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悅」讀木蘭詩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課文暖身 

1.木蘭詩這一首詩在韻文發展的分類上，屬於「樂府詩」。「樂府詩」來自於漢武帝時

專門掌管音樂的官署--「樂府」。這種官署專門收集民間歌謠，以供朝廷典禮及娛樂用，

「民間歌謠」就像「現代的流行音樂」。根據〈路過人間〉這首曲子對流行音樂特色的

討論，你猜猜看「樂府詩」可能有哪些特色? (作答提示：內容上、語言上、格律上、……) 

答：內容上反應社會情況；語言上質樸自然、敘事生動 

2.木蘭詩內容是一篇故事詩歌，說的是木蘭的故事。如果是你要說一個故事，時間脈

絡上你會怎麼安排? 

答： 

3.假如你是一名記者，如果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是發生在你我身邊，你認為你會採訪

她嗎?說說你的理由。 

答： 

二、閱讀課文   

1.讀完木蘭詩後，你發現這一首詩歌的故事內容上，時間脈絡是如何安排?請同學依其

時間脈絡，將木蘭詩內容切成三個大段落，你會怎麼切? 

答： 

 

2.一個好的故事的架構元素常有「開頭-發展-高潮-轉折-結尾」。請以此架構分析木蘭

詩一詩的內容。 

答： 

3.第一段作者描述了木蘭詩這個故事的背景。請用下面表格整理木蘭詩的故事背景。 

人 事 時 地 物 情 

木蘭 1.因為 可汗大點兵、軍

書十二卷，卷卷有爺

名                ，

所以 才會不聞機杼   

聲，惟聞女嘆息            

2.因為 阿爺無大兒，木

蘭無長兄，  ，所以 願

為市安鞍馬，從此替爺

征                 

見到軍帖的

隔天 

木蘭家、閨

房 

織布機、軍

帖 

憂心 



4.第二段前四句「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句原指「市

鞍馬」一義，這些裝備不一定要到四個市集去買，但拆成四句，讓你看到怎麼樣的木蘭

形象? 

答：  

5.根據第二段的後八句「聞辭……聲啾啾」描寫了木蘭行軍動線，請同學利用下表整

理行軍過程，同時試著推論作者所欲營造的外在環境怎麼樣的氣氛? 

行軍 營造的氣氛與情感 

行動(時間) 

【時間+動作】 
朝辭暮宿旦辭暮至 藉由時間、空間的推移營造出戰事緊

急，行軍快速，路程漫長，離家愈來

愈遠。 路線(空間) 家黃河邊黑山頭燕山 

6.「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

啾」兩句透過句子的重覆，透露出木蘭何種情意? 

答： 

 

  

7.第三段使用非常精簡的六句話描寫了木蘭征戰十多年的軍旅生活。請利用下列表格

統整木蘭軍旅生活的狀況，請試著分析作者分別從哪三個面向描述木蘭的征戰生活。 

 描寫面向(主題)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8.第四段描述了木蘭征戰歸來的情景。從這一節中，可以看出木蘭從軍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答案從哪一句推論判斷的? 

答： 

  

9.第五段中，木蘭家人知道她即將凱旋歸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行為和反應。請利用

下表整理之，同時推論她的家人心情和態度可能為何? 

家人 反應/行為 心情/態度 

爺孃 出郭相扶將 
喜悅、期待木蘭歸來 

阿姊 當戶理紅妝 



小弟 磨刀霍霍向豬羊 

10.第五段的詩句運用了哪幾個字連貫木蘭返家後一系列的動作?這幾個字有什麼共同點?

這樣的手法反應出木蘭的什麼心情? 

(1)用了開、坐、脫、著、理、貼六個字。(2)這些字都是動詞。(3)這樣的寫作手法反

應出木蘭急於恢復女兒身與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心情。 

11.從第五段火伴的反應、第六段木蘭的自豪語，作者透過木蘭火伴的驚訝間接頌揚木蘭，

更用雄兔、雌兔難以從外表分辨，來譬喻木蘭以女性的身分從軍，十多年來和眾多男子

生活及作戰竟然未被發現。從這我們可以推論作者在讚美木蘭的什麼特質或優點?  

答：以伙伴的反應可見木蘭代父從軍的過程中，表現與男子無異，由此可看出木蘭的

英繳勇、機智、堅毅、刻苦。 

12.想一想，木蘭詩一詩中描繪了木蘭哪些人物形象或人格特質？ 

    請同學完成飄在各處的形象特質雲^^ 

 

13.從詩中可以發現幾個很明顯的民歌寫作特色。就詩中內容，你認為哪些文句具有民

歌特色？並解釋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答： 

 

詩 句 支持的理由 

例：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

無所憶。 

四個疊句在表達父女間互相的關

心。 

阿爺無大兒 木蘭無長兄 木蘭沒有兄長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

長鞭。 

四個疊句只在表達木蘭「行前準

備」一個意思。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

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全家慶團聚的喜悅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

時裳。當窗裡雲鬢，對鏡貼花黃。 
木蘭恢復女兒身的喜悅 

 民間歌謠特色：語言樸實俚俗，反覆吟詠、不避雷同、重句疊調為主。 

【例：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

聲。只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折楊柳枝歌】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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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可採蓮】  同一對象，反覆吟詠，可以 1.具體強化所要表達的內容 2.增加了音調的諧美 

 文人寫作特色：語言含蓄典雅，用字精煉，句子較工整。 
【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清帄調 其一】 



14.承上題，觀察木蘭詩的寫作特色後，你會發現第三段的帄仄與詞性，與其他段的書

寫有何不同?這和我們學過的哪一種詩體特色相似?  

第三節 

 

三、課文挑戰 

1.木蘭詩的作者與寫作年代眾說紛紜，綜觀各家意見歸納出比較可靠的說法是：木蘭

詩應是北朝民歌，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多人修飾、共同創作而成，也就是它並非「一

人、一時、一地」所創作而成。請問在詩中出現了哪些中國北方的代表性人、事、物、

地，讓我們可以出它屬於「北朝民歌」? 

 

 

2.木蘭詩中，木蘭的心情變化為何？從哪裡可以看出，請找出文本證據。 

時 間 征戰之前 征途之中 戰後歸來 

心 情 擔憂 思親、思鄉 歸心似箭、喜悅 

文本 

證據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

戶織。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嘆息。 

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

黃河流水鳴濺濺。 

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

燕山胡騎聲啾啾。 

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

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

對鏡貼花黃。 

3.第二大題閱讀課文第 12題已經討論過木蘭人物形象或人格特質，你認為作者整首詩

的最重要的重點應該是在描寫她的哪一項形象或特質？你這麼認為的理由是什麼? 

重點特質 描述木蘭的孝順 

理由 
從詩中大量描述木蘭孝順特質，而征戰中英勇表現的內容比較少(只有

第三段)，由此可以發現作者主要呈現木蘭的孝親。 

4.課本「題解」中說：「本詩成功塑造一個『巾幗英雄』的形象」。請同學想一想，你

認為的「英雄」應該有什麼特質? 請從木蘭的人格特質推論所謂的「巾幗英雄」形象

為何應該具備有什麼特質？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