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勤訓 

一、設計原則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程綱要強調擴大傳統語文教學對於「國語文」的定義及用途，朝向

培養公民「多元識讀能力」的方向努力。「多元識讀能力」不僅強調公民運用語文的聽說讀寫

能力，更強調在情意及態度層面的感知與表現，從而能體察不同社會情境、文化脈絡之間的

差異，進行高層次思考，整合訊息，具備以語文進行理解、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教學理念 

有鑑於此，本教案以議論文本〈勤訓〉為授課課文，教學重點有四： 

1.理解本文的主旨。 

2.認識論點、論據的意涵，藉以對照作者的觀點和所引用的事實理據。 

3.區辨文本所提論據的性質。 

4.具備從資料蒐集、生活經驗中，形成對於議題的論點與運用適當論據的能力。 

三、教學地位與對象 

〈勤訓〉是一篇結構完整的議論文言文，雖然第三學習階段學生即開始學習議論文本和

文言文，八年級的學生對於兼此兩種類文本的學習不陌生。然本篇章作者提出的論點有二，

且兩論點關係的梳理，對八年級的學生仍具有挑戰。作者於文本中所使用論據的性質和種類，

亦是學生在未來發展個人論見時，必須具備的能力。本教案即是在預設八年級的學生，對議

論文本和文言文的學習已具有基本識讀能力之下，教學的重點著重在學生形成議題的論點與

運用適當論據的能力。 

四、議題融入 

第四階段的學生對於生活議題應該開始能主動關心與識讀，並進而區辨內容屬性，提出

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故本教案即整合文本中的知識、情意理解出發，引導學生蒐集相關議題

資料，分析資料，反思資料內容，並進而實踐力行。 

國中小學生長年來，由於各校有早自習、早讀的規劃，也使得眾多學子必須提早至學校。

本教案透過〈勤訓〉一文的學習，「勤」與「珍惜光陰」的論點延伸中，引領學生思辨各校早

自習、早讀課程的意義與價值。 

五、教學方式與評量 

本教案的教學策略以教師提問、學生小組討論、上台發表為主，教師可先將班上學生兩

兩分組，4 人為 1 小組，半數小組為贊成方，另半數小組為反對方。評量方式採書寫學習單、

口語表達及聆聽紀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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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案例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 設計者 鍾宗憲教授、陳靜儀、梁雅晴 

實施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國中八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  225 分鐘 

單元名稱 勤訓 

學習目標 

一、理解本文闡述「勤」與「珍惜光陰」之間的關係。 

二、認識論點、論據的意涵，藉以對照作者的觀點和所引用的事實理據。 

三、區辨文本所提論據的性質。 

四、具備從資料蒐集、生活經驗中，形成對於議題的論點與運用適當論據的能力。 

學習表現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重大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學習內容  Bd-Ⅳ-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領綱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類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透過認識論點、論據的意涵，藉以對照文本中的觀點和所引用的事實理據，

即能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對於相關議題的論點與運用適當論據的能力，藉以培養學

生的思辨及反思能力。 

議題 

融入說明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透過對於文本中「勤」與「珍惜光陰」的論點延伸，引領學生思辨各校早自習、

早讀課程的意義與價值。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無 

教材來源 李文炤〈勤訓〉 

教學設備/資源 無特別需求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節  梳理文本，分辨論點和論據 

 

基本方式：師生共讀，老師講述，學生討論 

教學活動一  梳理第一段文意，分辨論點和論據 

說明：教師透過學生兩兩一組，用自己的話把第一段翻成白話，

初步掌握此段的文意。再藉由提問引導，讓學生區辨此段的論

點和論據。 

 

 

15 

min 

 

 

 

1. 本教案於教學活動

及實施方式中，刻

意描述師生對話的

可能內容，其目的

在於引導教師了解

各段文意梳理的重

點，並藉以凸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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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老師：這一段話作者想要表達什麼？ 

學生：說明勤的重要 

老師：作者為何引用邵子的話？ 

學生：用邵子的話來說明勤的重要 

老師：作者就是利用邵子的話來說明勤很重要，所以邵子的話

就是一個例子，作者用這個例子來佐證自己的看法。作

者的看法稱為論點，提出的例子稱為論據。 

 

老師：邵子所說的這三句話都能說明勤很重要嗎？ 

學生：只有最後一句 

老師：那第一二句在說明什麼？ 

學生：把握時間。 

老師：把握時間與勤有什麼關係？ 

學生：要勤勞就要珍惜光陰。 

老師：所以這段作者就是提出勤和把握光陰兩個看法。 

 

 

教學活動二  梳理第二段文意 

說明：教師透過學生兩兩一組，用自己的話把第二段翻成白話，

初步掌握此段的文意。再藉由提問引導，讓學生整理此段內容。 

 

【例】 

老師：這一段主要在說什麼？ 

學生：不勤勞就是米蟲。（不勤勞的壞處） 

老師：作者真正要強調的觀點是什麼。 

學生：就是要我們要勤勞。 

老師：通常我們強調要勤勞，就會舉出勤勞好處的例子，好處

的例子就是「正例」；而作者用不勤勞的結果來說明勤勞

很重要，這種例子就是「反例」。 

 

 

 

 

 

 

 

 

 

 

 

 

 

 

 

 

 

 

 

 

 

 

30 

min 

 

 

 

 

 

 

 

 

 

 

 

語文教學對於說聽

讀寫能力的培養。 

2. 本教案建議的評量

內容有：學習單的

書寫（文本內容梳

理及統整分析論據

性質部分）、議題討

論資料蒐集的內

容、上台報告的口

語表達能力、聆聽

紀錄的摘記。 

3. 評量的進行建議採

逐節檢核，藉以了

解學生各節課教學

重點的學習情形，

必要時進行補救教

學。 

4. 學習單的評量規準

以書寫完整為首

要，並要求字體工

整；資料蒐集的規

準以豐富性為首

要；口頭報告則以

明確表達意見，注

重言談禮貌，和運

用媒材，豐富表達

內容為重；聆聽紀

錄則以對於所聽到

的發言加以摘記、

並歸納整理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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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梳理文本，分析論據內涵 

 

基本方式：師生共讀，老師講述，學生討論 

教學活動一 分析第二段的論據內涵 

說明：教師分析「農」、「工」、「商」、「士」的行業性質，雖說

行業不同，但其所持的工作態度應該相同，並比較與相互間的

差異，闡述其時代意義。 

 

【例】 

老師先引導學生用表格分析「農」、「工」、「商」、「士」的差異： 

行業 工作態度 成效 

農 深耕而易耨 收成多 有實質效益 

工 計日而效功 有效完成工作 有實質效益 

商 乘時而趨利 賺到錢 有實質效益 

士 篤志而力行 (            ) (         ) 

 

老師：以前讀書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學生：可以做官。 

老師：真正的讀書人做官的目的是什麼？ 

學生：服務國家社會。 

老師：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讀書人的志向就是服務國家社

會。 

學生：是。 

老師：讀書人要如何實踐他的志向？ 

學生：先努力讀書。 

老師：所以讀書人要先立志，然後努力讀書，勤奮向學，充實

自我，精進品德，來實踐他的志向。這句話就是篤志而力行的

意思。所以表格中，就可以填上 

 

 

 

 

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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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工作態度 成效 

農 深耕而易耨 收成多 有實質效益 

工 計日而效功 有效完成工作 有實質效益 

商 乘時而趨利 賺到錢 有實質效益 

士 篤志而力行 服務社會國家 有實質效益 

 

 

教學活動二  梳理第三段文意，理解兩論點間的關係 

說明：教師透過學生兩兩一組，用自己的話把第三段翻成白話，

初步掌握此段的文意。再藉由提問引導，讓學生整理此

段內容。 

 

【例】 

老師：如果這一段要分為兩小段要怎樣劃分？ 

學生：「夫天地之化……」到「……物之情也。」第一部分，其他

是第二部分。 

老師：為什麼這樣分？ 

學生：第一部分提到要勤勞，第二部分強調要把握時間。 

老師：那這兩部分有什麼關係？ 

學生：就是要我們勤勞且珍惜光陰。 

老師：所以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將這兩個論點組合成全文前後呼

應的主題。「勤」是一種態度，「珍惜光陰」是具體的作為。 

 

 

第三節  統整文本，分析論據性質 

 

基本方式：師生共讀，老師講述，學生分組討論   

教學活動一  統整全文論據的性質 

說明：教師引導學生利用表格統整全文論據的性質和種類，藉

闡明作者立論的根據。 

 

 

 

 

 

 

 

 

 

 

 

 

30 

min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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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教學活動二  分析論據性質 

說明：老師透過事先所蒐集的報章資料，如：〈睡飽成績才會好？

9 成贊成上課延後一小時〉一文，讓學生小組討論的方

式，利用表格整理作者贊成延後上課的議題中，所使用

的論據性質。 

 

教學活動三  交待作業 

說明：老師說明下節課活動的進行方式和討論的主題「國中生

應出席早自習」與資料蒐集的範圍。資料的蒐集不論是

論據內容 

正例 反例 

言

例 

事

例 

物

例 

言

例 

事

例 

物

例 

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

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

勤。」 

v      

以之為農，則不能深耕而易耨      v  

以之為工，則不能計日而效功     v  

以之為商，則不能乘時而趨利     v  

以之為士，則不能篤志而力行     v  

戶樞不蠹    v    

流水不腐   v    

大禹之聖，且惜寸陰  v     

陶侃之賢，且惜分陰  v     

 

 

 

 

 

 

 

 

 

 

 

 

 

 

 

 

 

 

 

 

 

 

 

 

 

 

20 

min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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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方和反對方，都應涵括各種類的論據。 

 

第四節  分析資料，上台報告 

 

基本方式：老師引導討論議題、學生分組討論 

教學活動  分析資料、提出反思 

說明：教師引導討論活動的進行次第如下：  

一、學生依贊成方、反對方，先行整理各自已蒐集的資料，

提出所支持的論據。 

二、學生就所提出的論據，依教師指導方式，區分論據的

性質。諸如：事例、言例。 

三、學生上台報告分析結果，並說明支持的理由。（每組

學生報告時間為 3-5 分鐘） 

四、老師評論、總結。 

 

第五節  統整與省思 

 

基本方式：師生共讀，老師講述，學生討論 

教學活動一  重新檢視課文論點 

說明：從「國中生應出席早自習」的討論，重新思考課文第一

段首句「治生之道，莫尚乎勤」立論的意義，並通過課文第三

段的議論次第，體會「勤」與「珍惜光陰」的關係。 

 

教學活動二  文本與議題融入的結合 

說明：從第二段所提「農」、「工」、「商」、「士」的成就與否，

引導學生了解「勤」的重要性。各行業的從事者只要勤勞付出，

且如課文第三段所說「大禹之聖，且惜寸陰；陶侃之賢，且惜

分陰」，只要把握「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

計在於勤」的信念，並在生活中實踐，善用時間，盡其所能，即

可獲得最大收益。 

 

 

 

 

 

 

 

45 

min 

 

 

 

 

 

 

 

 

 

 

 

25 

min 

 

 

 

30 

min 

 

試教成果：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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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飽成績才會好？9 成贊成上課延後一小時〉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0607 

附錄：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