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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解讀者：以「庖丁解牛」為例 

北一女中 郭碧娟 

新店高中 李菁菁 

錦和高中 黃至渝 

壹、設計理念 

「成為終身學習者」是新課綱的核心理念，其中學生是否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則是成

為終身學習者的重要能力，本教學活動以莊子寓言「庖丁解牛」為文本，試圖運用因材網線

上教材與測驗系統，並結合「四學」教學策略，將自主學習融入日常課堂，在學習的歷程中，

學生潛移默化地培養「自學能力」。四學包括學生自學、小組共學、組間互學及教師導學，這

四種學習方式既各司其職又互相關聯，學生透過自我調節以及外在調節的機制發揮協同效應
1。關於四學「學生自學、小組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的簡要內容如圖一： 

（何世敏，2014） 

圖一：四學架構圖 

若學生能將自主學習能力遷移至「寫作」上，對學生的寫作能力而言，將是一大助力，

是以本教學活動除了以「四學」幫助學生建立閱讀理解能力，成為寓言的解讀者，能掌握文

本的段落與篇章訊息、段落文意，從而能推論篇章主旨與深層文意。更希望學生能以「庖丁

解牛」為範文，在理解庖丁解牛的心流經驗後，能舉自己的心流經驗為故事，寫作一篇寓言；

同時運用評量規準，協助學生對作品進行自評與他評，以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增進學生的

寫作能力。 

貳、教學研究 

一、教材分析  

在國語文科教材中，「老莊選讀」單元屬「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單元，其中〈庖丁解

牛〉為《莊子．養生主》中的一則寓言故事，藉由庖丁向文惠君說明解牛一事，以解牛為喻，

闡述為人處世、保養心神的道理。本教案以《莊子．養生主》中之〈庖丁解牛〉段落為文本，

                                                      
1 引自何世敏教授於 2022 年自主學習節的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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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體而言屬寓言文體，字詞較艱澀，又有典故，文句簡潔，多有省略，亦有不少難句，對學

生而言，得先通讀文句，進而掌握段落文意，最後能推論篇章主旨。就思想內容而言，莊子

以此則寓言說明道家思想「養生命之主」的觀念，此「養生」不是現代所言之養生，而是指在

複雜的世間如何以道家的核心思想「隨順天理」以保全精神，對學生而言此為抽象概念，得

先了解道家思想的內涵。基於此，對於高二的學生而言，閱讀此一寓言文本有其難度。 

二、學生先備經驗分析 

筆者授課班級為北一女中第二類班群與第三類班群高二的學生，他們已學過寓言文本，

如「郁離子寓言選」、「勞山道士」，所以學生有一定的基礎能解讀寓言；但就文本的內容思

想而言，學生曾在〈赤壁賦〉一文中接觸了老莊思想，但未曾較全面地了解老莊思想內容，

是以在了解〈庖丁解牛〉此則寓言的思想內容上，教師必須提供較完整的老莊思想內容做為

學習鷹架，幫助學生解讀此則寓言。 

三、教學重點與策略 

1.運用「自主學習」的四學學習策略，結合小組討論、拼圖法討論、使學生在課堂上

能充分討論與發表，以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延續學習動力。 

2.利用「因材網」線上學習資源，提供學生自學的教材，並以線上測驗，使學生了解

自己學習的起點，與學習後的成果。 

3.運用閱讀理解策略，培養學生的閱讀理解方法，並鼓勵學生多提問，也給予他人回

饋。 

4.鼓勵學生聆聽他人發表內容的核心論點，尊重不同的意見。 

 
（何世敏，2018） 

圖二  四學架構與因材網結合2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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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輔助 

本教學活動使用因材網平臺上的教材與資料，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教材與路徑，以利預

習與複習，也在運用因材網裡的題庫組題，製做寓言前後測線上測驗卷。在Google Classroom

佈置學習單題目，學生以平板或手機作答，再透過大屏秀出學生作答情形，有Classroom的

輔助，教師與學生彼此可立即以教師回饋及學生的作答做為學習鷹架，協助學生突破學習難

點，從而展現學習遷移的成果。 

五、授課規劃 

本課程是高二下國文(龍騰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單元中的「老莊選讀」，內容為《莊

子．養生主》中的一則寓言－－「庖丁解牛」，藉由庖丁向文惠君說明解牛一事，闡述處世之

道。課程設計分四大主題，分別是：啟蒙(認識莊子思想)、解讀(寓言解讀)、思辨(寓言評論)、

應用(寓言創作)，主題圍繞寓言的解讀(閱讀)為核心，並學習遷移至應用於創作新寓言(寫作)。

以下為「課程架構圖」： 

 

 

 

 

 

 

 

 

 

 

 

 

 

 

 

 

 

 

 

 

 

 

 

 

 

 

 

 

 

圖 3  課程架構圖 

寓言解讀者：以「庖丁解牛」為例 

主題 

脈絡 

課時 

教學 

目標 

學習 

策略 

教學 

活動 

學習

評量 

因材

網教

材 

1.5節 2節 0.5節 2節

認識莊子
生平與思想

認識寓言所欲
傳達主旨與比

喻所指

評論庖丁寓言
寫作效果

創作並修改先
前創作的寓言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四角辯論

拼圖討論法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自評他評

運用關鍵字
詞書寫摘要

以閱讀理解策
略解讀寓言

原文對讀

與評論分析

範本精進

導入評量尺
規與評比

影片自學

5-V-3-12-03

國學[十二]/子

學

因材網討論區

Ad-V-4-11-4篇

章[十一]/篇章推

論：寓言」

因材網測驗
Ad-V-4-11-14

段旨：寓言

Ad-V-4-11-28

篇章訊息：寓言

影片自學

6-V-4-12-04

文體[十二]/故

事

關鍵字摘要
寓言前測

學習單與提問

寓言後測

學習單與提問

心流經驗之寓
言創作與互評

壹、啟蒙
認識莊子

貳、解讀
解讀寓言

參、思辨
評論寓言

肆、應用
創作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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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共有六節課，分為四大主題（如上圖），意在建立一條啟蒙、解讀、思辨到應用的

軸線，期望學生透過此條軸線，能充分掌握「寓言」的文體特質，並能進一步掌握「寓言」的

閱讀方法，體察文章深意。 

課程安排上，首先，在第一個主題中，學生利用因材網的影片自學與小組共學的形式，

練習摘要說明莊子其人與思想，理解道家思想與《莊子》寓言的文體特質。接著，第二個主

題運用學習策略及拼圖討論法，讓學生通過討論，實際解讀〈庖丁解牛〉課文內容，理解文

章生難字詞與重要概念，達到自學、小組共學效果。主題三，讓學生在主題二的基礎上，參

考《莊子．養生主》的哲理，評論寓言內容與莊子所欲表達的意義是否契合，經由思辨、討論

更加融入文章。最後，主題四請學生根據因材網影片對「故事」的說明，利用「心流經驗」為

主題創作寓言，透過評量規準與互評機制，使學生在評量規準的引導下，讓寓言作品更臻完

善。 

參、教案設計 

教師姓名 郭碧娟、李菁菁、黃至渝 教學年級 高中二年級 

學科領域 國語文 授課時數 6 節，每節 50 分鐘 

授課單元/

主題 
寓言的解讀者：以「庖丁解牛」為例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Ｖ-6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

加以包容與尊重。 

2-Ｖ-1 

以邏輯性語言精確說出寓言的文體特質、表現形式

與題材內容。 

5-Ｖ-1 

辨析寓言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6-Ｖ-4 

掌握寓言的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

議題，抒發個人經驗，以議論事理。 

Ac-Ｖ-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

意義。 

Ad-Ｖ-4非韻文：寓言。 

Ba-Ｖ-3  

寓言的寫作手法與文學

美感的呈現。 

Cc-Ｖ-2 

寓言文本中所反映的矛

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

關係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選用龍騰版國語文教材與因材網線上教材，學生以小組合作學習、閱讀

理解策略與四學學習歷程，能掌握寓言文本的結構、段落與篇章訊息，並能

推論篇章主旨，以理解莊子順應天理的養生思想，進而能領略超脫物外，不

被羈絆的心靈自由。並結合自身心流經驗，以對比結構寫作一則寓言，傳達

自身體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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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重點 

表現任務 

學生學習「庖丁解牛」寓言後，能理解此寓言故事之對比結構與寓意，與

寓言之「故事核」，並能了解庖丁解牛的心流經驗，而後學生從自身的心流經驗

中提取故事核，以對比結構寫作一篇寓言，說明自身經驗、闡述體悟。 

評量規準 

寓言創作評量規準（自評表） 

表現等級／評

量向度 

優秀 

20-16 

良好 

15-11 

尚可 

10-6 

待加強 

5-0 

素材與主題：

素材與主題二

者 的 相 互 扣

合，關聯度高 

佔 20 分 

選用適切的素

材以表達寓言

主題。 

選 用 素 材 普

通，能表達寓

言主題。 

選 用 素 材 尚

可，未能明確

表達主題。 

未能選用合適

素材以表現主

題。 

主 題 內 容 深

度：內容深度

回應主旨 

佔 20 分 

內 容 深 入 簡

出，精確地使

用 故 事 或 情

節，形成對照，

闡述寓意。 

內 容 淺 顯 易

懂，能以故事

或情節說明寓

意。 

內 容 較 為 表

面，故事或情

節簡略，尚能

說明寓意。 

內容模糊或無

關，缺乏完整

故事或情節，

未 能 說 明 寓

意。 

創意：內容源

自個人經驗的

理解與反思。 

佔 20 分 

內容基於個人

經驗，所有細

節獨特且呈現

個人反思。 

內容基於個人

經驗，有多處

呈 現 個 人 反

思。 

內容有呈現個

人經驗，雖有

感想，但欠缺

反思。 

內容主要為整

理他人想法，

從而呈現個人

簡單的感想。 

篇章結構：文

章形式上有具

體清楚的結構 

佔 20 分 

能運用對比結

構，使結構嚴

謹，脈絡清楚

貫串，篇幅完

整 

能使用對比結

構，結構平穩，

脈絡分明，篇

幅尚完整 

試圖運用對比

結構，但結構

不完整，尚可

釐清脈絡，篇

幅不完整 

未 有 對 比 結

構，脈絡不明

確，篇幅有缺

失 

文字詞語：字

詞選用的適當

性 

佔 20 分 

1.文詞精鍊，善

用字詞，使

讀者清楚了

解寓言內容

的主旨與想

法。  

2.能精確使用

因果句表達

主旨。 

1.文詞通順，能

正確運用文

詞，以說明

寓言內容的

主 旨 與 想

法。 

2.能使用因果

句 表 達 主

旨。 

1.文詞與寓言

主旨尚有相

關，然而文

詞偶有不通

順。 

2.試圖使用因

果句表達主

旨。 

1.文詞、文句欠

通順，未能

正確表達寓

言主旨。 

2.未能使用因

果句表達主

旨。 

（修改自國教院「智慧化評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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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basa.rcpet.edu.tw/SBASA/HomePage/index.aspx） 

教學資源 
龍騰版國文第四冊（包含教師手冊、學習講義）、學習單、因材網線上教材、

Google Classroom 

教學活動設計 

節次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第 

一 

節 

主題壹：認識莊子生平與思想 

一、學生自學：至因材網觀看「5-Ⅴ-3-12-03 國學[十

二]/子學」影片中關於莊子的段落，利用截圖筆記

至少截圖三張筆記，張貼在因材網平臺的「筆記」

功能裡。 

教師展示班級學生所做的筆記成果。 

二、組內共學：在GOOGLE CLASSROOM電子學習單

裡記錄關於莊子的關鍵字詞至少3個，透過小組討

論，利用關鍵字寫出一段關於莊子生平與思想敘述

的段落。 

關鍵字詞至少三個： 

莊子生平與思想概述：（100-150 字） 

 

三、組間互學：教師挑選作品較好、次好共三組，由學

生分享作品，讓學生彼此相互觀摩學習。最後由教

師講評。 

 

四、教師導學：由教師講解莊子生平與思想Ⅰ。 

(一)莊子生平：參考龍騰版第五冊國文課本與教師手

冊。此處講解莊子生平與重要事蹟。 

1、莊子名周，戰國時宋國蒙(今河南商丘)人。生卒年不

詳 ，約與孟子、惠施等人同時。《史記．老子韓非列

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

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2、重要事蹟： 

(1)索我於枯魚之肆 

(2)吾將曳尾於塗中 

(3)子安知魚之樂 

(二)莊子思想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GOOGLE 

CLASSROOM 

因材網、平板

龍騰版課程教

材 

 

 

https://sbasa.rcpet.edu.tw/SBASA/Home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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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逍遙無待的生命境界  

第 

二 

節 

主題壹：認識莊子生平與思想 

教師導學：由教師講解莊子思想Ⅱ。 

延續上一節課，由教師講解莊子思想。 

(二)莊子思想 

2、萬物與我貫通為一 

3、追求保全天性的養生觀 

4、《莊子》一書內容要義： 

〈逍遙遊〉 

即「逍遙乎物外，任天而無窮」之意。莊

子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於追求「與造

化者同其逍遙」的境界，人若泯除功名利

祿等束縛，便可達到一種「無所待」的真

正自由境界，可以像鯤鵬一般遨遊天地，

逍遙於無限的絕對世界。本篇可說是莊子

學說的總綱。 

〈齊物論〉 

即「齊平物論」之意，旨在提點人們消解

生命中的執著，泯除大小、是非、生死等

區別，破除有我的偏執，與萬物齊一。所

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認為

人類唯有跳脫自我中心，從萬物平等的立

場觀照萬物，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本篇

可算是莊子思想的「方法論」。 

〈養生主〉 

「護養生之宗主」之意，宗主即指人的精

神，本篇強調精神生命的護養之道。如何

護養精神？莫過於順世而不滯於物。 

〈人間世〉 

莊子透過諸多的君臣相處事例，論述在人

世間自處的哲學，提出「心齋」的工夫。

莊子的處世之道以虛、順為主，勸人們處

亂世時勿爭名、勿炫德，如櫟社樹無所可

用，才能成千年大樹，才能自全天年。 

〈德充符〉 

即「德充於內，必符於外」之意。本篇側

重於個人生命與自處之道，列舉了許多形

體不全的奇人，然卻都是「全德」者，使

人樂於跟隨、相處，藉以凸顯修養比形體

更為重要，強調生命內在的價值。如斷足

的王駘，形體雖不全，卻可使人虛而往，

實而歸，連孔子都想登門請教。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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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師〉 

即「人可以師之以為宗本」之意。本篇描

述了真人體道的美好境界，說明人可以師

法的事物就是「道」，「道」無所不在，若

能做到離形去智的「坐忘」工夫，即能與

道相通為一。 

〈應帝王〉 

闡明帝王之道乃因自然、順民性，即「無

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之意。本篇

是莊子「無治主義」的思想體現，強調為

政當順應人性，勿過度干擾，文末以「渾

沌之死」說明人太過聰明，反使天性盡

喪。此說和老子的「無為」思想可謂相

通。 

（資料來源：龍騰版國文教師用書第五冊） 

 

主題貳：寓言的解讀者 

一、學生自學：至因材網討論區，針對「寓言是傳達哲

學思想的最佳文體」此一議題，選擇「非常同意、

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種立場，並說明理

由。 

二、學生自學：因材網寓言前測，學生完成測驗後，利

用課餘時間對於測驗結果為不熟悉的知識節點，觀

看相關的教學影片並做練習題。 

三、學生自學與組內共學：至因材網觀看「Ad-Ⅴ-4-

11-42篇章[十一]/篇章推論：寓言」，以了解解讀

寓言的步驟。利用截圖筆記至少截圖三張筆記，在

小組裡互相分享影片重點。而後至少提出1個問

題，在小組裡討論可能的答案，把問題與答案發表

在因材網討論區裡。 

四、教師導學：由教師總結此節課堂上學生討論意見，

並導入解讀寓言的步驟。教師講解解讀「庖丁解

牛」此一寓言之步驟為： 

1.斷句。 

2.釐清指稱詞（主詞、受詞）。 

3.換句話說。 

4.詞義推敲。 

 

 

 

 

 

 

 

 

 

 

 

 

 

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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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統整角色。（以學習單提問呈現） 

6.統整情節。（以學習單提問呈現） 

7.統整寫作手法。（以學習單提問呈現） 

 

第 

三 

節 

主題貳：寓言的解讀者 

一、組內自學：初步解讀〈庖丁解牛〉文本。 

1、切分課文每個段落為更小的段落，找出省略的主詞、

受詞。 

2、 找出難句與特殊句型，如轉折句、因果句。 

3、 翻譯文句。 

4、 推論段落大意。 

二、組間共學與教師導學：每個大段落，由學生以小組

為單位，學生先分享組內討論的結果，包含小段落

的切分、關鍵字詞的意義、難句與特殊句型的文

意、段落翻譯與段落大意等。教師視學生發表狀

況，提供提示與修正以及合適的文意解釋。 

 

三、組內共學：深度解讀「庖丁解牛寓言」，運用「拼

圖討論法」，學生六人一組，組內每人自主編號，

由1號至6號，再將同一編號的學生抽出來組成一個

新的小組，此新小組是專家小組，專職討論1個題

目。如1號小組的同學負責討論第1道題，2號小組

的同學討論第2道題，以此類推，將下列六道題討

論完畢後，再回到原本的小組內，此時每位同學皆

是該道題的專家，如1號同學分享第1小題的答案，

在小組內每位同學皆須分享自己在專家小組內所討

論的答案。 

1、拼圖討論法示意圖 

1 2 

 

1 1 

3 4 1 1 

5 6 1 1 

原小組 
新小組： 

專家小組 

 

2、說明：此六道題設計的目的為整理庖丁解牛故事概

 

1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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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人物所發揮的功能，並能了解庖丁解牛的歷程變

化。各題佈題在GOOGLE CLASSROOM上，學生將

在電子學習單上作答。 

3、拼圖討論法--小組討論題目如下： 

(1)〈庖丁解牛〉裡有哪些事件？庖丁遇到什麼問題？  

(2)庖丁與文惠君、族庖、良庖此四者在此則寓言發揮

了什麼功能？  

(3)節錄〈庖丁解牛〉關鍵字三至六個，利用這些關鍵

字撰寫摘要（100字以內）。 

(4)庖丁解牛經歷過哪些歷程？有什麼變化？ 

時間 牛的形象 知覺方式 

（庖丁的感

官、精神） 

結果 

始臣之解

牛之時 

所見無非

牛者 

 

  

三年之後    

方今之時 

現在，

19 年後 

   

如今遇見

「族」時

的處理方

法 

   

(5)請找出〈庖丁解牛〉全文中的因果句與轉折句，並

解釋其意涵。 

(6)請推論〈庖丁解牛〉中牛與牛之族、刀、庖丁三者

分別比喻什麼？結合解牛的歷程說明這些比喻代表

什麼意義？ 

 

四、組間互學與教師導學： 

1、依題目序各組發表各題的討論結果，由教師顯示各組

電子學習單的作答情形，讓學生依據同學所發表的內

容修正或補充自己的作答。 

2、教師適時補充說明。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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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節 

一、組內互學：以小組討論方式探究「庖丁解牛」寓言

主旨與故事細節所比喻的道理。題目設計如下： 

1.請推論莊子〈庖丁解牛〉此則寓言所欲傳達的主旨。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1)文惠君體會到的「養生之理」是什麼？ 

(2)庖丁解牛之道是對「養生」的比喻，在解牛的細節

中分別說明了哪些養生道理？ 

解牛細節 所說明的道理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批大郤，導大窾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軱乎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

遲，動刀甚微  

 

 

2.庖丁自敘解牛後的舉止狀態是「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關於庖丁「躊躇滿志」卻又「善刀而藏」，

請揣摩此行為的背後可能的心態。 

二、組間互學與教師導學： 

1、小組發表各題的討論結果，由教師顯示各組電子學習

單的作答情形，讓學生依據同學所發表的內容修正或

補充自己的作答。 

2、 教師適時補充說明。 

 

三、學生自學：因材網寓言後測，學生上網做後測，並觀

看未通過節點之教學影片、做練習題。 

 

主題參：評論寓言 

一、組間互學：藉由小組討論，評論莊子「庖丁解牛」此

則寓言的寫作效果。討論題目如下： 

1、寓言：藉外論之，以寓言為廣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CLASSROOM 

學習單、平板

龍騰版課程教

材 

 

 



 

219 

莊子自言：「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莊子認為十句話

裡有九句要讓人相信，那麼就將自己的話（思想）寄

託於自己以外對象，以客觀事物表述自己的觀點；又

說「以寓言為廣」，是指寓言可以寄託的對象範圍廣

大。在〈養生主〉原文之首有一段文字如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

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

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若將「庖丁解牛」視為莊子所定義之「寓言」，你認為

「庖丁解牛」是否能適切地表述「保身、全生、養親、

盡年」的道理？請說明理由，並請分析莊子在「庖丁解

牛」這則寓言中所使用的寫作技巧。 

 

二、組間互學與教師導學： 

1、小組發表各題的討論結果，由教師顯示各組電子學習

單的作答情形，讓學生依據同學所發表的內容修正或

補充自己的作答。 

2、教師適時補充說明。 

三、寓言後測：教師至因材網挑選寓言相關的五個知識節

點，組成後測測驗卷，派發測驗任務讓學生施測。 

完成後測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對於不熟悉的知識

節點，觀看教學影片並完成練習題。 

 

 

 

 

 

 

 

 

 

 

 

 

 

 

5 分鐘 

 

 

 

 

10 分鐘 

第 

五 

節 

主題四：創作寓言 

一、學生自學：利用因材網教學影片「6-Ⅴ-4-12-

04 文體 [十二]/故事」自學，並完成練習題。在

電子學習單上說明故事文的特質。教師挑選 2

個學生的學習單分享作答內容並總結。  

二、創作與修改  

1、教師說明寓言創作的引導文字： 

當代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奠基者之

一，匈牙利裔美國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長期致力於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的研究。他發現，快樂的來源，除了

食、色等生理需求的滿足外，更重要的是全心投入於

 

1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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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挑戰性但力所能及的活動中。通常這種活動都需要

良好的技藝，並且必需全神貫注融入其中，才有完成

的機會。由於這種活動吸引了從事者所有的注意力，

因此，從事者除了與此活動相關的有限訊息外，沒有

餘力關注週遭的事物，也沒有餘力檢視從事著活動的

自我。而這造成一個重要的結果：從事者的自我消泯

在此種技藝活動中，而且，此種自我之消泯並非自我

之消失，而是自我融入技藝活動之中，與其中的各種

成分互動並構成一整體，進而使自我突破形軀的限

制，延伸到技藝活動所及的各層面中。隨著技藝活動

的進行，延伸著的自我在時間之河中流動，卻又感覺

不到時間的消逝；殫精竭慮的致力於活動之完成，卻

又不自覺的享受著活動本身所帶來的滿足與喜悅。一

旦活動完成，從事者從消泯融入的狀態脫身，重新檢

視自我，往往自覺生命因技藝活動而豐富、自我因技

藝活動而生機盎然。快樂與幸福之感，因此油然而生

（Csikszentmihalyi, 1990: 48-70）。 

庖丁解牛的技藝如同「心流」一般，庖丁全神貫注，

彷彿與牛合一，當他「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時，

也如同心流所描述的「自覺生命因技藝活動而豐富、

自我因技藝活動而生機盎然，快樂與幸福之感油然而

生」，莊子藉由「庖丁解牛」說明他對道的體悟，從

小學習多樣技藝的你，可能有一至三項擅長的才能，

如游泳、跑步、跳舞、繪畫、唱歌、演奏樂器等，你

是否也有過「心流」的經驗？在這些心流經驗裡，你

有什麼體悟呢？請將此經驗包裝為一則故事，藉由此

故事說明你體悟的道理。 

2、寫作提示與實作： 

(1)簡單描述此一經驗，而後思考你的體悟，從體悟中

思考與人生、生命相關的通則或道理。再將經驗包

裝為故事以寄託道理。 

(2)列出此一經驗相關的關鍵字詞3-6個，利用這些關

鍵字詞寫出摘要。 

(3)以「因果句」句型寫出所體悟的道理。 

(4)請確定故事核的核心主題，利用「對比結構」安排

 

 

 

 

 

 

 

 

 

 

 

 

 

 

 

 

 

 

 

 

 

 

 

 

 

 

 

 

 

 

 

 

 

 

 



 

221 

故事情節與段落架構。 

(5)融合摘要與故事情節，在各個段落中運用摹寫、比

喻、白描等表現技巧敘述故事情節，最後點出寓

意。 

3、學生在課堂上創作，教師巡視課堂學生創作情形並

適時給予指導。 

 

 

 

 

30 

第 

六 

節 

主題肆：精進創作 

說明：本教學活動經過實際操作後，學生的作品──寓言

創作並不理想，因此筆者再依據課程實作情形加以修正，

加入學生作品的修改與評量規準，使本教案更加完善。 

 

1、組內共學： 

運用同學習作兩篇（筆者任教兩個班，使用對方班級

同學的作品），觀摩同學作品的優缺點，以評量規準

審視作品，透過小組討論，思考如何修改使作品更像

寓言，並到優秀的規準。 

學生習作與論討提示如下： 

下列文章是同學的習作，請分析其優缺點，並思考如

何修改，使其更像寓言故事。 

甲 
奮力蹬牆，接著划水、換氣，最後抵達終點，要完成

一趙，就必須經過這些步驟，因抵擋不住夏天熱浪而愛上

水的我，在小學期間習得自、仰、蝶、蛙四式，並在暑假

中每個禮拜都會去游泳兩次，游泳池是我的小型桃花源。

「萬事起頭難」，學習過程看似順利，但在一開始經歷重

重心理障礙，才開始接觸這項運動。 

一開始學習時非常害羞，周遭都是男生教練，又加上

學習游泳需要肢體接觸，處於幼稚園階段的我遲遲無法

融入大家，經過好幾堂課像雕像般佇立在水裡後，我逐漸

敞開心胸，正式開始學習。剛開始還無法掌握水，偶爾還

會嗆水、抽筋。直到經過了一個暑假，終於對游泳得心應

手，才意識到開學在即，當得知欲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時，

擔心自己會忘記所學。 

所幸，再次跳進游池時，腦中像是輸入資料般，學習

的姿勢都沒有被記憶卡刪除，並且在經過數個暑假的密

集訓練後，有如軟體更新般，成為水中蛟龍，水下的我拋

棄一切煩惱，享受隨水漂動的快感，想像自己與水融為一

體，在水中肆意地隨波前進。 

回想當初畏畏縮縮的自己鼓足勇氣，挑戰這個技能，

佩服且感謝那一次決定征服游泳的決心，並沒有裹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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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才能夠一路向游泳發起挑戰，直到戰勝，若是一開始

畫地自限，或許會很長時間都找不到勇氣，而失去這頊技

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因此相信自己在過到任何困難都

迎刃而解，不放棄機會，發揮自己的最大價值。 

乙 

翻開琴譜，雙手輕輕放上鍵盤，顫巍著深吸一口氣―

―音符由慢而快串起流徜耳畔的樂章，手指於琴鍵上飛

馳，練習許久而疲累的手臂亦逐漸不再痠疼，意識似乎隨

著樂聲融入眼前黑白線條之中……在焰下最後的和弦那

一刻我才緩緩回神，沉浸於順利達成夢想的喜悅中。 

銀波所需的華麗技法，所表現的動聽旋律，都令其成

為我學習鋼琴的一大目標。然而總因琴技仍不純熟，這份

目標只能被我以「夢想」命名而束之高閣，直到練習數年

後，才再度拾起。起初，我依著網路查詢到、各鋼琴家演

奏的版本，一邊臨摹、一邊試奏，總算能緩緩彈出雛形。

然而幾日過去，我便遺忘大部分的情感如何表達，只能看

著指尖在琴鍵上如機械般游移。 

不甘如此的我再次上網聆聽了諸多範本，並且試著

將自己帶入其中――「如果是我，這裡會如何表達？」、

「剛才的對比若能再強烈些……」，再三琢磨，一份只屬

於自己的藍圖終於悄然成形。我又一次開始試奏，從生疏

而熟稔，以八十八個黑白相間的磚砌好了我銀色的夢，在

與夢融為一體之中。 

或許不光是詮釋樂曲，人生之中每一次學習都有相

同的道理：真正的「學會」並非完美複製出接收到的模板。

模板只能是借鏡，將已有之物吸收，從而轉化出自己真正

了解、真正接受的樣子，才可真正稱作學會一樣事物。 

 

本習作的優點： 

本習作的缺點： 

本習作是否具備寓言故事的條件 

故事核 

故事情節 

寓意主旨 

對比結構 

因果句型說明主旨 

修改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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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創作評量規準（自評與他評） 

表現

等級

／評

量向

度 

優秀 

20-16 

良好 

15-11 

尚可 

10-6 

待加強 

5-0 
評分 

素 材

與 主

題：素

材 與

主 題

二 者

的 相

互 扣

合，關

聯 度

高 

佔 20

分 

選用適

切的素

材以表

達寓言

主題。 

選用素

材普通，

能表達

寓言主

題。 

選用素

材尚可，

未能明

確表達

主題。 

未能選

用合適

素材以

表現主

題。 

分數： 

 

說明： 

 

主 題

內 容

深度：

內 容

深 度

回 應

主旨 

佔 

20 

分 

內容深

入簡出，

精確地

使用故

事或情

節，形成

對照，闡

述寓意。 

內容淺

顯易懂，

能以故

事或情

節說明

寓意。 

內容較

為表面，

故事或

情節簡

略，尚能

說明寓

意。 

內容模

糊或無

關，缺乏

完整故

事或情

節，未能

說明寓

意。 

分數： 

 

說明： 

 

創意：

內 容

源 自

個 人

經 驗

的 理

解 與

反思。 

佔 20

分 

內容基

於個人

經驗，所

有細節

獨特且

呈現個

人反思。 

內容基

於個人

經驗，有

多處呈

現個人

反思。 

內容有

呈現個

人經驗，

雖有感

想，但欠

缺反思。 

內容主

要為整

理他人

想法，從

而呈現

個人簡

單的感

想。 

分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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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章

結構：

文 章

形 式

上 有

具 體

清 楚

的 結

構 

佔 20

分 

能運用

對比結

構，使結

構嚴謹，

脈絡清

楚貫串，

篇幅完

整 

能使用

對比結

構，結構

平穩，脈

絡分明，

篇幅尚

完整 

試圖運

用對比

結構，但

結構不

完整，尚

可釐清

脈絡，篇

幅不完

整 

未有對

比結構，

脈絡不

明確，篇

幅有缺

失 

分數： 

 

說明： 

 

文字

詞

語：

字詞

選用

的適

當性 

佔 20

分 

1. 文 詞

精鍊，

善 用

字詞，

使 讀

者 清

楚 了

解 寓

言 內

容 的

主 旨

與 想

法。  

2. 能 精

確 使

用 因

果 句

表 達

主旨。 

1. 文 詞

通順，

能 正

確 運

用 文

詞，以

說 明

寓 言

內 容

的 主

旨 與

想法。 

2. 能 使

用 因

果 句

表 達

主旨。 

1. 文 詞

與 寓

言 主

旨 尚

有 相

關，然

而 文

詞 偶

有 不

通順。 

2. 試 圖

使 用

因 果

句 表

達 主

旨。 

1.文詞、

文 句

欠 通

順，未

能 正

確 表

達 寓

言 主

旨。 

2. 未 能

使 用

因 果

句 表

達 主

旨。 

分數： 

 

說明： 

 

 

 

2、組間互學： 

在小組論，實作修改文章後，利用評量表評量小組

修改後的作品，再由學生發表修改後作品，讓學生彼此

觀摩學習，教師適時給予回饋並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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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材、教具呈現 

一、學習單（含參考答案）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四）莊子選讀：庖丁解牛 

壹、莊子生平與其思想、成就 

一、請至因材網觀看「5-Ⅴ-3-12-03 國學[十二]/子學」影片中關於莊子的段落，利用截

圖筆記至少截圖三張筆記。記錄關於莊子的關鍵字詞至少 3個，在小組裡討論，利用關鍵

字寫出一段關於莊子生平與思想敘述的段落。 

關鍵字詞至少三個： 

莊子生平與思想概述：（至多 150字） 

 

 

一、 莊子生平與思想（參看課本教材與補充講義） 

 

貳、〈庖丁解牛〉寓言詮解 

一、如何解讀寓言 

1.至因材網討論區：就「寓言是傳達哲學思想的最佳文體」此一議題，選擇立場（非常同

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說明理由。 

2.寓言前測，至因材網做測驗。 

3.請至因材網觀看「Ad-Ⅴ-4-11-42篇章[十一]/篇章推論：寓言」，利用截圖筆記至少圖三

張筆記，在小組裡互相分享影片重點。至少提出 1 個問題，在小組裡討論可能的答案，

把問題與答案發表在因材網討論區裡。 

 

二、寓言的解讀者 

1.切分段落，找出省略的主詞、受詞，並找出難句與特殊句型，如轉折句、因果句。 

2.翻譯文句後推論段落大意。 

課文第一段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課文第二段 

（庖丁）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牛肢解聲）砉然響然，（庖

丁）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

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臣）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臣）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臣之）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牛之）

大郤，導（牛之）大窾，因其/牛固然，（刀）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牛之）大軱乎？

（激問）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臣／臣之刀）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牛之）節者有閒，而（臣之）刀刃者無厚，（因—因果句）以無厚（之刀）入有

閒（之節），（果 1）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果 2）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硎。 

雖然（轉折句），每至於（牛之）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之-牛族）戒，視為（之

-牛族）止，行為（之-牛族）遲，（臣）動刀甚微，（牛）謋然已解，如土委地。 

（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臣）善刀而藏之。」 

課文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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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三、請整理庖丁解牛故事概要與人物所發揮的功能。 

1.〈庖丁解牛〉裡有哪些事件？庖丁遇到什麼問題？  

2.庖丁與文惠君、族庖、良庖此四者在此則寓言發揮了什麼功能？  

3.節錄〈庖丁解牛〉關鍵字三至六個，用利這些關鍵字撰寫摘要（100字以內）： 

 

四、請整理庖丁解牛的歷程變化。 

1.庖丁解牛經歷過哪些歷程？有什麼變化？ 

時間 牛的形象 
知覺方式 

（庖丁的感官、精神） 
結果 

始臣之解牛

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 

所見都是整隻牛，不

知從何下手 

以目視—直接以感官眼

睛觀察 

全牛像是一大障礙，形

成很大的壓力 

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 

能理解牛的內在結

構、不再是看整隻

牛，而是知道牛的肌

肉、骨骼等組識部件 

視而不見：不單憑用感

官覺察牛，嘗試用心

智、抽象思維、知識架

構來理解牛 

掌握了部份原則、原理 

 

方今之時 

現在，19

年後 

牛不再是牛，牛的

「固然」 

刀刃可運行的郤、

窾，不把牛視為與我

相對的對象存在 

以神遇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 

不運用感官與思慮來面

對對象，而以心神直覺

隨順感應而行（以神

遇） 

游刃有餘： 

掌握原理原則、事物的

本質，牛與庖丁沒有分

別（界限）、合而為一，

所以無限廣闊、自由自

在 

刀刃若新發於硎：順任

自然、應之以天理，保

全養生 

如今遇見

「族」時的

處理方法 

族之難為 

掌握細節，心中有全

牛的樣貌、也有部件

結構的細節 

運用心神直覺，小心戒

慎精神專注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 

細節處--四兩撥千金 

 

2.請找出〈庖丁解牛〉全文中的因果句與轉折句，並解釋其意涵。 

3.請推論〈庖丁解牛〉中牛與牛之族、刀、庖丁三者分別比喻什麼？結合解牛的歷程說明

這些比喻代表什麼意義？ 

 

五、請推論莊子〈庖丁解牛〉此則寓言所欲傳達的主旨 

1.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1)文惠君體會到的「養生之理」是什麼？ 

(2)庖丁解牛之道是對「養生」的比喻，在解牛的細節中分別說明了哪些養生道理？ 

解牛過程、細節 所說明的內涵或道理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掌握事物本質，避開錯綜複雜處，認識事的

客觀規律，順應天理、順應自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避開困境與矛盾處，不要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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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以無厚的刀刃遊走在骨節間的縫隙處，指以

不帶成見、偏執的心處世，若能無此，再小

的空間都會有餘裕，再難的問題也能解決。 

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 遇到難題要精神專注、戒慎行事，慢慢地處

理 

2.庖丁自敘解牛後的舉止狀態是「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關於庖丁「躊躇滿志」

卻又「善刀而藏」，請揣摩此行為的背後可能的心態。 

 

六、藉外論之，以寓言為廣 

1.莊子自言：「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莊子認為十句話裡有九句要讓人相信，那麼就將自

己的話（思想）寄託於自己以外對象，以客觀事物表述自己的觀點；又說「以寓言為廣」，

是指寓言可以寄託的對象範圍廣大。在〈養生主〉原文之首有一段文字如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

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語譯】我的生命是有限，而智識卻是無限。以有限追求無限，是非常疲困的；既然已經知是

這樣還要汲汲追求智識，只會更增加疲困罷了。為善不要有求名之心，為惡不要遭到刑罰，順

著自然的督脈循虛而行以為常法，這樣就可以保護生命，可以保全天性，可以養護身體，，可

以享盡天年。「養親」另可解讀為能盡為人子、人夫、人父等人倫責任，使雙親、妻兒、子女

得其所養而無或虞之憂。 

若將〈庖丁解牛〉一文視為莊子所定義之「寓言」，你認為「庖丁解牛」是否能適切地表述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的道理？請說明理由，並分析莊子在「庖丁解牛」這則寓言中

所使用的寫作技巧。 

 

2.當代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奠基者之一，匈牙利裔美國心理學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長期致力於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的研究。他發現，快樂

的來源，除了食、色等生理需求的滿足外，更重要的是全心投入於富挑戰性但力所能

及的活動中。通常這種活動都需要良好的技藝，並且必需全神貫注融入其中，才有完

成的機會。由於這種活動吸引了從事者所有的注意力，因此，從事者除了與此活動相

關的有限訊息外，沒有餘力關注週遭的事物，也沒有餘力檢視從事著活動的自我。而

這造成一個重要的結果：從事者的自我消泯在此種技藝活動中，而且，此種自我之消

泯並非自我之消失，而是自我融入技藝活動之中，與其中的各種成分互動並構成一整

體，進而使自我突破形軀的限制，延伸到技藝活動所及的各層面中。隨著技藝活動的

進行，延伸著的自我在時間之河中流動，卻又感覺不到時間的消逝；殫精竭慮的致力

於活動之完成，卻又不自覺的享受著活動本身所帶來的滿足與喜悅。一旦活動完成，

從事者從消泯融入的狀態脫身，重新檢視自我，往往自覺生命因技藝活動而豐富、自

我因技藝活動而生機盎然。快樂與幸福之感，因此油然而生（Csikszentmihalyi, 

1990: 48-70）。 

庖丁解牛的技藝如同「心流」一般，庖丁全神貫注，彷彿與牛合一，當他「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時，也如同心流所描述的「自覺生命因技藝活動而豐富、自我因技藝

活動而生機盎然，快樂與幸福之感油然而生」，莊子藉由「庖丁解牛」說明他對道的體

悟，從小學習多樣技藝的你，可能有一至三項擅長的才能，如游泳、跑步、跳舞、繪畫、

唱歌、演奏樂器等，你是否也有過「心流」的經驗？在這些心流經驗裡，你有什麼體悟

呢？請將此經驗包裝為一則故事，藉由此故事說明你體悟的道理。（小組討論+口頭發表

+個人作業） 

寫作提示： 

1.先簡單描述此一經驗，而後思考你的體悟，從體悟中思考與人生、生命相關的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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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道理。再將經驗包裝為故事以寄託道理。 

2.列出此一經驗相關的關鍵字詞 3-6個，利用這些關鍵字詞寫出摘要。 

3.以「因果句」句型寫出你所體悟的道理。 

4.請確定故事核的核心主題，利用「對比結構」安排故事情節與段落架構。 

5.融合摘要與故事情節，在各個段落中運用摹寫、比喻、白描等表現技巧敘述故事情

節，最後點出寓意。 

3.請至因材網觀看教學影片，並完成練習題。影片為 6-Ⅴ-4-12-04 文體[十二]/故事。

請說明故事文的特質。 

 

4.下列文章是同學的習作，請分析其優缺點，並思考如何修改，使其更像寓言故事。 

甲 

奮力蹬牆，接著划水、換氣，最後抵達終點，要完成一趙，就必須經過這些步驟，因抵

擋不住夏天熱浪而愛上水的我，在小學期間習得自、仰、蝶、蛙四式，並在暑假中每個

禮拜都會去游泳兩次，游泳池是我的小型桃花源。「萬事起頭難」，學習過程看似順利，

但在一開始經歷重重心理障礙，才開始接觸這項運動。 

一開始學習時非常害羞，周遭都是男生教練，又加上學習游泳需要肢體接觸，處於幼

稚園階段的我遲遲無法融入大家，經過好幾堂課像雕像般佇立在水裡後，我逐漸敞開

心胸，正式開始學習。剛開始還無法掌握水，偶爾還會嗆水、抽筋。直到經過了一個暑

假，終於對游泳得心應手，才意識到開學在即，當得知欲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時，擔心自

己會忘記所學。 

所幸，再次跳進游池時，腦中像是輸入資料般，學習的姿勢都沒有被記憶卡刪除，

並且在經過數個暑假的密集訓練後，有如軟體更新般，成為水中蛟龍，水下的我拋棄

一切煩惱，享受隨水漂動的快感，想像自己與水融為一體，在水中肆意地隨波前進。 

回想當初畏畏縮縮的自己鼓足勇氣，挑戰這個技能，佩服且感謝那一次決定征服

游泳的決心，並沒有裹足不前，才能夠一路向游泳發起挑戰，直到戰勝，若是一開始畫

地自限，或許會很長時間都找不到勇氣，而失去這頊技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因此相

信自己在過到任何困難都迎刃而解，不放棄機會，發揮自己的最大價值。 

 

乙 

    翻開琴譜，雙手輕輕放上鍵盤，顫巍著深吸一口氣――音符由慢而快串起流徜耳

畔的樂章，手指於琴鍵上飛馳，練習許久而疲累的手臂亦逐漸不再痠疼，意識似乎隨

著樂聲融入眼前黑白線條之中……在焰下最後的和弦那一刻我才緩緩回神，沉浸於順

利達成夢想的喜悅中。 

    銀波所需的華麗技法，所表現的動聽旋律，都令其成為我學習鋼琴的一大目標。

然而總因琴技仍不純熟，這份目標只能被我以「夢想」命名而束之高閣，直到練習數年

後，才再度拾起。起初，我依著網路查詢到、各鋼琴家演奏的版本，一邊臨摹、一邊試

奏，總算能緩緩彈出雛形。然而幾日過去，我便遺忘大部分的情感如何表達，只能看著

指尖在琴鍵上如機械般游移。 

    不甘如此的我再次上網聆聽了諸多範本，並且試著將自己帶入其中――「如果是

我，這裡會如何表達？」、「剛才的對比若能再強烈些……」，再三琢磨，一份只屬於自

己的藍圖終於悄然成形。我又一次開始試奏，從生疏而熟稔，以八十八個黑白相間的

磚砌好了我銀色的夢，在與夢融為一體之中。 

    或許不光是詮釋樂曲，人生之中每一次學習都有相同的道理：真正的「學會」並非

完美複製出接收到的模板。模板只能是借鏡，將已有之物吸收，從而轉化出自己真正

了解、真正接受的樣子，才可真正稱作學會一樣事物。 

本習作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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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習作的缺點： 

本習作是否具備寓言故事的條件 

□故事核 

□故事情節 

□寓意主旨 

□對比結構 

□因果句型說明主旨 

修改後作品： 

 

寓言創作評量規準（自評表與他評表） 
表現等級／評

量向度 

優秀 

20-16 

良好 

15-11 

尚可 

10-6 

待加強 

5-0 
評分 

素材與主題：

素材與主題二

者 的 相 互 扣

合，關聯度高 

佔 20 分 

選用適切的素

材以表達寓言

主題。 

選 用 素 材 普

通，能表達寓

言主題。 

選 用 素 材 尚

可，未能明確

表達主題。 

未能選用合適

素材以表現主

題。 

分數： 

 

說明： 

 

主 題 內 容 深

度：內容深度

回應主旨 

佔 20 分 

內 容 深 入 簡

出，精確地使

用 故 事 或 情

節，形成對照，

闡述寓意。 

內 容 淺 顯 易

懂，能以故事

或情節說明寓

意。 

內 容 較 為 表

面，故事或情

節簡略，尚能

說明寓意。 

內容模糊或無

關，缺乏完整

故事或情節，

未 能 說 明 寓

意。 

分數： 

 

說明： 

 

創意：內容源

自個人經驗的

理解與反思。 

佔 20 分 

內容基於個人

經驗，所有細

節獨特且呈現

個人反思。 

內容基於個人

經驗，有多處

呈 現 個 人 反

思。 

內容有呈現個

人經驗，雖有

感想，但欠缺

反思。 

內容主要為整

理他人想法，

從而呈現個人

簡單的感想。 

分數： 

 

說明： 

 

篇章結構：文

章形式上有具

體清楚的結構 

佔 20 分 

能運用對比結

構，使結構嚴

謹，脈絡清楚

貫串，篇幅完

整 

能使用對比結

構，結構平穩，

脈絡分明，篇

幅尚完整 

試圖運用對比

結構，但結構

不完整，尚可

釐清脈絡，篇

幅不完整 

未 有 對 比 結

構，脈絡不明

確，篇幅有缺

失 

分數： 

 

說明： 

 

文字詞語：字

詞選用的適當

性 

佔 20 分 

1.文詞精鍊，善

用字詞，使

讀者清楚了

解寓言內容

的主旨與想

法。  

2.能精確使用

因果句表達

主旨。 

1.文詞通順，能

正確運用文

詞，以說明

寓言內容的

主 旨 與 想

法。 

2.能使用因果

句 表 達 主

旨。 

1.文詞與寓言

主旨尚有相

關，然而文

詞偶有不通

順。 

2.試圖使用因

果句表達主

旨。 

1.文詞、文句欠

通順，未能

正確表達寓

言主旨。 

2.未能使用因

果句表達主

旨。 

分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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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成效與教學省思 

一、寓言前後測成果，以筆者所任教的二年Ｘ班為例。 

知識節點 

前測施測時間： 

112 年 6 月 17 日 

後測施測時間： 

112 年 8 月 5 日 結果說明 

待補救人數/施測人數 待補救人數/施測人數 

Ad-Ⅴ-4-11-07 

段落訊息：寓言 
1 人/29 人（3％） 7 人/29 人（24％） 增多 6 人（21％） 

Ad-Ⅴ-4-11-14 

段旨：寓言 
10 人/29 人（34％） 5 人/29 人（17％） 減少 5 人（17％） 

Ad-Ⅴ-4-11-21 

段落推論：寓言 
8 人/29 人（28％） 11 人/29 人（38％） 增多 3 人（10％） 

Ad-Ⅴ-4-11-28 

篇章訊息：寓言 
21 人/29 人（72％） 21 人/29 人（72％） 增多 0 人（0％） 

Ad-Ⅴ-4-11-42 

篇章推論：寓言 
6 人/29 人（21％） 10 人/29 人（34％） 增多 4 人（3％） 

 

筆者挑選與寓言相關的五個知識節點，每個節點挑選二道題目，組成寓言前後測試卷，

前後測試題各有10道題。經施測後，學生在段旨的學習表現較好，待補救人數減少了6人（占

全班的20%）；而在段落訊息、段落推論、篇章推論這三個知識節點，待補救人數皆有增加，

增加人數皆在個位數以內。不分前後測，「篇章訊息」的待補救人數皆是最多的，但實行後

測之後，前後測相比較，待補救人數沒有增加。筆者推測就「篇章訊息」而言，訊息量較「段

落訊息」、「段落推論」為多，可能對學生而言難度可能較高，因此學生在後測的表現未能呈

現有效改善。 

再者，前後測的題目均出自因材網題庫，題目材料以學生未學過的寓言故事，是以每道

題皆是課外閱讀題，對學生而言難度較大，再加上施測的工具是手機或平板，在線上做答，

題幹若是長文閱讀，也增加了作答難度，而這兩份試卷選了跟寓言相關的五個知識節點，共

有十道題，就學生的線上測驗經驗而言，以往前後測的試題數是三個知識節點共六道題，此

次節點數與題目數對施測學生而言較多，題目材料皆為課外閱讀，有一定的難度，故整體而

言，學生在後測的表現較不理想。 

課後，筆者鼓勵學生利用因材網上這五個知識節點的教學影片與練習題進行自主學習，

以鞏固所學，同時因材網上的測驗可以隨時重新施測，只要通過單元診斷測驗，「寓言」相

關知點節點便能變成精熟（綠色），此亦能鼓勵學生自我挑戰。  

二、因材網教材 

四學中「學生自學」的學習策略而言，本教案運用因材網平臺裡的教學影片讓學生自學，

並利用因材網平臺裡的「筆記」與「班級討論區」功能，讓學生記錄所學並找出難處，使學生

能預備將要學習的課程內容。同時，這些自學生內容也成為此課程的學習鷹架，以利後續解

讀預言。因材網的教學影片內容是將課綱中的學習重點轉化為「知識節點」，以此設計教學

影片內容，因此學生在影片中學到的是與此知識節點相關的能力，就學生的學習心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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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為在因材網的教材內容的確能釐清「寓言」的本質，而所學到解讀寓言的方法，也確

實能夠運用到解讀「庖丁解牛」此課程內容中。就因材網裡的練習題與前後測驗試題而言，

與坊間試題相較之下，學生認為答案選項設計較明確，無模擬兩可的空間。然而學生希望在

教學影片中能增加課外的應用實例，好讓學生能歸納此知識節點的內容（節錄自儉班賴生、

莊生、黃生、吳生四人的學習省思，詳細內容參考附錄「學生訪談文字稿」）。 

就教師教學端而言，因材網平臺每項知識結構任務至少包含一段教學影片與練習題，練

習題也能即時看到詳解，於學生自學時，看完教學影片便能以練習題鞏固所學，此一模式對

於教師而言，無論是課前的預習或是課後複習，皆可用利課餘時間完成，在教學課時有限的

壓力下，此一科技輔助工具實為一大助大。再者，教師尚可利用平臺的「影片及檢核點題目

報表」了解學生觀看影片的情形，報表上紀錄條的顏色越深處，表示學生於該處重覆觀看次

數越多，可能是此處為難點重點，所以學生花費較多時間觀看，於是教師便可了解學生對於

教學內容的學習反饋。 

學生觀看影片紀錄示例： 

知識節點：5-Ⅴ-3-12-03 國學[十二]/子學 

 
儉班紀生儉 

 
儉班蘇生 

 
和班林生 

 
和班王生 

知識節點：Ad-Ⅴ-4-12-42 篇章[十二]/篇章推論：寓言 

 
儉班林生 

 
儉班呂生 

 
和班林生 

 
和班陳生 

知識節點：6-Ⅴ-4-12-04 文體[十二]/故事 

 
儉班黃生 

 
儉班賴生 

 
和班周生 

 
和班黃生 

 

三、評量規準 

課程進行至寓言創作時，學生第一次寫作的作品不甚理想，如同教案中甲、乙兩篇範文，

學生能寫出心流的體驗，但對於將體驗轉化為寓言故事尚未能掌握其中的寫作技巧，也未能

將自己對寓言的理解轉化為創作能力，因此筆者運用因材網教材中「6-V-4-12-04文體[十二]/

故事」此一知識節點的教學影片，協助學生進一步釐清寓言故事的組成元素，之後以「寓言

創作評量規準」先讓學生評析甲、乙兩篇作品，學生先前已經寫了自己的寓言，此時以評量

規準評析他人作品時便能理解自己所寫第一次作品的不足處，再依著對寓言組成元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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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量規準的要求修改甲、乙兩篇作品，學生便能修改出符合寓言形式的作品。由此可知，

因材網的教材提供學生對於知識的理解，在學習遷移此一層面上，仍需評量規準指示明確的

學習目標與方向，為學生建立「後設思考」模式，以此在學習過程中能校準自己的學習目標，

更能於完成學習任務後，評量自己的學習成效，以科技（因材網）輔助教學，加上評量規準

定錨學習目標，便能發揮四學此一學習策略的優勢效益。 

和班黃生原作： 

甲 

奮力蹬牆，接著划水、換氣，最後抵達終點，要完成一趙，就必須經過這些步驟，

因抵擋不住夏天熱浪而愛上水的我，在小學期間習得自、仰、蝶、蛙四式，並在暑假中

每個禮拜都會去游泳兩次，游泳池是我的小型桃花源。「萬事起頭難」，學習過程看似

順利，但在一開始經歷重重心理障礙，才開始接觸這項運動。 

一開始學習時非常害羞，周遭都是男生教練，又加上學習游泳需要肢體接觸，處於幼

稚園階段的我遲遲無法融入大家，經過好幾堂課像雕像般佇立在水裡後，我逐漸敞開

心胸，正式開始學習。剛開始還無法掌握水，偶爾還會嗆水、抽筋。直到經過了一個暑

假，終於對游泳得心應手，才意識到開學在即，當得知欲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時，擔心自

己會忘記所學。 

所幸，再次跳進游池時，腦中像是輸入資料般，學習的姿勢都沒有被記憶卡刪除，

並且在經過數個暑假的密集訓練後，有如軟體更新般，成為水中蛟龍，水下的我拋棄

一切煩惱，享受隨水漂動的快感，想像自己與水融為一體，在水中肆意地隨波前進。 

回想當初畏畏縮縮的自己鼓足勇氣，挑戰這個技能，佩服且感謝那一次決定征服

游泳的決心，並沒有裹足不前，才能夠一路向游泳發起挑戰，直到戰勝，若是一開始畫

地自限，或許會很長時間都找不到勇氣，而失去這頊技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因此相

信自己在過到任何困難都迎刃而解，不放棄機會，發揮自己的最大價值。 

黃姓學生作品若說明了心流經驗與體悟，亦有前後對比，但仍不像寓言，因為經驗描寫的

細節較多，並且結尾部分沒有明確的因果句導出主旨，文意雜駁，勇氣、堅持、不放棄等皆

是學生突破困難的原意，宜更聚焦於單一因素，點出原因。 

儉班黃生運用評量規準修改甲文作品： 

 
此為儉班黃生第一次修改作品，文詞較原版更流暢，具備故事核，也能較聚焦於前後對比，

但仍結論仍是停留在心得感悟，不是點明寓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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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姓學生第二次修改，具備故事核，內容更精簡，能於結論點明寓言故事主旨，但仍需強化

故事性，若能以因果句點出主旨將更符合寫作要求。 

四、小組討論與拼圖討論法 

在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的教學策略上，本教案運用小組討論與拼圖討論法輔以教師導學，

以增進學習成效。在筆者的任教班，小組討論是以原有組別為主，成員是彼此熟識的同學，

學生能快速進入討論，但也因為熟悉，也容易在討論時失焦，有時一次要討論多個題目，學

生會覺得時間不夠。拼圖討論法則像專業分工，小組成員是彼此較為陌生的同學，一次只討

論一個題目，可以討論得比較深入，回到小組後，成為「專家」，因為要向原小組成員說明討

論結果，所以自己必須區了解得透澈，並且要思考如何表達，同學才會了解。是以對學生而

言，拼圖討論法使學生學得更深入，學生更要說明自己學習所得，因此能強化學習成效。 

五、課程實況與學生作業 

  
課堂上做因材網前測。 教師導學：因材網前測後，澄清閱讀理解上的

疑惑。 

  
課堂上使用因材網—班級討論區 學生自學：全班看因材網教學影片-國學常識

12年級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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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學：澄清學習單提問的參考答案 組內互學：討論庖丁解牛課文內容 

  
組內互學：小組討論，學生閱讀庖丁解牛，

並以手機回答電子學習單的提問。 

組內互學：拼圖討論法，學生進一步分析寓言

內容與主旨。 

  
組間互學：同學發表摘要內容。 組間互學：同學發表學習單提問的答案 

  
呂姓學生所做故事文筆記 呂姓學生所做寓言筆記，能標記重點 

   
汪姓學生所做寓言筆記，能標記重點 林姓學生所做莊子筆記，能標記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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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姓學生所做解讀寓言筆記，能標記重點 學生周某所做解讀寓言筆記，能標記重點 

  
劉姓學生所做寓言筆記 江姓學生所做寓言筆記，能標記重點 

因材網二年儉班級討論區 

關於「寓言是傳達哲學思想

的最佳文體」四向度討論（四

角辯論變形版） 

關於「寓言是傳達哲學思想的

最佳文體」四向度討論（四角

辯論變形版） 

「寓言是傳達哲學思想的最

佳文體」四向度討論（四角辯

論變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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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觀看完「寓言」教學影片

後的提問 

廖姓學生學習單，能寫出莊

子生平與思想之概述，但缺

關鍵字詞。 

張姓學生學習單，能以關鍵字

寫出莊子生平與思想之概述 

簡姓學生學習單，作答具體

明白，唯有錯字 

簡姓學生學習單，作答具體而

適切，用詞「圓滑」宜修改為

「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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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學生學習單，能整理庖丁

解牛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 

陳姓學生學習單，作答有缺

失。 

 

林姓學生學習單，作答簡明

扼要，宜更完整說明。 

 

林生評析「庖丁解牛」寓言，

能掌握學習重點，完整說明

寓言的特質。 



 

238 

 
簡姓學生學習單，能說明庖

丁解牛故事概要與寓言主

旨。

 
周姓學生學習單，學生評析

「庖丁解牛」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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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姓學生以檢核表及評量規準評析乙文作品： 

 

 

朱生作品，並以自評表檢核自己的作品優缺點。 

 

 

結論處若能跳脫以「我」的

敘述視角，並將主旨「放手

一博」以因果句呈現，則更

符合本次寫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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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以自評表評析自己的作品： 

周生作品 

周生第一次修改乙

文作品。將文意模糊

處說得更具體明白，

但在文章結尾仍是

抒發個人體悟。 



 

241 

 
周生第二次修改的作品：      

翻開琴譜，雙手輕輕放上鍵盤，顫巍著深吸一口氣――由慢而快串起一個個音符化作

流徜耳畔的樂章，手指於琴鍵上飛馳，因練習許久而隱隱作痛的手臂傳來的痠疼感逐漸模

糊，意識似乎隨著樂聲的加速跟著融入眼前黑白線條之中，心思隨著綺麗柔美的音階變化

悠遊其中……在雙手輕柔的落奏下最後的和弦那一刻我才緩緩回神，沉浸於順利達成夢想

的喜悅與自豪中。 

    「銀波」所需的華麗技法，所表現的動聽旋律，都成為我學習鋼琴的一大目標。然而困

於琴技仍不純熟，這份目標只能被我以「夢想」之名束之高閣，直到練習數年後，才再度拾

起。起初，我依著網路查到各鋼琴家演奏的版本，一邊臨摹、一邊試奏，總算能緩緩彈出雛

形。然而幾日過去，我迷失於如何將名鋼琴家的曲目一比一復刻，便遺忘大部分的情感如

何表達，只能看著指尖在琴鍵上如機械般游移。 

    不甘如此的我再次上網聆聽了諸多範本，並且試著將自己帶入樂曲中，感受著其中情

感的變化――「如果是我，輕快的心情會如何表達？」、「剛才的情緒對比要如何再強烈

些……」，再三琢磨，結合著自己過往的經歷，或興喜或沮喪的心情，筆尖在琴譜上高低起

伏地畫成一條條曲線，描摹著樂曲和內心的心情，我在琴譜上的註記寫了又擦，擦了又寫，

一首只屬於自己的「銀波」終於悄然成形。我又一次開始試奏，從生疏而熟稔，以八十八個

黑白相間的磚砌好了我銀色的夢，再次完美地與夢契合為一體。 

    或許不光是詮釋樂曲的挑戰，人生之中每一次學習都有相似的道理：真正的「學會」並

非一昧的完美複製出既有的模板。模板終究只能是借鏡，將已有之物吸收，從而轉化並且

將其體現在行為舉止上，才是真正了解、真正吸收內化的樣子，如此的學習和收穫才能稱

作學會一樣事物。 

 

周生第二次修改乙文作品，結論處較接近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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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文作品原圖 

甲文作品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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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訪談記錄文字稿 

訪談對象：儉班學生莊生、吳生、黃生、賴生四人 

地點：北一女中學珠樓 4 樓研討室 

時間：112 年 9 月 18 日 

問題一：一般的分組討論法與拼圖討論法二者對於學習效果有什麼差異？ 

吳生：原本的小組成員因為較熟悉，討論完後，比較容易聊天；拼圖討論法小組裡的成員彼

此較不熟悉，比較能專注在討論的題目上。 

黃生：拼圖討論法一次只討論一個題目，沒有時間壓力，比較能深入討論。 

賴生：拼圖討論法成員是打散的，是平常較不認識的人，可以聽到平常比較不會聊天的同學

他們的想法。 

 

問題二：拼圖討論法回到自己的組別時，自己成為專家，在小組裡分享，這樣的方式對學習

有沒有幫助？ 

莊生：可以快速統整重點，也可以聽到別人統整過的重點，所以比較有效率。 

賴生：要學會如何解釋這個題目，如果組員有疑問，自己要想想剛剛討論的內容，要想怎麼

回答。 

吳生：拼圖討論法像一個專業分工。 

 

問題三：觀看因材網中寓言的影片，對於成為一位寓言解讀者，特別是莊子的哲理寓言，你

覺得因材網的教學影片對於課程學習（〈庖丁解牛〉寓言）有什麼幫助嗎？如果可以怎麼做會

更好呢？ 

賴生：若是單就課文而言，影片中有解析課文某些句子的意涵，這一點還不錯。 

吳生：影片中有提到寓言與小說的差別，原本只知道寓言這個概念。 

賴生：若就這篇課文來說，我們會理解這篇文章在講什麼，如果是實際應用，是有困難的，

如果教學影片能再找一篇課外閱讀寓言，兩篇文章加以比較，找一篇課外閱讀的寓言，教我

們如何閱讀，會比較深入了解寓言的本質，畢竟文言文的寓言有時比較難解。 

莊生：我希望可以影片中看到更多實例，因為我是比較用歸納的方式學習，影片中是一個大

概念，帶一至二個例子而言，有時候對我而言不太夠，若有更多例子會學得更好。 

 

問題四：因為第一次寓言創作，大家的作品不像寓言，所以後來在暑輔時，老師找了「故事」

這段教學影片，你們覺得「故事」這段教學影片對你們寫作寓言有什麼幫助？ 

黃生：我自己一開始分不清楚故事與小說的差異，後來看完影片後，發現自己的作品像小說，

因為較多描寫人物心理與情緒，沒有掌握到「故事核」，寓言重點是故事與故事的轉變。 

 

問題五：評量規準對寫作寓言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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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生：第一次寫寓言使用這個評量幫助較不大，因為了解評量規準的要求，但是做不到，後

來評量規準比較有效的是在修改他人作品時，在一直磨的當中，會比較了解寓言的本質。 

黃生：評量規準讓我們知道理論上寓言長什麼樣子，但實際寫作上還是有差距，在修改作品

時，有評量規準比較可以對照，也可以知道修改的方向。 

佳恩：我是覺得評量規準對我寫作有幫助，寫寓言時，會先想一個故事，我是想到一個故事

之後，再去看評量規準，邊寫邊看，就可以知道往那個方向下筆，要多著墨在哪些地方，就

不會寫出一堆不是重點的東西，可以讓我更抓到重點是什麼。 

 

問題六：高二這一年，我們使用因材網裡的教材，整體而言，你們覺得因材網對你們而言有

什麼幫助？ 

黃生：影片好慢啊，希望第一次看時，就可以加速 1.5 倍。如果簡報文字量較多，其實可以按

暫停，自己看即可。 

吳生：簡報的內容與講述的內容是一樣的，其實沒有播放聲音其實也可以，希望可以跳著看。 

莊生：因為第一次看影片時，不是跳轉，有時候斷網時，就得重新看，有點煩。 

 

問題七：測驗題幾乎都是課外閱讀，你們在做測驗題時，對你們而言有什麼幫助嗎？ 

莊生：因材網測驗題的選項比較不會有模擬兩可的情形。 

吳生：可以針對主題，立刻有題目可以寫。 

 

問題八：前後測各有 10 題，都是古文，又是用線上作答，這個方式有什麼優缺點？ 

賴生：雖然題目都是文言文，有 10 題，還在耐性範圍內。 

吳生：有些題目文本是以前有看過的，所以還好。 

黃生：故事性較強的寓言，其實題目還滿好懂的。 

賴生：題目跟坊間的參考書相似，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題目文本。 

 

問題九：因材網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莊生：頭像好醜，希望可以自訂頭像。 

賴生：希望影片可以跳轉，第一次看的時間，時間軸可以往前拉。 

 

問題十：會跟其他人推荐因材網這個自學的平臺嗎？ 

莊生：如果是自學的話，滿推荐的。 

黃生：如果是還有在學校上課的話，影片所講的內容，老師大部分在課堂上也都有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