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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中國語文教案設計 

 
教案設計 

 
年級：中一 

課題：單元六 生活與觀察 

教學範疇：描寫文寫作 

教節：共兩節（連堂） 

 
甲、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有寫描寫文的經驗 

2. 學生曾經嘗試運用多感官寫作 

3. 學生曾經去過海邊，或者在媒體上看過海邊的景色 

4. 學生能夠運用簡單的修辭，包括比喻、擬人 

5. 學生能夠使用帶感情色彩的形容詞 

 
乙、學習目的： 

完成本課後，學生能夠： 

1. 以多感官的方法觀察並記錄海傍的景物，例如大海、沙灘、人羣、樹木等。 

2. 在作文當中運用多感觀的描寫手法，包括：聽覺、視覺、觸覺、嗅覺、味覺

（如有）。 

3. 在描寫景物時，能夠運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 

 
教學理念：觀察對於中文寫作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訓練良好觀察力能

夠加強學生對周遭事物的敏感度以尋求寫作題材，分別以五感去觀察有助學生

學習如何具體地描寫，並培養一個有條理和有脈絡的描寫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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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一及二： 

時間 學習目標/重點 學習過程（提問/講述/指示/歸納） 教學安排 備註/資源 

5’ 引入： 

概括課堂重點 

指示、講述： 

1. 老師將拍下的有關海傍的照片給學生觀看，讓

學生能夠說出自己的所見 

 
1. 老師概括介紹青衣海傍 

 
1. 提醒學生是次課堂的學習重點 

一、多感官描寫 

 

運用圖片刺激學生的興趣、 

 
直觀法 

 

板書本課重點 

簡報（海傍圖

片） 

7’ 發展： 

嘗試觀察 

指示、講述： 

1. 先把全班分組，4人為一組，近門口的為 1號同

學，順時針排序為一至四號； 

 
1. 讓每位學生主力負責觀察一種感官（視覺分兩

位同學負責） 

一號同學: 視覺（看人） 

二號同學: 視覺（看景） 

三號同學: 聽覺 

四號同學: 觸覺 

 
      3.   老師簡單概述接下來學生可能會觀察到的事物/

景物 

 

 
合作學習 

 
 
 
 

多媒體 

 

多感官觀察 

直觀法 

影片、觀察筆記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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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播放影片，要求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負責記錄自

己所負責的部分 

10’ 發展： 

學生跟組員分

享所觀察到的 

指示： 

進行小組討論： 

1. 讓每一組的學生與其他組員分享自己所觀察到

的內容 

2. 在分享過後，要求整組成員共同完成一份工作

紙。 

 

合作學習：小組討論 

 

20' 延展： 

幫助學生透過

所觀察的事物

進行聯想 

講述、提問： 

1. 在簡報上顯示不同景物/事物（老師可以抽當中

一至兩個景/物，進行示範） 

 

1. 詢問學生對不同景物/事物，有什麼聯想到的詞

彙，例如問： 

視覺： 

老師：你看見的這片大海給你什麼感覺？ 

學生：廣闊、蔚藍、好深、漂亮... 

 
味覺： 

老師：大海還能讓你聯想到什麼？給你什麼感

覺？ 

學生：鹽，覺得很鹹。 

 

 
學生對於海傍的景色有了很

深的印象，但對於感覺未必

能夠準確且詳細地回答 

 
圖片：直觀法 

 
 

提問 

 
 
 
 
 
 
 

 
簡報、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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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老師：面對大海的時候，你會聽到什麼聲音？這

些聲音給你什麼感覺？ 

學生：浪濤的聲音、海鳥的聲音...覺得寧靜... 

 
觸覺： 

老師：想象一下，你觸碰到大海是什麼感覺？ 

學生：清涼的、冰冷的... 

 
嗅覺： 

老師：在面對大海時，你還能聞到什麼氣味？ 

學生：海水的腥味... 

 
1. 實物觀察 

            老師派發實物(石頭、草) 給小組觀察、觸摸 

           
             學生把聯想到的詞彙填寫在工作紙上 (5分鐘) 

 

 
 
 
 
 
 
 
 

填寫工作紙 

 

完成工作紙 

10’ 
 
 

10' 

延展： 

資料整合 

 

延伸部分 

整合、實踐 

提問、指示： 

1. 剛才同學們都已經完成了工作紙，運用了感官

描寫和比喻、擬人的手法，完成了完整的句

子。 

 
1. 要求學生將所聯想到的詞彙進行分類，包括褒

義、貶義、中性。 

 

 
講述：老師可以對學生所撰

寫的內容進行點評 

簡報、觀察筆記 

 

 
 
 
 



CHAN Ming-San, CHU Chi-Wang, FAN Hoi-Wing, HUI Long,  
LEUNG Man-Hon, LI Ho-Pan, TSE Nga-Wun @ 2017 

5 | Page 
 

1. 剛才我們進行了分類，有些詞彙大家可能分的

不一樣，這也可以說明對於同一樣事物，因爲我們的

經歷不同、所觀察的角度不同，也會引起我們不同的

情緒。現在，你們可以根據工作紙上的比喻、擬人

句，將已經歸好類的詞語變成一句完整的句子。 

 

 

10’ 總結： 

鞏固學生的描

寫能力 

 
交代功課：寫

作練習 

指示、講述： 

1. 老師透過簡報和觀察筆記重申描寫文可用的技

巧。餘下時間，學生可以跟組員討論以及完成

寫作題目 

 
1. 而各位今日回家，也要利用手上的工作紙，完

成一篇描寫文。題目是「 試以『黃昏的海傍』為題，

集五感觀察所得，加入感情，結合為一篇文章。」 

（不少於 2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