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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Plan Outline (provis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n Microteaching Part) 

Lesson Plan 

指導：林碧霞博士 

Topic: 比喻               

Subject: 中文科 

對象：小學三年級學生 

時限：45 分鐘 

教節：第三課節 

  

學習重點： 

1. 認識比喻的分類（明喻、隱喻 ( 暗喻 ) 及借喻） 

2. 認識簡單的修辭手法，如明喻、暗喻和借喻。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暗喻、借喻句式的特徵。 

2. 能夠正確判斷三種句式中的本體 、喻詞和喻體 。 

3. 掌握並分辨明喻、暗喻和借喻句。 

4. 能運用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種手法創作句子。 

5. 培養學生凡事多思考、多觀察。 

 

學生已有知識： 

1. 掌握明喻的定義、使用方法。 

2. 能夠運用明喻法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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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程序 教學內容 學與教活動 教具/

教材 

5 分鐘 引入 
1.教學： 

1.1 老師以簡報重溫明喻手法。 

1.2 首先簡報上展示不同的流行歌作引入，列出

流行歌歌詞並邀請學生在屏幕上圈出明喻的特徵

－「像」字。 

1.3 老師運用簡報向學生重溫比喻法的定義和作

用，為稍後課堂內容作舖墊： 

● 比喻法是將一種事物比擬為另一種相似的

事物的寫作手法。 

● 兩件事物相似的地方可以是：形狀／聲音

／顏色／感覺／特質。 

● 比喻的好處是把抽象的事物變得具體，深

奧的道理變得淺顯，讓人容易理解。另

外，這種手法能使所刻畫的事物形象更鮮

明、生動、具體，給人深刻的印象。 

 

2.活動： 

2.1 老師請學生完成課堂工作紙－甲部（見附錄

一）。 

 

知識回顧：

重溫明喻 

簡報／ 

課堂工

作紙－

甲部 

15 分

鐘 

活動一 
1.教學：老師運用簡報進行借喻和暗喻的教學： 

1.1 老師向學生闡述暗喻句構的特徵：暗喻句中

有本體和喻體，沒有喻詞。 

 

2 老師提問： 

● 「什麼是喻詞？」（預期答案：像、彷

如、似等。），邀請學生舉例說明。 

 

3 教學： 

教學方法： 

知識闡述 

 

 

 

 

 

 

 

簡報／ 

工作紙

(乙部)／ 

「配對

卡」／ 

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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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老師運用例句（「月亮是夜空中的玉

盤。」）作暗喻句構的解說，指出月亮和玉盤分

別為本體和喻體，同時向學生提問： 

● 「暗喻句相較明喻句減少了哪種結構?」 

（預期答案：喻詞。） 

由此鞏固並加深學生對「本體」、「喻體」的認

知及辨別。 

 

3.2 老師進行借喻的教學，先向學生講述借喻句

構的特徵：只有喻體，沒有本體和喻詞，並以

（「玉盤高懸在夜空。」）作例句，展開提問： 

● 「句子中的玉盤代表什麼？」 

（預期答案：月亮） 

繼而追問： 

● 「月亮一詞有沒有出現在句子中？」（預

期答案：沒有） 

從而指出借喻句的特徵是以喻體代替本體，本體

不會直接出現在句子之中。由此幫助學生掌握借

喻句的特徵，了解其與二者的分別，作明確的區

分。 

 

3.3 老師以列表明確列出明喻、 暗喻及借喻的分

別，並以提問方式進行檢測，以鞏固學生所學： 

● 「明喻的句子包含甚麼結構？」 

（預期答案：本體、喻詞和喻體） 

● 「暗喻的句子包含哪些結構？」 

（預期答案：本體和喻體） 

● 「暗喻句相較明喻句，有甚麼結構上的差

異？（增減了什麼?）」 

（預期答案：減省了喻詞） 

● 「借喻的句子包含哪種結構？」 

（預期答案：喻體） 

老師就學生回答給予回應並再次說明明喻、暗喻

和借喻的分別。 

 

 

 

 

 

 

 

 

 

教學方法： 

知識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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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 

4.1 老師請學生完成工作紙(乙部)（見附錄二），

讓學生嘗試分辨明喻、暗喻和借喻的句子。 

待學生完成後，老師一邊核對答案一邊以提問檢

測學生的學習成果： 

● 「這句句子是屬於哪一種比喻法？」 

（預期答案：明喻） 

● 「為什麼你認為它是明喻句？」 

（預期答案：句子中出現「像」這個喻

詞） 

老師就學生的回答進行回應（如：「句子出現

「像」字，而「像」是喻詞，只有明喻句會出現

喻詞，所以句子屬於明喻句。」） 

 

4.2 老師與學生進行分組活動一，把全班 25 人分

成 3 組，約 8 至 9 人一組。 

4.3 老師向學生講解活動一的玩法，並進行示

範。 

4.4 老師向學生講述遊戲規則（例：第一組用明

喻、第二組用暗喻、第三組用借喻），學生將參

與整個遊戲的運作與調配。 

4.5 .老師派發「配對卡」（見附錄三）及白紙予

每組學生。 

4.6 組員需輪流翻開兩張底面顏色相同的「配對

卡」，然後找出圖中物件的相似之處，造出一句

比喻句。 

4.7 順利造句後，組員需把句子寫在白紙上，若

學生未能造出通順句子，則把卡片放回原位。 

4.8 過程中，老師只須從旁觀察，根據學生表現

適時提供指引。 

4.9 遊戲結束後，學生把自己組別的紙張張貼於

黑板上，由老師逐一講解每句句子是否達標（通

順、符合語境），若句子完全正確則全組得一

分，最高分組為之勝出。 

 

 

 

 

 

 

 

 

 

 

 

教學方式－－ 

進行分組活動：

「遊戲大比拼」 

 

 

 

「配對卡」以大

自然為主題。 

e.g 月亮、動

物、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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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

鐘 

活動二 
1.分組活動二： 

1.1 老師向學生說明遊戲規則 

（例：造句時保持善意，避免作不禮貌描述或人

身攻擊） 

1.2 請學生從小組中挑選一位組員，按照簡報的

提示，找出對方身上 1 至 2 項特徵。（如：組員

的膚色、聲音、外貌特徵、身高） 

1.3 將對方的特色聯想至具有相同特點的物件，

老師指定學生使用特定的比喻手法創作句子。 

1.4.老師邀請學生朗讀句子。 

1.5 老師給予回饋，並就著學生描寫的內容和比

喻展開討論。 

 

 

教學方式－－ 

進行分組活動：

創作句子 

簡報／ 

白紙 

5 分鐘 總結和延

伸 

1.延伸（評估）： 

1.1 老師指示學生課後功課： 

● 拍攝 30 秒短片上傳到網上教室，運用比

喻手法介紹自己最喜歡的人或事物。 

● 學生於網上教室觀看片段並進行同儕評價

(e.g 聲量、內容） 

● 老師會於下一課節給予改善意見。 

 

2.總結： 

2.1 老師以列表展示明喻、 暗喻及借喻句的特徵

和結構上的分別，與學生重溫今堂的學習重點。 

 

2.2 老師運用簡報展示課堂教學中的三句例句， 

包括：「（明喻句）月亮像一個玉盤。」、 

            「（暗喻句）月亮是 夜空中的玉

盤。」、 

            「（借喻句）玉盤高懸在夜空。」 

並提問學生： 

● 「明喻法已經能夠表達比喻的效果和作

用，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學習暗喻和借喻句

教學方式： 

佈置作業 

 

 

 

 

 

教學方式： 

以列表形式總結

內容 

簡報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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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

可。）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回答與其進行討論，適時發問

引導其想像和思考。 

最後給予統一的回應： 

「這是因為三種不同的比喻手法會產生不同的藝

術效果，令讀者生出不同的感覺。」老師追問：

「那麼，明喻、暗喻和借喻句分別帶給你們甚麼

不同的感覺呢？」 

並邀請各組別輪流作答，老師因應學生的回答作

相應回饋。 

2.3 老師向學生總結說明：「明喻句較為淺白直

接，簡單易明；暗喻句需有一定聯想；借喻句則

有營造意境之感，可引發讀者更大的想像空

間。」 

「同時由於暗喻和借喻句有利於意境的營造，常

見於詩詞。」由此總結本節所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