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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不屈，漁父不愚——當〈漁父〉遇見因材網 

臺南女中 張珮娟 

臺南女中 楊棣娟 

臺南女中 陳卓欣 

臺南女中 蘇靖玟 

壹、設計理念 

〈漁父〉為《楚辭》經典篇章，希望藉由本次教學活動，使學生理解〈漁父〉一文的寫作

特色，並辨析屈原和漁父的人生觀和人格特質。 

透過因材網與課本教材的配合，亦希望課程能達臻「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的成效，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對於儒、道二家的生命情境能有更深刻的浸潤，

並將所學應用在人生的抉擇與因應進退上。 

課程中輔以小組討論、遊戲搶答、作品觀摩與圖文創作等模式進行教學，讓學生用不同

角度出發，思考、再現屈原和漁父的生命歷程，進而淬鍊出反思後的吉光片羽。 

貳、教學研究 

一、教材分析  

〈漁父〉一文，作者為何人眾說紛紜，一說為屈原所作。屈原為楚國貴族，才華洋溢，具

有愛國熱忱，但過於出色的鋒芒卻招致他人怨恨，導致被楚懷王疏遠，行吟澤畔、形容憔悴，

最後選擇自我了結。屈原生前鬱鬱寡歡，寂寞以終，然而他的生命歷程卻也成為廣大文人的

共同精神象徵，「騷人墨客」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符碼，引起後世的無限哀思與致意。 

本文以屈原和漁父的對話為主要行文脈絡，恰能表現辭賦問答成文的特色。此外，亦能

給學生不同的生命思考：面對不如意的環境時，要選擇適應環境，因而隨波逐流？抑或堅持

到底，但可能耗損精神？在憂鬱症、自殺率節節高升的21世紀，本文提供生命教育情境，給

予學生探問靈魂深處聲音的窗口。 

就形式而言，《楚辭》是繼《詩經》而起的韻文，在情意表現上充滿著南方文學的浪漫色

彩。透過本文，可以讓學生了解《楚辭》的寫作特色，並與其他《楚辭》作品作連結。 

本文的學習難點在於：1.對於生難字詞的理解。2.深入理解並辨析儒、道的哲學思想。3.

體悟生命抉擇的難處，並進一步省思自己的處世之道。4.具備能將抽象文字化為具體圖像的

能力。綜上所述，本次教學活動冀能兼顧文本理解、哲學思辨與創作表達，輔以因材網診斷

學習成效，達到「適性教學」的目標。 

二、學生先備經驗分析  

此次教學對象為高二學生，已使用因材網自學、共學達一年，且具有閱讀、理解文言文

之基本能力（如詮釋、推論、摘要等），並能理解文本及作者之時代背景，對儒、道二家思想

有大致認知；另外，對上台發表時需注重之內容條理、口條台風等原則，亦能有初步掌握。 

  

joanna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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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重點與策略 

本次教學重點為學生面對生命困境時，能體會屈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及漁父

「與世推移，以順處逆」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並能因時制宜，做出適當的抉擇。在「聽」的

部分，教師以直接講授、組內互學進行授課，使學生能做到溝通學習；並透過影片觀賞，聆

聽現代作家對於經典作品的詮釋。在「說」的部分，藉由教師引導，讓學生表達對於生命情

境的看法，並分享個人與小組的詩歌創作。在「讀」的部分，除了辨析句義與意旨，教師更指

派因材網作業，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鞏固文本認知，並進行延伸閱讀與理解。在「寫」的部

分，教師規劃圖文創作、詩歌改寫等活動，讓學生上台發表；並設計影片相關問題，使得學

生融會重點後進行自我反思，提煉出個人觀點。 

 

 

四、科技輔助 (教學平台、軟硬體) 

使用的教學平台主要為因材網，搭配wordwall、youtube等互動遊戲與影音資料。使用

之軟硬體為chrome book，並搭配學校網域的上網功能。 

五、授課規劃 

本次教學活動共計四節課： 

第一節課，學生事先預習課文內容及生難字詞，完成因材網課程指定任務。教師於課堂

上完成課文講解、重點辨析。 

第二堂課，教師歸納、分析屈原、漁父的生命情境和意涵後，讓學生運用因材網自學、

互學國學常識，理解楚辭的寫作特色和文學地位。 

第三堂課，以互動遊戲、現代散文和短片，讓學生熟悉作家詮釋〈漁父〉一文的角度，進

而創作出小組的屈原／漁父圖像，換位思考他人立場。 

第四堂課，教師提點現代詩寫作技巧，請各組針對屈原或漁父的態度，接力創作出六行

詩，並以小組互評方式提升詩意理解與鑑賞能力。 

學習脈絡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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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節次 

課程 

主題 

思考 

脈絡 

教學 

策略 

能力 

建構 

融入因材網 

四學模式 

第一節 
文本探究：區辨

儒、道的差異 

What 

Why 

提問探究 

區辨推論 
聽、讀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 

第二節 
知人論世：認識作

品與主角 
What 

摘要歸納 

合作學習 
聽、說、讀 

小組共學 

組間互學 

第三節 
人物剖析：屈原與

漁父的形象再現 

What 

How 

省思運用 

圖像表達 
說、寫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 

第四節 
詩歌創作：屈原與

漁父的再邂逅 

What 

How 

合作學習 

創作表達 
說、寫 

教師導學 

學生自學 

 

 

參、教案設計 

教師姓

名 
張珮娟、楊棣娟、蘇靖玟、陳卓欣 教學年級 高二 

學科領

域 
國語文 授課時數 四節課 

授課單

元/主題 
〈漁父〉／屈原不屈，漁父不愚——當〈漁父〉遇見因材網 

學習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堂課： 

5-Ⅴ-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

及寫作手法 

第一堂課： 

Cb-Ⅴ-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

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第四節：教師導學、學生自學

詩歌創作 屈原與漁父的再邂逅

第三節：學生自學、教師導學

人物剖析 屈原與漁父的形象再現

第二節：小組共學、組間互學

知人論世 認識作品與作者

第一節：學生自學、教師導學

文本探究 區辨儒、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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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

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

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第三堂課： 

2-Ⅴ-3 鑑別文本中立場相異的評述，說出

個人見解，表達其中觀點相異之美 

第四堂課： 

6-Ⅴ-5 運用各種寫作技巧，反覆推敲、修

改以深化作品的內涵層次， 提升藝術價值 

第二堂課： 

Ad-Ⅴ-3 韻文：如辭賦、古體詩、樂

府詩、近體詩、詞、散曲、戲曲等 

第三堂課： 

Cc-Ⅴ-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

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

涵 

第四堂課： 

Ba-V-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

現 

學習目

標 

1.學習者藉由因材網，達成課前預習、課中練習與課後複習之效 

2.學習者能透過文本，了解楚辭寫作特色、時代背景及文本內容 

3.學習者能根據人物對話，分辨漁父和屈原的處世態度與價值觀 

4.學習者理解儒家和道家面對困境時的抉擇，學習做出適切判斷 

5.學習者以詩歌與圖像創作，重新詮釋課文，進行多元互動學習 

評量重

點 

表現任務 

一、形成性評量（第一至三節課） 

第一節課：學生能口頭回應教師關於文本內容的提問，並能投入小組討論。 

第二節課：學生能藉因材網自學國學常識，進行小組共學，並上台發表所學重點。 

第三節課：學生能將蔣勳對於屈原、漁父的詮釋，轉換為圖像創作，完成組間觀

摩與評分。 

二、總結性評量（第四節課） 

(一)表現任務主題：現代詩創作 

利用本單元四節課所學，以〈漁父〉課文情境為背景，結合屈原相關知識與

典故，運用現代詩創作技巧，小組共同創作一首「六行現代詩」。 

(二)任務說明： 

1.現代詩創作與發表 

(1)能依據各句主題結合屈原相關知識，進行創作 

(2)能轉換不同視角（漁父或屈原）表達多元思考 

(3)能將核心主旨貫串全詩，展現詩作意象與脈絡 

(4)能透過朗讀與書寫，呈現詩的節奏感與建築性 

2.現代詩評點與鑑賞 

(1)能依據評量規準，以客觀角度品鑒他組的作品 

(2)能欣賞他組的創意與美感，並給予鼓勵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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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 

評分向度與等第： 

向度 優 佳 可 待改進 

單句

主題 

所有詩句皆能

緊扣該句主題，

妥善發揮 

至少 3 行詩句

能夠緊扣該句

主題，發揮良善 

僅 1-2 行詩句

能夠扣合該句

主題，發揮尚可 

所有詩句皆未

能扣合該句主

題，發揮不當 

創作

技巧 

全詩至少能夠

運用三項創作

技巧，且詩意完

整 

全詩至少能夠

運用兩項創作

技巧，少數詩句

較為平淺口語 

全詩僅能運用

一項創作技巧，

多數詩句較為

平淺口語 

全詩皆未能運

用創作技巧，且

詩句皆平淺口

語 

流暢

度 

詩句之間的內

容與形式呼應

緊密，詩作流暢

無窒礙 

詩句之間內容

與形式協調，詩

作流暢 

詩句之間的內

容與形式尚可

協調，詩作偶有

矛盾窒礙 

多數詩句的內

容與形式不協

調，詩作多有矛

盾窒礙 

核心

主旨 

詩作的核心主

旨明確，且能深

化詩意，具有韻

味 

詩作大致能夠

呈現核心主旨，

表達詩意 

詩作尚能呈現

核心主旨，詩意

較不明確 

詩作的核心主

旨模糊，詩意鬆

散 

 

教學資

源 

一、課內資源：翰林版第三冊課本、自編簡報與學習單 

二、科技輔助：因材網、wordwall、youtube、Power Point 

三、影音資源與多元文本： 

1.蔣勳〈關於屈原的最後一天〉 

2.陳韻如〈從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理論論台灣新生代詩人的詩歌藝術〉 

3.20130218 殷瑗小聚——蔣勳談漁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9cyqPw41A 

4.朱宥勳〈【課本沒教的：】新詩都在搞什麼？為什麼這樣那樣都是詩？〉 

https://youtu.be/95c6VcRQE6U   

5.徐平〈一個屈原，各自表述—政大廖棟樑揭開屈原的百變面紗〉 

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dongliang_-lia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9cyqPw41A
https://youtu.be/95c6VcRQE6U
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dongliang_-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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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節

次 
教學活動 

時

間 
教學資源 

第 

一 

節 

課 

壹、準備活動 

在正式進入課程之前，先將學生 5 人分為一組（全班共分 5

組），並選定小組長，要求於暑假期間自行閱讀〈漁父〉一文，檢

索生難字詞，爬梳句意，進而初步掌握文旨，並完成因材網「課程

包」課前自主學習任務：「Ad-Ⅴ-4-12-01 段落訊息：記敘文(文)」

之教學影片自學觀賞，並作答兩道練習題，以作為教師診斷本課學

習起點行為之依據。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Ad-Ⅴ-4-12-01 段落訊息：記敘文(文)」教學影片

之重點，並導入文本中主角屈原（人）與「事件」的關聯性： 

1.記敘文以哪些具體元素為寫作對象？ 

答案：人、事、物、景。 

2.在文章一開始，屈原發生了什麼事？ 

答案：既放。 

3.屈原當下正在做什麼？ 

答案：遊於江潭，行吟澤畔。 

4.屈原看起來，表現出什麼樣的神態？ 

答案：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5.想想看，屈原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應是？ 

 答案：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統整訊息：從以上可知，屈原的立場與看法與眾人格格不入，所

以被君王放逐，導致目前失魂落魄、枯槁憔悴的慘況。 

更要留意的是，人物的情緒、反應、動作、看法（當下的回答）

與所面臨的事件息息相關，若能梳理「人」與「事」的關聯，往往

也就釐清了前因後果，甚至掌握了文章意旨。 

二、課文深究 

(一)處理難詞 

依學生提問或教師認為該補充處，逐次講解生難字詞，此時可

一併檢驗學生預習課文情形。 

▲難詞補充：餔糟歠釃、滄浪、濯纓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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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梳理文意 

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組內分段朗讀課文及語譯；學生可先提出

難點，再由老師向全班作澄清解釋。 

(三)提問討論 

教師設計提問，讓學生分組討論文章段落主旨與結構，以及敘

事背後所呈現的心情，並推論深層意涵。 

▲提問內容 

1.第一段：屈原的出場形象，透露了什麼樣的心情訊息？第一次

問答，屈原表達了何種堅持？ 

參考答案：(1)內心徬徨，抑鬱難解。(2)擇善固執，堅持己身高

潔，批判世道昏庸。 

2.第二、三段：第二次問答，屈原與漁父各展現出何種立場？ 

參考答案：漁父與世推移，不受拘束／屈原重申潔身自愛，堅

守原則。 

3.第四段：故事的結局，漁父鼓枻而去，然而並沒有提及屈原的

反應。你認為屈原最後怎麼了呢？ 

參考答案：學生自由發表。 

(四)口頭發表 

各組在軟磁白板上書寫討論結果，並張貼在黑板上，依序發

表。 

(五)澄清解釋 

教師檢核各組答案，並歸結段落意旨，包含屈原放逐後的形

容舉止、漁父的勸導、屈原的堅持、故事的結局等，從而帶

入儒、道二家不同的生命哲學與反思；此處略提即可，深層

意涵與延伸留待第二節課處理。 

 

參、綜合活動（前測診斷） 

公告因材網第二項任務：於下次國文課之前，完成單元測驗卷

「漁父測驗卷」11 題，且完成率與答對率皆須達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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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 

課 

壹、導入活動 

教師條列整理屈原生平及其所處時代背景，並說明「漁父」一

詞的文化意涵，區辨儒、道兩家所代表的不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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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生平 

一、其人 

1.名字由來：具天、地、人三才之德 

2.系出名門：三閭大夫、二十多歲即為左徒 

3.政治主張：連齊抗秦，主戰派。 

4.得罪權貴：與鄭袖、靳尚、令尹子蘭不睦 

5.二次流放：漢水以北、長江以南 

6.消逝之日：5/5 投汨羅江、姊姊女嬃收屍 

二、其文 

1.作品舉隅：〈九歌〉、〈九章〉、〈天問〉等 

〈離騷〉：第一篇長篇抒情詩，373 句，2490 字 

2.文學成就 

(1)浪漫主義：多為幻想情志 

(2)比興手法：寄情於物，託物以諷 

(3)楚辭體(騷體)：句式長短參差，打破詩經四言規律 

 

▲漁父形象 

1.典故出處：莊子垂釣濮水、姜太公以漁釣周西伯、張志和〈漁

歌子〉、白樸〈沈醉東風・漁父詞〉 

2.展現形象：精神放曠、貴真自適、隱逸逍遙、智者形象 

 

→補充說明：因下一步驟就要讓學生以因材網搜集《楚辭》與《詩

經》相關資料，進行統整與發表，故教師在介紹屈原作品時略提即

可。 

 

貳、發展活動 

(一)認識文體與作品 

1.教師分派小組任務，讓學生觀看因材網節點，根據主題自學國

學常識——「詩經」與「楚辭」。小組任務如下： 

組別 因材網影片 報告主題 

一 
5-Ⅴ-3-11-04 

國學：集 
簡介詩經特色 

二 
5-Ⅴ-3-11-04 

國學：集 
簡介楚辭特色 

 

 

 

 

 

 

 

 

 

 

 

 

 

 

 

 

 

 

 

 

 

 

 

 

 

 

12 

分 

鐘 

 

 

 

 

 

 

 

 

 

 

 

 

 

 

 

 

 

 

 

 

 

 

 

 

 

 

 

 

 

 

 

 

Chrome 

Book、 

因材網、計

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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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Ⅴ-4-12-03 

詩歌 

介紹楚辭名篇 

離騷、九歌 

四 
6-Ⅴ-4-12-03 

詩歌 

介紹楚辭名篇 

天問、卜居 

五 
6-Ⅴ-4-12-03 

詩歌 

介紹楚辭名篇 

遠遊、漁父 

2.教師說明因材網「組間評分」五項評分向度： 

 

(二)小組討論與上台報告 

經由影片觀賞，搜尋資料，小組共學、討論之後，各小組整

理重點並書寫於白板上，上台進行分享（組內共學10分鐘／

每組上台分享限時2分鐘）。 

(三)教師統整：依實際情形進行釋疑，補充相關考點。以107學測

國文第41題為例： 

41. 下列對古典文學的體制或發展，敘述正確的是： 

(A)《詩經》分風、雅、頌三種文體，句子大致整齊，以

四言為主；《楚辭》多寫楚地風物，句子多參差不齊 

(B)五言古詩產生於漢代，句數不拘，亦不刻意求對仗，

平仄、用韻皆較近體詩自由 

(C)古文經中唐韓愈、柳宗元大力提倡與實踐，風行一時，

至晚唐、五代式微，復於北宋歐陽脩再興 

(D)晚明小品題材趨於生活化，反映文人特有的生命情調

和審美趣味，歸有光、袁宏道為代表作家 

(E)《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誌異》皆為章回小說，

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均有所批判 

 

 

 

 

 

 

 

 

 

 

 

 

 

 

 

 

 

 

24 

分 

鐘 

 

1 

分 

鐘 

 

 

 

 

 

 

 

 

 

 

 

 

 

 

 

 

 

 

 

 

 

 

 

 

 

 

 

 

軟磁白板 6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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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C 

→教師提點：近年學測雖以閱讀理解題型為主，國學常識題型漸趨

減少，然而此類題型仍屬「有備而無患」。像是上題各選項中的文

學常識，都能經由因材網自學與練習而加深印象，同學們實應善加

利用，以鞏固基礎國學能力。 

 

參、綜合活動 

(一)填畢「組間評分表」：請依據教師提供的評分規準，以小組

為單位，共同討論「各小組給分情形」，並請小組長於本節

下課前，填畢因材網SRL表單：「自主學習——組間評分

表」。 

(二)因材網任務： 

1.觀看因材網節點「5-Ⅴ-3-11-03國學[十一]／子」教學影片，

以便認識諸子及子學的基本內容。教師預告將以此重點進行下

堂課wordwall的加分活動。 

2.自行利用課餘時間，完成因材網漁父後測練習卷。 

 

 

 

 

 

 

5 

分 

鐘 

 

 

 

 

 

 

因材網 

 

第 

三 

節 

課 

壹、導入活動 

(一)教師簡略複習上堂課概念，及先秦諸子面對社會崩壞時的因

應之道。 

(二)學生挑戰「wordwall——九流十家大亂鬥」活動，分辨和先

秦各家有關的人物和重要思想。活動結束後，由教師對全班

同學進行解說與補充。 

▲諸子學說補充 

1.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道家（老子） 

2.皇帝之時，先天見大蟻大螻，皇帝曰：「土氣勝，故色尚黃，

其事則土。」→陰陽家（鄒衍） 

3.威勢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亂→法家（韓非） 

4.天下交相愛則治，別相惡則亂。→墨家（墨子） 

5.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儒家（孔子） 

貳、發展活動 

(一)名人解讀 

1.影片欣賞：教師播放影片「蔣勳談漁父」，學生觀看後回答相

5 

分 

鐘 

 

 

 

 

  

 

 

 

 

 

 

 

10 

分 

wordwall、

手機或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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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題。 

影片來源：20130218殷瑗小聚——蔣勳談漁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9cyqPw41A 

（只需播放14:50-21:10，共6分20秒） 

▲教師提問（加黑框者為正解） 

1.影片中蔣勳提及漁父的「自保」和「對生命的不忍」，所針對

詮釋的文句是： 

A 凝滯於物  B 自令放為  C 與世推移 

2.影片中關於漁父對屈原「生命最後的拯救」的說明，敘述錯誤

的是： 

A 建議作法是世人一同「淈泥揚波」 

B希望屈原的處事態度能更「圓融」 

C 勸屈原放下一切，跟隨著自己遁隱 

3.影片中蔣勳提及對於〈漁父〉一文的「文學思考」應是： 

A 效法漁父努力保全自身的生命哲理 

B將屈原和漁父的生命態度取得平衡   

C 讓自己能夠更有智慧從中擇一遵循 

2.文本對讀 

(1)閱讀蔣勳〈關於屈原的最後一天〉一文，請學生試著辨析蔣

勳描繪屈原時所運用的修辭技巧和文字表現，找出文句指涉

的真正意涵。 

 文句 意義 

譬喻 

削削瘦瘦像一根枯掉

的樹，臉上露著石塊一

樣的骨骼 

以枯樹的樣貌暗指屈原

①【枯瘦孤高，個性稜角

分明】 

毛是往上挑的，像一把

劍 

以劍的形象暗指屈原②

【器宇不凡，特立獨行】 

辛夷花是悠長的一種

香氣，好像③【秋天的

江水】 

以綿延不絕的水暗指屈

原內斂、有才德，經得起

考驗 

象徵 
鬢角的髮直往上梳，高

高在腦頂綰了一個髻 

顯示屈原在落魄之時仍

堅持行為端正、一絲不苟 

鐘 

 

   

 

 

 

 

 

 

 

 

 

 

 

 

 

 

 

 

13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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蘼蕪、芷草，有鮮血一

樣的杜鵑，有桃花，柳

枝 

全身配戴著香花香草，呼

應屈原④【高潔的人格，

及對於理想的堅持】 

(2)對讀〈漁父〉一文，回答相關問題： 

 文句 表現出來的形象 

行為 
⑤【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 

失意落魄，無法排解內心的愁

悶 

外貌 
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 

⑥【外表枯瘦，態度消沉，毫

無生命氣息 】 

 

(3)比較蔣勳〈關於屈原的最後一天〉及〈漁父〉二文，兩文均

向屈原提問，試思考表格中的問句在整篇文章的涵義。 

 問句 在整篇文章的涵義 

蔣

勳 

你一身都是花，做

什麼啊？ 

⑦【漁父並未了解屈原的立

場，及對自身操守的堅持】 

漁

父 

世人皆濁，何不淈

其泥而揚其波？ 

⑧【漁父象徵順應現實、與世

浮沉的價值觀，與屈原對立】 

→教師提點：蔣勳在改編上省略以「對話行文」的方式，而更偏重

於「感官摹寫」，除了對屈原外型的視覺摹寫外，也著重於嗅覺書

寫，以多樣野花香草堆疊出的綿長香氣，呼應屈原高潔的人格。 

 

(二)旨意統整 

教師總結影片及文章概念，說明蔣勳解讀屈原、漁父態度的切

入點，讓學生感受不同的情意理解角度。〈漁父〉一文著重於呈現

「出世」和「入世」的兩種處世態度對比，而蔣勳於影片中則認為

兩種態度並非對立和抉擇，而是可以並存於觀念之中，隨著環境條

件或是年齡選出最適切的做法。 

 

(三)小組活動 

1.任務主題一：「屈原／漁父形象再現」 

(1)各組抽籤決定人物。 

(2)教師擷取〈關於屈原的最後一天〉及〈漁父〉的人物特質文

字線索，依序引導小組運用白紙和彩色筆，共同創作畫出人

物各個部位的特色，最後完成屈原或漁父的完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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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3)各組畫完後張貼畫像，並分享人物繪製重點，再讓每位學生

以微笑貼紙進行投票，每人2票，選出最符合人物個性的圖

像。 

 

2.任務主題二：「給屈原／漁父的一句話」 

(1)請學生換位思考，上個任務抽到畫漁父的組別，想像若自己

是屈原，會想對漁父說最能表明自己心志的一句話是什麼？

上個任務抽到畫屈原的組別，想像若自己的身分是漁父，想

給屈原的人生最後一句忠告是什麼？ 

(2)各組討論並書寫「給屈原／漁父的一句話」，且簡短說明理

由，最後由教師提點分享。 

 

參、綜合活動 

生命議題思考：完成因材網素養閱讀題組「你有『社交疼痛』嗎？

走出孤寂第一步：接住自己」，並思考自己面對「社交疼痛」情境

時，會如何跨越或克服，最後由教師抽籤一人做分享。素養閱讀題

組網址：https://reurl.cc/GAG6ZD  

 

 

 

 

 

 

6 

分 

鐘 

 

 

 

 

 

 

 

 

6 

分 

鐘 

 

報紙、磁

鐵、微笑貼

紙 70 張 

 

 

 

 

壁報紙、磁

鐵 

 

 

 

 

 

 

 

   

 

因材網 

 

 

 

第 

四 

節 

課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引導 

教師說明現代詩理論「陌生化」概念，並以學生高一所學的詩作舉

隅。 

▲陌生化 

1.定義：利用語言文字的加工——語詞、句子形象的變異及修辭

手法——打破人們的制式的審美習慣，使人們重新欣賞事物的

藝術性。 

2.將現代詩「陌生化」可由幾個面向著手： 

(1)節奏感 (2)意象 (3)句法 (4)修辭 (5)用字遣詞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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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作分析 

教師列舉屈原相關現代詩作品，並抽籤請學生分析其節奏、意象、

句法、修辭及用字遣詞中的巧思與設計，瞭解詩化的文字特色。 

以洛夫〈水祭〉為例： 

讒言似火 

只燒得你髮枯唇焦，雙目俱赤 

你被扔進烈焰而化為一爐熔漿 

冷卻處理自屬必要 

便投身於江水的冰寒 

鋼鐵於焉成型 

在時間中已鍛鍊成一柄不鏽的古劍 

在水中躺了兩千年的詩魂啊 

汨羅洶湧的波濤 

高舉你於歷史的孤峰 

1.讒言似火→譬喻（讒言如火焚燒，來勢洶洶） 

2.鋼鐵於焉成型→象徵（屈原如鋼鐵般堅毅的人格） 

 

貳、發展活動 

(一)小組創作 

延續上節課「給屈原／漁父的一句話」活動所持立場，以小組

為單位，並以漁父和屈原的邂逅為題材，每個人依據所分配的詩句

主題，結合上述創作手法，完成一句詩句後，再與組員共同排序、

組合，並潤飾詩作，使之更為完整流暢。 

▲詩句主題：【屈原／漁父】視角 

▲步驟提示： 

Ａ.畫屈原、給屈原一句話的組別，此處視角為漁父 

Ｂ.畫漁父、給漁父一句話的組別，此處視角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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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次 詩句描寫主題 

第一句 屈原的容貌與姿態 

第二句 邂逅場景的描寫 

第三句 邂逅的感官描寫 

第四句 邂逅的情緒思維 

第五句 核心主旨的深化 

末句 
給屈原／漁父的一句話 

（上一節課的作品） 

▲評分規準： 

向

度 
優 佳 可 待改進 

單

句

主

題 

所有詩句皆能

緊扣該句主

題，妥善發揮 

至少 3行詩句

能夠緊扣該句

主題，發揮良

善 

僅 1-2行詩句

能夠扣合該句

主題，發揮尚

可 

所有詩句皆未

能扣合該句主

題，發揮不當 

創

作

技

巧 

全詩至少能夠

運用三項創作

技巧，且詩意

完整 

全詩至少能夠

運用兩項創作

技巧，少數詩

句較為平淺口

語 

全詩僅能運用

一項創作技

巧，多數詩句

較為平淺口語 

全詩皆未能運

用創作技巧，

且詩句皆平淺

口語 

流

暢

度 

詩句之間內容

與形式呼應緊

密，詩作流暢

無窒礙 

詩句之間內容

與形式協調，

詩作流暢 

詩句之間內容

與形式尚可協

調，詩作偶有

矛盾窒礙 

多數詩句的內

容與形式不協

調，詩作多有

矛盾窒礙 

核

心

主

旨 

詩作核心主旨

明確，且能深

化詩意，具有

韻味 

詩作大致能夠

呈現核心主

旨，表達詩意 

詩作尚能呈現

核心主旨，詩

意較不明確 

詩作的核心主

旨模糊，詩意

鬆散 

 

(二)組別發表與鑑賞 

(1)各組發表詩作。 

(2)各組依據評分規準，為後一組詩作評分、完成評分表，並指

派一員給予分析及評賞。 

 

參、綜合活動 

(一)延伸閱讀 

補充 112 年學測國綜第 31-32 題，徐平〈一個屈原，各自表

述—政大廖棟樑揭開屈原的百變面紗〉，提供學生練習大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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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延伸思索「屈原」這個形象的現代意義。 

32.依據甲、乙二曲和丙文，關於歷代對屈原的看法，敘述適當

的是： 

(A)漢代對屈原的爭辯，在其作品情感的表達方式是否優於

《詩經》 

(B)宋代時關注屈原愛國之心，從民族情操的角度使怨君問題

合理化 

(C)元代文人喜借用屈原典故，說明自己雖然歸隱卻待時而動

的心境 

(D)明代時有與屈原相似際遇的人，將自身認同投射到屈原的

遭遇上 

(E)現代的各種文化語境中，詮釋屈原既保有過去面向也有時

代新意 

【答案】BDE 

→補充說明：此處的延伸活動，可提點學生此題選項設計有一特

色，亦即「依據時代順序、找出每個朝代對屈原的看法，去安排考

點」。在解讀時，可依文本順序逐一消化，將每段切出小段落，再

進行重點摘要，並配合每個選項做詮釋，即可找到最適當的答案。 

 

(二)教師結語 

教師針對屈原的現代性提出引導提問：屈原在不同的時代被

賦予不同的解讀，有的認同屈原的自我堅持、有的反對屈原的固執

自毀，有的認為屈原忠誠為君、有的認為屈原愛國深切，為什麼會

有這些不同的理解與認同？對於現代而言，我們應該賦予屈原什

麼樣的時代意義？ 

 

(三)回家作業：完成個人學習單書寫 

回顧生命歷程，最難以克服的困境是什麼？你是用屈原或是漁父

的方式面對？如果現在可以再次選擇，你會選擇用什麼方式因

應？各以 100 字左右回答。 

 

 

 

 

 

肆、教材、教具呈現(PPT、講義、學習單等) 

一、課程教材 

(一)第一、二節課使用簡報（放置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以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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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節課使用簡報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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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學習單：古文今讀—屈原與漁父的交會（〈關於屈原的最後一天〉） 

  

（三）第四節課使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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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現代詩創作學習單 

  

第四節課分組評分表 

  

伍、學習成效與檢核 (活動照片、學生作品等) 

(一)第一節「段落提問」小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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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節「詩經與楚辭」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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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節課繪畫任務：屈原／漁父形象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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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節課小組現代詩創作／小組互評表 

  

  

  

  



 

198 

  

(五)回家作業：個人省思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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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堂活動照片 

  

教師導學 

以余光中詩作配合因材網內容 

學生自學 

課堂以 chrome book 觀看因材網影片 

  

小組共學 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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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因材網影片重點 以手機進行因材網素養題題組作答 

  

學生自學，觀看蔣勳說漁父 學生自學，課堂上完成學習單 

  

小組共學，進行現代詩創作 組間互學，觀摩各組作品 

陸、教學回饋與省思 

(一)前、後測分析 

有關高中課文測驗題，因材網目前僅上架了龍騰版十五古文測驗卷，每課共15題，且題

目類型多以字詞解釋、檢索訊息為主，較少「發展解釋」的類型。〈漁父〉屬於「先秦韻文

選」之一，與〈蓼莪〉屬於同課，細算可用題目，不過7題，加上各節點堪用題目有限，因此

無法根據特定節點進行前、後測比較實驗，僅能就「文體」、「修辭」等重點做測驗補充。

前、後測卷作答數據如下： 

1.前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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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測卷 

 

綜上可知，學生在字詞解釋、修辭重點與文本基礎解讀的掌握上較無問題，惟前測卷兩

個節點需補救者較多，教師須進行統一的澄清解釋。 

需要補救的兩節點分別是「Ad-Ⅴ-3-12-01段落[十二]／段落訊息：韻文」，以及「Ad-

Ⅴ-3-12-03段落[十二]／段落推論：韻文」，皆為「國學常識」的新知，確為高一升高二學生

在先備知識上尚不足之處。因此，第二節課特別設計了因材網資源的自主學習，讓學生先就

相關節點閱覽影片，再分配韻文主題進行小組共學、討論，並上台發表，再由教師做補充與

統整，以求學習能深入、內化。在後測練習之後，學生對於韻文的了解普遍提升，更在回饋

問卷上肯定了因材網自主學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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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回饋 

根據25份google表單問卷，對於此次課程設計，學生回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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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學生感受十分直覺且客觀，可統整為以下四點進行說明： 

1. 肯定因材網平台提供的自學協助 

2. 認同並喜愛小組共學的討論過程 

3. 放開心胸並享受絞盡腦汁的任務 

4. 接納並體諒立場不同的思考差異 

「寓教於樂」四字說來輕巧，卻不易實踐；從學生回饋中，教師們的確感受到了適性教

學的可貴，並在推動因材網的學習中，找到有效學習的意義。 

(三)教師省思 

〈漁父〉是新課綱Ａ類選文，也是學生認識屈原理念的重要作品。此次教學結合因材網

資源，讓學生做到課前預習、課堂討論、小組實作與延伸思考，使學生更有效率的吸收知識。 

在這次教學活動中，學生從文本出發，切換不同的學習工具，從chrome book、手機、

磁鐵白板、彩色筆等，進行即席問答、換位思考、文字圖像化、詩歌創作，展現不同學習層

次，成果令人驚豔！長期以來，一般人常把課堂學習的印象定位在「分數高低」上，然而新

課綱更著重的是「思考與表達」，若能透過有系統的「四學」引導，讓學生一步步投入學習，

藉由觀摩、討論、思考、探究，與不同形式的發表，學生必能對學習內容印象深刻，內化為

「帶得走」的能力，有效提升學習表現。 

而比較、分析學生的前、後測數據後，也能看出顯著的學習成果。由於實驗班級已使用

「因材網」長達一年，在邁入高一升高二的暑假進行前測，對於文本意旨已能有基礎掌握，

學生表現不差；經過課程引導、合作學習之後，再進行文本後測練習，學生表現亦佳：不僅

能熟悉各個節點內容，更能以因材網影片與練習題鞏固所學，進而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 

四位教師透過長期且多次的共備，不斷修正課程與學習單內容，激盪教學火花，使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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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趨於精緻，亦收穫良多。此次教學活動美中不足之處，在於課程安排較緊湊，學生在創

作上需要更多靜心思考和反饋時間，若能擴充課程時間為五節課，上課節奏將更為舒緩順暢。

另外，也期待因材網能根據高中文本擴充更多試題，並著重「發展解釋」類型題目，讓因材

網的學習功能發揮得更深刻、更具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