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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下的震撼與火花 

「紙船印象」兩岸教學觀摩研討評課紀錄 

桃園縣慈文國教師吳韻宇1 

一、緣起 

   任何緣起的曾經，就會有下一次更精彩的期待…… 

 

2011年 4月上海、寧波、杭州 

兩岸教學對談交流，其實在小學階段已行之多年，如「兩岸四地小學語

文會」教學交流活動等，但在中學部份卻遲遲未見起步。2011 年 4 月在台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孫劍秋教授帶領下，中學語文教學交流終於順利邁開步伐。

當時由現今苗栗縣林孟君校長及桃園縣吳韻宇老師與上海、寧波、杭州特級教

師進行教學觀摩交流，雙方互動良好。兩岸教學雖互有異同，但語言、情感和

能力三方面均有著共同追求，當時即期許未來能增加互動聯繫的機會，藉由研

討交流、學習借鑒等方式，加强雙方聯繫，開放彼此視野，激盪更多教學想法。 

 

 
    杭州市保俶塔實驗學校                  上海建青實驗學校 

 

                                                        

1 吳韻宇，桃園縣國教輔導團國中國語文團員，國科會｢國際閱讀素養學習與

評量計畫｣研究員。曾任教育部中央團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並獲語文類特殊優

良教師、師鐸獎教師。多年致力語文教學研發，教學心得發表--《文訊雜誌．

閱讀策略與範文教學》、《國文天地．以比較閱讀教學示例談兩岸語文教學之異

同》、聯合報基測作文專欄執筆等。並擔任「基測高分看華視」教學節目主講

老師、教育部有效教學｢翻轉課堂新詩教學實驗｣影片建置拍攝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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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台灣與上海 

配合教學新世紀的到來，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孫劍秋教授及所屬閱讀教師

團隊，不斷研發推廣閱讀與評量素養教學能力，並為延續兩岸教學交流，與桃

園縣國教輔導團國中國語文團隊合作，進行國科會「符合15歲國際評量規範之

閱讀素養學習與評量計畫」兩岸教學觀摩研討交流活動。雙方以「洪醒夫〈紙

船印象〉」作為文本單元(詳見附件一)，採「同課異構」觀課模式，除了桃園

縣輔導團代表與上海特級教師代表的教學觀摩外，並有兩岸教學專家的點評講

解，以期透過專業對話，精進彼此在閱讀教育上的教學。 

 

2013年 12月台灣桃園 

冬雨綿綿，微冷。12月9日當天桃園慈文國中異常熱鬧，隨著兩岸知名教

學專家學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孫劍秋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余崇生教授、

上海師範大學李海林教授、王榮生教授、寧波市教育局褚樹榮教授、寧波市北

侖區外語學校劉飛耀校長紛紛抵達，校園更見光彩繽紛。兩岸教學觀摩交流由

桃園縣國中語文輔導團員蔡淑梓老師與上海李海林教授帶來兩節公開展示課。

課後由上海王榮生教授、寧波褚樹榮教授，與我方桃園輔導團召集人陳麗捐校

長、輔導員吳韻宇老師進行評課教學研討交流。雙方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

表達著共同的追求；不同的設計，不同的呈現方式，演繹著相互激盪的精彩。 

 

 
  慈文國中王冠銘校長帶領團隊歡迎   桃園縣教育局吳林輝局長與貴賓合影 

 

 

二、評課前準備 

     

所謂評課，就其字義，即是在評價課堂教學，可視為觀課活動後的教學

延伸研究。從課程內容中有所發現，有所討論，發現課堂教學的得失，但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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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授課教師個人做批評，而是從教師教學內容、學生學習角度去觀察去省思，

對課程教學有實踐反思意義，也是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方式。 

 

筆者此次亦參與公開課後的評課討論，除了對評課概念有基礎認知外，

評課前亦須對課程文本有所瞭解，以下就針對課程文本討論、評課概念、教學

觀課表做說明： 

（一）文本討論分析： 

此次教學文本為台灣作家洪醒夫的作品〈紙船印象〉，選自《懷念那聲

鑼》一書，屬回憶懷舊小品文，也是台灣七年級教材選文。作者藉由兒

時玩紙船的回憶，思念溫暖無私奉獻的母愛。以下為筆者以心智圖呈現

的文本分析： 

 

 

分析文本後，筆者再從文本形式、文本內容、文本特質三方面去探討： 

1. 文本分析 

本文以倒敘手法寫出對往事的回憶追念，很適合學生分析架構練習

仿寫。首段先對往事的印象做分類說明，主論敘寫小時候的紙船回

憶，帶出對母親的感懷追念，最後再抒發自己已過而立之年的感受。

文本結構明晰清楚，學生對文章脈絡容易掌握，筆者的學生在課堂

上也曾利用分組討論方式，以心智圖做此結構梳理練習，如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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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本內容 

本文從首段對記憶的印象談起，再帶至童年的回憶，由童年再聚焦

到紙船的回憶，再藉由紙船連結至母愛，由廣至窄，由具體到抽象，

由現在回到曾經，再由過去時空拉回現在，層層推演，卻又主軸緊

扣。在課程處理上，我會關注以下問題： 

（1） 作者首段所提及的往事印象，與全文有何關連？ 

（2） 作者如何描述玩紙船時單純的快樂？這樣玩有何樂趣？ 

（3） 玩紙船的樂趣學生容易體會，但教師要如何讓學生感受複雜

細膩的母愛？文中有諸多對比寫法來表達「美麗的情感」，要

如何引導學生從文本中發掘？ 

（4） 作者為何用「美麗」來形容情感？與首段對回憶的印象有何

關連？ 

（5） 文章末段的處理難度甚高，以七年級孩子的情感如何感受作

者成年後的感受？ 

（6） 本文文題為何不是「紙船記憶」或「紙船回憶」？為何是「紙

船印象」？「記憶」與「印象」有何差異？ 

3. 文本特質 

任何文本都應有其文章體裁的特質，本文依事抒情，學生自然需理

解文中描述了什麼事？寄託了什麼情？理解文本不難，但還要讓學

生感受文本中所傳達的意涵，更進而能體會父母對自己的付出，表

達對父母的感謝。故能理解文意是認知層次，運用寫作手法是技能

層次，但更高層次則是情意引導，體現與實踐。 

 

這是觀課評課前準備工作，筆者先分析文本的重點、難點與疑點，並也

設想自己如何規劃課程、安排層次、運用何種教法？屆時可在觀課時做

一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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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課概念認知：  

評課是課程教學的延伸討論，但要觀什麼？看什麼？發現什麼？在教學

進行時應有其重心，以下引用自上海師範大學王榮生教授2《聽王榮生教

授評課》3一書內容： 

觀課評課的角度，首先要落實到「教什麼」上。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是

兩個側面，觀課評教的角度既可以從先怎麼教、再怎麼教、後怎麼教的

角度去考察，也可以從先教什麼、再教什麼、後教什麼的角度來審視；

既可以側重在教學方法，也可以側重在教學內容。在目前情況下，對語

文教學來說，我們以為教學內容更為重要、更為關鍵。一堂語文課，如

果教學內容有問題，或者只有在考試的試卷上才有用，那麼教師的教學

再精緻、再精彩，課堂的氣氛再熱絡、再活躍，價值都極為有限。 

 

換言之，一堂好的課程，在規劃教學的起心動念非常重要。這樣的

教學內容對不對？是否有其講授的價值性？內容正確了，接下來才能討

論教學目標的設定是否合理適性？在教學流程上是否緊密圍繞教學目

標？以及教師在教材的處理上是否掌握了重點，解除了學生的疑點，突

破了學生的難點？ 

此外，教學的有效與成功，端看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課程實踐轉繹

中還須從「教師的教學」過渡到「學生的學習」，教師空有再好的教材

析理能力，教學脈絡主線設計再精緻，若無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對應

學生學習角度，所有課程都是枉然。在教學時，如何以學生為學習主軸，

設計多樣性的教學方法，時時照應學生課堂反應，師生互動是否活絡，

便是建構課堂教學設計的靈魂。故評課著眼下列二項重點： 

1. 教師的教學內容是否適切？課程設計脈絡層次是否明確？教學流程

是否扣緊教學目標？ 

2. 是否營造互動的課堂氣氛？是否有適當的學生學習活動？學生的學

習是否為課程重心？教學能否達到目標成效？ 

                                                        

2 王榮生教授，浙江大學文學碩士、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語

文課程與教學論，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現為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

生導師、博士後合作教授，上海師範大學語文課程研究基地負責人。著有《語

文科課程論基礎》、《新課標與語文教學內容》、《語文教學內容重構》、《聽王榮

生教授評課》、《求索與創生：語文教育理論實踐的匯流》等。 
 
3 《聽王榮生教授評課》王榮生著，華東大學師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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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觀課表 

為了讓老師們在觀課時能更集中有效地分析對應的教學技巧，在觀課

評課前亦應確立課室觀察的重點。透過課室教學觀察，促進教師於公開課

中觀察反思，建立一個教學互動的分析架構。 

此次兩岸教學觀摩研討交流，桃園縣輔導團由召集人陳麗捐校長統籌

帶領，共同討論觀課表的觀察向度，並參考孫劍秋教授、鄭圓鈴教授的觀

課記錄表、以及近來新推動的分組合作學習的觀察記錄，最後則參酌教育

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觀課向度，除明確的觀課重點外，亦包含個人自由

性觀課評價敘述，如：課堂優點、具體改進建議，以期在學理依據中，讓

觀課教師有所依循有所反思評鑑。(詳見附件二) 

 

 

三、評課中的發現 

此次教學觀摩交流，第一場先由桃園縣教師代表楊明國中蔡淑梓老師進

行單元教學，第二場由上海市特級教師代表上海師範大學李海林教授進

行授課。下方為兩人介紹： 

 

蔡淑梓老師，桃園縣楊明國中專任教師，桃園

縣國中組語文領域輔導團團員。曾多次榮獲全

國閱讀教學設計及評量命題優等獎，98年桃園

縣魅力教學特優獎、99年桃園縣教學卓越金桃

獎、100年桃園縣師鐸獎。致力教學研發，著

作多發表桃園縣讀報園地、聯合報好讀周報、

中國時報校園大小聲專欄，並為聯合報作文比

賽佳作賞析教師。  

                                                                                       

 

李海林教授，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

中文系。曾任中學教師、校長，現任上

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浙江師範大

學、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出版《言

語教學論》、《語文課程論稿》、《語文教

學科研十講》、《李海林講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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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從兩位優秀教學專家的授課內容，依課室觀察表觀察向度之｢精熟任教

學科領域知識｣、｢清楚呈現教材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技巧」進行觀課評教

討論： 

 

（一） 從教學內容分析(觀察向度--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公開課聚焦在一個教學單元的呈現，故此觀察向度，筆者以觀課向度之細

目「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來分析。一堂好的教學課程設計，來

自好的教學內容，而正確的教學內容，則來自教師課前對文本教材的分析

能力與獨到眼力，教師要先能意識到自己要教什麼？才能論及要怎麼教？

怎麼組織教學方法？茲將兩位授課教師的文本分析內容羅列如下： 

 

蔡老師的文本分析從教學難點切入，特別在文本閱讀中學生可能較難理解

的部分著手，如: 

第一段印象的分類中難句理解「像夏日的小河、冬天的落葉，像春花，

也像秋草，似無所見，又非視而不見。」；第三段「我們所得到的，是真

正的快樂。」何謂「真正的快樂」？第四段「這種美麗的感情要到年事

稍長後才能體會出來」，這種感情是什麼感情？美麗之處為何？動人之處

為何？作者怎麼寫美麗的感情？第五段探討作者的自我期許為何？與母

親的關聯性是什麼？紙船的象徵意涵為何？4 

 

此外，蔡老師亦提出情意教學引導較難處理的部分: 

除了文章句意的理解，如何加深學生對母愛的情意感受以及了解作者對自

己的期許？如何進一步讓學生反觀自己，體會圍繞在自己周遭的各種關懷

與愛？5  

 

而李教授則在教學文本內容及文本形式寫作語言做剖析: 

第一個層次，童年時紙船給“我”的快樂。第二個層次，紙船所寄託的

母親的愛。第三個層次，成人後對母愛的深沉體驗與感悟。作者運用的

語言，在質樸的中蘊含著一種淡淡的悲情，並兼含兒童的敍述角度與成

人的敍述角度來完成。6 

 

                                                        
4 引自蔡淑梓老師紙船印象教案 
5 同上 
6 引自李海林教授紙船印象備課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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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另外再從學生角度做學習層次分析: 

對文章第一個層次的內容，基本能把握。對第二個層次的內容，能把握

到「母親的愛」的層次，但對於這種愛所包含的人生艱辛，可能會把握

不到。對第三層次的內容，則很難意識到，主要困難是生活經驗和敍述

角度知識的缺乏。對敍述性語言的把握要好於抒情性語言的把握；關鍵

是對一些修辭手法的情感體驗。對事的把握要好於對情的把握；關鍵是

不容易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來領悟作者的情感。7 

 

從兩位教師備課分析看來，兩人都在文本中強調了學生的學習。蔡老師

指出教學難點，李教授從學生學習層次思考，且都將母愛的感受層次列

為教學重心。但蔡老師從體悟作者情感推展至體會周遭他人的關懷，李

教授則聚焦在母愛的情感經驗，這是兩人的差異之處。 

 

（二） 從教材處理分析(觀察向度--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評析教師教材內容安排，除了看教者對教材的組織系統和處理手法外，

還要看教學目標的制定和落實，教學目標是不是明確地體現在每一教學

環節中，教學手段是否都緊密地圍繞目標。蔡老師在一開始授課時即以

ppt 呈現教學目標，讓教者及學習者都有明確掌握的線索。李海林教授則

是層層教學推演，明確架構出教學脈絡。兩人之教學目標與教學活動環

環相扣，提供給所有觀課老師一次非常完美的示範。 

 

 

 

 

  

   

  

 

 

      蔡淑梓老師活潑生動的教學氣氛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李海林教授 

                                                        
7引自李海林教授紙船印象備課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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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處為求兩人課程脈絡設計比較，以兩欄式呈現不同設計手法： 

             

     蔡淑梓老師 

【教學目標】 

1. 統整文章主要訊息 

2. 體會文中美麗感情 

3. 省思周遭的各種關懷與愛 

 

 

 

 

                                 

【課堂結構】 

學習動機引發(暖身小遊戲) 

 

揭櫫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一(第四段) 

默讀圈選與美麗情感相關文句 

 

教學活動二 

小組討論母親人格特質 

        

教學活動三 

省思圍繞自己周遭身邊感情 

 

 

 

 

李海林教授 

【教學目標】 

1. 關注文本的語言特徵以提升

對文本深層情感的解讀 

2. 依據文本的提示，定向性地調

動自己的生活經驗 

3. 從兒童時和成年時這兩個不

同的維度來領會母親的愛對

作者的情感影響 

                                  

【課堂結構】 

學習動機引發(送紙船禮物) 

 

提示作者成長背景 

 

教學活動一(第三段) 

以語言節奏解讀玩紙船的快樂 

 

教學活動二(第四段) 

比較詞意解讀母愛美麗的情感 

 

教學活動三 

轉換角度體悟母親的心情 

 

教學活動四(第五段) 

以教師立場解讀作者對母愛的

體驗 

 

以上為當日公開課時，兩位授課教師的教學脈絡架構，教學活動主軸都是

從文本關鍵字句理解辨析，再帶至情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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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評課的發現: 

1. 有關文本訊息的處理 

（1） 蔡老師當天教學活動直接切入文本重心，要求學生默讀圈選第四

段落中與「美麗的情感」相關的文句。第一個教學活動為解讀文

本訊息，從文本去判讀「美麗」的情感？蔡老師捨棄傳統講授方

式，讓學生自行挑選重要文句，再聚焦特殊字詞討論分析，由學

生自行架構組織，表現精準到位。 

（2） 蔡老師第二教學活動則讓學生分析母親的人格特質，但此處學生

未能清楚明瞭「特質」的含意，學生的討論仍在前次活動內容打

轉，教師未能跳躍至另一層次的引導，殊為可惜。 

（3） 李教授對母愛「美麗的情感」，則採取比較手法讓學生體會文意 (教

學活動二)，例如：為何用「美麗」不用「溫馨」？如果描寫媽媽

的手省略「粗糙結著厚繭」有何差異？如果媽媽摺紙船省略了「平

心靜氣」又會如何？再總結歸納「粗糙結著厚繭」代表媽媽的手，

「平心靜氣」代表媽媽的心，兩者總和即是母愛「美麗的情感」。 

（4） 此外，李教授在講述「美麗的情感」前，先帶入第三段落中玩紙

船「真正的快樂」(教學活動一)，由孩子單純快樂的心思，對比母

愛複雜卻細膩動人的情感，在教材鋪陳上較有連貫對比的系統。 

 

2. 有關體悟母愛的引發 

（1） 蔡老師的第三個教學活動--省思圍繞自己的身邊感情。讓學生體悟

成人對母愛情感的感悟，此處原本就是文本最大難點，蔡老師用

心良苦，先播放一段關於父愛的影片，將本文母愛轉化成周遭身

邊的關愛，連結自己的生活經驗。由母愛→師長的愛→朋友之愛，

層層推演。但此處因過度延伸，失焦了文本主軸，建議在教學最

末，能忠於文本，再回束文本處理則較為理想。 

（2） 李教授的第三個教學活動為轉換角度體悟母親的心情，為整體教

學活動的最高潮。教者運用紙船學習單讓學生以母親的角度寫出

感受，相當精彩。學生不再只是以作者的立場體會情感，而是利

用文本，激活自己的生活經驗，設身處地寫出母親心中的獨白。

最後在教師的鼓勵下，學生唸出自己所寫的內容，感動了在場所

有觀課者。當閱讀理解完成，學生能將心中的體會表達出來，轉

化成寫作能力，這應該就是一堂課程的最高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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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教學方法分析(觀察向度--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教學活動不是單一教師的「教」，還需加上學生的「學」，才是完整的

教學歷程。換言之，教師除了明瞭自己的教學「教什麼？」，還須考慮

「怎麼教？」才能達成教學成效。此次教學觀摩公開課中，兩位教者都

有相似及個人特殊的教學方法，以下先以相同處說明： 

 

1. 建立溫馨互動的教學氣氛 

蔡老師這堂公開課，笑聲不斷，從課堂一開始，她就運用些小巧思小

活動，鼓勵學生踴躍舉手發言，讓原本素未謀面的師生，立刻拉近了

距離；李教授更別具巧思，在課堂進行前，帶來初次見面小禮物—紙

船。每位孩子在領到禮物的同時，收到了心意，建立了師生互信的基

礎。一堂好的課程，師生是對等的關係，唯有教師心中有學生，課程

才有互放的光芒。 

 

2. 善用提問教學方法 

在師生互動中，兩位教者都跳脫傳統的灌輸講述方式，讓學生自主學

習，去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蔡老師會先讓學生發表，再從中挑取重

要概念繼續追問，例如：「你說得很好，可不可以從中再挑出更重要

的詞？」；李教授因為兩岸語彙使用的不同，學生一開始無法明瞭，

但他不斷調整高度，轉換問句，例如：「這個問題有點難，我換個方

式問。」「那麼我來唸，你們來找特點！」此時教學已不再是上對下

的傳輸，而是師生為了學習某一主題經驗的「對話」歷程。 

 

兩位教師又各有其不同的教學法，先以蔡淑梓老師說明： 

 

1. 運用小組討論學習 

蔡老師注重課堂學生表達，除了讓學

生個人發表外，亦加入台灣現今推動

的小組合作學習，讓四人一小組，即

使當天場地不利分組進行，但仍能流

暢地使前後排學生進行討論，並分組

發表報告。可見小組合作學習的意義

不在座位形式，而是合作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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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李海林教授課例說明： 

1. 結合語言節奏，深入閱讀體會 

李教授在解讀文本的第一層次--童年時玩紙船的快樂，特別注重語言

特徵，藉由「ㄅㄤˋ-- ㄅㄤˋ--ㄅㄤˋ--ㄅㄤˋ」的輕快節奏，引導

學生感受語言節奏的情感，感受作者運用排比句法所傳達「真正的快

樂」。李教授並搭配生動的肢體語言，示範朗讀時的豐富聲情，使學

生以另一種方式深入閱讀感受閱讀。但此處學生著眼於文本形式的句

法節奏，忽略了文本內容意涵，以致「快樂」的感受未能到味，這是

美中略有不足之處。 

 

2. 結合創意學習單，教學設計有新意 

原先的紙船小禮物，在李教授的第三個教學活動中，變成巧妙運思的

課程設計。同學打開各具特色的紙船後，在眾人驚呼聲中，舒展開的

的紙船，竟是一幅母親坐在雨中摺紙船圖像的學習單。李教授要求學

生設身處地思考，深入情境體會，模擬母親的心，寫下母親內心的獨

白。任何感性的基調，就應有感性的美感氛圍，此處李教授運用的教

學巧思，再加上個人的情感魅力，情感引導很成功，激發孩子的感受

力，讓現場觀課者同樣受到感觸，是一堂令許多人落淚感動的教學。 

 

        

 

 

 

 

 

 

總結評論: 

示範一堂公開課誠屬不易，因筆者與蔡老師同為桃園縣輔導團員夥伴，

有幸參與她教學設計的歷程。蔡老師多次調整教學設計版本，對文本認真

細心的分析，令人敬佩。尤其在眾多教師觀課下，蔡老師清晰的口語，幽

默自然的談吐，與學生親切溫和的互動，以及敞開教學大門開放學習的態

度，已在當天為所有觀課的教師樹立最佳的典範。 

而李教授的公開課更讓我們看到教師面對文本的一種虔誠態度，鑽入

文本，對文本透徹分析，抓出文章的靈魂。在短短一堂課中，教學層次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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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清晰，教學策略豐高，引導有條理，質量兼備。由表層「真正的快樂」

進入母愛「美麗的情感」，再轉至「愛的傳承」，層層推演但緊扣文本發

揮，這給我們時有失焦走偏的閱讀教學一大提醒；此外運用聲情節奏解讀

文本，從不同敘述角度探討文本，也為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四、評課後的反思與建議 

   操千曲而後曉聲 觀千劍而後識器 

 

（一）觀課學習的交流意義 

轉換視覺的角度，就有思維的新路。兩岸語文教學有著共同語言文字、

相似的文化背景，卻在不同的教育哲學下互閃著光輝。藉由彼此，發

現盲點相互補強；藉由彼此，開放視野相互欣賞。期盼未來有更多兩

岸語文教學觀摩活動，激盪更多的教學想法。 

（二）觀課學習的實踐意義 

目前台灣正處十二年國教轉型中，許多專業研習沸沸揚揚地進行，教

師面對政策性理論性的研習課程卻難以轉化感動。但在觀課中，透過

觀摩學習、反思改變，進而調整僵化的教學模式，這是另一場更容易

激動教師改變的深化研習。也建議課室觀察表更應符應教學新潮流，

若能將有效教學策略與檢核指標融入其中，對教師活化教學，學生學

習成果將更具指標性。 

（三）觀摩交流後的震撼與火花 

以下擷取一位參與教學觀摩交流的老師寫下的感想心得： 

韻宇早安!星期一的觀課研習給了我許多能量，現在想起當日情景，內

心仍激動不已！看到講授老師們靈活運用教法，讓學習變得更有意思。

學生們更是一次拉高學習層次，開始試著內在的反思與分享，「切身

感」讓課本內容與生活不再是兩條平行線，一切自然流暢。這堂課，

讓我帶著滿滿的感動，重回教育現場，開始想著要如何改變。很謝謝

您成就了一件美好的事！
8
 

 

在教學觀摩現場的感動之餘，我們或許該思索的是震撼之後的火花如

何延續？教學若單打獨鬥，將永是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當教師從觀

課中看到感動，也將是行動的開始：走出自己的教室，看到更多不同

的風景；也讓別人走入我們的教室，激活教學的春天。    

                                                        
8 引自桃園縣慈文國中社會領域范家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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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紙船印象 

作者：洪醒夫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遭遇許多事，有些是過眼雲煙，倏忽即逝，有些是

熱鐵烙膚，記憶長存，有些像是飛鳥掠過天邊，漸去漸遠；而有一些事，

卻像夏日的小河、冬天的落葉，像春花，也像秋草，似無所見，又非視而

不見－童年的許多細碎事物，大體如此，不去想，什麼都沒有，一旦思想

起，便歷歷如繪。 

紙船是其中之一。我曾經有過許多紙船，在童年的無三尺浪的簷下水

道航行，使我幼時的雨天時光，特別顯得亮麗充實，讓人眷戀。 

那時，我們住的是低矮簡陋的農舍，簷下無排水溝，庭院未鋪柏油，

一下雨，便泥濘不堪。屋頂上的雨水滴落下來，卻理直氣壯的在簷下匯成

一道水流，水流因雨勢而定，或急或緩，或大或小。我們在水道上放紙船

遊戲，花色斑雜者，形態怪異者，氣派儼然者，甫經下水即遭沉沒者，各

色各樣的紙船或列隊而出，或千里單騎，或比肩齊步，或互相追逐，或者

乾脆是曹操的戰艦－首尾相連。形形色色，蔚為壯觀。我們所得到的，是

真正的快樂。 

這些紙船都是有感情的，因為它們大都出自母親的巧思和那雙粗糙不

堪、結著厚繭的手。母親摺船給孩子，讓孩子在雨天裡也有笑聲，這種美

麗的感情要到年事稍長後才能體會出來，也許那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農

作物都有被淋壞、被淹死的可能，母親心裡正掛記這些事，煩亂憂愁不堪，

但她仍然平靜和氣的為孩子摺船，摺成比別的孩子所擁有的還要漂亮的紙

船，好讓孩子高興。 

童年舊事，歷歷在目，而今早已年過而立，自然不再是涎著臉要求母

親摺紙船的年紀。只盼望自己能以母親的心情，為子女摺出一艘艘未必漂

亮但卻堅強的、禁得住風雨的船，如此，便不致愧對紙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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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科會「符合 15歲國際評量規範閱讀素養學習與評量計畫」 
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教學觀察表」 

授課單元：洪醒夫〈紙船印象〉 

              授課教師：          

觀課向度及內容 
值得 

推薦 

表現 

良好 

表現 

普通 

建議 

改進 

A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A-3 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B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B-1說明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     

B-2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B-3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B-4多舉例說明或示範以增進理解     

B-5提供適當的練習以熟練學習內容     

B-6 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型；澄清價值觀，引導學生正確概念     

B-7設計學習情境啟發學生思考與討論(小組討論、發表)     

B-8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總結學習重點     

C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C -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C-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     

C-3 教學活動的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C-4 有效掌握教學節奏和時間     

C-5 善用問答技巧（如提問、候答、傾聽、澄清、提示、轉問、深究、

回應、兼顧不同層次問題、兼顧高低成就學生的反應等） 
    

C-6 使用電腦網路或教學媒體有助於學生學習（含教具、圖片、補

充材料、網路資源；宜大小適中、符合需求、內容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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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調整教學（含個人或小組指導） 
    

D 善於運用多元學習評量     

D-1 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包括口頭或紙筆方式）     

D-2 依據實際需要選擇適切的評量方式（小考或家庭作業）     

D-4 根據學生學習狀況或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E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E-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E-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E-3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E-4 師生互動良好     

綜合意見 

1.課堂優點： 

 

 

 

 

2.具體改進建議： 

觀察人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