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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名稱：為文學搭一把雲梯 

二、設計理念 

整體而言，語文學科所需具備的能力，可分為三個層次：「一般能力」、「專

門能力」、「綜合能力」。其中，所謂的「一般能力」，是指在不同種類的活動中表

現出來的能力，不只是國語文必須具備，連其他學科的學習也都需要，它包括了

觀察力、記憶力、聯想力、想像力、思維力。 

「記憶力」是人類運用知識經驗進行思考、想像、解決問題、創造發明等

一切活動的前提。良好的「觀察力」，是獲得寫作素材的重要途徑，它運用了外

部知覺（視、聽、嗅、味、觸）與內部知覺（內臟覺、渴覺、餓覺等），來獲取

外在世界和機體內部訊息的能力。至於「思維力」的鍛鍊，則有賴於語言、文字

的組織，才能進行判斷與推理過程。 

「聯想力」是指由這一事物聯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動，它可以提振作品的

想像，使藝術品的趣味豐饒而有餘韻。而「想像力」，則是形象思惟的核心，它

的巧妙和智慧遠遠超過摹擬。它是以記憶表象為材料，通過分析與組合，創造新

形象的過程；也就是說，當人腦中儲存的記憶意象的信息愈多，就愈能生發豐富

新穎的藝術聯想與想像。因此，「想像力」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非常大，也最能

提升學生閱讀教學的效果。 

此外，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豪爾‧迦納曾提出「多元智慧論」（簡稱 MI

理論），以為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僅只是知識的傳授，更要令學生的八種智慧

得到適當的引導與啟發。而「多元智慧論」運用在課程設計的最好方式，是教師

可以集中在某個特定的主題上，建立日常授課計畫、星期單元、全月或全年主題

與教學大綱的方法，結合寛廣及多樣的教學模式，讓所有學生的最強智慧都能在

某段時間涉及。 

而且，所謂的「藝術與人文」，即是「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它是以「人文

素養為核心內涵的藝術學習」，以培養提升學生的藝術知能、藝術鑑賞能力、陶

冶生活情趣，並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健全發展為目的。故本文以國中國文〈田園

之秋〉一文做為教學設計的主題，統合語文、藝術與人文領域，希望透過一系列

有組織的教學活動，能有效地引導學生天生本具的各種基本能力，學會思索與欣

賞，觀照人文與自然，並增強寫作能力。 

 

（一）「修辭之美」 

  寫作的「專門能力」，是指掌握書面語言的能力而言；而篇章修辭正是研究

綴「字」成「句」、聯「句」成「章」、聯「章」成「篇」的一種組織形式，著重

於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訓練；希望能經由作者主觀的設計與調整，達成精確而

生動的原則，以增強文章的感染力與說服力。故本單元先以〈田園之秋〉課文中

大量運用的「轉化」修辭做為加強字句修辭的練習；次則探究全文的「結構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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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謀篇佈局的方法，源自於人類共通的理則，是人生來即具存於心，歷來文論

家對它的注意也極早，故常被用以安排篇章。教師若能注意作者在組織思想材料

時的篇章結構，則不僅可全盤掌握課文的脈落、布局，更能藉此增強學生的讀寫

能力。最後則再以余光中〈聽聽那冷雨〉、楊喚〈期待〉二篇為「類文選讀」，強

化篇章結構、運材布局的閱讀教學效果。 

 

（二）「西北雨印象」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如〈西北直直落〉即是一首以台灣特有的西北

雨天候為背景而譜成的童謠，以擬人化手法，描寫溪河裡一群魚蝦在一場午后的

西北雨裡，敲鑼又打鼓迎親的情景，它完全不同於〈田園之秋〉那一場滿天黑怪

與惡魔妖巫環繞的西北雨。「尋找一首台灣民謠」活動，經由資料的搜集、詞意

的介紹、創作背景的解析，可以令學生對西北雨有更深入一層的了解。而經過心

理上的「共感覺」與審美上的「移情」作用，音樂與繪畫可以感通，繪畫與詩可

以感通，詩與音樂可以感通；故一場西北雨，可以透過文字素材，也可以經由音

樂曲律，各自表達創作者心靈中對一場西北雨的不同感受。因此「雨中即景」，

旨在引領學生縱橫豐富的想像力、觀察力，以一枝彩筆，畫下心靈深處的一場雨

中即景。 

 

（三）「當音樂遇見想像力」 

  〈田園之秋〉一文以細膩的觀察、凝練的文字，著力描摹霹靂肆虐的午后西

北雨、以及雨過天青的景象。文章的運材、布局與轉折，頗近似於貝多芬第六號

〈田園交響曲〉的第四、第五樂章，而貝多芬〈田園交響曲〉又是學生曾在「藝

術與人文」（翰林版一上）上過的教材。因此，「當音樂遇見想像力」承上一張學

習單而來，側重在音樂與詩文的感通：先後以「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

「第五樂章」、「臺灣童謠〈白鷺鷥〉」為主題，令學生仿效〈田園之秋〉，運用感

官、知覺和情感，寫下聆聽此段樂章的感覺與想像，既可強化學生的想像力，又

可增進對文字寫作的駕馭能力，因為「寫作」正是訓練綜合能力的最佳途徑。 

 

三、課程說明 

課程目標 

（一）認知方面：認識台灣自然氣候與形成的特殊景觀，及篇章修辭

技巧；並能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 

（二）能力方面：培養善於觀察想像、親近藝術的能力，及增強修辭、

寫作的能力；並能透過審美活動，體認各種藝術的價值。 

（三）情意方面：學會欣賞文學與音樂繪畫的節奏美、意境美，擴展

藝術的視野，怡情養性、變化氣質。 

教學對象 國中二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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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數 五節課 

教學領域 語文（國文）、藝術與人文 

能力指標 

國語文領域 

B-3-1-9 能養成主動聆聽及探索學習的能力。 

B-3-2-8 能靈活應用科技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速互動學習效果。 

B-3-2-10 能從聆聽中，啟發解決問題的能力。 

E-3-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E-3-2-3 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昇學習效果。 

F-3-1-1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精確表達自己的見聞。 

F-3-7-2 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優美。 

藝術與人文領域 

1-4-2 設計關懷主題、運用適當的媒材與技法，傳達出有感情、經驗

與思想的作品，發展個人獨特的表現。 

2-4-2 依據美學與相關學門之原理，欣賞各種視覺藝術的材料美、形

式美與內容美。 

2-4-5 認識樂曲的曲式、配器、風格等特色，培養審美能力。 

2-4-8尊重與讚美別人的意見與感受，願意將自己的創意配合別人的

想法作修正與結合。 

3-4-4 培養主動參與音樂活動的興趣與習慣。 

3-4-6認識地域、文化與音樂之交互關係，並瞭解文化、歷史對音樂作

品的影響。 

十大基本 
能力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六大議題 

資訊教育 

5-3-1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 

兩性教育 

1-3-6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七大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藝術與人文 

1-4-2運用適當的媒材與技法，傳達出有感情、經驗與思想的作品，發

展個人獨特的表現。 

配合科目 
單元 

語文領域：○1 南一版國中國文課本第三冊【第二課陳冠學〈西北雨〉】 

○2 翰林版國中國文課本第三冊【第一課陳冠學〈西北雨〉】 

藝術與人文領域：康軒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３四季讚歌

1.圖解大自然 2.四季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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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二冊【１藝術人生 

2.臺灣心 音樂情】【３影音世界 1.音樂說故事】 

○3 康軒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三冊【１對稱與對應  

音樂比比看】 

○4 翰林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貳、自然的召

喚 3.歌頌自然】【參、生活處處皆藝術 3.節奏你

我他】【肆、2.人與土地之美】 

○5 翰林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二冊【壹、節氣與

四季 2.季節的樂章】【參、與自我更親近 2.傾聽

自己的聲音】 

社會領域：南一版國中社會課本第二冊【主題六彩繪臺灣風情 單元

二十三 疼惜咱的臺灣】 

     翰林版國中社會課本第一冊【第二篇自然環境 第一單元

認識自然環境】 

 

四、課程架構 
 

 

 

 

 

 

 

 

 

 

 

 

 

 

 

 

 

 

 

 

 

 

時間 

子題 

一、認知方面 
◎認識西北
雨氣候 

◎認識篇章
修辭 

二、能力方面 
◎培養親近
藝術的能力 
◎增強寫作
的能力 

三、情意方面 
◎欣賞文學
與音樂繪畫
的節奏美、意
境美 

1.加強字句修辭的練習 

2.掌握課文的結構、布

局 

3.增強學生的讀寫能力 

 

 

 

1.了解同一主題的不同

創作手法、素材 

2.音樂與繪畫感通 

3.繪畫與詩的感通 

 

 

1.詩與音樂的感通 

2.增強學生的想像力 

3.增強學生的寫作能

力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五 節 課 

為文學搭一把雲梯 

修辭之美 西北雨印象 當音樂遇見想像力 

主要 

教學 

活動 

 

 

1.轉化練習 

2.結構賞析 

3.類文選讀 

〈聽聽那冷雨〉 

〈期待〉 

 

 

 

1.尋找一首台灣民謠 

2.雨中即景 

 

1. 貝多芬〈田園交響

曲〉第四樂章 

2. 貝多芬〈田園交響

曲〉第五樂章 

3. 童謠〈白鷺鷥〉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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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教師：〈台灣的囝仔

歌〉（３）、 

錄放音機、余光中文

集、楊喚詩集 

 

學生：課本、筆記

本、喜愛學習的心 

教師：電腦教室、大營幕、
單槍投影機、電腦喇叭、麥
克風、power－point光碟
檔、歌謠 CD、錄放音機、
學習單、圖畫紙、稿紙、康
軒版「藝術與人文」課本一
二三冊、翰林版一二冊、翰
林版社會課本第一冊、南一
版第二冊 
學生：使用電腦網路的基本
技能、氣候方面的書籍、或
上圖書館，繪圖文具 

 

 

教師：貝多芬〈田園
交響曲〉CD、錄放音
機、學習單、手提電
腦、大營幕、單槍投
影機、麥克風、power
－point光碟檔、康
軒版「藝術與人文」
課本一二三冊、翰林
版一二冊 

學生：「藝術與人文」

課本（翰林版一上）

52、53頁 

 

1.「閱讀」:能具豐

富的語言文字感受

能力、鑑賞文辭的優

劣。並能理解作品段

落布局的作用。【記

憶力、想像力、思維

力】 

 2.「作文」：有效運

用各種修辭技巧。

【思維力】 

1.「聽」:能就特定主

題重整所接收的訊息

【想像力、觀察力】 

2.「作文」:根據寫作

的目的和對象確立內

容的中心思想。【綜合

能力】 

3. 「作文」:有效運

用各種布局策略將句

子、段落組織成前後

連貫、結構完整之作

品. 【綜合能力】 

4. 使學生透過審美

活動，體認各種藝術

的價值，提昇生活素

養。【想像力】 

 

 

 

1.「聽」:能隨時聆聽不

同的媒材，並從中獲得有

用的資訊。並能就特定主

題重整所接收的訊息.

【觀察力、思維力】 

2.「閱讀」:能主動透過

閱讀，學習新知。【聯想

力】 

3.「作文」:了解寫作是

一種思維的工具。【綜合

能力】 

4. 使學生能自我探索，

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

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

事藝術創作。【想像力、

觀察力】 

1.「轉化練習」學習

單 

2.「結構賞析」學習

單 

3.「類文選讀」學習

單 

 

 

1.貝多芬「〈田園〉第

四樂章」學習單 

2. 貝多芬「〈田園〉

第五樂章」學習單 

3.「臺灣童謠〈白鷺

鷥〉」 

1.「尋找一首台灣民謠」

學習單 

2.「雨中即景」學習單 

 

教學 

策略 

 

教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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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學內容 

 
單單元元一一  修修辭辭之之美美 

 

 

 

１、轉化練習 

（１）描述一件事物時，轉變其原來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不同的

事物，予以形容敘述的修辭方法，叫作「轉化」。善用「轉化」，可化靜態為

動態，可使形象生動，並借以傳達情意，加強文章的感染力。請你舉出三個

〈田園之秋〉課文中運用轉化修辭的文句，並指明是使用那一類的轉化（如：

人性化、物性化、形象化等）。 

１   

２   

３   

（２）請你將下列文句中運用「轉化」的地方標示出來。 

Ａ、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小草偷偷地從土裡鑽

出來，嫩嫩的，綠綠的。（朱自清〈春〉） 

Ｂ、這些美妙的叫賣聲，活潑、快樂地在每日生活的舞臺裡翻滾跳躍。（陳黎

〈聲音鐘〉） 

Ｃ、月亮叫喊著，叫出生命的喜悅；一顆小星是它的羞澀的回聲。（張愛玲《流

言》） 

Ｄ、這樣才可用一枝畫筆攝取湖光的滉漾，樹影的參差，和捕捉朝暉夕陰。（蘇

雪林〈綠天島居漫興〉） 

Ｅ、愛因斯坦說：「專家還不是訓練有素的狗？」這話不是偶發的，多少專家

都是人事不知的狗，這種現象是會窒死一個文化的。（陳之藩〈哲學家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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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結構賞析 

陳冠學〈田園之秋〉一文，以細膩的觀察、 

凝練的文字，極力描摹一場滿天黑怪、惡魔妖巫與霹靂肆虐的午后西北雨，

並流露出對這一塊土地的歌頌與關懷。全文採「先點後染」形式，第一段是

「點」的部分，指出作者正在田裡摘番薯蒂，以作為下文敘事、寫景的引子

與橋梁。二、三、四、五段，是「染」的部分。先以「大雨滂沱，霹靂環起」

為綱領，總括下文，再依次分從視覺、聽覺、觸覺、心覺等方面，描寫雲起、

打雷、閃電、降雨到放晴的經過。其中，第二段是全面敘寫鳥雲、霹靂、大

雨的降臨與離去；第三段則照應「霹靂環起」，第四段則照應「大雨滂沱」，

進一步詳寫雷電的威力與西北雨的特質。 

 「點染」，本指繪畫手法，後移用為辭章作法。「點」，指時空的一個落足

點，僅用作敘事、寫景、抒情、或說理的引子、橋梁或收尾；而「染」，則指

真正用來敘事、寫景、抒情、或說理的主體。點染法深具律動的層次美、循

環往復的節奏美、與統一美；在多層次的點染烘襯下，更可彰顯變化美。本

文先點簇，而後以烘染，即形成一種章法的層次美。層次，是一種漸變的造

形，或在空間上漸近漸遠、或在時間上漸長漸蹙，造成詩意的旋折旋深，輕

重有序，予人層次遞增、步步進逼的律動，讀來舒暢而有節奏感，給人美的

印象；加上〈田園之秋〉善用各種知覺的摹寫，更彰顯了這種美感特色。 

 

結構表 

 

 

 

 

  

 
 

點：「摘了一整天的番薯蒂」 

  凡（大雨、霹靂）：「下午大雨滂沱……真要走避不及」 

        一（鳥雲）：「低著頭……惡魔與妖巫之出世」 

染   先  全 二（霹靂）：「正當人們籠罩……匍匐不能起」 

  目      三（大雨）：「好在再接著……戲劇不是戲劇」 

     偏  一（霹靂）：「因為是在家屋……立時被劈殺」 

     二（大雨）：「一場為時一小時…田莊的理由」 

後：「終於雷聲……牧羊人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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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類文選讀之一 

楊喚〈期待〉 

每一顆銀亮的雨點是一個跳動的字， 

那狂燃起來的閃電是一行行動人的標題。 

 

從夜的檻裏醒來，把夢的黑貓叱開， 

聽滾響的雷為我報告晴朗的消息。 

賞析 

楊喚〈詩的噴泉〉系列共有十首，詩中流露的是楊喚一貫「不疲憊的意

志是向前的」的生命基調，充滿熱情、充滿自勵。每首都分為兩小節，每節

兩行，形式整齊，節奏和諧，展現出意象飽滿、玲瓏剔透的小詩風貌。 

〈期待〉是其中的第三首，「先雨後晴」，形成狀態的變化。第一節，是

「雨」的部分，詩人乘著想像的羽翼，將最純稚的心靈貼近大自然的胸膛，

分從視覺、聽覺來摹寫，把雨點比喻成一個個的文字，把閃電比喻成一行行

的標題，在天地間揮灑出一篇又一篇熱情的、充滿生命力的瑰麗文章。第二

節，則是「晴」的部分，詩人以黑貓比喻黑夜裡所做的夢，叱開「夢的黑貓」，

就象徵著叱開了一夜的冷漠與疏離，然後迎接的是轟隆隆的雷響所帶來的晴

朗消息。宛若在暗夜裡突然乍現的一線曙光，令人份外欣喜，也將「期待」

之情不著痕跡地呼喚出來。詩人別具慧心地以「銀亮」、「跳動」、「狂燃」、「滾

響」等生動奇特的字眼，描摹雨點、雷、電的降臨，比喻新穎，格調獨創。

更善於運用知覺角度的調換，以求變化、創新，觸發讀者美感情緒的波動。

難怪楊喚自己要發出「詩，是一隻能言鳥」，它「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

聲音」的詠讚來。 

結構表 

  

 
 

視覺：「每一顆銀亮的雨點是一個跳動的字」 

雨  聽覺：「那狂燃起來的閃電是一行行動人的標題」 

晴  心覺：「從夜的檻裏醒來，把夢的黑貓叱開」 

  聽覺：「聽滾響的雷為我報告晴朗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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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類文選讀之二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節選） 

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聽四月，霏霏不絕的黃梅雨，朝夕不斷，旬月綿

延，濕黏黏的苔蘚從石階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聽颱風颱雨在

古屋頂上一夜盲奏，千尋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來，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

向他的矮屋簷重重壓下，整個海在他的蝸瞉上嘩嘩瀉過。不然便是雷雨夜，

白煙一般的紗帳裡聽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撲來，強勁的

電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彈動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

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牆上打在闊大的芭蕉葉上，一陣寒瀨瀉過，秋

意便瀰漫日式的庭院了。 

賞析 

余光中，活躍於臺灣的文學界，顏元叔稱他是「詩壇祭酒」，黃維樑稱

他是臺灣詩壇「敏於感應，富於想像，勇於嘗試，勤於執筆」的「浴火鳳凰」；

「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併攏，折來且疊

去，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彈性」，一次又一次在熊熊烈焰中換羽重生，把

文字的精華熬煉成丹。我們觀察余光中的作品，正可發現這種特質。〈聽聽

那冷雨〉寫於一九七四年春分之夜，此段文字採「先點後染」形式，依時間

推移的先後順序鋪陳，主要是從聽覺與心覺這兩條線索，摹寫四月的綿綿春

雨，七月的颱風颱雨、雷雨、西北雨。雨勢不同，聽覺效果不同，美感也不

相同。而疊字的反復出現，又能生發一種彈性與平衡的節奏感，營造理深而

情茂的興味。戶內聽聽，戶外聽聽，在不同的雨聲中，從四月聽到了七月，

從少年聽到了中年，把雨聲聽成了一種回憶的音樂。 

結構表 

 

  

 
 

點：「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 

  先（四月、黃梅雨）：「聽四月.... 侵到他舌底，心底」 

     颱雨：「到七月....蝸瞉上嘩嘩瀉過」 

染  後（七月） 雷雨夜：「不然便是雷雨....騰騰欲掀起」 

     西北雨：「不然便是斜斜....日式的庭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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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元元二二  西西北北雨雨印印象象

  

１１、、尋尋找找一一首首台台灣灣民民謠謠  

＜西北雨直直落＞是一首以台灣特有的「西北雨」天候為背景而譜成的

童謠，它以擬人化手法，描寫溪河裡一群魚蝦在一場午后的西北雨裡，敲鑼

又打鼓，熱熱鬧鬧迎親的情景，曲調活潑，詞意溫馨，充滿了十足的童趣，

截然不同於＜田園之秋＞一文裡那一場滿天黑怪、惡魔妖巫、與霹靂環繞下

的西北雨。 

請你先查出這一首童謠的歌詞（若能一併附上歌譜，那就更棒了！），再

以五百字左右的文字，簡單介紹詞意、作詞背景、及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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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雨雨  中中  印印  象象  

一場西北雨，在陳冠學先生一枝妙筆下，是取譬生動的惡魔與妖巫；在

童謠＜西北雨直直落＞歡樂歌聲的描繪下，又是一場鯽魚娶親的熱閙畫面。

一個透過文字素材、一個經由音樂曲律，各自表達他們心靈中對一場西北雨

的不同感受。 

 

 詩與繪畫的感通 

蘇東坡曾稱譽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畫境就是詩境。詩是表聲藝

術，畫是表形藝術，詩畫的感通，即是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的感通。詩人的

心靈，感動於自然界、人生界等現象，以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藝術品裡有「畫」

的感動在內。畫家的心靈，感動於自然界、人生界等現象，以畫的形式表現

出來的藝術品有「詩」的感動在內；所以，「詩是有聲的畫，畫是無聲的詩」。 

 

 繪畫與音樂的感通 

繪畫是一篇無聲的音樂，它具有節奏、組織、韻律和強弱等音樂特性。

繪畫的韻律是什麼？就是線、形的恰當安排，色彩的寒暖、輕重，筆觸的直

斜、濃淡、粗細，產生一種音樂性質的升降、剛柔和緩急等抑揚頓挫的節奏

效果。 

 

 音樂與詩的感通 

「詩是思想的音樂」，音樂運用了聽覺感官，而詩的吟咏，藉諸聽覺來增

強「感」的強度，促進「悟」的深度。如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

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從聽覺、視覺、

靜態、動態，來感通琵琶聲，音韻錚鏦，形色繽紛。 

 

 邀你來當「詩畫同源」的創作家 

現在要請你縱橫豐富的想像，以彩筆畫下心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場雨中即

景。可以是鉛筆素描，也可以是水彩油畫；可以是講究光影濕度的印象派，

可以是粗獷的立體派、野獸派，也可以是雍容的古典派。最後再以二百字左

右的文字，說明創作的動機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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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元元三三  當當音音樂樂遇遇見見想想像像力力  

 

詩樂感通 

凡是將耳朵聽到的各種人、事、物的聲音，通過說話人或作者本身的體

驗，加以描述形容的修辭技巧，稱之為「聽覺摹寫」，簡稱為「摹聽」或「摹

聲」。例如： 

 白居易＜琵琶行＞：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

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梁實秋＜鳥＞：有的一聲長叫，包括六七個音階；有的只是一個聲音，

圓潤而不覺單調；有時是獨奏，有時是合唱，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

不知有多少個春天的早晨，這樣的鳥聲把我從夢境喚起。 

詩人的耳朵，聽到了琵琶聲，聽到了鳥鳴聲，在心中產生了如急雨、如

私語、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如獨奏如交響樂的種種聯想，化為文字，觸發觀

賞者濃濃的興味。現在，請你張開詩的靈魂，啟動想像的羽翼，用心聆賞以

下每一段樂曲，然後將自己的想像與感覺寫下來。 

 

１、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 暴風雨 

〈田園交響曲〉由五個樂章所構成，第一樂章以奏鳴曲表達在鄉間的愉

快心情，第二樂章延續寧靜的情緒寫溪畔景色，第三樂章則以舞曲描述狂歡

的農民聚會。第四樂章，貝多芬以低音提琴恐怖的顫音和短笛尖銳刺耳的呼

嘯，預示著暴風雨的來臨；而全部管絃樂以半音階下行，由最高音域一直滑

落到最低音域，伸縮喇叭和定音鼓也在旁助陣，發揮威力。請你仿效〈田園

之秋〉，善用各種知覺摹寫，以 150字左右的文字，寫下聆聽此段樂章的感覺

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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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五樂章 牧羊人之歌 

這是一個兼具輪旋曲和變奏曲形式的終樂章，在豎笛和法國號的引領之

下，弦樂奏出了內在靈魂最深刻的「感恩」之情；這個主題主宰整個樂章，

也正是全曲最具精神深度之所在。請你張開各種知覺感官的觸鬚，以 150 字

左右的文字，寫下聆聽此段樂章的感覺與想像。 

 

 

 

 

 

 

 

３、台灣童謠〈白鷺鸞〉 

這一首家喻戶曉的台灣童謠，雖然歌詞版本會因北、中、南等區域的不

同，而有些微的差異；但它曾是許多人心中共同的童年印記，在生命中留下

最美好最溫潤的回憶。其歌詞為：「白鷺鷥，車畚箕，車到溝仔墘。跋一倒，

撿到兩仙錢，一仙撿起來好過年，一仙買餅送大姨。」請你善用各種知覺感

官，以 150字左右的文字，寫下聆聽這首童謠的感覺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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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作作品品示示例例  

1、詩畫感通 

 

 

 

 

 

 

 

 

２、樂畫感通 

 

 

 

 

 

 

 

３、風雨圖一 

 

 

  

  

 

此圖即依據王維〈竹里館〉：「獨坐幽篁

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一詩的詩意所繪成。詩中表現的是詩人晚年閒

適的心境，以獨坐彈琴的情景，流露出清雅、

孤絕之感，同時也表現出一幅優美的畫境。（圖

片引自明、黃鳯池編《唐詩畫譜》） 

 

此圖為康丁斯基（W.Kandinsky 

1866-1944）〈構成第八號〉，他認為色調如

同音樂一般，可以自由控制強弱，所以喜歡

透過點、線、色彩、塊面、構圖來傳達各種

情緒，把音符轉變成造型的變化。藉由直線、

曲線、圓形、銳角等幾何元素構成的抽象作

品，表現對音樂的感動。 

        

 

「風雨歸牧圖」，宋、李迪繪。黃昏

時風雨來襲，柳條與蘆草因風而向右方

顫搖，牛背上的牧童，一個緊抓著斗笠

縮起頸子，逆風而行；另一個因斗笠被

風吹走了，急忙回轉過身來想要抓取。

全畫以淡色烘染，濛上一層煙霧，雨絲

風腳，凜凜逼人，深具佳趣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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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風雨圖二 

 

 

 

 

５、學生作品 

 

 

 

 

 

 

 

 

 

 

  

 
 

 

（2）每當下雨的時候，聽著雨點滴答滴答地落著，心情就特別寧靜。外

面的事物也似乎變得緊湊起來，來來往往的車潮與人潮，就像一幅有趣的動

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停地變化著。我覺得，雨不僅僅滋潤了大地，它更

可以使人聯想到很多事物，也讓我能透過這一份寧靜的心情去思考一些事

情。一想到下雨，我所想到的畫面，就是一個人望著窗外的雨思索著。在想

些什麼呢？我想，只有自己知道吧！（204 趙家萱） 

 
 

（1）一想到西北雨，我就聯想到了一個很熱鬧的景

象：大家都在雨中跳舞！但我想，跳舞者不一定需要是

人。因此，我想了一想，那就與聖桑一樣，讓舞者是一

群很有意思的動物吧！於是決定以十二生肖為主角：愛

熱鬧愛玩耍的豬，率先跑到了圓圈中央跳起舞來；接著，

動物們也漸漸燃起了興致，群舞了起來。雨嘩啦啦地，

天灰濛濛地，為這一個特別的舞會，增添了一層神秘的

色彩。（204 林玉婷） 

 

 

 

 

此為馬遠「風雨山水」圖，他善以拖

枝的多姿形態畫樹，尤善於在章法上大

膽取捨剪裁，以描繪山之一角、或水之

一崖，於畫布上留下大量空白以凸顯主

題，呈現空靈的意境與濃厚的詩意，因

此時人多稱之為「馬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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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教教學學活活動動設設計計表表 

能力
指標 

教 學 過 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教 師 提 示 教學
評量 

 
 
 
 
 
 
 
 
 

 
 
 
 
 
◎
「聽
」:能
隨時
聆聽
不同
的媒
材,並

從中
獲得
有用
的資
訊. 
 
◎「閱
讀」:
能具
豐富
的語
言文

字感
受能
力、鑑
賞文
辭的
優劣. 
 
語文: 

一、準備活動 
■ 教師： 
電腦教室（或手提電

腦、單槍投影機）、電
腦螢幕廣播系統、麥克
風、喇叭、power－
point光碟、音樂Ｃ
Ｄ、錄放音機、學習
單、圖畫紙、稿紙 

■ 學生： 
課本、筆記本、筆、

繪圖工具、喜愛學習的
心 
 
二、引起動機 

在〈田園之秋〉一
文的作者、題解、生難
字詞、文章大意、深究
鑑賞等部分講解完
後，教師播放「西北雨
直直落」童謠，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再導入

主題。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  
修辭之美 
1.教師發下「轉化練
習」學習單，說明作答
技巧，先令學生填上正
確答案，教師則可四處
走動，觀察學生作答的
情形。等學生作答完

畢，教師先重點式溫習
轉化修辭，再帶領學生
一起訂正一遍，令學生
就其遺漏之處，加以修
正。 
 
2. 發下「結構賞析」
學習單，教師講解「篇

 
 
 
 
 
 
 
 
 

 
 
 
 
 
 
 
5分 
 
 
 
 
 

 
 
 
 
 
 
 
20 
分 
 
 
 

 
 
 
 
 
 
10分 
 

 
 
 
 
 
 
 
 
 

 
 
 
 
 
 
 
■ 教師： 
〈台灣的
囝仔歌〉
（３）CD、 
錄放音機 
 

 
 
 
 
 
 
 
◎「轉化練
習」學習單 
 
 
 

 
 
 
 
 
 
 
 

 
 
 
 
 
 
 
 
 

 
 
 
 
 
 
 
◎複習〈田園之
秋〉課文重點 
 
 
 
 

 
 
 
 
 
 
 
◎「轉化」修辭是
指描述一件事物
時，轉變其原來性
質，化成另一種本
質截然不同的事

物，予以形容敘述
的修辭方法。善用
「轉化」，可化靜
態為動態，可使形
象生動，並借以傳
達情意，加強文章
的感染力。 
【記憶力、觀察

 
 
 
 
 
 
 
 
 

 
 
 
 
 
 
要求
學生
專心
聆聽 
 
 
 

 
 
 
 
 
 
完成
「轉
化練
習」、
口頭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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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7

-2  
◎「閱
讀」:
能理
解作
品段
落布
局的
作用. 
 
語文: 
E-3-7 
E-3-2

-2  
E-3-2
-3   
 
 
語文: 
E-3-7 
E-3-2
-2  
E-3-2
-3  
◎「閱

讀」:
能主
動透
過閱
讀,學
習新
知. 
 
 
語文: 
B-3-2
-8  
B-3-2

-10 
E-3-7 
藝術
與人
文: 
3-4-6 
 

章修辭」與「字句修

辭」,令學生確實了解
〈田園之秋〉一文的結
構、布局、措辭，深入
欣賞文章章法特色與
美感效果。 
3. 發下「類文選讀」
學習單，先講解楊喚
〈期待〉的大意與結
構。 
 

---第一節完--- 
 
4.再由教師帶領全班

學生欣賞余光中〈聽聽
那冷雨〉的章法特色與
美感效果。也可以略作
口頭問答。 
 
活動二  
西北雨印象 
1. 發下「尋找一首台
灣民謠」學習單，教師
先解說講解主題設計
的重點、用意、與應注
意事項，令學生回家各

自查閱相關書籍或上
網搜索，進行資料的搜
集、整理，於下一次上
課時檢討。（也可預先
叮嚀學生收集資料，然
後於課堂上完成。） 
2. 提醒學生下次檢
查、繳交的日期，並先
預告下一堂上課的主
題，令學生利用時間用
心思索蘊釀生活裡、心
靈深處印象最深刻的
一場雨，並帶繪圖文

具。 
3.第二次上課時，先檢
查學習單習作情形，然
後播放〈西北雨直直
落〉童謠，令學生欣賞
這一首民謠，加深印
象，（可視學生的實際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結構賞

析」學習單 
 
 
 
◎「類文選
讀」學習單 
 
 
 
 
 
 
 

 
 
 
 
 
 
 
■ 老師： 
翰林版藝
術與人文
課本第一
冊【貳、自

然的召喚
3.歌頌自
然】【肆、
2.人與土
地之美】、
翰林版社
會課本第
一冊【第二
篇自然環
境‧認識自
然環境】 
■ 學生： 
使用電腦

網路的基
本技能、氣
候方面的
書籍、或上
圖書館查
資料 
■ 老師： 

力】 

 
◎謀篇佈局的方
法，源自於人類共
通的理則。若能注
意作者在組織思
想材料時的章法
結構，不僅可全盤
掌握課文的脈
落、結構，更能藉
此增強讀寫能力。 
【思維力】 
 
◎由於類文也經

過結構分析、文意
賞析的引導，做重
點式的提契，期盼
學生能經由類文
的引導，真切掌握
章法結構的義涵
與特色，進而用於
寫作能力的訓練。 
【思維力】 
 
 
 

 
 
 
 
 
【綜合能力】 
 
 
 
 
 
 
 

 
 
 
◎一場西北雨，在
陳冠學先生一枝
妙筆下，是取譬生
動的張牙舞爪的

 

 
 
完成
「結
構賞
析」、
口頭
問答 
 
 
 
 
 

 
 
完成
「類
文選
讀」 
 
 
 
 
 
 

上網
或查
圖書
完成
作業 
 
 
 
 
 
 
 
 

 
 
 
完成
「尋
找一
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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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能
就特
定主
題重
整所
接收
的訊
息. 
 
語文: 
B-3-2
-10 

藝術
與人
文: 
3-4-4

2-4-2 

◎「作
文」:
了解
寫作
是一
種思
維的

工具. 
 
語文: 
F-3-1
-1 
F-3-5
-10 

藝術
與人
文: 
1-4-2 
2-4-4 
 

◎「作
文」:
根據
寫作
的目
的和
對象

需求，重複播放二至三

次），再收回學習單。 
4. 以 power－point
向學生介紹以「雨」為
主題的名畫家作品，以
引起學生的繪畫興
致，觸發學生的聯想
力。 
 

---第二節完--- 
 
5.先發「雨中即景」學
習單，講解詩與音樂、
繪畫的感通，並以王

維、康丁斯基的詩與圖
為例說明。再發下圖畫
紙、稿紙，教師可提醒
學生構圖、取景的要
領，令學生開始作畫。
繪完圖，再令學生以二
百左右的文字，寫下自
己創作的動機與心情。 
6. 繪畫完畢，收回學
生作品，由老師統一閱
畢再發回。 
 

---第三節完--- 
 
活動三  
當音樂遇見想像力 
1.發下「當音樂遇見想
像力」學習單，講解詩
人如何利用「聽覺摹
寫」法來描述樂音、大
自然之聲。 
2.簡單講解「貝多芬
〈田園交響曲〉創作背
景，先令學生聆聽第
一、二、三樂章的片斷

部分。（可視學生的實
際需求，重複播放多
次） 
3.播放「第四樂章」，
令學生用心聆聽，寫下
感覺與想像。（可視學
生的實際需求，重複播

 

 
15分 
 
 
 
 
 
 
 
 
 
45分 
 

 
 
 
 
 
 
 
 
 
 
 
 

 
 
 
 
 
5分 
 
 
 
 
10分 
 
 

 
 
 
 
15分 
 
 

藝術與人

文課本康
軒版第一
冊【圖解大
自然】【四
季之樂】、
第二冊【音
樂視覺
化】、翰林
版第一冊
【歌頌自
然】【節奏
你我他】、
第二冊【季

節的樂
章】、南一
版第二冊
【疼惜咱
的臺灣】、
〈台灣的
囝仔歌〉
（３）CD、
單槍投影
機、麥克
風、power
－point光

碟、錄放音
機、學習
單、畫紙、
稿紙、李迪
「風雨歸
牧」、馬遠
「風雨山
水」圖、康
丁斯基〈黑
色的形
狀〉、〈構成
第八號〉、
王維〈竹里

館〉 
■ 學生： 
交回學習
單、繪圖文
具、溫習
「藝術與
人文」課本

惡魔與妖巫；在

〈西北雨直直落〉
童謠描繪下，又是
一場敲鑼打鼓、鯽
魚娶親的熱閙溫
馨畫面。一個透過
文字素材、一個經
由音樂曲律，各自
表達他們心靈中
對一場西北雨的
不同感受。 
【聯想力】 
 
◎色、聲、香、味、

觸，與人心靈的
喜、怒、哀、樂，
經過「感覺」與「情
緒」的交互聯結，
經過心理上的「共
感覺」與審美上的
「移情」作用，色
彩可以感通為一
個形象，也可以感
通成一種音調。只
要能巧妙運用，則
音樂與繪畫可以

感通，繪畫與詩可
以感通，詩與音樂
可以感通。 
【聯想力、觀察
力】、【綜合能力】 
 
 
 
 
 
◎〈田園之秋〉的
運材、布局與轉
折，頗近似於貝多

芬第六號交響曲
〈田園〉第四、第
五樂章。 
◎〈田園交響曲〉
由五個樂章所構
成，第一樂章以奏
鳴曲表達在鄉間

灣民

謠」 
 
 
 
 
 
 
 
 
 
 
 
 

完成
「雨
中即
景」、
心得 
 
 
 
 
 
 
 

 
 
 
 
 
 
 
完成
「當
音樂
遇見
想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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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

內容
的中
心思
想.◎
「聽
」:能
就特
定主
題重
整所
接收
的訊
息. 

 
語文: 
B-3-1
-9 
E-3-2
-2 
F-3-1
-1 
藝術
與人
文: 
2-4-2

2-4-5 
2-4-8 
3-4-4

3-4-6 
 
 

放多次） 

4. 播放「第五樂章」，
令學生用心聆聽、寫
作。（可視學生的實際
需求，重複播放多次） 
 

---第四節完--- 
 
5.先簡單講解臺灣童
謠〈白鷺鷥〉歌詞的含
意，再播放歌謠，令學
生用心聆聽、寫作。（可
視學生的實際需求，重
複播放多次） 

6.寫作完畢，收回學習
單，由老師批閱。 
 
分享與交流 
1. 下一次上課時，教
師可先針對這幾次的活
動，做整體性的講解，
表揚表現傑出的作品，
再發還作品給學生。 
2. 將優秀作品掃描、製
成 power-point檔，於
上課時播放，令學生用

心觀賞每一張畫作，以
逹相互觀摩激勵之效。 
3. 發下「自評互評
表」，令學生就自己此
次的學習情形，加以評
鑑，以做為下次活動的
參考，並挑選最值得學
習效法的同學作品、說
明原因。 
4.將學生作品掃描、輸
入班級網頁，並挑選優
良學生作品投稿、發表
於校刊或其他刊物。 

5.最後，把作品歸入自
己的學習檔案。 
 

---第五節完--- 
 

 

15分 
 
 
 
 
 
 
 
20分 
 
 
 
 

 
 
 
 
 
5分 
 
 
 
 
15分 
 

 
 
 
5分 

（翰林版

一上）52、
53頁 
 
 
■ 老師： 
貝多芬〈田
園交響曲〉
CD、〈台灣
的囝仔歌〉
（３）CD、
錄放音
機、學習單 
 

 
 
 
 
 
 
■ 老師： 
手提電
腦、大營
幕、單槍投
影機、麥克
風、power

－point光
碟 

的愉快心情，第二

樂章續寫溪畔景
色，第三樂章描述
狂歡的農民聚
會，第四樂章預示
著暴風雨的來
臨，第五樂章是牧
羊人之歌。 
◎此次側重在音
樂與詩文的感
通，令學生運用感
官、知覺和情感，
寫下聆聽此段樂
章的感覺與想像。 

【想像力】、【綜合
能力】 
 
 
 
 
 
 
 
 
 
◎互相觀摩與激

勵,並學會自我省
思與調整。 
【觀察力、聯想
力】 
 

 

 
 
 
 
 
 
 
 
 
 
要求
學生
認真

參與 
 
 
 
 
 
 
 
 
 
 
 

 
 
 
 
 
完成
「自
評互
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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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學省思 
因為所有的教學活動多經過實地演練，故於事後均會依學生實際學習的景

況，對教材內容的適當性，做適度的修改與調整。另外，有時為了因應實際教學
的需求，同一單元常需要分割成數次進行，才能展現出較理想的教學成果。至於
「西北雨印象」、「當音樂遇見想像力」，因為可與「藝術與人文」領域做統整教
學，可以事前告知學生教學內容，如此學生會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蘊釀與準備。有
一些功課需要上圖書館或上網蒐尋相關資料，如「尋找一首台灣童謠」，除了在
課堂上先做引導，其餘的部分，可令學生回家完成，以彌補課堂時間不足的遺憾。 

此外，〈田園之秋〉採用「先點後染」結構，篇章修辭教學深具條分縷析、
逐層深入、引發學生學習興味的妙處，容易為學生所接受、吸收、仿效；加上余
光中〈聽聽那冷雨〉、楊喚〈期待〉等類文的引導，能讓學生更為熟悉了解，所
以十分適合用來訓練學生寫作。 

兵家有所謂的「常山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腹則首尾俱應」。

「完整」的教學設計，也理當如此。大體而言，圍繞著〈田園之秋〉這一個主題，
結合觀察、思索、想像、修辭、與心得寫作的活動設計，用以引導學生，不僅焦
點凸出，學生也多能有十分亮麗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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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網站 

國科會數位博物館「搜文解字」，網址：

http://cls.admin.yzu.edu.tw/swjz/openwin2.html 

 

http://cls.admin.yzu.edu.tw/swjz/openwin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