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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山的巡禮  提問單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 

【暖身題】不看課本回答（答案僅供參考） 

1. 本課兩首和山有關的詩，在詩中都將山當成人來描寫，這是什麼修辭？ 轉化（擬人）        

2. 如果你有預習的話，冬天的基隆山詩中還有什麼擬人的角色呢？ 東北季風、大地            

3. 承上題，木瓜山除了木瓜山本身，還有哪些擬人的角色？（至少兩個） 鯉魚山、小鎮……。  

【學習活動-小組共讀文本】 

教學目標：1.確認讀音及生難字形 2.對文本有基礎感受 3.處理課外補充解釋 

【基礎題】打開課本回答 

教學目標：1.針對文本結構設計 2.以認知及情意為主 

※閱讀冬天的基隆山後，回答以下問題。 

1. 這首詩有  四  段。 

2. 如果說每一段都有一個代表性的動作，請小組討論各段的關鍵字，找出你認為最適合那一段的

動作，作為各段的小標。 

(1) 縮脖子  (2) 編毛衣  (3) 忽隱忽現  (4)不哆嗦 （僅供參考） 

3. 你如何從詩中的關鍵字找出基隆山的地理位置，以及描寫的季節？ 

地理位置：鼻頭角附近、東北角   ；季節：秋冬，標題「冬天」、東北季風、打秋天開始  

4. 感受整首詩的氛圍，若要找一種顏色代表這首詩，你會選什麼顏色？請說說你的理由。 

（自由作答）灰白色。因為冬天的基隆山長滿了灰白的芒花。                  

5. 呼應暖身第 3題，作者將東北季風、基隆山、大地擬人化，賦予整首詩生動的想像畫面。依照

表格提示並想一想，作者想像的背後是依據哪些事實呢？ 

季

節 
角色 想像動作 想像情緒或特質 依據事實 

秋 

末 

↓ 

冬 

初 

東北季風 呼呼（嚎叫） （冷酷          ） 因為東北風強勁，使得冬天草木

（稀疏、凋零   ）。 基隆山 脖子縮短 怕冷、畏縮 

大地 編織毛衣 （溫柔、體貼     ） 山上（開始長出芒花       ）。 

東北季風 吼乾（喉嚨） （無奈          ） 面對長滿（芒花）的基隆山，東

北季風似乎（無可奈何     ）。 基隆山 不再（哆嗦） （安心、自信     ） 

6. 第三段中，作者藉著  天氣   的變化來描寫基隆山的反應，在這一段的描寫中，會讓你想到

什麼遊戲呢？（口述原因）捉迷藏／躲貓貓） 

7. 呼應第 4題，請用一句話，試著說出作者想描述的美景是什麼？ 

冬天時，基隆山上整片灰白的芒花隨風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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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木瓜山後，回答以下問題。 

1. 木瓜山一詩共有三段。作者在每一段中各有不同描述的主題。請選出適合的選項作為各段的主

題，並說明理由。（地形 山脈 火車 地名 農田 動物） 

第一段：地形（或山脈皆可）、第二段：動物、第三段：地名（因該段以小鎮為主要擬人的對象） 

2. 請從上下文中，試說明「凌晨的最後一刻」是什麼意思？作者這樣寫有什麼用意？ 

快天亮的時候。清晨應該是一天最「早」的時候，但作者刻意寫「凌晨的最後一刻」，這樣的對

比寫法，反而凸顯凌晨是一天最早的時候，也是那天黑夜最後的時刻。                     

3. 這首詩運用了許多擬人的寫法，同時也用了許多表情、動作做了趣味化的描寫。請找出相關的

句子，並用適當的語氣讀一讀。 

【學習活動-小組繪製心智繪圖】僅供參考 
 

 
 

 
 

【挑戰題】 

1. 冬天的基隆山一詩中，整片的芒花除了是一種美景，作者透過芒花，還想帶給我們什麼想像和

感受呢？ 

芒花像毛衣，讓我們感受到溫暖。（可追問原因：因為這是大地的母親幫助基隆山抵抗東北季風

侵襲的武器。）                                   

海岸山脈露出惺忪的身子、鷺鷥已經伸展翅膀、鬼鼠和環頸雉
紛紛抬起頭、雁鴨和水牛也睜開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