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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學習單 

第 3課 〈虬髯客傳〉重點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            

一、 唐代小說分類：12分（每格 2分） 

唐代小說又稱【         】，為藝術結構完備的【           】小說，是中國小說邁向成熟的

開始。其內容題材多彩多姿，對後世的戲曲與小說創作有深遠的影響，請依其內容各舉一作品，完成

下表整理。 

時代  內容 志怪 愛情 豪俠 警世 歷史 

唐代表作 
陳玄祐  

離魂記   

  

  

杒光庭 

虬髯客傳 

   

  

   

  

元 明 清 
   

  

湯顯祖  

紫釵記    

張鳳翼、張太和

紅拂記   

湯顯祖  

邯鄲記 

洪昇  

長生殿  

二、 文章寫作背景及題解：10分（每格１分） 

1. 本文選自【            】，為唐傳奇【       】類名作。 

2. 全文以【     】社會動亂，群雄逐鹿為背景，以【     】、【      】、【       】



三人為敘述主線。後世稱此三人為【          】。 

3. 本篇內容多屬杒撰，充滿【          】思想，文中點出【                      】2%的主旨。 

三、 課文文意重點分析：36分（每題 3分） 

1. 「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此句反映出楊素：

【                   】。 

2. 「天下方亂，英雄競貣。公為帝室重臣，頇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李靖此言表現了： 

【 

                                                                               】。 

3. 「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描述紅拂：【                      】。 

4. 「窺戶者足無停屨」反映出李靖的心情與個性：【                                        】。 

5. 「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一語意喻：【                                                】。 

6. 「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攲臥，看張氏梳頭」反映出虬髯客怎樣的行徑？【                   】。 

7. 「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描寫李世民：【                                    】。 

8. 文中以「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來形容何人？【                             】。 

9. 「此局全輸矣」道士此語中的「局」有何雙關涵意？【                         】。 

10. 「聖賢貣陸之漸，際會如期」用以說明：【                                            】。 

11. 「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虬髯客此語意謂：【               

                                                                                  】。 

12. 「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意謂：

【                                                            】。 

四、 宜特別注意之文字形、音、義：11分（每題 1分） 

1.僭：字音：         字義：         

2.處士：  

3.逆旅：  

4.尸居餘氣：  

5.「ㄐㄧㄢˇ」驢：字形：  

6.顧盼煒如：  

7.懸然如磬：  

8.「祗」謁：字音：      字義：  

9.榮極軒裳：  

10.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11.螳臂之拒走輪：  

五、 重要修辭：8分（每題 2分） 

1. 「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  

2. 「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  

3. 「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  

4. 「持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  



六、 簡答題：23分 

甲、 虬髯客傳一文所提及的人物角色，哪些是歷史人物？4% 答：  

哪些是小說所虛構的人物？3% 答：  

乙、 下列「 」內的詞語，請寫出其所指稱的人物：8% 

  1.去者「處士」第幾：  

  2.俄而「文皇」來，精采驚人：  

  3.「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  

  4.「烈士」不欺人，固無畏：  

丙、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與文學作品，不乏著名的女子，或「傾城傾國」或「紅顏薄命」或「雍容華貴」，

總有詩作傳頌其事，你可判斷出下列各詩作所描寫的人物是誰嗎？8%    

1.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尸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2.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3.   生來不識愁滋味，流浪人間盡是愁，千古詞壇星斗燦，未若南渡詞中后。 

4.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5.   血染征袍百戰痕，悲歌慷慨楚人魂，八千子弟皆紛散，不及紅顏一劍恩。 

6.   漢宮專寵十餘年，掌上腰肢化碧煙，掠盡南朝豪富影，烏衣巷口夕陽邊。 

7.   飄飄秀色奪先春，只恐丹青畫不真，能為君王罷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塵。 

8.   歸來對鏡貼花黃，驚見兒郎絕代妝，大忠大孝俱第一，雌雄莫辨又何傷。 

 





 



 

教學教案 

 第三課 虬髯客傳 

  

 
 

壹 
   

貳 
 

     

文學背景 

（參見《備課用書》） 

 文本內容 

（參見《備課用書》） 

寫作背景  文章主旨 

唐末政治動亂、藩鎮跋扈、盜賊紛起，與隋末無異，

作者遂以隋末群雄逐鹿，李唐統一天下的背景為文 

 

文體簡介：傳奇 

唐代傳奇名篇簡介 

 「唐有天下，乃天命所歸」的君權神授思想 

文本表述：  

記敘文本（小說） 

 

閱讀素養提問引導 

認識作者  內容分析 

杜光庭生平簡介：  

1.光耀門庭的期許 

2.研究整理道教典籍 

3.入蜀布教傳道 

4.弘揚道教，終老青城山 

 

杜光庭文學成就: 

1.道教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2.著作豐富，涉及領域廣泛 

 內容分析：  

以「風塵三俠」為敘述主軸，寫李靖性格沉穩、紅拂

慧眼獨具、虬髯爽直慷慨，能讓能捨 

 

表現手法：  

本篇內容多屬杜撰。人物出場，烘托鋪墊，以言語動

作表現人物的性格特質 

 

教學資 

源總覽 

教師手冊 

•沈亞之〈馮燕傳〉 

補充講義 

•陳玄祐〈離魂記〉 

•沈亞之〈馮燕傳〉 

補充教材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語文練習 

•蔣興立〈論〈虬髯客傳〉的人物虛實〉 

•張鳳翼《紅拂記．第十三齣 期訪真人》 

•林保淳〈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 

•裴鉶〈聶隱娘〉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 

 

 
 

參 
   

肆 
   

伍 
 

        

文本深究  跨領域觀想  學習活動與任務 

學術情境  大概念：意識形態  聽 說 

核心概念：抉擇 

學術探究：（P3-5） 

〈虬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  

1.類型內涵 

2.形成因素 

3.特徵作用 

4.影響價值 

 

•YouTube： 

1.【 經典傳奇】解密玄

武門：操盤手李世民 

2.【好葉】英雄是怎樣

塑造而成的：英雄之旅 

 

 

 

學習 

地圖 



 

思辨焦點  跨領域相關文章  讀 寫 

（P3-6） 

〈虬髯客傳〉主題： 

天命 

 

（P3-7）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系統

思考 

 

（P3-8） 

核心概念思考示例： 

意識形態 

（見肆‧ 跨領域觀想） 

 

1.從哲學、宗教看天命觀（P3-9） 

2.從哲學看決定論與非決定論

（P3-11） 

3.從神話學看英雄之旅（P3-11） 

 

1.延伸閱讀，建構論述（P3-9） 

2.學習活動：（P3-15） 

命運關鍵點 

3.表現任務：（P3-16） 

(1)「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

英雄」？ 

(2)順應宿命還是反抗命運？ 

4.國寫測驗訓練：（P3-17） 

我看英雄 

 



 教學簡案〈基礎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章理解  思考的教學脈絡  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第三節課 第四節課 

邏輯思考

脈絡 
WHAT WHY HOW WHY 

閱讀策略 
瀏覽全文 

─摘要統整 

歸納敘述 

─文意理解 

探索內容 

─比較分析 

聚焦核心 

─省思評鑑 

文本脈絡 記敘要素 記敘內涵 記敘分析 記敘深究 

情境脈絡 

◆作者生平與文學

成就 

◆創作動機 

內容理解 ◆情意寄託 

◆符號象徵 

◆寫作手法 

◆思考天命觀政

治、宿命人生觀 

◆評論天命觀的影

響 

學習脈絡 

內容概覽 文意理解與分析 ◆全文統整 

◆深化意旨 

◆寫作手法 

◆提出看法 

◆記述說明 

學習內容 

◆創作意涵 

◆梳理脈絡 

◆理解情節發展 

◆探討人物個性與

選擇 

◆分析人物心理 

◆探究寫作目的與

寄託 

說明閱讀的體悟與

延伸思考 

學習表現 內容概念圖 理解內容 解讀分析 發表想法 

學習歷程

檔案 
國寫測驗訓練：我看英雄 

 



 教學簡案〈進階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心素養  跨領域的教學脈絡  ________________  

 

 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第三節課 第四節課 

邏輯思考

脈絡 
WHAT WHY HOW WHAT WHY HOW 

閱讀策略 
探索內容 

略讀─摘要統整 

探索內容 

詳讀─發展解釋 

聚焦核心 

精讀─反思評鑑 

跨領域觀想 

遷移─建構觀點 

學習內容 

◆寫作背景 

◆課文脈絡 

◆探討文本的內涵

與情感 

◆分析並評論作者

觀點 

◆寫作手法 

◆文本隱喻、寄寓  

◆閱讀文章： 

1.從哲學宗教看天命

觀 

2.從哲學看決定論與

非決定論 

3.從神話學看英雄之

旅 

◆討論英雄的實例

研究 

學習表現 爬梳、歸納文本 內容結構圖 核心概念 專題寫作發表 

學習歷程

檔案 

閱讀文章─探究分析（「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順應宿命還是反抗命運？）

─實踐─反思 

 



○參  文本深究 

教學重點 

1.學術探究：虬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 

2.思辨焦點：虬髯客傳主題、核心素養、核心概念思考示例 

 

一、學術探究 

(一)〈虬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 

1.出場順序與人物主從 

虬髯客傳是以人物的關係來推動情節並呈現主題，其出場順序是：隋煬帝→楊素→李靖→紅拂→虬髯

客→劉文靜→李世民→道士。這個順序極有深意，不可錯亂或闕漏；我們可從順逆和生剋雙向理解： 

(1)相生：前浪引後浪，逐一牽出，如魚貫而行。 

(2)相剋：後浪覆前浪，後出轉精，如踏肩而上。 

先出場者，創造了一種機緣（情境）給後出場者，第二位又成全了第三位……，接續而出，就這樣的

將先後因果勾連而出。 

本文主要人物有李靖、紅拂、虬髯客，三人依序出場之後，便以對話和行動交互影響，演出大部分情

節，直到結束。作者亦著重描寫他們身心特徵與關係變化、相知相惜的情感，後世民間習稱他們是「風

塵三俠」。 

次要人物有隋煬帝、楊素、劉文靜、道士。他們在小說中只有陪襯、助成的作用，而無獨立的人格描

寫。是依附於主要人物旁，作為過渡性的媒介。在完成既定的任務之後，便消失了。 

其中最特別的是文皇 李世民，表面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既沒臺詞、也沒動作；但事實上他卻是真

正、唯一的主角，也是全文情節、主題、作意的歸宿。 

2.盡人事、聽天命—英雄與真人 

「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

萬葉，豈虛然哉！」是本文的主題，通篇的情節設計，都是為了導向這個結論。此處提出三個人物層

次：真人、英雄、非英雄，且具體對應於小說中的李世民、虬髯客、楊素及其他「謬思亂者」。至於

李靖不在這三個層次中，只可說他是「有心」擇主而事、依人成功之「將帥」而已，不在摧舊立新、

據地稱王的群雄之列。 

所謂「真人」，乃上應天命、下順人心，為了特定任務而降生的半神，他必將從眾聲喧譁的人傑中脫

穎而出，以天賦的人格魅力及才德實力為亂世定方向、作萬姓之歸宿；不受任何人類的智能所阻撓，

終必如期完成他的任務。智者知天命而順從真人，愚者昧此而頑抗，最終順者成、逆者敗，古今皆然。 

學界探究虬髯客「退讓遠走」的真正原因，是只為了「擺脫不掉『君權神授，天命難為』的巨網，而

知命、立命的表現。」或兼有「憐惜蒼生之愛、成全朋友之義、自信之勇，利他而不損己。」之說。

二說皆是，但有主從：「知天命」乃主題信仰 ，「盡人事」則是性格刻劃，兩者並不相衝突抵消，而

是能夠和諧並行。 

（改寫自張火慶著，〈虯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興大中文學報，第十八期） 

 

思考階梯 

1.試簡要說明虬髯客傳中人物角色位置與關係的意義。 

2.試推想虬髯遠走他方的動機與目的，以及其行動所呈現的意義。 

 



二、思辨焦點 

(一)〈虬髯客傳〉主題 

 

概念圖建構說明： 

「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是這篇小說的

主要概念，作者藉「天命所歸」，任何人不可逆犯，以鞏固大唐天下之正統性。因此無論因亂世而起

的英雄豪傑，如風塵三俠等各自擁有多麼超凡奇異的能力，具有多麼強大的野心，終歸是「客」，無

法與真主相提並論。 

 

思考階梯 

1.根據虬髯客傳一文，分析作者透過哪些情節，導出天命觀的論述？ 

2.試推想作者強調天命觀的用意是？ 

 

(二)核心素養 

系統思考 

一、確認問題，設定目標 

二、審視優劣，盤點資源 

三、擬定對策，規劃行動 

四、實踐反思，評估修正 

概念圖建構說明：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

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虬髯客傳中，虬髯客基於「天命所在、無可選擇」的傳統思想，而斷然離開，至海外另起爐灶；部分

學者認為本小說的主題是「擇明主、識時務」，如紅拂棄楊素而奔李靖，李靖則棄隋而投李世民，這

樣的人生選擇背後是經過審視主、客觀條件，後設分析行動過程與結果、縝密的多方思考對策，推想

整個局勢與未來發展所致。 

 

1.確認問題，設定目標 

問題狀態：影響程度與範圍、改變的困難點 

問題成因：時間、空間、文化思想、政治社會規則 

需求目標：權衡發展與優劣勢，確定方向  



2.審視優劣，盤點資源 

檢視優劣：特質、限制、有利條件 

盤點資源：人脈、財源、客觀條件 

3.擬定對策，規劃行動 

確認選擇方向：主要目標 

規劃行動：確認行事歷程 

4.實踐反思，評估修正 

實踐策略歷程：分層負責、執行運作 

評估得失：代價、損失、獲益 

 

思考階梯 

1.試推想李靖放棄為隋效命，而轉向李世民的原因？ 

2.你是否贊成虬髯的抉擇？請說明你的看法。 

 

(三)核心概念思考示例 

 

概念圖建構說明： 

意識形態是對事物的感觀思想，可能涉及對政治、社會、倫理、價值等方面的理解，它具有高度而明

顯的系統性架構，不同的意識形態將導致對同一種事物的不同理解與認知。 

 

在社會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組用來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並且提供了某些社會

秩序的藍圖，如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社群主義、企業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

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納粹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 

每個社會都有意識形態，作為形成「大眾想法」或共識的基礎，虬髯客傳中遵循天命的意識形態，讓

虬髯選擇放棄中原爭奪，遠走他方；李靖信仰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濟弱扶傾的倫理道德；紅拂因擇

良木而棲、以夫為貴的意識，毅然決然夜訪李靖私奔。 

 

思考階梯 

1.根據上文，意識型態的種類有哪些？ 

2.從社會研究看意識形態的作用是？ 

 

 



○肆  跨領域觀想 

教學重點 

1.學術情境： 

(1)從哲學、宗教看天命觀 

(2)從哲學看決定論與非決定論 

(3)建構論述（事實性問題、概念性問題、辯論性問題） 

2.生活情境： 

(1)從神話學看英雄之旅 

(2)建構論述（事實性問題、概念性問題、辯論性問題） 

 

一、學術情境 

(一)從哲學、宗教看天命觀 

「天」在哲學上代表各種意義，不僅成為文化習俗的精神支柱，也影響政治經濟、教育思想、人與自

然相處的關係和生命觀、宗教觀。 

1.天命是與生俱來的性格 

中庸：「天命謂之性」，亦即天命賦予了人的自然稟賦叫做「性」。南宋理學家陳淳將天通過氣而賦予

人各自的特性定義為「天命」。 

2.天命是身負的責任與命運 

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知天命是儒家思想特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特點。天命就是自覺有一種使命感，「知天命」，即領悟自己負有使命，必須設法去完成。這種使命的

來源是天，所以稱為天命。孔子的天命觀包括不斷修身以達到至善和使天下回歸正道。「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即認識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明確地在宇宙決定論的價值觀念中做出正確的

人生選擇。故中庸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君子尊重客觀規律，明辨是非，對未

來發展有理性的判斷和預測。朱熹認為，所有人的行為及其所引起的因果關係和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現

象、事件總稱為天命，即一切現象的起源或是說其因果鏈的鑄造者。 

3.天命是皇帝的政治權力 

中國歷史中的「天命」指上天的意志，其中的「天」是政治權力的神聖來源，「命」是皇帝追求人民

支持其治理國家的能力與資格。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古代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都是相輔相成的，「君權神授」便是以宗教主導政

治，君主藉以鞏固權力的說法。君主是天命派遣至凡間管治世人，是神在人間的代表，因此人民必須

遵從君主指示，不能反抗。君主藉替天行道增加統治的合理性，秦始皇的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歷來太監宣讀聖旨時總會說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表示君主對於萬民的統治基礎來

自於上天的給予和確認，所以皇家有充分的理由統治國家。 

周室遂以此信仰體系為背景，以人民根植在祭祀、占卜活動的宗教情操，巧妙地轉移「天命有德→敬

德保民→祈天永命」三者恰好結成牢固的繩索，「敬德」成了國祚久安的必要條件，開顯出全新的、

倫理的、道德的人文面相。 

以基督宗教為依歸的歐洲，相信國君權力來自上帝，直至中世紀的神學落實於人的理性自覺，開啟了

近代西方自由主義先河；英、法革命後，人們開始反對君權神授的說法，持政教分離的立場。日本「祭

政合一」的統治模式集於天皇一身，皇位被賦予了神權，確立在牢固的神權基礎。儘管幕府時代喪失

了實權，但二戰後改為君主立憲之後，天皇仍受到日本民眾景仰，是日本全體國民的象徵，具神道教



的象徵意義。 

 

建構論述 

1.事實性問題：根據上文，簡要說明天命有哪些不同的涵義？ 

答：(1)天命即天性：與生具有的秉性。 

(2)天命即使命：此生背負的責任義務。 

(3)天命即君權：帝王來自天的意志，行使天之權力，臣民必頇膺服。 

2.概念性問題：推想君權神授（天授）觀點形成的原因與目的是？ 

答：(1)形成原因： 

○1 宗教信仰—結合人民祭祀、占卜活動的信仰根植民心。 

○2 穩固權力—以替天行道增加統治者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強化社會倫理道德的支持。 

(2)觀點目的：政權合法性、權力合理性、建立權威與神聖性，使庶民及部屬不會質疑其權柄，甚至

挑戰其地位，統治體制得以維繫，國家得以統一。 

3.辯論性問題：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需要說明他們權力的合法性及法統承續來源。在歷

史上出現「君權神授」與「君權民授」兩派說法，請對此提出你的立場，並說明理由。 

答： 

立場 說明理由 

君權神授 

無論就政治學或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國家治理，在一定的組織的決策、規章進行，以

達到某個明確的目標，都必頇有絕對的判斷者、發號命令及啟動各項人力運作者，

是以君主必頇有其權威性和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民智未開時，資訊流通不便時，歷

經政權崩解、國家動盪不安的年代中，「君尊國強」是最有效的解決時代紛亂的方

法，而訴諸最超乎自然與人的天意神祉，可以統一所有人的意志，接受同一方向的

領導，抗衡外敵，發展建設。 

愛因斯坦說：「民主只不過是一群投票的驢」，在高舉民主、教育普及的今天，網路

資訊滿天飛，民粹當道，網軍左右風向，其背後是政客的謀略、官商勾結的自私運

作，更說明君權民授未必比君權神授來得更理性，更能為百姓謀福。 

君權民授 

尚書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強調民貴君輕，與西方天賦人權的

理論不謀而合。美國獨立宣言更揭櫫：「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

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

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可見君

權神授到君權民授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誌，也是人權的伸張，更是民主民治民享

的實踐。 

 

(二)從哲學看決定論與非決定論 

決定論，是一種哲學立場，認為每個事件的發生，包括人類的認知、舉止、決定和行動，都有條件決

定它發生，而非另外的事件發生。非決定論主張人在各種情境下所展現的各種行為，並非單純由物質

或精神等因素所支配，出自於人的自由意志所做的自由選擇，因此個人行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決定論認為宇宙一切都是有因果關係聯繫起來的，現在發生的一切都是由過去所決定的，一切世界的

運動都是由確定的規律決定的。牛頓因此說：「你信仰投骰子的上帝，我卻信仰完備的定律和秩序。」

「凡事必有因」的決定論不僅否決了自由意志的可能，還讓各學科依據歸納的嚴格定律，預測未來，

如用牛頓力學算出的天體運動，對未來具有準確的預見性。 

基於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定的，人力無法改變，於是有人生中的遭遇都是早已註定的「宿命



論」、相信一切事情都由人無法控制的力量所促成，而形成聽天由命的人生態度。史賓諾沙認為甚至

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

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

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 

非決定論即是一種自由意志論，認為人們具備自由意志，且由它主控的行動不是某個因素的必然結

果。「做出選擇的能力」是自由意志真正的重點，其要件是要有選擇不同行為的可能性、我們的行為

選擇完全來自自己的決定，而不是由別人或其他因素決定。 

（參考資料：近墨著，《天能》專欄：宿命論、決定論、非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簡介、認識他們：西洋

哲學史中主張決定論的重要哲學家，泛科學，2010/08/26、維基百科） 

 

建構論述 

1.事實性問題：請依你的理解，簡要說明決定論、非決定論的主張。 

答：(1)決定論：一切都有因果關係決定，因此世界依循規律運行，未來是可以預測的。 

(2)非決定論：人具有自我判斷、選擇的自由，而不是由別人或其他因素決定。 

2.概念性問題：比較「信仰投骰子的上帝」，「信仰完備的定律和秩序」兩種觀點，並推想其影響。 

答： 

立場 觀點 推想影響 

信仰投骰子的上

帝 

一切依神祉和無法預料

的機運。 
相信上帝，接受一切而不知其所以然。 

信仰完備的定律

和秩序 

一切變化有其規則和不

變的定理可循。 

理解變化，找出規則，預示未來。 

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因果。 

3.辯論性問題：決定論者認為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以你的成長經驗或見聞，

請說明你的觀點傾向於「決定論」還是「非決定論」？ 

答：（請同學自由發揮） 

 

二、生活情境 

◎從神話學看英雄之旅 

神話學家喬瑟夫．坎伯整合並分析了世界各地的神話與宗教故事—希臘、斯堪地納維亞、埃及、印地

安與中、南美，還有印度、日本、中國等地的神話—得出一套「英雄」神話母題在跨文化神話背後的

心理普遍原型。在一九四九年的作品千面英雄描述基本敘事模式：「一個英雄從平凡世界冒險進入一

個非常世界—得到了神話般的力量，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英雄帶著某種能力從這個神祕的冒險中

回來，和他的同胞共享利益。」 

喬瑟夫．坎伯描述了英雄旅程的十七個階段，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組織，包括劃分為「三幕」部分：啟

程（或隔離）、啟蒙（或下凡、神化）、歸返。克里斯多夫．佛格勒則歸納出英雄旅程中的十二階段：

平凡世界（故事背景、英雄出身）→冒險的召喚→拒絕召喚→遇上師傅→跨越第一道門檻，英雄來到

兩個世界的邊界，開始上路，故事真正開始。 

接下來是英雄開始迎接試煉、結交盟友或樹立敵人→進逼洞穴最深處（更困難的試煉）→苦難折磨（故

事核心，與敵人對抗，或受到死亡影響而重生）→獎賞（死裡逃生的英雄獲得報酬—進展／挫折）。

最後是歸返之路，或故事的轉折點（英雄將繼續上路或回到平凡世界，也是另一道門檻）→復甦（故

事高潮，最後一次面對死亡或威脅，或做出最困難的抉擇）→帶著萬靈丹歸返（故事結局，英雄從非

常世界回到平凡世界，而且帶著戰利品）。 



 

不同的故事裡有不同的英雄，卻有著相似的旅程，認識「千面英雄」理論，就能明白眾多的英雄故事，

是萬變不離其宗。如知名電影導演喬治．盧卡斯星際大戰電影劇本，便是使用坎伯千面英雄中英雄旅

程所設計的作品！ 

（參考資料：喬瑟夫．坎伯著，千面英雄：70 年經典新編紀念版，從神話學心理學到好萊塢編劇王

道，漫遊者文化） 

 

建構論述 

1.事實性問題：根據克里斯多夫．佛格勒英雄旅程的十二階段填入角色狀態，完成表格。 

答： 

階段 英雄歷程 角色狀態 

一 平凡世界 英雄所處現況 

二 冒險的召喚 認知現況覺察可能，重新思考作為 

三 拒絕召喚 拒絕改變 

四 遇上師傅 導師、長者提攜期勉，克服抗拒改變的心理 

五 跨越第一道門檻 願意開始改變 

六 試煉盟友與敵人 試驗第一次的改變情況 

七 進逼洞穴最深處 更困難的試煉 

八 苦難折磨 與敵人對抗，或受到死亡影響而重生 

九 獎賞 改變的的結果（進展／挫折） 

十 回歸 再次努力改變 

十一 復甦 最後一次嘗試重大改變 

十二 帶著覺醒和領悟返回 戰勝問題 

2.概念性問題：英雄旅程既是「主角與目標的關係」，也關乎「主角的心態」，你認為哪三個階段是最

重要的，其原因各為何？ 

答：(1)跨越第一道門檻、試煉、盟友或敵人、獎賞：如果沒跨越門檻，以後的試煉、成長便無從發

生；如果展開旅程卻沒有支持的盟友或競爭的對手，旅程將平凡缺乏挑戰性；獎賞出現為整個旅程做

出總結，確認意涵。 

(2)遇上師傅、試煉、盟友或敵人、進逼洞穴最深處：旅途中必頇有師傅提攜引導或鞭策，盟友、敵

人的互助競爭，被逼至絕境而激出求生意志，突破潛力，自然會得到相當的回饋與獎賞。 

（請同學自由發揮） 

3.辯論性問題：你是否認同「不同的故事裡有不同的英雄，卻有著相似的旅程」？請舉例說明你的想

法。 

答：（請同學自由發揮） 

 



○伍  學習活動與任務 

◆學習活動與任務 

學習活動 

命運關鍵點 

1.如果你是李靖：世界上發生了一次又 一次玄奇的事

情，請選擇牌卡中選項，看看你最後的命運為何？ 

○1  

隋煬帝大業九年 

地點：大興（西京） 

李靖滿懷才幹，前往晉見權貴楊素，發現楊素驕

傲的踞坐在舁床上，根本不聽李靖的想法。如果

你是李靖，你會怎麼做？ 

(A)不理他，離開 

(B)大罵他一頓 

(C)明日繼續來求他 

○2  

隋煬帝大業九年 

地點：一般旅舍 

深夜，楊素旁邊的婢女（紅拂女）穿著斗篷，拿

著一個包袱，要求李靖帶她離開。如果你是李靖，

你會怎麼做？ 

(A)拒絕，這一定是個陰謀 

(B)答應，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C)通知楊素，獲得信任 

○3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 

地點：靈石旅舍 

假設紅拂女跟你一起走了，中途闖進了虬髯客大

叔，虬髯客大膽的看著紅拂女梳頭、叫李靖去市

場買東西。如果你是李靖，你會怎麼做？ 

(A)服從他，來者是客 

(B)殺了他，欺人太甚 

(C)不理他，當作沒聽到 

○4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 

地點：靈石旅舍 

虬髯客聽說李靖有門路可以見到李世民，讓李靖

安排。如果你是李靖，你會怎麼做？ 

(A)不順路，拒絕虬髯客 

(B)推託與李世民不太熟 

(C)答應他找朋友安排 

○5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地點：山西 

當虬髯客再一次請李靖安排跟李世民的會面，如

果你是李靖，你會怎麼做？ 

(A)拒絕他，因為要約碰面難 

【參考答案】 

1.（請同學自由發揮） 

2.(1)接受紅拂女，有紅

拂女才有機會遇到虬

髯客。 

(2)吃下人的心肝，獲得

虬髯客的賞識。 

（請同學自由發揮） 



(B)答應他，請劉文靜再安排 

(C)安撫虬髯客，不要想太多 

○6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地點：大興（西京） 

當虬髯客要離開，並將所有的寶物、美食、美酒

全部送給李靖。如果你是李靖，你會怎麼做？ 

(A)接受，有錢就是大爺 

(B)拒絕，自己錢自己賺 

(C)只代為保管，不使用 

每個選項，加上得分： 

 (A) (B) (C) 

○1  0 ＋2 －2 

○2  ＋1 ＋3 －2 

○3  ＋1 －2 －1 

○4  ＋1 0 ＋2 

○5  －2 ＋2 ＋1 

○6  ＋2 －2 0 

總分  

負分：李靖……人生失敗組，這輩子無法翻身，紅拂女

瞎了眼！趕緊讀課文去～ 

0～4 分：你正往一條成就天下的路前進，但是努力不夠。 

5～8 分：你已將近洞徹所有的天機，但離掌握命運還差

一點點！ 

9 分以上：你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虬髯客、李世民的

天下！ 

2.請問李靖的命運關鍵選擇點為何？ 
    

表現任務 

1.「英雄造時勢」還

是「時勢造英雄」？ 

2.順應宿命還是反

抗命運？ 

【表現任務說明】 

虬髯客傳中的人物在亂

世中以不同的選擇，展

開作為，其所改變的不

僅是人生原有的軌道，

更是國家社會的行政體

系與秩序。請選擇其中

一個題目探討。 

【作業細節說明】 

1.透過分組合作，以簡報呈現。 

2.所應包含內容： 

(1)討論題目 

(2)比較兩個論點的主張與理由 

(3)選擇立場，舉例說明 

(4)歸納總結，啟發體悟 

    



評量方式 

規劃 

1.形成性評量：小組討論與學生學習歷程作為形成性評量之依據。 

2.總結性評量：撰寫「『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順應宿命還是反

抗命運？」二選一。 

優 異 
敘述實例嚴整有條，分析內容明晰有理，表達論點邏輯具體，內容

豐富 

良 好 表達想法清楚明白，材料完整，文筆流暢 

尚 可 尚能表達想法，內容與材料不足，文筆平實 

待改進 焦點不明確，內容與材料不足，文字雜亂 
 

學習歷程

檔案 

閱讀文章─探究分析（「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順應宿命還是

反抗命運？）─實踐─反思 

 

◆國寫測驗訓練 

卡萊爾（Thomas Carlyle）英雄與英雄崇拜定義英雄為領袖群倫、具有超凡入聖的精神特質的先知或

神人。他將英雄分成六類：「帝王英雄」拿破崙、「神明英雄」歐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詩人英

雄」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馬丁路德、「文人英雄」盧梭等。他認為：「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

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

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李敖認為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紀，「英雄」的定義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麼神明、帝王，早該踢出

「英雄」的行列，而該代以美人、戲子、電影明星、電視的設計者、沙克疫苗（小兒麻痺疫苗）的發

明者、太空人、潛水員、試飛員……他們這些，才是新時代的「英雄」。 

H. Jackson Brown,Jr.與 Robyn Spizman 所著人人是英雄一書，從作家、哲學家、運動員等人物的勵志

引句中，說到：「人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蓄勢待發的英雄，又或者說，只要透過努力，擁有英雄身上

所具有的特質，例如決心、勇氣與追求崇高品德，人人都可以是英雄。」 

美國的環球時報在二○○一年調查了美國人心目中的十大英雄，還特別針對英雄做了定義： 

(1)他們的貢獻超越了自己的職責 

(2)他們在壓力下能夠英明決斷 

(3)他們置生命、財富和榮譽於不顧 

(4)他們在一項美好事業中名列前茅 

(5)他們超越了自我 

至於前十名分別為耶穌、馬丁．路德．金、科林．鮑威爾、約翰．甘迺迪、特麗莎修女、羅奈爾得．

雷根、亞伯拉罕．林肯、約翰．韋恩、邁克爾．喬丹、比爾．克林頓，這或許可以反應美國人對於英

雄的觀點。 

請以「我看英雄」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陳述你對英雄的定義，並說明其作為。 

【寫作提示】 

1.引文中提出不同的定義、類型與代表人物，可作為觸發想法的材料。首先要注意審題，掌握題幹要

求，其次結構要完整，文筆要生動。 

2.無論選擇單一或並列不同特質的英雄，務必要歸納其之所以為英雄的原因。 

3.敘事宜簡要，重點在其具體事功的影響層面、價值意義，以及你的評論。 

【參考範文】 

  我看英雄 

哲學家方東美先生曾指出：悲劇英雄的自我定位，是「宇宙為我的流形，萬物是我的縮影」，這是一

種深切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的大我情懷。悲劇英雄常拋開自己，貢獻己力於普羅大眾。然而英



雄必得如此「悲劇」？  

我所看到的英雄，常穿梭於市井小民之間。白天，我看到他們共浴於泥塵之中；黃昏，我又見到他們

將汗水甩向夕陽。他們一生憂愁勞瘁，不為奉獻，只為賺錢養活一家老小；他們搬磚，不是為了自勉，

而是為了生活。他們在烈日下，鷹架上，日復一日地工作，造起了一座座基礎建設。 

西方世界的英雄主義及個人主義，塑造了英雄難以企及、理解的地位，讓他們在一片崇拜的目光中氣

宇軒昂地走來。東方的英雄多半是勤政愛民的官員，他們撫愛子民，或先憂後樂，或與民同樂，欣然

接受人民擁戴的「父母官」之稱號。在我看來，這兩者均不愧為英雄，但皆仰賴「天時、地利、人和」，

譬如得出現罪大惡極的壞蛋，英雄才能高舉正義之旗剷除之；居廟堂之高的朝廷官員得被貶職，江湖

之遠的百姓才有機會接受恩澤。而我所歌頌的英雄不是個人，而是群體。他們默默無聞，但暴雨沖走

橋梁時，他們很快建起新橋；公路坍塌時，他們負責搶通。 

我所認為的英雄，沒有顯赫的名聲，他們絕大多數也非為了貢獻而貢獻。但沒有他們，我們哪也去不

了，一日生活圈也只是空談；沒有他們，我們哪也住不了，舒適的生活環境更是奢想。我的英雄，他

們的存在沒有什麼悲劇不悲劇的意義可供哲學家探討，他們在工地裡搬磚運泥，默默為現代文明的便

利奉獻。在我眼中，「英雄」二字他們當之無愧。 

（臺中一中林憶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