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課綱選文的課文素養教學策略舉隅 

蕭靖恩 

壹、前言 

108課綱重視以「素養」為核心的教育革新，為教學現場帶來教與學的新風貌，教師的態

度與方法也勢必要隨之調整。素養導向的教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那麼該如何讓技術

型高中的學生正確看待國文這一門學科？要學習什麼內容？用什麼方式引導學生好好學習？

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老師更有效設計學習活動？ 

大抵作者的生平與文章的補充資料有更充足的教學資源可運用，而真正一個教學單元的

內涵──課文，往往在教學過程中卻是最令學生感到無趣的，如何透過教學活動，讓課文所

學落實到生活中，能擁抱閱讀，多元跨域的學習，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或方法，成為本文主

要的課題。 

 

貳、正文 

一、由近體詩的擴寫訓練文章結構書寫 

（一）先說明近體詩結構 

1.起：第一句/聯，了解起句變化，依此仿照書寫文章開頭第一段。 

(1)明起：第一句直接點題。如：王維〈山居秋暝〉首聯「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2)反起：起句由反面著筆。如：楊萬里〈傷春〉起句「準擬今春樂事濃」。 

(3)興起：先說其他事務，再說想說事物，或由心中感懷，以引出本意。如：李頻〈渡

漢江〉起句「嶺外音書絕」。 

2.承：第二句/聯，使文氣流暢，承上啟下。 

3.轉：第三句/聯，最著力之處，是文章關鍵，別開生面之境。 

4.合：第四句/聯，扣合主旨，具收束的作用。 

（二）擴寫示範 

王維〈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1.起：一顆紅豆如同一顆熱情如火的心，其堅硬如石如一份堅定不移的情感，在遙遠

的南方國度不斷牽引著我。 

(1)類似翻譯練習 

(2)要求預設情境。如：紅豆＞相思（主題），南國＞點明伊人的所在地。 

(3)抓住以上訊息即書寫重點 

(4)善用描寫、特寫，引導學生由外在形象比喻。如：鮮豔如火的色彩、堅硬如石的

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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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一年又逢春，你我相別的時間，悄然無聲一年又過了一年，不知南方國度的紅

豆，應也是春意盎然、充滿蔥郁生機吧？ 

(1)扣緊第一段紅豆，進一步點明季節。 

(2)預示自己思念的蔓延。 

 

3.轉、合：想像著春天明媚如畫的南方，因此讓我想起了相距遙遠的你，你也思念我

的話，就為我多摘採幾顆紅豆吧！它最能代表我深深思念你的心。 

(1)點明思念對象「君」，以此敘寫伊人的形象，或去鋪設哪段相遇的情景，或分別

時的情境。 

(2)藉由摘採的行為來傳達相思之情，第四段自然綰合紅豆和相思。 

 

（三）學生練習 

1.抽換物品，如：紅豆＞仙人掌冰；南國＞澎湖 

2.符合學生生活經驗和情境。 

3.模仿段落結構安排書寫。 

4.增進學生作文各段連貫性之效。 

 

二、「關鍵字/詞」的課文教學方法──以〈師說〉為例 

（一）流程 

1.根據關鍵字教學主軸，設計「課文分段填空學習單」，養成「檢索資料」的能力，

學生此時藉由書寫、閱讀靜下心來，每完成一段再帶領學生唸讀該段課文，較能順暢

念出文句。如：「生乎吾□，其□□也，固□□□，□□□□□；生乎吾□，其□□

也，亦□□□，□□□□□。吾□□也，……？□□，無□、無□、無□、無□，□

□□□，□□□□也。」 

2.老師講解課文。 

3.提示學生觀察本段文字形式上的特色。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孰能

無惑？惑而不從師……」。 

4.教師提問並引導學生找出段落關鍵詞，並提示組合字詞、提出文意，鼓勵學生用自

己的話說明，組合為段落大意。如：師＋惑－﹥老師就是解決疑惑的人。 

5.教師確認後即可請學生寫在課文上。 

6.重視學生擷取的能力展現，教師不提供段落大意的「標準答案」。 

（二）提高學生參與度與學習成效的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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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組活動：準備夠大的磁性軟白板、白板筆（至少三支）、白板擦、裝有該節所需

文件之資料夾。 

2.配合課文重點，活用填空學習單。 

3.設計需上網找資料的學習單，限定學生查找的時間。 

4.及時反饋軟體「Kahoot!」的運用（課堂上） 

(1)教師設計題目方便 

(2)學生手機不需再下載APP，喜愛與參與度高。 

(3)注意題項與反應時間是否足夠、選項敘述必須扼要。 

(4)時間與題數不要太多。 

(5)必要時開網路分享給學生。 

5.設計Google表單線上測驗/問卷（課堂後） 

(1)讓學生在手機上完成並繳交作業。 

(2)立即檢視學生學習狀況，反映教學成效。 

 

三、ＳＷＯＴ分析奏議類散文邏輯──以〈燭之武退秦師〉為例 

（一）構思 

1.內部因素：Ｓ優勢、Ｗ劣勢；外部因素：Ｏ機會、Ｔ威脅 

2.常按矩陣方式排列，對照各種因素，進行系統分析，最後從分析結果的結論獲得事

件的處理對策。 

3.列出軸項與正負向列舉，適合讓學生將奏議類散文的佐證與發想條理清晰。 

 

（二）可操作之範文 

燭之武退秦師、諫逐客書、諫太宗十思疏、馮諼客孟嘗君、出師表 

 

（三）施行方法 

1.簡要說明SWOT分析法 

2.舉證SWOT分析法之案例（如：○○咖啡店之整體營運、○○商品在青少年族群的廣

告行銷策略分析），並請學生為自己作一份SWOT分析，促成學生對自我的認知，

進而對SWOT分析法有初步的認知與初階操作。如：技能學習、生涯規劃、升學校

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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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以〈燭之武退秦師〉為例，學生可以「鄭文公窘境的危機處理」、「燭之武對秦

穆公設身處地的分析」、「晉文公對現況的重新評估」，讓學生進行文本檢索並分析。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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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 

  以上三者，分別單純從課文的教學設計中融入了文學欣賞與文字表達的素養能力，閱讀

理解策略與應用科技自學的素養能力，以及思考分析與解決問題的素養能力，希望簡要舉出

幾個例子的內容能對老師們有幫助，並藉此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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