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投 縣 主 題 式 教 學 設 計 教 案 格 式 

一、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一)設計理念 

本課程融合語文、藝術、社會、資訊與哲學思辨，透過四大單元的主題設

計，引導學生在真實、有意義的情境中學習語文，進而建構思考、表達與自我認

同的能力。 

一、跨域統整，深化語文素養 

課程強調語文學科與其他領域的連結，從古典文學閱讀到環境議題探究、從

地方文化認識到自我記憶書寫，讓學生在多元情境中運用語文，提升理解、分

析、創作與溝通能力。 

二、培養思辨力與公民意識 

透過環保議題與生命教育的結合，引導學生從文本出發，進行哲學式提問與

討論，培養多元觀點思考的能力，強化其對生活議題的關懷與社會參與態度。 

三、重視學習歷程與表達實踐 

各單元皆設計歷程性任務，強調「引發動機—理解分析—實作創作—發表回

饋」的完整學習循環。從同儕回饋到成果發表，讓學生在學習中建立成就感與表

達自信。 

四、回歸學生經驗與在地文化 

課程設計重視學生生活經驗與地方文化的融合，如魚池鄉主題探索與童年回

憶書寫，讓學生能在學習語文的同時，建立對自己成長環境的觀察力與情感連

結。 

(二)課程架構 



二、主題說明 

彈性學習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設計者 

高年級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23 節，__920__分鐘 

主題名稱 閱來悅好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

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領綱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

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

的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 公民意識。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

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綜合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

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所融入之

單元 

安全教育—走讀家鄉-看見魚池 

生命教育—聊齋寫鬼不寫怪-閱讀奇幻. 讀萬卷書，通百領域 

 

教材來源 

來去蚵寮文章 

聊齋白話文本 

跨領域閱讀文本(閱讀練五功) 

教學設備/資源 
電視、ipad 

各單元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聊齋寫鬼不寫怪-

閱讀奇幻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

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

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1.能理解《聊齋志異》白話

文故事內容與寓意。 

2.體會奇幻故事背後反映的

人性、倫理或社會現象。 

3.培養觀察與描寫的能力，

創作屬於自己的鬼怪故事。 

4.結合科技應用，完成故事

集。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

行。 

單元二 

讀萬卷書，通百

領域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 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

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1.學生能熟練五大閱讀策

略：找重點、抓關鍵、推理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

行。 

解釋、統整摘要、批判思

考。 

2.學生能將語文理解能力應

用於自然、社會、藝術、生

活等文本中。 

3.學生能以口語、圖表或文

字方式統整閱讀內容，提出

觀點或解釋。 

單元三 

走讀家鄉-看見魚

池 

學習表現 

國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

的內容。 

國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

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

作品。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

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1.學生能觀察與描寫自己的

家鄉風情。 

2.學生能理解文章的內容和

寫作特色。 

3.學生能運用多元呈現的方

式(藝術、數位工具)，進行

探究與表達。 

學習內容 

國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

景物間接抒情。 

國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

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

群的關係。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

行。 

單元四 

我的畢業記趣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 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

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1.學生能回憶童年生活經

驗，並具體描述一件印象深

刻的趣事。 

2.學習運用對話、動作、心

理與感官描寫等技巧，使文

章更生動具象。 

3.能掌握敘事文基本結構

（時間、地點、事件、感

受）並進行有條理的書寫。 

4.能在同儕作品中發現優

點，提出具體正向的回饋或

建議。 

5.透過回顧童年經驗與撰寫

文字，深化自我認識，珍惜

成長歷程。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

行。 

 

 

 

 



 

聊齋寫鬼不寫怪—閱讀奇幻 

教學單元設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經典奇幻文學《聊齋志異》為素材，融合文學閱讀、寫作創作與多

媒體應用，藉由富有想像力的鬼怪故事，引導學生探究文本背後的情感與寓意，

進一步培養敘事寫作、藝術表達與批判思考的能力。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來悅好 設計者 高年級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8__節，_320__分鐘 

單元名稱 聊齋寫鬼不寫怪—閱讀奇幻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

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

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

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

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

執行。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哲學思考 

實質內涵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綜合 

教材來源 聊齋誌異白話文 

教學設備/資源 平板、大屏 

學生經驗分析  

學習目標 

1.能理解《聊齋志異》白話文故事內容與寓意。 

2.體會奇幻故事背後反映的人性、倫理或社會現象。 

3.培養觀察與描寫的能力，創作屬於自己的鬼怪故事。 

4.結合科技應用，完成故事集。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提問: 教師提問：「你相信這個世界有鬼嗎？你曾聽過哪些

關於鬼的故事？」 

二、發展活動 

（一）簡介作者 

簡介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的時代背景與寫作特色。 

（二）閱讀白話版本聊齋誌異 

閱讀白話版本的聊齋故事《畫皮》，進行以下討論 

•鬼怪的形象與行為？ 

•故事的情節安排與轉折？ 

•故事想傳達的訊息？ 

三、統整活動 

•小組討論：這些鬼怪故事有什麼共同特徵？什麼讓它們

變得「可怕」或「有趣」？ 

-----第一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展示《聊齋志異》中常見的敘事結構與「反轉」設計。 

 

二、發展活動： 

閱讀白話版本的聊齋故事《聶小倩》，進行以下討論 

1.故事結構教學（人物設定→事件起因→高潮轉折→結局

啟發）。 

2.分析氣氛營造技巧（場景描寫、感官運用、心理描寫）。 

三、統整活動 

教師統整聊齋誌異中的故事寫作手法，引導學生思考怎麼

樣的鬼故事會引人注意想要繼續讀下去。 

-----第二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設計鬼怪腳色 

每人設計一個鬼怪角色，寫下牠的「背景故事」。 

（二）撰寫鬼怪故事 

學生開始撰寫自己的鬼怪故事，內容可真實改編或純屬虛

構，教師巡視指導，提醒情節完整、人物鮮明與氣氛營

造。 

 

-----第三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撰寫鬼怪故事 

學生開始撰寫自己的鬼怪故事，內容可真實改編或純屬虛

構，教師巡視指導，提醒情節完整、人物鮮明與氣氛營

造。 

二、統整活動 

初稿完成後進行同儕互評，使用「兩優一建」回饋法。 

 

-----第四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修改鬼怪故事 

學生根據同儕建議修改文章，完成最終版。 

(二)繪製插圖 

依據故事內容繪製插圖，可以用手繪以及平板繪製。 

(三)電子書製作  

5分 

 

 

 

10分 

 

 

10分 

 

 

 

15分 

 

 

10分 

 

 

30分 

 

 

 

15分 

 

 

15分 

 

10分 

 

 

 

 

 

 

 

 

 

 

 

 

 

 
 

實作評量: 

創作鬼故事 

口語評量: 

踴躍回答教師提問 

 

 

 

 

 

 

 

 

 

 

 

 

 

 

 

 

 

 

 

 

 
 
 
 
 
 
 
 
 



使用 Padlet 或 Canva 製作線上電子書，上傳故事，並可

加入插圖、聲音或小短片。 

-----第五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完成電子書製作  

使用 Padlet 或 Canva 製作線上《鬼怪故事集》電子書，

上傳故事，並可加入插圖、聲音或小短片。 

二、統整活動 

每位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創作亮點與靈感來源，教師統整

學生們的作品做成《鬼怪故事集》。 

-----第六節結束----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附錄(一)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分數轉換：可由授課教師達成共識轉化自訂分數(級距可調整)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學生能完成鬼故事創作。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聊齋

寫鬼

不寫

怪—

閱讀

奇幻 

能依溝通需求，選

用獨特且符合主

題的寫作素材表

達想法。 

能依溝通需求，選

用符合主題的寫

作素材表達想法。 

大致能選用與主

題相關的寫 作素

材表達想法。 

在協助下，大致

能選用與主題相

關的寫作素材表

達想法。 

評 

分 

指 

引 

1.能完整寫出鬼

故事大綱，並發

揮創意運用素材

豐富創作內容 。 

1.能完整寫出鬼

故事大綱，並妥

善運用素材豐富

創作內容 。 

1.能大致完成鬼

故事的創作，並

佐以適當的插

圖。 

1.能在協助下完

成鬼故事的創

作，並佐以適當

的插圖。 

評 

量 

工 

具 

1.實作評量(故事創作) 

分數 

轉換 96-100 91-95 86-90 81-85 



讀萬卷書，通百領域—教學單元設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本課程結合「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與「跨領域文本分析」，透過自然、社會、

藝術與生活相關文章的閱讀，培養學生掌握文本主旨、分析邏輯與批判思考能

力。課程後期引導學生進入「環境保護」議題，透過生命教育哲學思辨的提問方

式，鼓勵學生從不同視角探討生活中的環保議題，發展思辨力與表達力，並培養

對議題的適切情感態度與公民責任感。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來悅好 設計者 高年級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8__節，_320__分鐘 

單元名稱 讀萬卷書，通百領域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

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

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

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

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

執行。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哲學思考 

實質內涵 1.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綜合 

教材來源 1.閱讀文本 

 

教學設備/資源 文本(如閱讀練五功) 

學生經驗分析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熟練五大閱讀策略：找重點、抓關鍵、推理解釋、統整摘要、批判思考。 

2. 學生能將語文理解能力應用於自然、社會、藝術、生活等文本中。 

3. 學生能以口語、圖表或文字方式統整閱讀內容，提出觀點或解釋。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提問:平常是怎麼做閱讀測驗？是用猜的還是有方法？。 

教師統整常見的答題習慣。 

二、發展活動 

（一）題型分析 

介紹五大閱讀測驗常見題型 1.主旨大意、2.細節理解、3.

語詞理解、4.推論判斷、5.圖表解釋、6.分析文本。 

（二）策略講解 

示範閱讀與答題技巧 

 圈畫關鍵詞(人名、數字、轉折語) 

 題幹先看 

 選項比較 

 應用文本線索推敲答案 

三、統整活動 

（一）範例實作 

教師帶領 1 篇短文，一題一題分析解題過程。 

 

-----第一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回顧上堂課的閱讀技巧。 

二、發展活動 

（一）閱讀測驗 

學生依據上堂課的閱讀技巧，進行閱讀測驗答題，完成後

教師引導對答。 

（二）難題解析 

學生分組討論，大家錯最多的題目是什麼?針對該題題

目，進行分析討論，若無難題，則由教師發派題目，請學

生討論題目中的陷阱，學生將討論的結果，寫在

loilonote。 

（三）小組分享 

小組分享錯題的分析，其他組別給予回饋。 

一、統整活動 

教師依據學生的分享統整答題容易被誤導的地方。 

 

-----第二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比答對題目更重要的事，理解文本。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分析 

選擇一篇自然相關的文章，學生閱讀，閱讀後分組討論主

要概念。學生各自提出文本的主題與要點。並將主題和概

念以口語、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表達。 

三、統整活動 

學生分享他們的統整結果，教師提供指導與建議。 

 

-----第三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比答對題目更重要的事，理解文本。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分析 

選擇一篇社會相關的文章，學生閱讀，閱讀後分組討論主

5分 

 

 

 

 

10分 

 

 

 

 

 

10分 

 

 

 

15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5分 

 

 

 

20分 

 

 

 

15分 

 

 

5分 

 

 

 

實作評量: 

完成閱讀測驗 

小組討論報告 

 

口語評量: 

口語方式說出統整閱讀的內容和

個人的觀點。 

 

 

 

 

 

 

 

 

 

 

 

 

 

 

 

 

 

 

 

 

 
 
 
 
 
 
 
 
 



要概念。學生各自提出文本的主題與要點。並將主題和概

念以口語、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表達。 

三、統整活動 

學生分享他們的統整結果，教師提供指導與建議。 

 

-----第四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比答對題目更重要的事，理解文本。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分析 

選擇一篇藝術相關的文章，學生閱讀，閱讀後分組討論主

要概念。學生各自提出文本的主題與要點。並將主題和概

念以口語、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表達。 

三、統整活動 

學生分享他們的統整結果，教師提供指導與建議。 

 

-----第五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比答對題目更重要的事，理解文本。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分析 

選擇一篇自然相關的文章，學生閱讀，閱讀後分組討論主

要概念。學生各自提出文本的主題與要點。並將主題和概

念以口語、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表達。 

三、統整活動 

學生分享他們的統整結果，教師提供指導與建議。 

-----第六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比答對題目更重要的事，理解文本。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分析 

選擇一篇生活「環境保護」相關的文章，學生閱讀，閱讀

後分組討論主要概念。學生各自提出文本的主題與要點。

並將主題和概念以口語、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表達。 

三、統整活動 

學生分享他們的統整結果，教師提供指導與建議。 

 

-----第七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依據上節課討論的生活「環境保護」議題文章，引導學生

思考環境保護議題。 

二、發展活動 

（一）來一場哲學思辨 

思考環保議題，與生活的相關性。思考文章中的環境保護

議題是什麼？這個問題對誰有影響？你在生活中有遇過這

樣的情況嗎? 

（二）小組思考題 

小組思考以下問題，一組負責一題，討論完後，進行發

表，其他組別給予回饋。 

1.為了保護地球，我們應該犧牲一點點自己的方便嗎? 

20分 

 

 

 

15分 

 

5分 

 

 

 

20分 

 

 

 

15分 

 

 

5分 

 

 

 

20分 

 

 

 

15分 

 

5分 

 

 

20分 

 

 

 

 

15分 

 

 

 

5分 

 

 

10分 

 

 

 

 

15分 

 

 



2.地球是我們的，還是所有的生物?我們能主導一切嗎? 

3.做一點點真的有改變嗎?那為什麼還要做? 

三、統整活動 

經過環境議題的思辨後，引導學生思考，提問:經過思辨

後，你對於環境議題的思考角度和態度有什麼改變?請學

生分享。 

 

-----第八節結束---- 

 

 

 

10分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附錄(一)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分數轉換：可由授課教師達成共識轉化自訂分數(級距可調整)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閱讀測驗圖文紀錄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讀萬

卷

書，

通百

領域 

能運用多元工具

或策略閱  讀文

本，並完整統整重

要訊 息。 

能運用多元工具

或策  略閱讀文

本，並統整重 要

訊息。 

大致能運用多元

工具 或策略閱讀

文本，統整 重要

訊息。 

在協助之下，大

致能運用多 元工

具或策略閱讀文

本，統 整重要訊

息。 

評 

分 

指 

引 

能自行繪製表 格

或圖象，內 容正

確且完 整。 

能自行繪製 表格

或圖象， 內容正

確但 不完整。 

能自行繪製表格

或圖象，內容 部

分正確、不完

整。 

能嘗試自行繪 

製表格或圖象，

但內容多有錯

誤，僅能提取少

部分訊息；或在

協助下，繪製表

格或圖像，內容 

部分正確。 

評 

量 

工 

具 

1.實作評量(閱讀筆記圖文紀錄) 

分數 

轉換 96-100 91-95 86-90 81-85 



走讀家鄉-看見魚池—教學單元設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認識家鄉，表達情感」為核心理念，透過閱讀《來去蚵鄉》一

文，引導學生以感官體驗的角度，觀察並描寫自己的家鄉魚池鄉。課程強調從文

本理解到生活連結，再到創意展現的教學流程，讓學生不僅能閱讀、理解別人眼

中的地方，也能學習如何運用語文工具與寫作技巧，詮釋與表達自己對家鄉的觀

察與情感。 

本課程以跨域整合與在地文化探究為教學特色，融入地理、人文、資訊與藝

術素養。從感官觀察單的引導，到小組主題探究與海報簡報製作，再到「魚池風

情地圖」的創作與發表，讓學生透過多元方式學習與表達，培養資訊搜尋、資料

統整、創意表達與口語溝通等多項能力。 

課程設計注重學生的主體性與多元參與，透過小組合作、同儕回饋與成果發

表，不僅增進語文表達能力，更培養學生欣賞他人觀點與反思自我的素養。整體

課程希望達成「從認識他人家鄉，到說出自己土地故事」的目標，讓學生在學習

語文的同時，建立對在地的認同感與文化自信。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來悅好 設計者 高年級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___7__節，_280___分鐘 

單元名稱 走讀家鄉-看見魚池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國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

的內容。 

國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

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

作品。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

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

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

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學習內容 

國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國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

社群的關係。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

執行。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日常生活安全 

實質內涵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綜合 

教材來源 1. 閱讀文本，蚵鄉風情(康軒國語第 12冊)。 

2. 原文<來去蚵鄉> 

 

教學設備/資源 文本、平板、筆記本 

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已閱讀來去蚵鄉文章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觀察與描寫自己的家鄉風情。 

2. 學生能理解文章的內容和寫作特色。 

3. 學生能運用多元呈現的方式(藝術、數位工具)，進行探究與表達。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提問:你知道你的家鄉有什麼特別的風景或文化嗎? 

二、發展活動 

（一）文本導讀 

教師帶領學生朗讀<來去蚵鄉>，並標註文中描述的人、

事、地、產業。 

（二）寫作手法分析 

觀察作者如何運用感官描寫，以及情感的抒發。 

三、統整活動 

教師布達回家作業，拍一張自己最愛的魚池風景，並寫下

形容的句子。  

-----第一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魚池鄉代表性圖片的一部分，讓學生猜測是什

麼?(圖片內容例:日月潭、紅茶、香菇、蘭花、九族文化

村、咖啡等) 

二、發展活動 

（一）家鄉風情配對活動 

學生將圖片與「自然風景」、「特產產業」、「在地人物」等

主題分類。 

（二）小組討論：我們的家鄉和蚵鄉有什麼相同或不同？ 

（三）任務單活動：《我的家鄉五感觀察單》（觀察魚池鄉

的聲音、氣味、顏色、味道與感覺） 

-----第二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延續上節課的任務單活動，教師說出本節課的活動，走出

校園，探訪家鄉 

二、發展活動 

（一）家鄉風情探索 

學生使用平板拍照記錄魚池街上，並將感受記錄在任務

單。 

（二）社區交通安全 

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思考在社區道路上須注意的安全，和

覺知容易發生危險的行為與路口。 

三、統整活動 

教師統整學生的五感觀察單紀錄，並提問在探訪過程中該

注意的安全。 

-----第三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小組分工選題 

每組選擇一個主題，如：魚池的紅茶文化、日月潭的觀光

業、香菇與農村生活、傳統廟會與在地信仰 

5分 

    

 

 

15分 

 

 

15分 

 

5分 

 

 

 

5分 

 

 

 

10分 

 

 

10分 

15分 

 

 

10分 

 

 

 

10分 

 

 

 

10分 

 

 

 

 

5分 

 

 

 

15分 

 

口語評量: 

學生能說出家鄉的特色。 

學生能正確將家鄉風情圖片分

類。 

學生能覺知說出走出校園要注意

的安全。 

 

學習單: 

學生能完成《我的家鄉五感觀察

單》任務單 

 

小組活動評量: 

學生能積極參與小組討論活動 

小組能完整完成魚池風情海報 



（二）資料蒐集任務： 

學生使用學校平板查找資料，課前訪問家人或社區人士，

整理出口述資料或照片。 

二、統整活動 

製作小海報草圖：每組開始設計小海報的內容架構（圖+

文）。 

-----第四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複習《蚵鄉風情》的段落結構（地點介紹→特產描寫→人

情故事→感情收尾）。 

二、發展活動 

（一）寫作練習 

引導學生用以下架構完成文章： 

 • 我的家鄉在哪裡？ 

 • 家鄉有什麼讓我難忘的風景或味道？ 

 • 一個與家鄉有關的人或故事。 

 • 我的心情或感想。 

三、統整活動 

（一）同儕回饋 

學生將作品拍照後放置 padlet，使用「兩個優點＋一個建

議」給予同學回饋寫在 padlet 貼文的下方。 

-----第五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回顧學生在上節課的文章作品。 

二、發展活動 

（一）風情地圖繪製 

每位學生將自己的文章描述畫成一張「我的魚池風情地

圖」。 

（二）小組海報 

結合組內同學的魚池風情地圖，完成海報（可加照片、插

畫、QR code 連結影片等）。 

三、統整活動 

小組準備下一節成果發表的展示方式。 

-----第六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成果展演 

每組輪流上台介紹海報與文章，可搭配音樂或播放小短

片。 

（二）組間回饋 

各組輪流回饋，最後個人寫下自己最喜歡的一組與理由。 

二、統整活動 

（一）回顧與反思 

教師向學生提問請學生說出課程中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第七節結束---- 
 

 

 

 

 

 

20分 

 

 

 

 

 

5分 

 

 

 

 

 

30分 

 

 

 

 

5分 

 

 

 

 

5分 

 

 

15分 

 

 

15分 

 

5分 

 

 

 

15分 

 

 

15分 

 

 

10分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附錄(一)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分數轉換：可由授課教師達成共識轉化自訂分數(級距可調整)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完成議論文體的寫作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走讀

家鄉-

看見

魚池 

文章架構完整，論

點論據明確清楚，

語句流暢，用詞生

動，幾乎沒有錯別

字。 

文章架構基本清

楚，有表達論點論

據，語句通順但略

顯生硬，有些許錯

別字。 

文章架構大致達

成，但段落不清

楚，有表達論點論

據，但說明不清

楚，語句有不通順

或錯字。 

 文章架構模糊，

結構混亂，句子

不完整，錯別字

多。 

評 

分 

指 

引 

1.能明確清楚表

達立場，觀點有

個人特色，全文

聚焦清楚，開頭

與結尾相互呼

應。 

2.能提出兩個以

上具說服力的理

由，內容有條

理、邏輯清楚，

有力支持主張。 

3.段落分明、結

構完整，過渡自

然，語句流暢，

用詞生動，幾乎

無錯別字或語

病。 

1.能清楚表達立

場，主張明確，

但整體略為平鋪

直敘，開頭與結

尾有簡單呼應。 

2.提出兩個理

由，能支持主

張，但說明略為

簡略，仍具一定

邏輯性。 

3.結構基本清

楚，語句通順但

過渡略顯生硬，

有少許錯別字或

用詞不當。 

1.主張尚可理

解，但語句較模

糊，或觀點偏離

主題；開頭或結

尾不完整。 

2.有理由但說明

不足，或僅提出

一個重點；論據

與主張連結較

弱。 

3.結構大致成立

但段落不清楚，

語句有不通順或

錯字問題，略影

響理解。 

1.立場不清楚，

觀點模糊或與題

目無關，文章主

軸混亂。 

2.理由不足或與

主張無關，缺乏

說理內容，讓人

無法理解觀點的

依據。 

3.結構混亂，句

子不完整、錯別

字多，難以理解

全文內容。 

評 

量 

工 

具 

1.實作評量(寫作) 

分數 

轉換 96-100 91-95 86-90 81-85 



我的家鄉五感觀察單 

姓名：__________ 觀察日期：__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 

請用你的五種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膚——細細觀察你的

家鄉，並將你所「看見、聽見、聞到、嚐到、觸摸到」的事物記錄下來。 

            

一、我看見了（視覺） 

你看到的景物、顏色、動植物、人們活動等 

＿＿＿＿＿＿＿＿＿＿＿＿＿＿＿＿＿＿＿＿＿＿＿＿＿＿＿＿＿＿＿＿

＿＿＿＿＿＿＿＿＿＿＿＿＿＿＿＿＿＿＿＿＿＿＿＿＿＿＿＿＿＿＿＿ 

＿＿＿＿＿＿＿＿＿＿＿＿＿＿＿＿＿＿＿＿＿＿＿＿＿＿＿＿＿＿＿＿ 

二、我聽見了（聽覺） 

你聽見的聲音：自然聲、人聲、交通聲、生活聲等 

＿＿＿＿＿＿＿＿＿＿＿＿＿＿＿＿＿＿＿＿＿＿＿＿＿＿＿＿＿＿＿＿

＿＿＿＿＿＿＿＿＿＿＿＿＿＿＿＿＿＿＿＿＿＿＿＿＿＿＿＿＿＿＿＿ 

＿＿＿＿＿＿＿＿＿＿＿＿＿＿＿＿＿＿＿＿＿＿＿＿＿＿＿＿＿＿＿＿ 

三、我聞到了（嗅覺） 

空氣中有什麼氣味？是花香？食物香？泥土味？ 

＿＿＿＿＿＿＿＿＿＿＿＿＿＿＿＿＿＿＿＿＿＿＿＿＿＿＿＿＿＿＿＿

＿＿＿＿＿＿＿＿＿＿＿＿＿＿＿＿＿＿＿＿＿＿＿＿＿＿＿＿＿＿＿＿ 

＿＿＿＿＿＿＿＿＿＿＿＿＿＿＿＿＿＿＿＿＿＿＿＿＿＿＿＿＿＿＿＿ 

 

 



四、我嚐到了（味覺） 

家鄉有哪些好吃的東西？味道是甜、酸、苦、辣、鹹？ 

＿＿＿＿＿＿＿＿＿＿＿＿＿＿＿＿＿＿＿＿＿＿＿＿＿＿＿＿＿＿＿＿

＿＿＿＿＿＿＿＿＿＿＿＿＿＿＿＿＿＿＿＿＿＿＿＿＿＿＿＿＿＿＿＿

＿＿＿＿＿＿＿＿＿＿＿＿＿＿＿＿＿＿＿＿＿＿＿＿＿＿＿＿＿＿＿＿ 

五、我摸到了（觸覺） 

你摸到什麼？它是熱的？冷的？粗的？滑的？軟的？硬的？ 

＿＿＿＿＿＿＿＿＿＿＿＿＿＿＿＿＿＿＿＿＿＿＿＿＿＿＿＿＿＿＿＿

＿＿＿＿＿＿＿＿＿＿＿＿＿＿＿＿＿＿＿＿＿＿＿＿＿＿＿＿＿＿＿＿ 

＿＿＿＿＿＿＿＿＿＿＿＿＿＿＿＿＿＿＿＿＿＿＿＿＿＿＿＿＿＿＿＿

小小任務-請選一項你最有感覺的觀察，寫一段小小描述並畫一張插圖： 

＿＿＿＿＿＿＿＿＿＿＿＿＿＿＿＿＿＿＿＿＿＿＿＿＿＿＿＿＿＿＿＿

＿＿＿＿＿＿＿＿＿＿＿＿＿＿＿＿＿＿＿＿＿＿＿＿＿＿＿＿＿＿＿＿ 

＿＿＿＿＿＿＿＿＿＿＿＿＿＿＿＿＿＿＿＿＿＿＿＿＿＿＿＿＿＿＿＿

＿＿＿＿＿＿＿＿＿＿＿＿＿＿＿＿＿＿＿＿＿＿＿＿＿＿＿＿＿＿＿＿ 

 

 

 

 

 

 

 



我的畢業記趣—教學單元設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學生熟悉的成長經驗為素材，延續《兒時記趣》的學習歷程，引導

學生回顧自身童年回憶，進行一系列富有情感與創造力的敘事寫作。課程強調

「從生活出發、以經驗為本」，透過記憶雷達圖、寫作技巧練習與同儕互評，幫助

學生將抽象的回憶具體化，並在過程中學習描寫技巧與修辭運用。 

教學設計重視「引導思考—技巧實作—創作完成—發表回饋」的歷程學習，期望

學生不僅能書寫出動人的作品，更能在表達與傾聽中認識彼此，共同建構畢業前

的回憶與情感連結。課程最後以「畢業記趣發表會」與「留言牆」作為情意統

整，讓寫作成為回顧童年與展望未來的重要儀式。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來悅好 設計者 高年級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4__節，_160___分鐘 

單元名稱 我的畢業記趣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

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

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

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學習內容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

的。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

執行。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哲學思考 

實質內涵 
1.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斷，分

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綜合 

教材來源 1.閱讀文本 

 

教學設備/資源 文本、平板、筆記本 

學生經驗分析 先前已有閱讀過經典文學，論語、孝經等。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回憶童年生活經驗，並具體描述一件印象深刻的趣事。 

2.學習運用對話、動作、心理與感官描寫等技巧，使文章更生動具象。 

3.能掌握敘事文基本結構（時間、地點、事件、感受）並進行有條理的書寫。 

4.能在同儕作品中發現優點，提出具體正向的回饋或建議。 

5.透過回顧童年經驗與撰寫文字，深化自我認識，珍惜成長歷程。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教師連結上學期兒時記趣的篇章及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

屬於自己的兒時記趣，教師提問：「你還記得小一時的自

己是什麼樣子嗎？」播放懷舊小影片或照片（如學校活

動、低年級畢業照），喚起記憶。 

二、引導活動： 

發給每人一張「童年回憶雷達圖」（從人、事、地、物、

感覺五方向發展） 

學生獨立或小組討論，填寫記憶片段。 

三、統整分享： 

指名幾位學生分享最印象深刻的一項童年趣事或場景。 

-----第一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1. 教師導入 

教師展示幾段改寫自《兒時記趣》的片段，帶學生觀察： 

•使用了哪些寫作技巧（如生動動作、情感轉折、幽默描

寫） 

 2. 技巧練習： 

學生選一項記憶，嘗試用「對話＋心理描寫」或「動作＋

感官描寫」寫成短段落。 

二、統整活動 

1.小組互評： 

同儕交換段落，找出其中最生動的描述並寫下稱讚或建

議。 

 

-----第二節結束---- 

一、引起動機 

回顧前兩節課所喚起的記憶，教師在透過提問提供寫作架

構： 

•回憶時間與場景（例：一年級某天） 

•發生了什麼趣事？（具體描寫） 

•你當時有什麼感覺？現在又有什麼想法？ 

二、發展活動 

獨立寫作 

學生完成草稿，教師巡視指導。 

三、統整活動 

 配對回饋 

配對進行「同儕回饋單」填寫：如「哪句描寫最精彩？」

「可以再補充什麼細節？」 

 

-----第三節結束---- 

一、發展活動 

（一）文章修飾 

學生針對教師和同儕給予的回饋，補充修改文章。 

（二）畢業記趣發表會 

1. 排練發表： 

教師引導學生挑選段落練習朗讀（可搭配背景音樂或照片

投影） 

 2. 發表活動： 

學生上台發表，同學給予回饋說出三個優點。 

 

 

 

 

 

 

 

 

 

 

 

 

 

 

 

 

 

 

 

 

 

 
 
 
 
 
 
 
 
 

口語評量： 

學生能具體描述一件印象深刻的

趣事。 

 

實作評量： 

學生能完成我的童年記趣文章。 

學生能完成同儕回饋單，提供具

體正向的回饋與建議。 

 

 

 

 

 

 

 

 

 

 

 

 

 

 

 

 

 

 

 

 

 
 
 
 
 
 
 
 
 



二、統整活動 

教師提問：「如果要把這篇文章送給未來的自己，你會想

附上什麼話？」學生寫一句話貼在「畢業記趣留言牆」

(padlet 留言板)上。 

-----第四節結束----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附錄(一)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分數轉換：可由授課教師達成共識轉化自訂分數(級距可調整)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完成我的畢業記趣寫作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我的

畢業

記趣 

文章架構完整，語

句流暢，用詞生

動，幾乎沒有錯別

字。 

文章架構基本清

楚，語句通順但略

顯生硬，有些許錯

別字。 

文章架構大致達

成，但段落不清

楚，說明不清楚，

語句有不通順或

錯字。 

 文章架構模糊，

結構混亂，句子

不完整，錯別字

多。 

評 

分 

指 

引 

段落分明、結構

完整，過渡自

然，語句流暢，

用詞生動，幾乎

無錯別字或語

病。 

結構基本清楚，

語句通順但過渡

略顯生硬，有少

許錯別字或用詞

不當。 

結構大致成立但

段落不清楚，語

句有不通順或錯

字問題，略影響

理解。 

結構混亂，句子

不完整、錯別字

多，難以理解全

文內容。 

評 

量 

工 

具 

1.實作評量(寫作) 

分數 

轉換 96-100 91-95 86-90 81-85 



《畢業記趣》寫作回饋單   班級:        姓名: 

請仔細閱讀同學的文章，針對以下項目給予具體的回饋： 

 1. 我最喜歡的句子是： 

（請寫出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描述句，並說明為什麼你喜歡它） 

 

＿ 

 2. 我感受到的畫面或情緒是： 

（請描述你在閱讀時，腦中浮現的畫面或感受到的情緒） 

 

＿ 

 3. 我覺得可以再補充的部分是： 

（可以是事件發展、細節描寫或感受表達） 

 

＿ 

 4. 總體回饋： 

□ 結構清楚 

□ 描寫生動 

□ 情感真摯 

□ 有趣好玩 

□ 可以再修飾細節 

（可勾選多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