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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壇新秀 2015   微教學短片 

中國語文科 

文學足跡-蕭紅篇 

教學範疇：文學（閱讀教學） 

年級：中四級 

課時：兩教節（90 分鐘） 

 

閱讀材料（詳見附件） 

書名：《呼蘭河傳》 

作者：蕭紅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公司 

閱讀材料一：第一章  第一節 節錄 

閱讀材料二：第四章  第二節 節錄 

閱讀材料三：第七章  第四、五節 

閱讀材料四：第三章  第一節 節錄 

教師於堂上播放教學短片，引起學生的興趣。 

閱覽教學短片後，學生能夠： 

1. 掌握作家的背景。 

2. 理解作品的內容及風格。 

教學短片(分鐘) 目的∕成果 教學活動／內容 

00:00-01:00 引起動機 教師講述短片的背景 

01:00-04:10 
概述時代背景及作家

資料 
影片拍攝蕭紅紀念館的陳設，旁述介紹蕭紅 

04:10-05:15 引入《呼蘭河傳》 影片拍攝蕭紅紀念館的門外的壁畫，作簡單介紹 

05:15-07:14 引入文本 
節錄電影《黃金時代》中朗讀《呼蘭河傳》的片段 

07:14-09:10 介紹《呼蘭河傳》 影片拍攝蕭紅故居的實景，旁述介紹作品 

09:10-09:16 總結 以風雪場面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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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課節後，學生能夠： 

1. 準確理解篇章內容。 

2. 初步領悟語句隱含的意義、篇章主旨、作者意圖等深層意思。 

3. 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簡略的評價與見解。 

時間(分鐘) 目的∕成果 教學活動／內容 

（提問∕講述∕指示） 

教材/教具 

10” 引起動機 播放教學短片 教學短片 

10” 文本細讀，感受文字

之美 

提問 (以短片結尾的風雪片段引申) 

1. 大雪下的環境會是怎樣的？ 

2. 人在嚴寒下走路時動作是怎樣的？ 

朗讀 

提問 

1. 作者從哪些方面描寫寒冷？ 

閱讀材料一 

 

10” 文本細讀，推論辨識

作者的寫作目的、語

調 

朗讀 

提問 

1. 作者為什麼詳寫屋頂長磨菇的一家

人及鄰居羨慕的反應？ 

2. 作者寫煮粉條的過程刻畫了哪種國

民性?作者批評的力度如何？ 

閱讀材料二 

25” 小組圍讀，分析作者

意圖等深層意思（將

能力高與能力較低的

學生分為一組，以協

助學習） 

指示 

1. 完成討論工作紙 

教師巡視及提供協作 

閱讀材料三 

 10” 分析文字風格 重播短片中的朗讀片段 

提問 

1. 作者描述花園的動植物用了哪種手

法？ 

2. 這種手法帶來怎樣的效果？ 

3. 這段文字帶給你怎樣的感覺？ 

教學短片 

閱讀材料四 

15” 小總結 講述 

以矛盾對《呼蘭河傳》的評價總結其

藝術特色 

 

10” 佈置作業及總結 著學生於假期內閱讀《呼蘭河傳》，

並完成閱讀報告 

講述 

閱讀報告應包括的內容 

優秀的閱讀報告所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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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報告 

教學理念 

閱讀是學好語文的根基，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建立閱讀的習慣，既安排不同的閱讀活動，又提

供完善的閱讀環境。然而，這些的安排也未必能培養和維持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興趣。

要學生願意閱讀，我們應該更重視閱讀教學，運用多元化的策略，使學生掌握閱讀的

方法，提升其欣賞及評價作品的能力。當學生能從閱讀中有所得著，把握到閱讀材料的

內容及閱讀的技能，自然能有效提升其閱讀的動機。 

本人喜愛閱讀，中學時期也讀了很多課外書，但一直要到大學才懂得怎樣去分析文

本。若教師能在日常課堂中加入閱讀的教學，透過朗讀、提問和小組討論等為學生提供

指導，引領他們分析文本，這對學生有莫大的脾益。 

意念緣起 

       2015 年春節，我第二次到訪哈爾濱，為的是參觀上次到訪時閉館的蕭紅紀念館及蕭紅故

居。路上我讀著《呼蘭河傳》，對自己即將踏上書中所描繪的土地感到十分期待，心裡覺

得這次旅程是名符其實的一次文學散步。這令我想起小思老師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她

將閱讀和散步結合，讓讀者認識一些的中國現代作家在香港留下的足跡。而我此一短片的意

義也在於教師帶領學生尋訪作家的身影。學生雖然從未踏上旅途，但是透過教師選取的視

角，教師的介紹，學生仿如親歷其境。一方面透入這個機會向學生灌輸文學文化的知識，另

一方面也是透過展示自己的旅遊經歷加深師生間的交流。這一次，我製造的是蕭紅篇，下一

次可能是魯迅篇。每一次旅程，教師都能拍攝自己獨有的教學短片與學生分享。 

教學策略 

短片善用學生的視覺和聽覺幫助學習，透過講授提供背景資料及作品的介紹。為了突出

影片的獨特性，短片保留了教師於旅途上的一些見聞。例如問路和唱歌，這些雖然與主題無

關，卻展示出教師本人的個性，亦能增添短片的趣味。 

至於課堂上的教學部分則採用了文本細讀的方法，從書中選取了一些章節，於課堂上透

過朗讀引領學生理解作品內容，感受文字之美。透過提問，促進學生的思考，從而訓練高階

思維及提升鑑賞能力。 

難處及解決方法 

事實上網上有不少相關的資源，有些用一個小時深入介紹一個作家的生平及作品風格，

旁徵博引，內容非常豐富。而是次短片要求為 5-10 分鐘，所以怎樣在有限的時間內深入淺

出的講述相關的內容是一大考驗。因此我只抽取了最重要的內容，刪除了其他的旁枝末節，

突出與《呼蘭河傳》相關的內容，簡明扼要的讓學生理解一些的背景。 

        另一個難題則是短片的技術問題，在產生這個意念的時候，我未有時間梳理蕭紅的生平

事蹟及其於文學史上的地位，所以我在拍攝短片時只粗略的拍下了博物館及故居的陳設。整

理好素材後，我需要將幾段小片段合在一起，又加插上一些電影的片段，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對於不會剪片的我是有一定的困難。然而，我認為教師是需要不斷學習的，在這個提倡反轉

教學的時代，掌握製作短片的能力十分重要。教師可以因而把短片上載到學習平臺，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幸好市面上有一些操作較為簡單的軟件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而真的遇到不會

解決的問題，我也會向他人請教以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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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預計短片能引起學生對蕭紅的興趣，也為他們閱讀《呼蘭河傳》提供一些背景資料。不

同的學生對片中資訊吸收的成效也不一樣，理解得較慢的學生可能只記得一些作者的事蹟，

理解得較快或是文學根基較好的同學則能從短片中了解到蕭紅的創作特點，而這兩者都可以

為接下來的教學提供一個切入點，作為閱讀教學的基礎。 

而回家之後，同學可以重溫短片，鞏固課堂所學，亦能對完成閱讀報告有一定的幫助。 

或許有人認為坊間有很多類似的短片也能帶來上述的成效，教師無需再花心血另外製作。但

我認為教師的製作度身訂造，與之後的教學能更緊密配合，同時教師的製作更能引起學生的

興趣，效果更佳。 

其後的教學希望引導學生理解作品內容，對隱含的深層意思提出評價與見解。教學的設

計層層深入，利用幾段閱讀材料，帶出作品的藝術特色及語言風格。同時加入小組圍讀的環

節，同學透過討論深入探討作品的意義，相信這一節課可以幫助同學對蕭紅及《呼蘭河傳》

有一定的理解。 

 

教學短片的優劣 

是次的教學短片內容豐富，在短短的時間內，既講述了蕭紅的生平事蹟， 

亦加插了電影片段，又對《呼蘭河傳》作出了基本的介紹及評論，所以短片包含的資訊並不

少。另外，短片完全善用了視覺化的優點，一幕幕紀念館的陳設，故居的風光展現在學生眼

前，再加上旁述，視覺化的呈現出相關的資料，這比單由教師講授更加有趣味和吸引，而且

充分利用學生的視覺聽覺，對學習是十分有利的。 

 

短片的劣勢則是由於博物館內的燈光昏暗，所拍攝的畫面未夠清晰，而有時也是一閃而

過，學生未必能看清一些重要的資料。為了彌補這個缺點，我把一些重要的展品都拍照記錄

好，除了短片，也可向學生展示相關的圖片。 

 

一直以來，老師都透過講授向學生灌輸資訊。而短片教學則在講授的同時配上畫面，

使講授變得更吸引。而此一模式的教學是容易複製及模仿的，香港的教師很喜歡旅遊，而把

旅途中的某些見聞拍下，再配合指定的課題，絕對可以帶給學生生動而充實的一堂。這個模

式不但適用於中文科（詳見附錄一資料表），也適用於歷史，通識等科目，將博物館，歷史

文物，人文風景一一呈現在學生眼前，加上旁白的講述，對學生的學習是十分有利的。當

然，教師需要一些時間去處理及累積教學短片，但這是值得的。因為此舉能引發學生的求知

慾，從而使學生樂於學習，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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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跟著文學去散步 

作家 足跡 相關作品 

蕭紅 黑龍江哈爾濱呼蘭府（現存蕭紅博物館、蕭紅故

居） 

《呼蘭河傳》、《商市街》 

沈從文 湘西一帶、鳳凰古城，鳳凰古城現存有沈從文故

居 

《邊城》、《龍朱》、《月下

小景》（均有湘西的描寫） 

張愛玲 上海市常德路 195號常德公寓 

香港九龍加多利山 

《公寓生活記趣》 

《傾城之戀》 

魯迅 浙江省紹興市  紹興魯迅紀念館 

上海市虹口區（魯迅公園內） 上海魯迅博物館 

廣東省廣州市文明路  廣州魯迅博物館 

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  北京魯迅博物館 

《朝花夕拾》 

 

 

《呐喊》 

胡適 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上莊村  胡適故居 

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  上海胡適故居 

《我的母親》 

 

朱自清 江蘇省揚州市安樂巷  朱自清故居 

清華大學荷花池 

江蘇省南京市秦淮河 

《背影》（場景應該是在南京

浦口火車站） 

《荷塘月色》 

《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老舍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  老舍故居  

（紀念館） 

《茶館》、《四世同堂》皆於

故居所作 

茅盾 北京圓恩寺胡同 13號  茅盾北京故居 

浙江省桐鄉市烏鎮觀前街 17號  茅盾烏鎮故居 

《林家鋪子》、《子夜》 

巴金 四川省成都正通順街 98 號  巴金四川故居 

上海武康路 113號  巴金上海故居 

《往事與隨想》、《家》、

《春》、《秋》 

錢鐘書 無錫市健康路新街巷 30號、32號 錢鍾書故居 《圍城》、《走在人生邊上》 

楊絳 蘇州市滄浪區廟堂巷 10號“安徐堂”舊址  楊絳故

居 

《我們仨》 

徐志摩 浙江省海寧市硤石鎮西河街 17號  徐志摩故居 

上海靜安區延安中路 913弄  徐志摩上海故居 

劍橋大學 

《愛眉小紮》 

《再別康橋》 

聞一多 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  聞一多紀念館（後建） 《死水》、《紅燭》 

許地山 廣東省湛江市徐聞縣署前街  許地山故居 《空山靈雨》 

梁實秋 重慶市北碚區城區之中，天生路上天生路口與中

山路口之間  梁實秋故居（雅舍） 

《雅舍小品》 

蕭軍 遼寧省淩海市蕭軍公園 《八月的鄉村》 

曹禺 河北省天津市河北區民主道東側 《雷雨》 

戴望舒 浙江省杭州大塔兒巷 11號   《雨巷》 

冰心 北京中剪子巷 33號  北京故居 

福建省福州市楊橋東路 17號  福州故居 

雲南省昆明市呈貢縣縣城  冰心默廬 

江蘇省江陰市夏港鎮東  江陰故居 

《兩個家庭》 

《我的故鄉》 

《默廬試筆》 

三毛 重慶市南岸黃角埡   

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