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單 

一、設計理念 

(一)本單元單以「甜蜜的家」為主軸，小朋友有屬於自己的家，大自然中的每個動植物也都

有他們溫暖的家。透過認真觀察、仔細傾聽、用心體會，讓孩子發現:家人的鞋子依偎排

放在一起，也像是甜蜜的一家人。藉由課文學習，體會一家人相聚的樂趣和溫暖。 

(二)學生對家庭結構有概念，具備與家人相處的經驗，可以說出同住的家人，和家人一起做

的事，也對動植物的家(棲息地)有初步的認識，了解生活物品擺放的地方就是它們的家。

孩子學習時喜歡口語發表，有很多生活經驗和想法希望跟大家分享，有時會偏離主題重

點。但因為發表踴躍，不耐等待，沒舉手就自己說話或跟鄰座同學分享。 

(三)核心素養的展現：理解象徵家人的物品，感受童詩帶來家的感受，適切的速度朗讀表達

詩的感受。 

(四)學習重點：第一大單元「生活點滴」的童詩與記敘文的學習，從感受到想像；第二大單

元「甜蜜的家」延續童詩與記敘文的教學，加上想像和感受，整個學習內容是延續且加

深的。本課內容是童詩，從生活經驗出發，每天都會回家，把家給孩子的抽象感受具體

化，重複字句給人節奏感，經過對語詞的了解，孩子能用適切的速度和語句朗讀，呈現

對詩句內容的理解。 

(五)議題融入「家庭教育」中的家人關係與互動，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跨

領域整合一下數學的「圖形與分類」。 

(六)重要教學策略:提問討論，回答問題，圖像聯想，朗讀；以口語評量和實作評量為主。 

二、單元架構 

鞋―文體:詩歌 

        內容:家人回家脫下的鞋子，靠在一起，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港口，享受家的溫暖。 

        形式:家人回家脫鞋後的鞋子景象，想像成一家人靠在一起，又把鞋子比喻成船，道出回 

                 家溫暖的感受。 

       教學亮點:A(哪些地方)像 B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吳淑容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總節數 共 1 節，40 鐘 

單元名稱 鞋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I-2 能學習聆不同媒

材，寫出聆聽內容。 

 5-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

本。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

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

與內容重述。 

核心 

素養 

● 國 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

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

受。 

● 國 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

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 

 

學習內容 

 Ac-I-3 基本文具的語氣與

意義。 

 Ad-I-3 故事、童詩的學

習。 



 Aa-I-5 標注注音符號的各

類文本。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家庭教育」/家人關係與互動 

實質內涵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一下數學的「圖形與分類」 

教材來源  一下國語課本第四課(康軒版)P32~41  
  

學習目標 

 能覺察詩歌中語詞的特性，運用適切的語氣，有節奏的朗讀。。 

 連結課文、插圖與生活經驗，理解課文語詞，表達想法。 

 能說出什麼地方是動植物和物品的家。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一、引起動機 

開場白:小朋友今天都是從家裡出發來到學

校上課，我們班的寶貝大部分都住在員林

市，就近到員東國小上學。所以，你們的

家在員林。但有些寶貝的家不在員林，像

咨叡和玹正的家在大村，子祐的家在花

壇，炘惟最近跟阿公阿媽住在埔心。所

以，每個人的家的位置都不同。 

(1) 小朋友很喜歡動物，我們來看看課本第

32、33 頁的圖，這裡有許多小動物，猜

猜牠們住在哪裡? 

(2) 小鳥住在樹上，換句話說:大樹，是小鳥

的家。 

(3) 那松鼠呢?白鵝呢?青蛙呢?… 

(4) 換成我們教室裡的物品，哪裡是剪刀的

家?哪裡是故事書的家?時鐘、粉筆、鉛

筆、課本、牙刷、作品…。 

(5) 我們回到家後，哪裡是鞋子的家? 

二、發展活動 

(1) 猜猜看:老師拿出三雙大小不同的鞋子，

說明這是同一家人的鞋子，請學生猜猜

各是誰的鞋子? 

(2) 聆聽並記憶:猜完先不公布答案，請學生

仔細聆聽、觀看和記住，由老師邊朗

讀，邊用鞋子演出課文內容(如果需要，

可朗讀演出兩次)。 

(3) 說出聽到的句子:舉手回答自己記住的句

子(別人說過的不要再說)。 

 

 

 

 

 

 

 

 

 

 

 

 

口語評量:能依換句話說的句型，

說出動物的家、生活物品的家。 
 

 

 

 

 

 

 

口語評量:說出誰是鞋子的主人。 

 

 

專注聆聽 

 

 

 

口語評量:說出自己記得的句子。 

 

 
 
10 分

鐘 

 
 
 
 
 
電子書

布幕 

投影機 

 
 
 
 
 
 
 
 
24 分

鐘 

 
 
 
 
 
 
 



(4) 請把上面同學說的句子，再次串成課

文。 

(5) 讀課文:請大家翻開課本第四課(34、35

頁)，提示每次讀的重點。 

① 快快讀，讀流暢(自己讀，重複出現

的詞句用鉛筆在旁邊畫線)。 

說一說，有那些重複的詞句? 

(回家、把鞋脫下、大大小小的鞋、

大大小小的船) 

說一說，重複的句子有什麼感覺? 

(有節奏感、好讀、容易記住、印象

深刻…) 

② 慢慢讀，讀不懂(不懂的語詞打三角) 

說一說，有那些語詞不懂?  

(見聞、港口、享受、溫暖) 

③ 好好讀，讀生動(教師說明重複的地

方可以用不同音調、不同速度來加

強語氣與節奏感)。 

(6) 美讀課文:老師示範帶領學生朗讀。再進

行小組朗讀、個人朗讀。 

三、總結活動 

(1) 家人回到家，都會先做什麼事?  

(2) 鞋靠在一起，像在做什麼? 

(3) 鞋像船，為什麼要回到港口? 

(4) 請把前面三個問題，用完整句試說出

大意? 

 

 

 

 

 

 
 

 

 

 

 

 

 

 

 

口語評量:注意詞語的重複性，以

適切的語氣有節奏的朗讀。 

 

 

 

口語評量:注意課文插圖與課文訊

息來回答問題，並練習說課文大

意。 

 
 
 
 
 
 
 
 
 
 
 
 
 
 
 
 
 
 
 
6 分鐘 

 
 
問題長

條卡 

教學設備/資源： 

● 投影機、電子教科書、長條卡、鞋三雙。 

參考資料： 

● 林武憲詩作原文。 

附錄： 

●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整個教學的開場白，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切入，班上孩子的家在不同鄉鎮、不同位置，再帶

入孩子喜歡的動物，猜猜看、找找看，牠們的家在哪裡。提出的動物不是憑空想像，而是

從第二大單元的主題扉頁圖片進入，小鳥、松鼠、白鵝、青蛙、蜜蜂、蝴蝶、小雞；接著

帶入教室物品的家在哪裡，如常見的剪刀、鉛筆、課本、故事書、時鐘、粉筆…，最後帶

入回到家後，哪裡是鞋子的家，緊扣第四課要上的內容―鞋，過程頗為流暢。 

 內容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很有感覺，所以發表踴躍。 

 用三雙鞋子演出課文詩歌的內容，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專心聆聽。所以在複述句子時，

可以順利的將它串成課文。這是利用具體物連結學習內容，讓學生容易記憶。 

 希望學生能了解詩歌中重複語句的節奏感、輕快、好讀、易記，所以在第一節課就做美讀



課文的指導，有的孩子已能捉住朗讀要領，以後多練習，表現會更好。 

 總結活動要學生說出課文大意，配合課文三段結構，提出三個問題，問題書寫呈長條卡呈

現，可幫助學生使用完整句回答。最後總結三題答案串成大意時，有所依據，不會忘了前

面問什麼問題，所以學生能很快用完整句說出整課大意。在教學上，問題長條卡幫助很

大。 

 課程結束前，問學生今天課程的主題是什麼?有人說「鞋」，有人說「船」，給學生提示課

文最後一句(不論鞋或船，都是要帶出「家」的概念)和單元扉頁，學生發現跟「家」有

關，而且是令人喜歡的家，所以是「甜蜜的家」。老師大大的誇讚全班會思考、上課很專

心。 

 今天的教學時間掌控的剛剛好。平日的教學常無法完成預定的進度，因為學生發表踴躍，

有時容易偏離主題。這節課考量到時間和學生容易亂發言的部分，刪去了原來設計中的

「猜猜看:三雙鞋子各是誰的」這個活動，直接進入利用鞋子演出課文內容的部分，算是成

功。 

 在原本的設計中，有書寫句子的評量，但因考量學生書寫速度太慢，會影響課程進行的節

奏，所以最後把它拿掉，改成口頭發表評量。事後證明這樣的更改是合宜的。 

 整節課學生的情緒都是高昂的，但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發現有分神的孩子，會盡量走

到他身旁，大多有改善。 

 觀課老師們給的回饋是:整節課教學時間掌控的非常恰當，學生舉手回答踴躍，都能針對問

題來回答，抓到重點，學生思考靈活，答案多元；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老師能立刻

協助澄清，或者聽聽別人的答案，然後修正或複述；教學節奏流暢。 

 第一次做 108 課綱的教學公開觀課，事前真的很緊張，做教學活動設計時，要考慮到教學

時間、內容的多寡、學生是否能吸收；要設想教學過程中，每一個提問，依學生不同的特

性可能的反應，要如何因應、修正。運用鞋子呈現課文也是第一次，要如何表演比較恰

當，事前也練習好幾次，家人當觀眾，請他們提供意見；開場白也練習了數次，希望不會

吃螺絲。同事說:你都老鳥了，還會緊張。對，還是會，凡事都要做足準備才能上場，不是

嗎?這次的經驗，好像回到學生時代，準備教學觀摩的感覺，但又感覺比較輕鬆，不必

「演」很大，平常心，如實呈現教學的日常，只是要比平常做更精準的掌控。感謝 108 課

綱，讓我有機會省思自己的教學，有機會學習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