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文領域到校諮詢服務記錄 

服務分區 第 3 區 服務地點 忠孝國中 

服務日期 
105 年 5 月 26 日(週四) 

13:30~16:30 

與會對象/ 

參加人數 

本領域(議題)授課教師、配課教師、

實習教師 /  80 人 

紀錄人 黃佩玲 輔導團領隊 周憲章校長 

政策宣導 

周憲章校長 

一、 介紹團員、講師 

二、 這學期輔導團在秀梗老師以及央團鄭圓鈴教授的指導之下，

針對各文類研發教學模組，希望能幫助老師們在面對不同篇

目文章時，能夠快速有效的掌握文本的重點並依據閱讀歷程

設計提問。今天我們就由兩位輔導員來跟老師們分享散文模

組的運用並以兩篇寫景文本為例，帶領大家熟悉散文模組的

運用，其中一篇更是許多老師在期初線上問卷時反應感到困

難的篇目:與荒野相遇，接下來就由文蕙老師來與大家介紹

散文模組以及湖心亭看雪，怡惠老師跟大家分享與荒野相遇

的散文模組，相信大家在這個午後都能夠有滿滿的收穫。 

服務主題 

暨宣導內容 

輔導團員教學分享  
 

資料如附件一 

照片見輔導團網頁 

綜合座談 

周校長:今天非常感謝文蕙老師以及怡惠老師的分享，讓我們對於

散文模組的教學有不一樣的想法與策略，希望能帶給老師在教學上

的一些幫助，六月份有兩場輔導團員針對小說教學的增能工作坊，

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報名參加，謝謝各位的參加。 



附件 

一、散文的要素：人、事、物、景、理 

二、散文的分類： 

1.敘述自己經驗(事、景、物) 

2.介紹客觀對象(人、景、物) 

3.表達(或證明)自己看法 

三、散文的模組—以「敘述經驗」為例 

篇名  

經驗者 我或別人 

檢索模組 1.人(物)： 

2.人(物)的背景或關係： 

3.事件： 

4.事件順序或類別： 

5.事件細節： 

6.我(作者)的感受： 

7.具體或抽象感受： 

詮釋 1.詞義— 

2.句義— 

3.文轉圖— 

摘要 1.全文大意 

2.意義段重點 

推論/ 

分析 

1.因果，2.觀點，3.寫作目的，4.寫作手法 

1.直接抒情，2.間接抒情 

評論 1.評論內容(找證據，說理由) 

2.評論形式(找證據，說理由) 

教學重點 1經驗的順序： 

2細節的描寫： 

3情感的抒發： 

四、散文的模組示例—以「敘述經驗」為例 

1.敘述經驗—事：背影 

篇名 背影 

經驗者 我 

檢索模組 1.人物：我，父親 

2.人物的背景或關係： 

3.事件：買橘子 

4.事件順序或類別： 

5.事件細節：爬月台的描寫、父子態度的描寫 

6.我(作者)的感受：厭煩→感動→慚愧→思念→不捨 

7.具體或抽象感受： 



詮釋 1.詞義— 

2.句義— 

3.文轉圖— 

摘要 1.全文大意—藉由回憶父親為他費力上下月台買橘子的背影，描寫自己

從中體會了父親的關懷，心裡懊悔、感動、不捨。 

2.意義段重點—難忘背影→背景說明(家中慘澹、父子同行、父子衝突)

→感動背影→回憶背影 

推論/ 

分析 

1.流淚的原因 

2.背影的意涵 

3.態度的轉變 

評論 1.你認為以「背影」為親情的題目好不好? (找證據，說理由) 

2.全文共寫了四處落淚，這樣的寫法好不好？請說明理由。 

教學重點 1經驗的順序：家→南京→車站→北京(現在→過去→現在) 

2細節的描寫：買橘子的背影 

3情感的抒發與變化：厭煩→感動→慚愧→思念→不捨 

 

2.敘述經驗—景：湖心亭看雪 

篇名 〈湖心亭看雪〉 

經驗者 我 

檢索模組 1人物：張岱、舟子、金陵人、童子。 

2人物的背景或關係： 

3事件：賞雪 

4事件順序類別：大雪→出發→賞雪→遇人→回岸(評論) 

5事件細節：(1)西湖雪景(2)與客問答 

6我(作者)的感受：間接表達→ 

7具體或抽象感受：(1)獨、痴(間接表達)。(2)抽象→具體：獨→獨

往、雪景。(3)痴→雪夜乘舟賞雪： 

詮釋 1.詞義 

2.句義 

3.文轉圖—雪景 

摘要 

意義段重點 

 

 

 

1事件背景 

2獨自出發 

3湖上雪景 

4亭上遇金陵人 

5回岸(評論) 

1事件背景 

2雪景特寫 

3巧遇同好 

4再予評述 

1【寫景】 

2【敘事】 

3【寫景】 

4【敘事】 

5【敘事/評論】 

推論分析 1推論「痴」的意涵。(舟子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2推論「獨」的意涵。 

評論 1.評論張岱的「痴」 

教學重點 1經驗的順序：住家→西湖→湖心亭→回岸 

2寫景：空間大(上下一白)小(影子) 遠近  量詞使用(形狀)  



3言情：痴的詮釋：(1)舟子的痴世俗的痴    

 (2)舟子認為作者的痴獨享寂寞、沉醉   

4情感抒發：間接 

 

3.敘述經驗—物：鳥 

篇名 鳥 

經驗者 我 

檢索模組 1.人物：我 

2.人物的背景或關係： 

3.事件：我愛鳥 

4.事件順序或類別： 

5.事件細節：鳥聲、鳥形 

6.我(作者)的感受：憐愛、喜愛、仁愛 

7.具體或抽象感受： 

詮釋 1.詞義— 

2.句義— 

摘要 1.全文大意—抒發愛鳥之情 

2.意義段重點—可憐鳥→欣賞鳥→憐愛鳥 

推論/ 

分析 

1.為什麼愛鳥。2.什麼是真正的「愛」。3.描寫物體的層次。 

1.直接抒情—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2.間接抒情—如何愛鳥。 

評論 1.評論內容：(1)為什麼作者最後以「不忍看」做結語？(2)本文前面舉

了「關在柵欄裡的鳥」，最後又舉「囚在籠裡的鳥」，如此重複的寫法

有何好處？ 

2.評論形式：第二段能否刪除?請提證據說理由。 

教學重點 1經驗的順序：可憐鳥→欣賞鳥→憐愛鳥 

2細節的描寫：觀察→想像→感受 

3情感的抒發：直接與間接。 

 

五、散文模組的教學重點規劃與教學設計— 

 
(一)教學重點規劃— 

節次 一 二 三 四 

教學重點 概覽全文 

(含作者題解) 

段落分析 推論寫景技巧 全文統整 

 

(二)教學設計— 

1.寫景技巧 

〈湖心亭看雪〉學習主題：寫景技巧(與心境呼應) 

文本分析 畫概念圖 決定教學重點 設計教學與評量



學習 

策略 

活動 

名稱 
學習重點流程 活動 時間 學習指導 

推論 

導入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推論寫景技巧 
T 2 

 

開展 

重點一：找出描寫西湖雪景的句子 

【教師提問引導】 

1〉師：請問課文標題的重點是什麼? 

   生：看雪 

2〉師：找出描寫雪景的句子？ 

   生： 

◎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

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重點二：分類寫景內容 

【教師提問引導】 

1〉斷句。 

1-1師：請將這一段雪景的描寫重點作斷句 

◎霧凇沆碭， 

◎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

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2〉分類各個斷句的上位概念。 

2-1師：找出這三個斷句的上位概念 

   生：由近到遠到近(或者整體→整體→局部) 

3〉找出寫景內容 

3-1師：「霧凇沆碭」寫的內容是什麼? 

   生：霧凇 

3-2小組討論：「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

寫的內容是什麼? 

答：天、雲、山、水 

3-3生：「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

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寫的內容是什麼? 

答：長堤、湖心亭、余舟、舟中人的影子 

4〉推論寫景重點 

4-1師：想一想，「霧凇沆碭」寫的重點是什麼? 

   生：寒氣  

4-2小組討論：「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

寫的重點是什麼? 

答：一白(白色) 

4-3生：「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

 

 

 

 

 

 

 

 

 

 

 

 

 

 

TS 

 

 

SS  

 

 

S 

 

 

 

 

SS 

10 

 



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寫的重點是什麼? 

答：模糊的影子 

重點三：推論寫作技巧 

【教師提問引導】 

1〉推論寫作技巧。 

1-1師：想一想，這些內容重點是如何描寫的? 

1-2師：想一想，明明是上下一白卻又寫背後的

天、雲、山、水，這樣的寫作技巧是什麼? 

生：想像虛構的 

1-3師：想一想，寫雪景時作者的位置在哪裡?看得

到余舟與舟中人嗎? 

生：在船上，看不到余舟與舟中人 

1-4師：想一想，寫雪景時是單一的觀察視角嗎? 

生：不是，所以視角是流動的(多重的) 

2〉完成表格。(見下表) 

              

推論 
總結 

重點四：歸納總結  

【教師提問引導】 

1.〉從寫作特色推論作者看雪時的心境? 

2.〉這節課你學到甚麼? 

 分類內容重點推論寫作技巧推論作者心境  

S 3 

分類表

格 

描寫視

角 

 

※附件—表格化統整 

上位概念 近 遠 近 綜合比較 

描寫的 

文句 

霧凇沆碭 

 

天與雲、與山、與

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

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

中人兩三粒而已。 

 

描寫的 

內容 

霧凇 天、雲、山、水 長堤、湖心亭、余舟、舟中

人的影子 

 

描寫的 

重點 

寫出寒氣 寫出了白 寫出月光透出模糊的影子  

寫作技巧 視覺摹寫 

 

視覺摹寫 

顏色 

虛構想像(上下一

白的背後是天、雲、

山、水) 

視覺摹寫  

光影(雪停，月光的光影) 

(視角的流動：余舟與舟中人

並非作者視角) 

大小／遠

近 

上下／(位

置) 

活動方式 TS SS S SS 

 

2.推論寫景特色 



〈湖心亭看雪〉學習主題：推論寫景特色 

學習 

策略 

活動 

名稱 
學習重點流程 

活動 

方式 

活動 

時間 

學習指導 

 

推論 

導入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推論寫景特色 

   

開展 

重點一：句子單位詞填空 

【教師提問引導】 

1.〉想一想，填寫下列句子挖空的部分 

長堤一□，湖心亭一□，與余舟一□，舟中人

兩三□。 

2.〉在小組中分享填字的理由 

重點二：推論寫作特色 

【教師提問引導】 

1.〉比較個人與作者使用的數量詞效果： 

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

兩三粒。 

長堤一道，湖心亭一座，與余舟一艘，舟中人

兩三個。 

2.〉推論局部描寫的寫作特色? 

重點三：文轉圖 

【教師提問引導】 

1.〉畫出這一段描寫的雪景 

2.〉在小組中分享觀賞圖畫的感受 

   

總結 

重點四：歸納總結 

【教師提問引導】 

1.〉這節課你學到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