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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 

英文名稱 Chinese 

授課年段   二 年  仁～廉  班 學分數      4學分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學習目標 

一、 培養高二學生對高中國文課程的閱讀能力。 

二、 透過文本閱讀、深化思考，加強寫作與表達能力。 

三、 透過國文課程的教學，觸發學生同情共感的能力。 

四、 經由課程對話與討論，學習傾聽與溝通，涵容多元價值。 

五、 善用科技、資訊等其他媒材，學習整合資訊、擴大思考範圍。 

六、 深刻體悟經典價值，學會積極調適自我，並完善品格教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重要議題融入 

(請勾選) 

1 
課程綱要與內容

介紹 
說明上課配合事項、作業與成績要求。 

2 

十 五 篇 文 言 選

文： 

第一課大同與小

康 

1. 認識先秦儒家建構的理

想世界。 

2. 認識《禮記》的寫作手

法與思想內涵。 

3. 了解課文旨趣與其呈現

的時代背景與思想體

系。 

4. 掌握文言文閱讀理解能

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3 
現代散文名篇： 

第二課第九味 

1. 瞭解作者成就與創作特

色。 

2. 認識飲食文學的特色與

重要意義。 

3. 培養現代散文閱讀理解

能力。 

4. 提升情意類散文寫作能

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4 

十 五 篇 文 言 選

文： 

第三課虯髯客傳 

1. 瞭解創作之時代背景與

歷史意義。 

2. 認識唐傳奇的文學價值

與影響力。 

3. 理解作者傳達之政治思

想與文化意涵。 

4. 培養文言文閱讀理解能

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5 
中山自編教材： 

古典小說簡史 

1. 熟習古典小說發展流

變。 

2. 使學生建立自己對中國

古典小說的知識體系。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6 
現代散文名篇： 

第四課尋找部落 

1. 瞭解作者生平成就。 

2. 介紹背景時代意義。 

3. 古典文言小說特色。 

4.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傳達

出的思想價值。 

5. 培養知性類散文閱讀理

解與寫作能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7 第一次段考 試題檢討、公告解答 

8 

十五篇文言選文

篇目： 

第五課諫逐客書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說明作者所處背景的時

代意義。 

3. 分析古典散文的寫作手

法與藝術性。 

4. 培養文言文閱讀理解能

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9 
現代散文名篇： 

第六課壯遊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欣賞楊牧散文的寫作技

巧與修辭特色。 

3.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傳達

出的情意深度與文化意

涵。 

4. 培養現代散文閱讀理解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與寫作能力。 

10 

古典韻文篇目： 

第七課曲選（大

德歌秋、牡丹亭遊

園） 

 

1. 掌握元曲的發展與流

變。 

2. 分析元曲作品的寫作手

法與藝術表現。 

3. 理解課文選曲的旨趣與

抒發之情感價值。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1 

補充文選： 

第四課曲選（竇

娥冤、折桂令九

日） 

1. 掌握元曲的發展與流

變。 

2. 分析元曲作品的寫作手

法與藝術表現。 

3. 理解課文選曲的旨趣與

抒發之情感價值。 

性別平等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2 

補充文選： 

第三課勸學 

 

1. 了解作者生平與思想價

值。 

2. 認識先秦儒家教育觀。 

3. 了解課文旨趣與其呈現

的時代背景與思想體

系。 

4. 掌握文言文閱讀理解能

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3 

現代散文名篇： 

第八課和好的藝

術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傳達

出的情意深度與文化意

涵。 

3. 培養現代散文閱讀理解

與寫作能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4 第二次段考 試題檢討、公告解答 

15 

現代散文名篇： 

第九課戰士，乾

杯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所闡

發的感悟。 

3. 介紹臺灣現代小說的發

展與流變。 

4. 體會黃春明小說的寫作

□性別平等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技巧與藝術價值。 

5. 培養現代文學的閱讀理

解與寫作能力 

16 

補充文選： 

第一課魯智深大

鬧桃花村 

1. 淺談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學習古典章回小說的閱

讀方法。 

3. 分析古典章回小說的寫

作手法與藝術性。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7 

十五篇文言選文

篇目： 

第十課鹿港乘桴

記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介紹臺灣古典散文的發

展背景與沿革。 

3. 欣賞臺灣古典散文的寫

作技巧與修辭特色。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8 

補充文選： 

第六課臺灣通史

序 

現代散文名篇： 

第十一課池上日

記 

臺灣通史序 

1. 淺談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欣賞臺灣歷史散文的寫

作技巧與修辭特色。 

3.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傳達

出的意識形態。 

池上日記 

1. 瞭解作者生平與文學成

就。 

2. 理解作者藉由本文傳達

出的情意深度與文化意

涵。 

3. 培養現代散文閱讀理解

與寫作能力。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19 

中華文化基本教

材： 

（四）老莊選讀

（小國寡民、庖

1. 認識作者生平與文化史

上的意義。 

2. 學習先前專題性古文的

閱讀與理解技巧。 

3. 體會《老子》、《莊子》

二書的思想脈絡與貢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情緒教育 SEL 



丁解牛） 
獻。 

20 期末考 試題檢討、公告解答 

學習評量 
一、平時成績占 40 ％，包含 平時成績、作業、出缺勤、課堂表現等   

二、定期考查占 60 ％，包含       二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輔助教材

參考書目 

龍騰版課本、補充文選、語文練習、補充講義、隨身讀、中山自編教材（韻文選

讀、新詩選讀、散文選讀、小說選讀） 

備註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