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設計者 賴璞 

領域/科目 國文領域 實施年級 八年級 

單元名稱 
乘著科技的風，跨域飛翔 

科學解唐詩，自主學習吧！ 
總節數 

共3節，135分鐘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系統 □Windows 系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IV-4靈 活 運 用 科 技 與 資訊，

豐富表達內容。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

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

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

發表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核心 

素養 

⚫ B 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

達意，增進閱讀理解，

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

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

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

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

溝通與互動。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

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檢索、統整、

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

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學習內容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

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

境、制度等說明。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典章制

度 等文化內涵。  

Cb - Ⅳ -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 鄉里、國族及 其

他社群的關係。 

教材來源 新北市親師生平台、學習吧、聯合學苑、泛科學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八年級校本課程生活媒體與文學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白板、投影機、PPT、IPAD、紙本學習單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親師生平台(學習吧新北特製版)、Chrome、Safari、PPT、課堂 

學習目標 

⚫ 1.培養學生運用跨領域知識，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2.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得文本

資源。 

⚫ 3.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性。 

⚫ 4.樂於參與閱讀相關的學習活動，並與他人交流。 

⚫ 5.主動尋求多元的詮釋，並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課程架構 
 

 
 

 

 

 

 

 

 

 

 

 

 

 

 

 

 

 

 

 

 

 

 

 

 

 

 

 



教學活動設計舉隅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

源或 APP內容 

課前暖身 
～溫故方能知新～ 

玩一玩: 
運用分組遊戲或桌遊，引導學生背出他們原本所知道的唐詩，回顧

小學與七年級所學，引起動機。 

 

（學生自學） 

第一節 

一、 讀一讀（閱讀力）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AirDrop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文本名稱:為什麼要讀詩詞 

此文本為兩篇文本，分為甲文與乙文，主旨相同，但寫作手法截然

不同，可運用學生七年級所學，進行文本比較。 

 

二、 寫一寫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學習吧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使用平板中的學習吧「測驗」功能，檢測學生對文本的了解 

 

三、講一講（表達力） 

使用 學習表現 

學生投影至

電子白板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

個人見解。 
 

方法一: 

將同學分組，一半認同文章觀點，一半不認同，進行小型辯論。 

方法二: 

各組任選甲文或乙文，說明哪一篇文章最具備說服力，能說服人去

讀詩詞。 

 

四、 想一想：我思故我在 
進行學生回饋與教師總結，核心概念 : 不同寫作手法卻可以表達相

同寫作主題，相同寫作目的，文本是一種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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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 

 
 
 
 
 
 
 
 
 
 
 
 
 
 
 
 
 
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書籍」 

 
 
 
 
 
 
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測驗」 

 
 
 
 
 
 
 
 
 
 
 
 



使用平台 學習表現 

親師生平台

聯合學苑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一、讀一讀（閱讀力） 
 

文本名稱:科學解唐詩 

來源：聯合學苑好讀周報６０１期「科學解唐詩」文本（網址：

https://udncollege.udn.com/7014） 

    
步驟１發下平板，要求學生先養成檢查硬體的習慣，確認公用物品

有無損傷。 

 

步驟２：教師透過 PPT 或平板中的 AirDrop 明確指示登入路徑（八

年級學生已使用過「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ＳＳＯ（校務行政系統）→親師生平台→聯合學苑→好讀周報→６

０１期 

 

步驟３:限時安靜閱讀， 

練習透過閱讀自學、整理資訊。 

 

 

（組內共學） 
 

二、寫一寫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學習吧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完成平台上的閱讀任務學習單（好讀與 PＩＳＡ閱讀素養提升計

劃）， 

每組皆需在時間限制內完成初階版與進階版任務，可以組內相互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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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聯合學苑 

 
 
 
 
 
 
 
 
 
 
 
 
 
 
 
 
 
 
 
 
 
 
 
 
 
 
 



 

 

 

討論時間結束後，由教師平板派送正解（Airdrop）給同

學核對答案 
 

三、活動名稱:老師,這裡不科學哦!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學習吧 

Sａｆａｒｉ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

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步驟１:查一查（合作力） 

１詩中有科學 

使用平板，開放時間讓各組找一首與科學現象有關的詩。請組

長為全組代表，使用學習吧課程，將各組找到的詩，張貼在老

師指定作業區。 

步驟２：寫一寫 

針對本詩所提及的科學現象，全組分配工作，查找資料，然後

共同討論此科學現象的合理性。由組長將組內討論所得整理成

文字發表在學習吧的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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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聯合學苑 

好讀 

 
 
 
 
 
 
 
 
 
 
 
 
 
 
 
 
 
 
 
 
 
 
 
 
 
 
 
 
 
 
 
 
 
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搜尋引擎 

 
 



（組間互學）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學習吧 

Sａｆａｒｉ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

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一、講一講（表達力） 
1各組推派代表，講解各組所討論出來的結論，讓其他組別可

以聽到別人的討論成果。 

 

2同時要請同學摘要別組所提及的科學現象,完成學習吧上的作

業 

二、評一評（專注力） 

使用小組互評工具，讓每位聆聽者都負起聆聽與評分的責任，

凝聚專注力與增加學習力。 

教師導學 

想一想:我思故我在 
教師以提問或講述總結單元核心概念： 

引導學生思考 

「詩歌與科學，同為人們認

識大自然的窗口」概念， 

初步建立跨領域思考的習

慣。 

 

 

 

 

 

 

 

 

 

 

 

 

 

１０ 

 

 

 

 

 

 

５ 

 

 

 

 

 

 

 

 

 

 

 

 

 

 

 

 

 

 

 

 

 

 

 

 

５ 

 

 

 

 

 

 

 

 
 
 
 
 
 
親師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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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 

 
 
 
 
 
 
 
 
 
 
 
 
 
 
 
 
 
 
 
 
 
 
 
 
 
 
 
 
 
 
 
 
 
 
 
 
 
 



第三節 

一、 情境設定(暖身活動) 

由全班討論後,以詩詞為主軸，提案表決出生活中最難

的困境題: 

□當上幼兒園志工,要負責教三歲小朋友背詩 

□沒有文學天分,但要拿會考作文六級 

■我當選了社長,結果此社竟是校內最冷門的詩詞社,今

年要負責對學弟妹招生（票選結果） 

□我想當一個 youtuber， 工作內容是用科學來解釋唐詩 
 

 

（組內共學） 
 

二、 想一想 

使用平台 學習表現 

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5-Ⅴ-4  廣泛運用資訊網絡蒐集、分析

資料，提高綜合學習和應用能力。 

 
發下平板，回顧第一節課的文本（為什麼要讀詩詞），讓學生從中

思考並尋找問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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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搜尋引擎 

 
 
 
 
 
 
 
 
 
 
 
 
 
 
 
 
 
 
 
 
 



好用的４Ｆ反思法 

 

 

 

 

 

 

 

 

 

 

 

 

 

 

三、 畫一畫 

使用 學習表現 

平板 

學習吧 

Sａｆａｒｉ 

小畫家 
ｋｅｙｎｏｔｅ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

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生活情境題：計劃執行力 

 

詩詞社社員，為了挽救被「滅社」的命運，首先要畫出招生海

報，目標是在招生大會上，先吸引學弟妹目光。 

課程進行方式： 

 １各組討論海報重點，然後上台寫下結論（做成之後的評分規

則） 

２用平板各組小組合作，在限時內完成海報製作 

３上傳至學習吧指定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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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搜尋引擎 

ｋｅｙｎｏｔｅ 

小畫家 

相片 

 
 
 
 
 
 
 
 
 
 
 
 
 
 
 
 
 
 
 
 
 
 
 
 



 

 

 

（組間互學） 

五、評一評: 
１將各組所交的作業放置在學習吧中 

（採用「測驗型態」，將各組海報設成選項，投票時，只要按

該組海報，該組就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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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ＰＰＴ 

搜尋引擎 

 
 
 
 
 
 
 
 
 
 
 
 
 
 
 
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六、講一講（表達力） 

搶救社團大作戰 

活動名稱:我是面試委員 

 

各組推派代表，各組分別上台，負責演示「如何說服」，也讓

其他組別可以聽到別人的討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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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 

ＰＰＴ  

Ａｉｒｄｒｏｐ 

 
 
 
 



 

  

 

 

 

 

 

（教師導學） 

活動名稱:問題解決 

教師以提問或講述總結單元核心概念： 

引導學生面對「真實生活情境」，今日每項所學，都是為

了未來生活而預備。建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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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自學時間 
網路比椅子重要多

了 

 

 
組內共學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 

 

 

 

 

 

 

 

 

 

 

 

 

 

檢測與評量放平板，節省

紙張，而且最重要的是～ 

立即回饋！ 

對於這世代的學生, 

效果極佳 

 

 

 

 

 



 

組內共學 
其實有時候所謂的「共學時間」成

為一個「很難受」的過程,因為… 

 

「分工」不一定會「合作」 

「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 

 

你說「我做完了」 

但我覺得「你沒做好」 

這門課怎麼那麼難? 

～節選自鈺禎聯絡簿生活札記 

 

師評:這真的是意外的收穫, 

共學本來就不會自然發生 

                                           它是需要很多元素去配搭出來的成果 

 

 

組間互學 

「老師！老師！上台可以拿著

平板嗎?」 

「老師，我太緊張了，沒有講

好，對不起」 

「老師，我們先講比較吃虧

耶，好點子都被他們聽去了！

而且還」 

「哪有？先搶先贏，早死早超

生，先上台的人把梗用掉，我

們後面的才慘啦！」 

「老師，每次都是我上台，□

□□永遠躺分，氣死我

了！」… 

 

上台是為了分享自己所得， 

一點也不簡單 

所需的除了內容、口才、膽

識… 

常常,還需要一點「雅量」 



組間互學 
「哦！原來平板也有ＰＰＴ 

可以用啊！」 

「原來這組的韋泰深藏不露，

不上台都不知道他可以找到這

麼多東西！等一下找他幫忙」 

分享，當然是在分出去後，才

能開始享受的啊！ 

 

教師導學 
不好好梳理一下課程怎麼行? 

 

「跨領域」跨成「學習破碎化」

可不行喲！ 

 

每門課都厚植了老師深切的期許 

可以活潑，可以多元， 

但每門課的核心概念， 

都是老師送給你最珍貴的禮物，

你非拿不可！ 

教

學

心

得

與

省

思 

一、課程起初 



這門課其實來自一群老師們防疫期間，窩在家裡，並被逼著從「網路外星人」，直接升

級成為「網路里長」（線上教學時，透過雲端還要處理班級學生在網上的大小問題與紛

爭，真的很像里長）時的奇妙發想。 

二、問題與解決 

這門課最重要的概念是「問題解決」的生活素養，我們期待學生從課堂出發，真實

面對生活。但是沒想到「知易行難」，暑期時在家中沙盤推演得「自得其樂」的「問題

解決」課程，一碰到真實生活，「問題」就真的來了。 

 問題 解決 

資

訊

能

力 

學生資訊能力良莠不齊，有的

人很厲害，有的人很依賴。導

致課堂進度常常會某些人在追

趕，某些人在等待。 

１要先教育學生:「互助」是最美的畫面。 

身旁的同學只要有心，就會是最好的幫手 

２教師的引導最好做成ＰＰＴ展現在全班可觀

看的電子白板上，或者用 AIRDROP先傳給學

生,指示清楚而明確的登入路徑。 

 

跨

領

域

備

課 

由於這門課期待學生能跨出國

文科，因此用「詩詞裡的科

學」為主軸，也希望學生能使

用平板查找自己所需的資料。

但是困境是有些東西還是會

「隔行如隔山」，例如學生提問

了光學的問題，國文教師回答

時就會有點心虛。 

一、虛心面對 

老師真的不會的東西，就虛心坦然面對

吧！直接告訴學生「老師也不會，但是可

以一起查資料找答案」。例如文本中所提

及的「浦肯業效應」，還有同學提及那牽

涉了七年級的生物，學生也變老師了。 

二、共同備課 

跨領域一定要有前置的共備時間，邀請其

他科領域老師來一同討論課程。今年因為

是第一年實施，因此開學匆匆上了詩詞裡

的科學，感覺中間有些地方無法精確表



達，實在很可惜。再來一次，一定要找自

然領域同事一同討論課程！ 

三、預習心態 

例如在講「月光」的光學現象時，學生尚

未在理化上過任何光學課程（那是下一個

月的進度），那就是光學的預習課程。 

動

機 

數位落差?動機落差? 

 

曾將部份同學定義為「數

位落差」，也找同學「互助」，

使之跟上。 

但很可惜的是，還是有極

少部份的同學事實上是「動機

落差」，缺乏學習興趣。 

深深體悟「自主學習的真諦不在手上的硬

體，而在心中的意念。」 

針對學習動機極弱的孩子，要使用平台上

的「指派」功能，指派較初階的任務，再配搭

同組成員的包容、老師導學時的技巧獎勵，慢

慢一點一點拉回孩子的學習信心。 

但是說實話，平板對這些學習動機極弱的

孩子，仍是比紙本要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即

時反饋」的計分方式、平板獨特的「畫筆」諸

多功能，都是很能激起孩子興趣的「紅蘿

蔔」！ 

 

難

料 

無法預期的精彩?驚嚇? 

平板背後，是比亞馬遜叢林

還大的網路世界，學生有無可

限量的創造力，亦或是破壞力? 

 

 

例一 

平板中的「課堂」功能強大，「教師機」可

讓老師輕鬆控制學生所持的「學生機」，掌控

整個課堂，結果就發現這個畫面（學生在偷偷

搜尋「如何解除課堂功能」） 

 



 

解決之道: 

加強品格教育，同時老師也立志一定要「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才行 

 

例二: 

詩詞社海報活動中，評分最高的作品，奬勵

結束後，組長坦承，這只是一本書的封面圖

片，加上一行字而已。氣壞了在場其他用平板

慢慢繪製的組別，老師也有點尷尬。 

 

機會教育: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總結: 

  要求十幾歲的孩子使用平板「自主」十分容易，但要他使用平板「自主學習」則困難

許多，那需要多方面條件配搭，才能水到渠成。總而言之，要學生自主學習之前，老師

一定要先自主學習，建立有趣且具備學習鷹架的好課程。寫完這份教案，接下來，筆者

該去登記下一堂網路課程研習囉！ 



參考

資料 

書籍 

１古詩詞裡的科學現象（中華書局） 

２讓大象動起來：以學思達啟動差異化教學和自主學習，成就每一個孩子（天下文化） 

３自主學習成就解鎖：帶你找到最想學、打造獨有學習歷程（親子天下） 

４探究式閱讀：黃國珍的閱讀進階課，從自我提問到深度思考，帶你讀出跨域素養力

（親子天下） 

 

文章 

１一個讀詩的理由，有很多事的價值並不建立在實用上面 

（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339） 

２詩詞裡的科學 Science in Poetry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cienceinpoetry/） 

 

 

附

錄 

附件一:文本「為什麼要讀詩詞」雙文文本 

為什麼要讀詩詞 
    

8年____班_____號____________ 

甲文詩詞無用，為什麼要讀詩詞? 

其實，詩詞曾經非常有用。 

在古代，詩詞有很多實際的功用，且對個人發展非常重要，詩詞是非常大

眾，又是主流生活的常規項目。「官本位」的思想貫穿所有的王朝、所有的階

層，所以讀書人進入仕途才是正途。而隋唐直至晚清，科舉都是國家選拔人才的

基本制度，唐朝不僅考文章也考詩歌。當時，文才詩才就成了安身立命的最重要

的技能。 

很多人憑文才一舉成名，比如晚唐詩人、詞人韋莊，他的成名作是《秦婦

吟》。當時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剛好在長安趕考的韋莊逃至洛陽，一路所見皆

是人間煉獄，他便寫下了「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句子。《秦婦

吟》是那個時代的爆文，爆到什麼程度？當時的人不僅廣為傳閱，還寫在錦帳上

做成「秦婦吟帳子」，韋莊隨之一躍成為名滿天下的洛陽才子。 

詩還是社交工具，尤以贈別詩蔚為壯觀。王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高適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王勃的「海內存知

己，天涯若比鄰」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主流圈子是文人圈，不會寫幾首詩，大

概是混不成的。 

詩詞還和音樂相關，從開始的詩經、楚辭，到後來的樂府、歌行，再到詞，

都是和音樂舞蹈配合的。我們現在怎麼唱周杰倫，當年人們就怎麼唱柳三變。 

但如今詩詞已經無法挽回地變成了小眾的東西。除了要語文應試或將要應試

的學生、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它頂多只是少部分人的愛好。我們也很少再寫詩

了，我想也許是因為，我們沒剩下什麼意象可以入詩了。我們已然無法再用同樣

的語言描述這個世界。 

什麼亭台樓閣，什麼鴛鴦帳暖，早就是高樓大廈、快捷酒店了。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339
https://www.facebook.com/scienceinpoetry/


什麼「春曉推開北面窗，掠飛乳燕好輕狂」，早就是水泥建築和密密麻麻的

防盜窗了。 

什麼「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早就是公車、計程車、十城九

堵的交通了。 

什麼「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早就是已成公共健康大

患的霧霾了。 

滄海桑田，現代化的坦克開拔，生活的詩意毀滅殆盡，我們已經永遠的失去

了古詩詞裡的那個世界。 

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所以每次告別都是認真的，「柳條折盡花飛盡，

借問行人歸不歸？」 

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所以每次思念都是深刻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 

世易時移，如今訂一張機票，千山萬水也不算什麼距離，一個電話，遠人可

以近在咫尺，所以再也不用登高懷遠、見字如見面。 

詩歌的確給不了你什麼立竿見影的具體功用，但「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四五歲的時候，媽媽就教我背唐詩。不覺得痛苦，詩詞押韻，和兒歌差不

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著玩就是了。慢慢的，就

長大了。 

這就像《倚天屠龍記》裡，張無忌離開冰火島前，謝遜曾逼迫他背下許多武

功要訣，還說「雖然你現在不懂，但先記著，將來總會懂的」。許多東西記下

來，就是在心裡生根。日後觸景生情，總會懂的。後來的我… 

春天，看到了盛開的桃花，突然明白什麼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冬天，西風凜冽，天空陰沉，行人都急匆匆的奔走，到了家，烤著爐子，外

邊洋洋洒洒的下起了雪。知道了什麼是「晚來天欲雪」，什麼是「紅泥小火爐」。 

夏天，跟爸媽去湖裡玩，小舟在荷葉中穿過，知道了什麼是「接天蓮葉無窮

碧」，什麼是「水光瀲灩晴方好」。 

秋天，過了天高雲淡，就是涼風乍起，梧葉飄黃，知道了什麼是「老樹呈秋

色」，什麼是「苒苒物華休」。 

約會的時候，知道什麼是「月上柳梢頭」；燈會的時候，知道什麼是「一夜

魚龍舞」。 

愁的時候，「佇倚危樓風細細」；樂的時候，「春風得意馬蹄疾」。 

小的時候，「臥看牛郎織女星」；大的時候，「金風玉露一相逢」。 

背過的詩詞，像是看不懂的畫面，存在心裡。一天，遇到了某個風景、某份

心情，就忽然明白那首詩、那句詞、那幅畫。那種感覺，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

通，它是如此恰當，以至於無法用其他的詞語形容。 

詩歌的好處，就是那可以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 

第一次去國外留學時很孤單，經常靠睡覺打發時間。有次睡得正酣暢被敲門

聲吵醒，第一反應是以前國內大學的隔壁舍友又來喊我起床去吃晚飯了，一躍而

起,興奮地用中文大喊：「來了來了，一起吃一起吃！」結果打開門，一看是我那

個金髮碧眼的老外舍友，滿臉莫名地看著我，這才徹底驚醒已經身在異鄉他國，

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經背過無數遍而從不知其味的那句「夢裡不知身是客」，



瞬間在心頭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蘊有多少感傷、惆悵和惘然。 

經歷越多才越發現，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詩詞們，都已經攜帶著作者

創作時那一刻的情深，在我們此後漫長的一生中伏脈千里。 

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有盡卻意無窮。那些須臾之間稍縱即逝的美，美得像

蝴蝶，卻被詩人用詩句捉住了，乃至千載之後依舊靈動翩躚。這些偉大的詩句永

遠不會死去，它們會在遙遠的某一天，在我們的生命中的某一刻，復活。 

所以在長大戀愛的時候，腦海中迴蕩的是：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 

「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而不只是： 

「我卡想麻是你一人啦!」 

人生不免風雨，心裡喝一聲：「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見過人心的複雜，那就嘆一句：「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

間！」 

想賺好多好多的錢也是不錯的願景，大可喊一回，我要「腰纏十萬貫，騎鶴

下揚州」！ 

 

古詩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們的存在是古人活過的證明，是生命燃燒後留下的

痕跡。 

有個人說：「我從剛會說話不久就開始背古詩，現在我二十歲了，我時常覺

得我不是從幼年長大的，而是從很遙遠的地方開始，走了很長很長時間。」 

也許現在同學們不太理解詩歌的意思，但我相信總有一天，總有一處風景，

總有一種心情會讓你覺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詩才能形容。 

你們總會知道什麼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你們終將明白什麼是「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你們必定會懂得什麼又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到了那一天，你們會發現之前不懂得那些詩，是因為你們沒有詩人那樣的經

歷和感受。 

從古至今，雖然人的生活節奏變得越來越快，但是人心對理想的追求、對家

鄉的思念、對美好的期盼……始終如一，我們和古人的精神連結不曾斷裂。 

靈魂相通的時刻，詩，就是我們的使者。 

乙文一個讀詩的理由：有很多事的價值並不建立在實用上面 

嘈雜的生活里，讀詩尚有用否？我也曾經無數次在問自己。最後，我得出答

案，從實用學的角度講，讀詩，並沒有什麼用處。 

如果你沒有從事與詩歌相關的工作，讀詩不可能為你帶來一分錢的收益，也

千萬不要抱著以寫詩來掙取生活費的想法，因為這個想法有時會毀掉你的生活。 

既然沒有用，為什麼我們還要讀詩呢？ 

很多時候，進步的科技似乎拉近了我們彼此的距離，但我們卻也在這些科技

提供的便利之中，丟失了很多原初的美好。 



舉例來說吧!「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這句話說的好像是愛情，但其實同樣的脈絡，也可以更廣泛地套在每個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上。從前的人聯絡起來沒有那麼方便，一旦分離，只有默默地想念彼

此。因為沒辦法見到對方，也沒辦法透過網路、手機聯絡，所以只好開始在心底

慢慢的、慢慢的，溫習對方的樣子。想念一個人，想念與他相遇的時候，想念與

他一起走過的晴天雨天，想念他的聲音、表情，想念他每個舉手投足之間流轉的

時光。 

我跟學生說，詩人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那是因為雖然看不到天

涯彼端的人，卻能清楚知道當對方也想念自己時，抬頭就能見到同一個月亮。 

而且他們似乎深深相信對方也會那麼靜靜地望著月亮。 

到了今天，聯絡起來方便了，我們的相聚與別離，似乎也變得匆忙而廉價

了。當我們想起一個人的時候，打開手機，滑滑臉書，似乎他距離我也不怎麼

遠，所以我們也不會特別去想想，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溫度，去填補這些距離，

去想念人。 

所以，這些進步的文明，到底是拉近了我們彼此的距離，還是反而疏遠了

呢？ 

讀詩，固然對於我們的實際生活不會有什麼具體的幫助，我也明白告訴學

生，那的確是「非必要的」。我不會為讀這些詩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說服學

生一定得去讀他們，我只是想告訴他們，當我們不急著去追問事物「有什麼用」

時，有時往往更能發現這些事物的價值。 

英國那位老奸巨猾的培根，勸人們讀書的訣竅就是「誘之以利」：「讀史使人

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

辭之學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 

為何讀詩使人靈秀? 人們常說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個人的氣質是不會騙人

的，那眉眼之間的庸俗或是超脫，你自己或許不自知，旁人卻是一眼便能分辨出

來。 

讀詩的過程本身就是一次美的享受、美的歷程。我們讀懂了詩，有了詩心，

你可以變的多情，變的豁達，變的柔和，變的溫婉，進入了詩的境界裡。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

謂之無境界。」可見境界之餘藝術的重要性。 

在古詩詞裡，其實每一個物象都有其代表的意境。 

比如寫到河堤之柳，便可知是依依惜別留戀之意，古人風雅至極，常常在送

別時喝酒折柳，以示心意。當然不是所有的柳樹都是同一個意思，若提到章台

柳，便又有了誤入風塵的意思。 

比如提到西樓，便可知是婦人思念良人，寂寞孤單之意，意境要如同畫中一

般綺麗憂傷，靜靜的，默默的，流淌在世人心間的是各自婉轉的相思。 

再比如提到黍離，便可知是國破山河在之意。古詩詞往往與歷史是密不可分



的，歷史裡民族的分分合合，國民的顛簸流離，戰爭的殘酷不堪，都被精準而深

刻的記載在詩文裡。與百姓相比，文人的士大夫精神更加濃厚，因此對黍離之悲

的敏感度會更加沉重，體會也更加悲涼。 

仔細想想，我們語言的貧乏其實也是一種精神的貧乏，貧困到只剩下幾個粗

鄙的字。由於我們的精神營養不良，導致我們精神的枯萎和簡陋，所以我們需要

讀經典。 

經典的作品能夠讓我們領略人類的感知、智力，情感的高度和深度，在浮皮

潦草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早已經把這些東西忘記了。 

葉嘉瑩在《人間詞話七講》里分析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銷翠葉殘」，菡

萏就是荷花，也叫蓮、也叫芙蓉，也叫芙蕖，那為什麼以「菡萏」入句而不是直

接寫荷花呢？因為荷花很現實，說什麼就是什麼，不會引起讀者聯想，而「菡

萏」的稱呼來自《爾雅》，顯得高雅尊貴，可以和現實的荷花拉開一個審美的距

離。 

可是我們現在拿什麼和現實拉開一個審美的距離呢？ 

從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開始，人們蒙昧初化，便知道了美的概念，於是出現

了裝飾品，出現了舞蹈，出現了民歌，出現了詩詞。詩經中的美好愛情，不知道

入了多少國人的夢境，那存在於遙遠年代的溫潤君子與巧笑倩兮的女子，不知道

是多少人的夢中理想。理想雖不一定等同現實，但是讀詩，讀的其實是一種文

化，一種心境。 

年幼時，我們吟唱著李紳的憫農詩，即使我們不是農民，也要牢記糧食的珍

貴，繼而珍惜農人的勞動農人的汗水，不奢侈不浪費，儉以養德，納福惜福。童

年時代奠定的優良品質，伴隨著我們成長、獨立，即便遠渡重洋，身體裡靈魂中

也被深深刻上了家鄉的道德烙印。 

長大時，我們讀著情詩流淚。我們不是詩人，但我們愛著的那個人，模糊而

青澀，而最終那顆相思紅豆，漸漸成為胸口的硃砂痣，久久流連不忘，暗夜裡閃

爍著青春的光芒。 

而白髮垂暮時，我們讀著蘇東坡的定風波，便又是一番豁達超脫的人生光

景，會領悟人生不過是一場大夢初醒，悲歡離合，沉舟側畔，最終都會成為沉澱

的暖，和灑脫的詩意。 

再向大自然借得幾分詩意吧! 

山水湯湯，人間草木，大好山河，是詩詞最佳的生長地。大自然的饋贈實在

是太多，一花一木，一丘一壑，都可以信手拈來，隨時入詩入畫，入夢入靈。王

國維有言，「一切景語皆情語」，可見情之所託，景物之所有也。 

當我們心中有詩情有畫意，有傾吐的欲望與表達的激情時，所急需的便是具

體的體現。 

這體現可以在具體之物——山水、草木、明月、高樓、斜陽、飛鳥，也可以

在四季變遷的風景——春風化雨、夏日蟬鳴、秋寒陣陣、冬之蕭索。 



李白偏愛寫明月，杜甫偏愛寫世間疾苦，晏小山寫偏愛亭台歌舞，不同時期

的不同詩人對於自然之物各有偏愛，各有成就，各自有著獨到的領悟。 

如果可以，我還希望我們能不要把日子填得那麼滿，那麼匆忙。希望我們能

偶爾靜下來讀點詩，一句也好，因為美好情感與景物，都隨著文人筆墨刻進文化

長河之中，千百年來一路滔滔奔湧，最終我們有緣吟詠這滿口馨香的絕美詩詞 

想想那些生命中真正美好的時光，留一點時間給回憶、留一點時間給想念，

留一點時間給白日夢或者小塗鴉。或者留一點時間，什麼都不想，就這樣靜靜

的，也很好。 
 

 

 

文本閱讀理解單：為什麼要讀詩詞 

   8 年____班_____號____________ 

（   ）1 甲文跟乙文都有一個共同的寫作目的，請問是下列哪一個選項?（統整

解釋） 

Ａ列舉詩詞的實際功能  Ｂ推論詩詞漸不盛行的原因 

Ｃ說服讀者盡量讀詩詞  Ｄ說明詩人寫詩的美好心情 

（  ）２甲文中「有個人說：『我從剛會說話不久就開始背古詩，現在我二十歲

了，我時常覺得我不是從幼年長大的，而是從很遙遠的地方開始，走了

很長很長時間。』」由文章前後判斷，這段話是用來說明什麼？（統整

解釋） 

Ａ背古詩使人有重生的感覺       

Ｂ與其背詩，不如行萬里路 

Ｃ古詩是古人累積的生命，觸發我們在某些時刻的感動    

Ｄ古詩是中華千年精粹，此刻開始要決定追隨，一點也不嫌遲 

（  ）３甲文中出現了許多詩句的實例，請問作者寫出這些詩句的作用是什麼？

（省思評鑑） 

A 幫助讀者理解作者想表達的      B 表明你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讀

詩   

C建議你開始連結詩與詩人的故事  D 因為你讀詩應像古人那麼認真 

（  ）４由文本推測甲乙文作者的身分，最可能是下列何者？（擷取訊息） 

Ａ無法推斷／老師  Ｂ詩人／老師  Ｃ老師／無法推斷 Ｄ老師／詩人 

（  ）５乙文跟甲文相比，幾乎沒有直接引用詩句，但是還是讀得到詩詞的深

度，那是因為乙文比甲文多點出詩詞的哪個面向?（統整解釋） 

A詩詞能帶給人的實用效益  Ｂ詩詞給人的感受與背後文化象徵 

Ｃ詩人背後的歷史故事     Ｃ詩詞與大自然界的關連性 

 



６情境題:你現在是某詩詞社團的幹部，負責推行讀詩活動，要從這兩篇文本選

一篇來當做素材，你要選哪一篇?並條列至少五點，說明你的理由。 

我覺得比較合適用來推行讀詩活動的是 □甲文   □乙文 

理 

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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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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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詩詞裡的科學(一) 
    

8年____班_____號____________ 

 

月明一定星稀嗎? 

三國時政治家、詩人曹操的名詩《短歌行》，氣魄雄偉，慷慨悲涼：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

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譯:美酒當前，應當高歌，人生能有幾多載？恰如晨露，已逝的時日良多！慷慨

高歌，內心的憂愁卻揮之不去，何以排解胸中的煩憂？唯有這眼前的美酒。身穿

青領的學子，思念不絕如縷。正因閣下之故，我暗自低吟到如今。鹿群悠然鳴叫

之際，在原野上嚼食著野草。貴客駕臨，當即鼓瑟吹笙相迎。皎潔的明月，什麼

時候才搆得到呢？憂思出自我心深處，無從消止。一路穿越田埂小徑，遠道前來

探望，久別重逢，歡談暢飲，重溫舊日情誼。月色皎潔，星光疏淡，烏鵲振翅朝

南，繞著那棵大樹來回飛行，究竟那一個枝子足堪依附？山不辭土壤而峰高，海

不辭水而深，周公禮讓賢士，一頓飯甚至數度停箸，天下萬眾皆來歸附。 

曹操（155 年－220 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

亳州）人。他是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他後來在三

國時期締造了曹魏政權。曹操死後，他的嫡長子曹丕稱帝，追尊亡父為「武皇



帝」，廟號太祖。 

精通兵法的曹操善詩歌，詩作中常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並抒發自己

的政治抱負。他在吟唱之間每每滿懷豪情霸氣，令人動容。曹操的散文清峻通

達，史稱「建安風骨」，開創並繁榮了建安文學。 

曹操《短歌行》這首詩，作於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年)；當時，他已平定

北方，率軍南征至長江，與孫權決戰。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皎月當空，江

面風平浪靜。曹操乘船查看水寨，隨後置酒歡宴諸將。酒酣耳熱之際，他橫槊

(長矛)賦詩，吟唱了這首《短歌行》。《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對當時曹操賦詩

的情景，有生動的描繪。 

詩中「月明星稀」一句，描寫的是對酒當歌的夜空。事實上，月光的亮度

與星光的亮度本無關聯，星光並不會因月光而變暗。但是，為什麼我們仰望夜

空，看到明亮的月亮時，會覺得星星稀疏呢？ 

這是因為我們眼睛的瞳孔，會隨著光線的強弱而調整其大小。光線強度大

時，人們的瞳孔就會縮小，以避免視神經受損。反之，光線強度小時，我們的瞳

孔就會變得愈大，方便視物。 

因此，我們可以說，瞳孔的大小，會隨著光線不同的強度，呈現反比的變

化。在強光下，人類瞳孔直徑會縮至大約 1.5毫米；在暗淡光線下，瞳孔直徑則

會擴大到 8毫米左右。 

因此，當月亮明亮時，我們的瞳孔會縮小，這時，進入眼球的星光就減少

了，那些較暗的星星就看不清、甚至看不見了。所以說，曹操對於「月明星稀」

的觀察細緻入微，是完全符合科學原理的。 

 

海水真會知天寒？ 

漢代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是描寫婦人思念出征丈夫的故事，含蓄平淡，真

摯動人：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

鄉。 

他鄉各異縣，輾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

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

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譯:河邊青草綿延，我苦苦思念遠方的丈夫。相隔如此遙遠，思念無益，唯有在

夢裡相見。 

夢裡，他就在我身邊；夢醒，才知他依舊遠在異鄉。異鄉，相隔天遙地遠，我輾

轉反側，卻無法相見。北風凜冽，枯乾的桑樹感受得到；天候寒峻，海水也知

道。別人回到家裡，只顧著和家人相親，怎會過來告訴我夫君的音訊呢！客人大

老遠來，贈送了兩條鯉魚，連忙命僮僕烹煮，魚腹中竟有一封白絹信箋，我跪了

下來捧讀來信，信裡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首句他勸我多要多進餐食。信尾他說

一直都在思念我。 

「樂府詩」是一種舊體詩，是配合著音樂吟唱的歌詩。漢武帝時，設樂府

官署，以擅長音律歌舞的音樂家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他採集民間詩歌，搭配管弦



的伴奏，稱為「樂府詩」。這類詩無句數、字數限制，不講平仄、對仗，押韻較

寬；它們大多敘事寫實，內容豐富，詩情感人。由於雜採各地民間歌謠，「樂府

詩」的作者多不可考。 

這首《飲馬長城窟行》，將婦人苦苦思念夫婿複雜而微妙的心緒，作了深入

細膩的刻畫。詩人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十個字，刻畫天寒地凍的隆

冬，以此隱喻婦人盼君不歸的孤寒悽苦，令人動容。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可解釋為「枯桑雖然無葉，卻能感到風的強

勁；海水即使不結冰，也能感到天氣寒冷。」 

天寒地凍之際，枯桑、海水雖是無情之物，卻也能感受到北風的凜冽、天

氣的嚴寒。我們可以試從科學的觀點，來解讀這兩個自然現象。 

首先，「枯桑知天風」一句，是強調冷風特別強勁。從枯葉落盡的桑樹的受

風面積來看，遠比有葉的桑樹受風面積為小；因此，能夠吹動枯桑的風力，要比

吹動有葉桑樹風力強大很多。所以，從枯桑的搖動，就可知當時的風力是多麼強

勁。 

而「海水知天寒」這一句，其科學意涵又為何呢？海水的冰點，要比淡水

的冰點低；淡水的冰點為 0℃，一般海水的冰點則約為-1.9℃。在嚴寒的冬天，

連海水都結冰了，就可知詩人所描述的氣候是多麼寒冽了。 

 

「疑是地上霜」，月光真的如霜般是銀色的? 

自古到今，歌詠月色的詩文屢見不鮮。唐朝「詩仙」李白在傳頌千古的

《靜夜思》一詩中，敘寫他在寂靜的月夜思念家鄉的情懷：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靜夜思》是李白流傳最廣的五言樂府詩，作於唐玄宗開元之治十四年

（公元 726年），大約在陰曆九月十五日左右。當時，26 歲的李白借宿在江蘇揚

州的旅舍裡。在那月色如霜的秋夜，他獨自仰望夜空的一輪皓月，思鄉之情油然

而生。 

以清新樸素的筆觸，白描平實的語言，李白抒寫入眼的明澈潔淨月光，傾

吐滿腔思鄉幽情，情境逼真，耐人尋味。 

詩人以「疑是地上霜」中的「霜」字，平鋪直敘地展現了月光的皎潔、天

侯的寒冷，也側寫了他飄泊孤寂的心情。 

在冬季，當氣溫降至冰點以下時，地面上、植物上的水蒸氣就會凝結成

霜。而雲中的水蒸氣，遇冷結晶為冰，飄飄然從天而降，是為雪。霜類似雪；通

常，霜較積雪為薄，反射光較弱，故霜較雪看起來較暗，呈灰白色。 

在月夜，月光主要係由日光反射而來。因此，月光的光譜分佈，與日光大

致相同，包含紅、橙、黃、綠、藍、靛、紫共七種顏色。 

不過，就目視而言，日光的顏色和月光的顏色不太一樣，因而有「金色的

陽光」、「銀色的月光」之說。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因為人們的視覺作用，在亮度不同的光之下，所看到的顏色是不一樣

的，是為「浦肯業效應 (Purkinje Effect)」。捷克解剖學家浦肯業 (Jan Evan-

glista Purkinje) 在 1819 年，發現了「浦肯業效應」。他常於黎明前後在花圃

中散步；日久，他注意到，光的亮度會影響他看到的花的顏色。 

清晨時分，在天空由暗轉明的進程中，浦肯業最初只看到黑色及灰色，卻



看不見其他的色彩。漸漸地，他看到了藍色；未久，他看到了綠葉。彼時，綠葉

要比紅花明亮。不過，等到天大亮以後，他看到的紅花倒比綠葉明亮了。 

當代知名畫家蔣勳曾說：「在天微亮時，田野的風景像水墨畫；太陽出來以

後，各種顏色顯現出來，風景才像水彩畫。」這樣的描繪鮮明地呈現了「浦肯業

效應」現象。當光線微弱時，人眼只能分辨視線之內的明暗，眼前呈現的是黑白

的世界。而在光線明亮之處，人眼始能明辨所視之物的色彩，在視覺上進入了彩

色世界。 

事實上，人的視網膜有兩種細胞：錐狀細胞及桿狀細胞。視網膜的桿狀細

胞，多達 1.2至 1.3 億個。它們主要在微光下運作，負責偵察亮度；但它們無法

判別顏色。因此，在微光之下，人們看到的東西都是黑白的。 

至於視網膜的錐狀細胞，為數遠遠不及桿狀細胞，只有 500萬至 700萬

個。它們在正常亮光下運作，能覺察物品的細部，也能準確辨別顏色。人們就是

靠著視網膜的錐狀細胞看到了五顏六色。 

根據測量，在滿月時分，月光的亮度約為日光的 50萬分之 1。在這樣的月

光下，人們的錐狀細胞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而桿狀細胞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因

此，人們此時入眼的月光呈灰白色。可以說，這就是詩人雅士所頌讚的「明月如

霜」或「月色如銀」的成因了。 

 

你覺得是「孤帆遠影碧空盡 」？還是「孤帆遠影碧山盡」？ 

唐代「詩仙」李白的《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是一首著名的送別詩。孟

浩然自武昌遠行赴揚州；他的好友李白特來送行，兩人在黃鶴樓道別。李白目送

孟浩然搭船東行，寫下了這首著名的七言絕句：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

流。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是李白出蜀壯遊期間的詩作。他在二十五歲那

年隻身出四川，四處漫遊，南到洞庭湘江，東至吳、越。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公

元 727年），二十七歲的李白歷遊歸來，在湖北安陸落腳。他在安陸（今湖北省

安陸市）住了十年。此時，李白結識了長他十二歲的孟浩然。孟浩然非常欣賞李

白，兩人結為摯友。 開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廣陵

（今江蘇揚州），便託人帶信，約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漢市武昌區）相會。孟浩

然乘船東下的那一天，李白親自伴送孟浩然到江邊，寫下了離情依依的《黃鶴樓

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 

此詩是廣受傳頌的好友送別名篇，起句「故人西辭黃鶴樓」緊扣題旨，點

明了送行的地點及自己與遠行者的關係。「故人」一詞說明了兩位詩人的舊誼。 

李白的這首惜別詩，敘寫他對知交充滿了詩意的離情；筆觸飄逸靈動、清

新出塵。全詩辭美而不浮，情深而不滯，意永而不悲。詩人以浩瀚無邊的長江及

絢麗斑駁的煙花春色為背景，描繪了意境開闊、遙思不絕的送別畫面。 

詩中「孤帆遠影碧空盡」一句中的「碧空」二字，另有版本寫為「碧山」。

近讀張雙英教授的文章，他認為「碧空」在內容上顯得比較空泛，不如「碧山」

具體。他在文章中描述：「船越去越遠，最後只剩下一點帆影，終於消失在碧綠

的山影下。」 

但是，若從物理現象來看，詩中「碧空」一詞應該比「碧山」合理。因



為，遠山看起來不可能是綠色的。  

進一步說，當陽光經由空氣分子散射時，散射光中的(短波長的)藍靛紫光

最強，(中波長的)黃綠光居次，(長波長的)紅橙光最弱。而紅、橙、黃、綠、

藍、靛、紫共七種顏色的散射光合在一起時，呈現出淡淡的藍色，也就是「碧

空」的顏色。所以，李白這句「孤帆遠影碧空盡」詩文是合理的。 

關於「碧山」一說，與事實有些出入。如果近觀，山會呈現出碧綠色；但

「孤帆遠影」情境中的山，應是遙遙的一片遠山。當遠距相隔時，山本身的影

像，由於受到了我們與遠山之間空氣分子的散射，最終消失不見。而我們看到的

遠山，是陽光經由我們與遠山之間空氣分子所產生的散射光。在晴天，遠山呈現

藍色；但是在陰天，它看起來就是黑色的了，正如古人詩文中所說的「遠山如

黛」是也。 

可以說，不論天候陰晴，遠山看起來絕不會是碧綠色的。因此，「孤帆遠影

碧山盡」的說法，或許是一種超越事實的想像。 

此外，從詩人所舖陳的高闊情境來看，「孤帆遠影碧空盡」 較之「孤帆遠

影碧山盡」所呈現的視野，彷彿更加開展，恰與此詩最後一句「惟見長江天際

流」相互呼應，更加深刻地隱喻了對友人遙漫無止的思念。 

 

葡萄美酒夜光杯 ，古代就有自己會發光的杯子嗎? 

唐代邊塞詩人詩人王翰寫下了千古絕唱《涼州詞》，慷慨悲壯，動人心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中唐詩人王翰（公元 687至 726年），字子羽，性喜遊樂飲酒，喜歡自歌自

舞。他詩作的題材大多呈現了他對人生短暫的感嘆和及時行樂的豪情。 

性格豪放的王翰，下筆大開大合，流麗暢達，他的七絕《涼州詞》是流傳

千古的名篇；明代文學家王世貞推崇它為「唐代七絕的壓卷之作」。 

王翰的《涼州詞二首》是地方色彩極濃的組詩，具體的創作時間查不可

考。本文所述，是其中的第一首，意境開闊，語言華美，節奏明快，氛圍浪漫。

他渲染了出征前豐盛的酒筵、戰士們忘情痛飲、及人人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 

這首七言絕句，是一首優美的邊塞詩。葡萄酒是當時西域特產，夜光杯也

是西域之物，琵琶更是西北流行樂器，在在敘寫了西北邊塞風情。 

由於王翰的這首詩，夜光杯廣為人知。根據記載，在西周時，西域就向中

國進貢夜光杯了。那時，夜光杯是以和闐玉製成的。後來，和闐玉供應不及，夜

光杯就開始改用在祁連山開採的酒泉玉來製作。 

夜光杯並非磷光杯或螢光杯，在黑夜裡並不會發光。不過，由玉製成的夜

光杯，呈半透明狀，當月光穿過杯子時，因散射而產生亮光（即散射光），故稱

夜光杯。 

透明度不同的杯子，在月光下所產生的亮度不同。當月光照射之時，透明

度較小的杯子亮度比較小；但是，透明度很大的杯子如玻璃杯，在受到月光照射

時，由於光直接穿過了這個玻璃杯，散射光很小，因此看起來不如玉杯明亮。 

夜光杯斟滿酒後，因為表面張力，酒可以高於杯口而不溢出，如此凸出杯

口之酒液就形成了凸透鏡。凸透鏡有聚焦功能；如果在月夜，月光聚焦於酒杯

中，經酒散射後，看起來好像整個杯子盛滿了月光而顯得特別明亮。 



 

 

 

 

 

今日任務：穿越古今，科學解唐詩 
 

                                       8 年____班___號___________ 

 

說明：上網查一首有提及科學現象的詩，說明運用了什麼科學，是否合理? 

並嘗試與這位詩人談談你今日所學所感。 

我所查到的詩詞 其中涉及的科學現象與正確性 

作者: 

詩句: 

 

 

 

 

詩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幾句 

提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科學現象 

站在＿＿＿＿＿學的角度來說，我發現＿＿＿＿＿＿＿＿＿＿ 

 

＿＿＿＿＿＿＿＿＿＿＿＿＿＿＿＿＿＿＿＿＿＿＿＿＿＿＿ 

 

＿＿＿＿＿＿＿＿＿＿＿＿＿＿＿＿＿＿＿＿＿＿＿＿＿＿＿ 

若能穿越古今，我

想跟作者說… 

 

查證後，我覺得您這首詩  □科學   □不科學，我認為 

 

 

 

 

 

 

 



附件3  

【授權書】 

 

 

本人參加「新北市110至111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110年度創新教案

徵選活動」，同意將研發之教學活動設計： 

乘著科技的風，跨域飛翔～科學解唐詩，自主學習吧 

                       

(包含研究成果及其他相關圖文內容與電子檔)授權新北市教育局享有使用

權，得以運用至各類宣傳、推廣、展覽及一切出版品(含印製、發行等)，提

供各級學校教學參考使用，不另付酬勞或任何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