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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自然：江南 

 

作者簡介  

《江南》是一首「樂府詩」。「樂府」是漢武帝時設置的一個官方機構，負責收集各地的民間歌謠，

以便讓上位者了解民間疾苦。由於「樂府詩」採自民間，故亦稱為「樂府民歌」，後來不少文人相繼

模仿創作，「樂府詩」便成為了一種文學體裁。 

 

來自民間的《江南》是一首質樸的民歌，因此作者已無從考究，就標注為「佚名」。「佚名」的意思

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誰。對於不知道是誰創作的文學作品，一般都會以「佚名」作為作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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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江南 1
 

佚名 

江南 1可採蓮， 

蓮葉何 2田田 3。 

魚戲 4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注釋  

1. 江南：「江」即長江，「南」即南方；泛指長江以南的地方。 

  

2. 何：多麽。 

3. 田田：指蓮葉相疊在一起的樣子，用來形容碧綠的蓮葉浮在水面、生長茂密的樣子。 

4. 戲：嬉戲，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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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賞析 

這首詩描寫了江南的採蓮季節，詩人見到採蓮人愉快地幹活、魚兒自由地在蓮葉間嬉戲的歡樂情景，反映出江

南的美麗風光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詩人主要從兩個方面表現這種愉快的心情。第一，詩人描繪了江南地區採蓮季節的美麗風光，以茂密、碧綠的

蓮葉反映出生機勃勃的自然風光，襯托採蓮人的愉悅。第二，詩人以魚兒的快樂側面描寫採蓮人的快樂，描述

他們在採蓮的時候，一低頭就能見到魚兒在蓮葉下四處嬉戲，生動有趣。 

 

寫採蓮，但全詩卻沒有寫蓮花，也沒有寫採蓮的人，只是通過一片田田的蓮葉和幾條自由穿梭的游魚。 

此詩用民歌的形式寫成，開頭三句勾勒出一幅生動的江南景象，後四句用重複的語句，不僅描繪出魚兒在蓮葉

中穿梭往來歡樂的樣子，還傳達出採蓮人歡快的心情。全詩節奏鮮明、結構簡單，有效地突出採蓮人歡樂、熱

鬧的工作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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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指引 

頌讚自然：江南 

級    別：第一學習階段 

學習目標： 

1. 通過觀看動畫及聯繫生活，初步感知詩歌的大意，以及體會採蓮季節江南水鄉的美景和採蓮的歡

樂、熱鬧情景。 

2. 在初步感知的基礎上，學習有感情地朗讀詩歌，掌握詩句的節奏及押韻的特點。 

3. 學習生字新詞：江南、何、田田、戲。 

 

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5分鐘 

引入 

觀看動畫：00:00-01:00 

 

想一想 

 

今天要學習的古詩是《江南》，主要描述採

蓮人在江南蓮花盛開的池塘裏「採蓮」。假

設你是其中一名採蓮人，試想一下，你可以

採摘到甚麼？ 

 

蓮花、蓮葉、蓮蓬（蓮子）、蓮藕 

 

 

 

 

 

 

 

老師點撥：蓮花，又名荷花，盛開於夏天，

除了觀賞以外，還可以食用，從花、葉到莖、

根全都是寶。 

 

在中國文化裏，蓮花是高潔的代表，被譽為

「花中君子」。蓮花從滿是淤泥的池塘裏長

出來，枝葉和花朵不但沒有被污染，而且枝

幹筆直挺立，正好代表君子高潔、正直的高

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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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20分鐘 

發展 

觀看動畫：01:00-02:27 

➔ 初步感知詩歌大意及詩人情懷 

 

詩歌大意 

長江以南之地的蓮花盛開，已經到了適宜

採摘的時候。層層疊疊的蓮葉浮出水面，擠

挨在一起，迎風招展。在圓大和茂密的蓮葉

下面，還有歡樂的魚兒游來游去地嬉戲玩

耍，牠們一會兒游到了蓮葉的東邊，一會兒

游到了西邊，一會兒又游去南邊，一會兒又

游去北邊。  

 

 

活動一：分一分 

《江南》全詩共有七句，如果要分為兩部

分，應該怎樣劃分？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劃分兩部分： 

1.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2.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或 

1.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2. 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兩個答案皆可接受 

藉由生動有趣的動畫，讓學生在輕鬆愉快

的氛圍裏，初步感知詩歌的大意及詩人的

情懷。 

 

初小學生學習古詩，重點不宜過分側重詩

意的理解，意境及韻味的體會，因此，理解

和體會只需初步感知即可。 

 

 

 

 

 

 

 

老師點撥：前三句借景抒情。 

說出江南採蓮季節，蓮葉茂盛，魚兒在蓮葉

間嬉戲的情景，藉此反映出江南採蓮的美

麗風光，以及採蓮人歡樂、熱鬧的工作景象

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老師點撥：後四句重複抒情。 

運用重疊反覆的手法，將「魚戲蓮葉」作不

同方位的重複，造成一唱三歎，迴環往復的

美感。 

藉著魚兒在蓮葉間高興地游來游去，突顯

出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全詩沒有寫人，只寫了蓮葉和戲水的魚兒，

卻反襯出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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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活動二：做一做 

可以個別或分組，讓學生試做出「採蓮」和

「魚兒嬉戲」的動作。 

 

動作要求 

採    蓮：表現出歡樂、熱鬧的工作景象 

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魚兒嬉戲：表現出魚兒在蓮葉間高興地向 

四方游來游去。 

 

 

活動三：分組競答 

讓學生觀看動畫或動畫的截圖，加上想像，

以便深入體會及理解詩句－－蓮葉何田

田。 

 

小組內成員互相提問有關蓮葉的形狀和顏

色的問題，答案最多的組別即可勝出。 

 

我看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蓮葉 

 

形狀：圓圓的、大大的、小小的、密密的、 

又大又圓、像帽子的、像傘子的…… 

顏色：綠綠的、翠綠的、碧綠的、綠油油 

      的、深綠的、淺綠的…… 

 

 

朗讀文章，培養語感 

觀看動畫：02:27-02:43 

➔ 聆聽朗讀 

 

朗讀的主要目的，重在提高學生的朗讀興

趣，增加積累，發展語感，加深體驗和領悟 

 

 

 

 

 

 

 

 

 

 

 

 

 

讓學生透過同儕協作，自行整合習得，深化

所學。 

 

 

 

 

 

 

 

 

 

 

 

 

 

 

學習以適當感情、語調來誦讀優秀的文言

經典作品，從中積累語感，提升語文素養。 

 

 

朗讀時，宜要求學生讀準字音，讀通句子；

讀通句子就是要透過朗讀，表達清楚文章

的意思。老師可藉此文教導學生朗讀時，要

按文意來作適當的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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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活動四：劃分節奏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五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五言三頓」，即

是每句五個字，停頓三次。通常會把五個字

劃分成二二一或二一二的節奏形式。但有

時也會按語意來劃分成二三的節奏形式。 

 

《江南》全詩七句，每句五個字，試用雙直

線顯示各句需要停頓的地方。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參考答案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 停頓 

 

 

活動五：近音字探索 

近音字可以令詩歌聽起來更好聽，也讓詩

歌更容易上口及記憶。 

 

試比較《江南》詩中的「蓮」、「田」二字，

以及「可」、「何」二字。它們在讀音上有甚

麼特點？ 

 

 

 

 

 

 

 

 

 

 

 

 

 

 

 

 

 

 

 

 

 

 

 

 

 

 

 

 

 

引導學生明白詩歌近音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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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三個字讀音相近，這是詩中的「近音字」。 

 

《江南》佚名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活動六 

試按活動四的節奏及活動五的押韻，配上

適合的動作來朗讀《江南》一詩。 

 

韻律要求：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 停頓 

 

動作要求： 

首三句－－採蓮人愉快地採蓮、魚兒高興 

地嬉戲。 

末四句－－魚兒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 

有規律地游動 

 

 

 

 

 

 

 

 

 

 

 

 

 

 

 

 

 

可以要求學生個別、分行或分組按所學來

朗讀全詩，以感受詩歌的韻律，並且表達出

詩歌大意及詩人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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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學習生字新詞 

戲、江南、何、田田 

戲：嬉戲，玩樂。 

 

觀看動畫：02:43 - 03:56 

➔ 比較深奧的關鍵字詞 

江南：「江」即長江，「南」即南方； 

泛指長江以南的地方。 

何：多麽。 

田田：指蓮葉相疊在一起的樣子，用來形容

碧綠的蓮葉浮在水面、生長茂密的樣子。 

 

 

 

如老師選用課外的文言經典作品，主要目

的在內容涵義或品德情意的教授，則「識

字」部分或可略去。 

 

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程度，選取適合及適量

的生字新詞來教授。 

 

動畫裏選取了比較深奧的文言字詞，但卻

是文章中的關鍵字詞，以及常見的文言語

助詞和代詞作為例子，以供教學參考。 

5分鐘 

總結 

試舉出你曾經參加或你知道可以參加的

「採摘 xx」活動，簡述或想像其中的樂趣。  

 

如學生缺乏生活例子，老師可以提供或引

導他們上網搜尋本地一日遊的資料，其中

不乏到本地農莊、果園或農場等採摘時令

蔬果的行程。例如： 

在初步感知詩歌大意及詩人情懷的基礎

上，結合日常生活事例，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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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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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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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自然：《江南》  

  工作紙   

學校：                              班別及學號：                             

姓名：                              日期：                             

1. 大家好！我是古老師，請幫助我完成下面的簡介： 

 

 

2. 博博和妙妙想把《江南》一詩改編成短劇故事，請幫助他們完成下表。 

季節 夏天 

地點 池塘 

角色 採蓮人、魚兒 

重要的道具    蓮葉   、     蓮花      、採蓮的船…… 

劇情大要 

夏天蓮花盛開，層層疊疊的 蓮葉 浮出水面，擠挨在一起，迎

風招展。在圓大和茂密的 蓮葉 下面，還有歡樂的 魚兒 游來

游去地嬉戲玩耍，牠們一會兒游到了蓮葉的東邊，一會兒游到

了 西 邊，一會兒又游去 南 邊，一會兒又游去 北 邊。 

《江南》是一首是  樂府  詩。「樂府」是漢武帝時

設置的一個官方機構，負責收集各地的民間歌謠。 

因為不知道作者是誰，一般都會以  佚名  ，作為 

作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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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家學習過近音字的形式，試找出並圈起下面兩首詩的近音字。 

提示：近音字的形式 

如果讀音相近，就是近音字 

 

《江南》  作者：佚 名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山村詠懷》  作者：邵 雍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4. 大家學習過劃分節奏，試在下面兩首古詩中，用雙直線( || )顯示停頓的地方，然後

按照所劃分的節奏讀出來。 

提示：古詩節奏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 五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五言三頓」，即是每句五個

字，停頓三次。 

⚫ 通常會把五個字劃分成二二一或二一二的節奏形式。 

⚫ 但有時也會按語意來劃分成二三的節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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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作者：佚 名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山村詠懷》  作者：邵 雍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下面的食物及飲品是由蓮花哪一部分製成的？試把它們連結起來。 

提示：蓮花除了觀賞以外，還可以食用，從花、葉到莖、根全都是寶。蓮花的花、葉、蓮子、蓮

藕等都可以作飲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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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蓮葉 

 

 

 

● 

 

● 

蓮花 

 
 

 

●  ● 

蓮子 

 
 

 

●  ● 

蓮藕 

 

~完~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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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一首「樂府詩」，來自民間的一首質樸

的民歌，作者無從考究

因為這首詩歌的作者已無從考究，就標注為「佚名」。

*「佚名」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誰。一般對於不知道是誰創作的文
學作品，一般都會以「佚名」作為作者的名稱。

☆小知識：什麼是「樂府詩」？
「樂府」是漢武帝時設置的一個官方機構，負責收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便讓上位者了解民間疾苦。

由於「樂府詩」採自民間，故亦稱為「樂府民歌」，後來不少文人相繼模仿創作，「樂府詩」便成為

了一種文學體裁。

簡
介



原
文



故事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起看看動畫吧！

原
文



今天要學習的古詩是《江南》，主要描述

採蓮人在江南蓮花盛開的池塘裏「採蓮」。
想一想

假設你是其中一名採蓮人，

試想一下，你可以採摘到甚
麼？



蓮花（又名荷花）除了觀賞以外，還可以食用，從花、葉到莖、根全都是

寶。



長江以南之地的蓮花盛開，已經

到了適宜採摘的時候。層層疊疊

的蓮葉浮出水面，擠挨在一起，

迎風招展。

詩歌大意



在圓大和茂密的蓮葉下面，還有歡

樂的魚兒游來游去地嬉戲玩耍，

它們一會兒游到了蓮葉的東邊，一

會兒游到了西邊，一會兒又游去南

邊，一會兒又游去北邊。

詩歌大意



《江南》全詩共有六句，

如果要分為兩部分，

應該怎樣劃分？

活動1：分一分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活動1：分一分 答案一



活動1：分一分 答案二



詩歌大意

● 前三句借景抒情

說出江南採蓮季節，蓮葉茂盛，魚兒

在蓮葉間嬉戲的情景，藉此反映出江

南採蓮的美麗風光，以及採蓮人歡樂、

熱鬧的工作景象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詩歌大意

● 後四句重複抒情

運用重疊反覆的手法，將「魚戲蓮

葉」作不同方位的重複，造成一唱

三歎，迴環往復的美感。

藉著魚兒在蓮葉間高興地游來游去，

突顯出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活動2：做一做

試做出「採蓮」和「魚兒嬉戲」的動作。



活動2：做一做

試做出「採蓮」和「魚兒嬉戲」的動作。

動作要求

「採蓮」：表現出歡樂、熱鬧的工作景象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魚兒嬉戲」：表現出魚兒在蓮葉間高興地向四方游來游去。



我看到____________的蓮葉

活動3：分組競答



活動3：分組競答

形狀：圓圓的、大大的、小小的、密密的、
又大又圓、像帽子的、像傘子的……

顏色：綠綠的、翠綠的、碧綠的、綠油油
的、深綠的、淺綠的……我看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蓮葉



活動4：劃分節奏

●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 五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五言三頓」

*五言三頓：即是每句五個字，停頓三次

● 通常會把五個字劃分成二二一或二一二的節奏形式。

● 但有時也會按語意來劃分成二三的節奏形式，本詩正是如此。



《江南》全詩七句，每句五個字

🡺 試用雙直線||顯示各句需

要停頓的地方。

活動4：劃分節奏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江南》全詩七句，每句五個字

🡺 試用雙直線||顯示各句需

要停頓的地方。

活動4：劃分節奏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為甚麼要有近音字?

活動5：認識近音字

古代詩歌多用於傳唱、背誦、演唱等口耳相傳

的場合，近音字可以提高詩歌的口頭轉傳、記

憶和傳播的能力。



近音字的形式

🡺 試比較《江南》詩中的

「蓮」、「田」二字，以

及「可」、「何」二字。

它們在讀音上有甚麼特

點？



近音字的形式

🡺 三個字讀音相

近，這是詩中

的近音字。



試按活動四的節奏及活動五

的押韻，配上適合的動作來

朗讀《江南》一詩。

活動6：學生演繹

動作要求

首三句——採蓮人愉快地採蓮、

魚兒高興地嬉戲。

末四句——魚兒向東、西、南、

北四個方向有規律地游動



朗讀文章

|| 停頓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朗讀文章

|| 停頓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觀看動畫：02:27-02:43
🡺 聆聽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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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江南
「江」即長江，「南」即南

方；泛指長江以南的地方。

生
字
新
詞



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何

多麽、如此。

生
字
新
詞



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田田
指蓮葉相疊在一起的樣子，

用來形容碧綠的蓮葉浮在水

面、生長茂密的樣子。

生
字
新
詞



試舉出你曾經參加或你知道可以

參加的「採摘xx活動」

簡述或想像其中的樂趣。

總
結



例
如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聲明：部分資料內容來自互聯網，僅供學習參考之用。
如無意侵犯知識產權，請與我們聯絡：info@cnhe-hk.org

©️ 2023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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