說明：釐清教學觀察「焦點與內涵」) 

教學焦點: 

1. 人物塑造與性格分析： 

透過分析虯髯客、李靖和紅拂女這三位主要人物，理解作者如何通過對話、行為及情

節展開對人物性格的塑造。特別是虯髯客的俠義精神、李靖的智謀與勇氣、紅拂女的

智慧和堅定。 

2. 故事情節與結構分析： 

了解小說情節的起承轉合，分析虯髯客與李靖的邂逅、虯髯客的志向、隱居生活的描

寫等關鍵情節，並探討故事的結構如何推動情節發展。 

3. 俠義精神的表現： 

透過虯髯客的言行與思想，探索中國古代俠義精神的內涵，如對於理想的追求、對友

誼的忠誠、以及捨己為人的氣概。 

4. 文學手法與語言運用： 

《虯髯客傳》以精緻的文言文寫作，適合學生學習古典漢語的詞彙和句式。教學中可

分析文中語言的精妙運用、修辭手法（如比喻、誇張等），以及如何營造人物形象和

情感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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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分析 

1. 俠義與政治理想： 

虯髯客本有稱霸天下的野心，但在見到李靖的才能後，選擇退隱並將霸業之志寄託於

李靖的身上，表現出他對理想與時局的深刻理解，這體現了俠客精神中“知己知命”

的豁達與謙讓。 

2. 隱士精神與超然態度： 

虯髯客最終選擇退隱海外，與傳統士人的隱逸精神有共通之處，反映了對現實政治的

超脫與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這也符合中國古代文化中“隱士”形象的典型特徵。 

3. 命運與時勢： 

故事中虯髯客對於“天命”的理解，與他對天下形勢的把握，體現了中國古人對命運

的態度，即順天應時。虯髯客在認定李靖是天命所歸的英雄後，決定退出競爭，這是

對命運和時局的深刻洞察。 

4. 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 

虯髯客與李靖之間的友誼和互相欣賞，體現了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這種關係不僅是

故事的核心，也反映出傳統文化中對於“知己”的重視。 

備課/說課照片（日期：   113.10.21        ） 

 

 

 

 

 

 

 

 

       

    

(二)課堂活動照片(內容請參考公開授課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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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課：(觀課後的討論) 

1.可以善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 

  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讓學生分組扮演虯髯客、李靖、紅拂女等角色，透過文本中 

  的關鍵場景，理解角色情感和動機，有助於學生深入體會人物性格和故事背景。 

  小組討論與辯論：引導學生討論如“虯髯客選擇隱居是否是明智之舉”、“俠義精 

  神在現代社會的體現”等問題，促使他們深入思考並從不同角度分析文本。 

  數位化學習：可以使用數位化教學工具，如製作虯髯客傳的故事情節圖或人物關係  

  圖，幫助學生更直觀地理解情節發展和人物間的關係。 

2. 注重文本與現代生活的聯繫 

  俠義精神的現代意義：引導學生思考古代俠義精神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和表現，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互助、忠誠和正義等，將古代價值觀與當下生活聯繫起來。 

  現代視角重讀：可以討論虯髯客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如何面對理想與現實的矛 

  盾，並與現代人對於理想追求和現實取捨的思考相對應，幫助學生從更廣闊的視角 

  理解作品的價值。 

3. 深入人物形象的剖析 

  對比分析：讓學生比較虯髯客與其他俠客形象（如《水滸傳》中的武松、林沖等）， 

  了解不同俠客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異，這能讓學生對俠義文化有更深入的 

  理解。 

  人物心理分析：鼓勵學生分析虯髯客在不同情境中的心理變化，如見到李靖時的震 

  撼、最終隱居海外的決定等，這有助於學生理解角色的內在動力和心理活動。 

4. 文學技巧與語言運用的實踐 

  文言文與現代語對譯：讓學生將文中部分段落翻譯成現代漢語，以理解古漢語的句 

  式結構和表達方式，並進一步提高文言文的閱讀和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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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課照片（日期： 113.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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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文興高中 113   學年度  公開授課回饋單  

  (由觀課教師填寫) 

  日期: 113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  四  第 四 節   

  班級： 三仁        

   授課教師：林懿德     老師                                     觀課教師： 王炫真     老師 

觀察面向 項目 優 良 可 待改進 

學生學習 

學生專注 v     

學生互動  v   

學生參與  v   

小組活動  v   

教師教學 

教學策略 

講述 v    

分組合作學習  v   

示範或練習  v   

其他：角色扮演  v   

教學技巧 

善用提問 v    

引導思考 v    

以問題誘發討論 v    

教學工具 
網路、多媒體  v   

學習單 v    

教學設計 

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v   

發展活動  v   

綜合活動（演練、評量或作業）  v   

語言表達 

語調生動 v    

速度適中 v    

音量適中 v    

肢體語言豐富 v    

師生互動 

提問、停頓、等待 v    

給予適當回饋 v    

激勵學生 v    

班級經營 

友善氛圍 v    

掌握教學時間 v    

學生能遵守常規 v    

回  饋  意  見 

《虯髯客傳》的教學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語言教育價值，但同時也面臨文言文閱讀難度高

和現代學生接受度有限的挑戰。成功的教學關鍵在於如何引起學生對古代文化的興趣，並通

過生動的教學方法（如背景故事介紹、角色扮演等）來減少理解上的障礙。 

1.建議老師可以進行批判性思考的訓練，老師可以引導學生(由學生主動說明)分析人物性

格、情節發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對文本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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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對於文言文的詞彙、語法不熟悉，容易導致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老師可以更細部的

輔助解說工作，並補充相關字詞運用。 

3.對於一些學生而言，其故事情節和價值觀可能與現代社會距離較遠，不容易產生共鳴，且

缺乏學習動力。老師可以在進行教學時，準備唐代歷史故事、俠義文化故事等帶入，來幫助

學生產生興趣。這對於教師來說，教學負擔較重，尤其是在學生背景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可

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進行調整與安排。 

  備註:走察時，可就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語言表達、師生互動、班級經營等面向，擇項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