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領域五上第參單元第九課教案 
領域/科目 國語 設計者 鄭又豪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_第1節，共5節 

名稱 第九課〈尋找藝術精靈〉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Ⅲ-3 判斷聆聽內容的合理性，並分辨事實或意見。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4-Ⅲ-1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 2,700 字，使用 2,200 字。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5-Ⅲ-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與表達效果。 

5-Ⅲ-10 結合自己的特長和興趣，主動尋找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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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國-E-A1 認識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識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

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

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

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

本素養。 
學
習
內
容 

Ab-Ⅲ-1 2,7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意義。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Bc-Ⅲ-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識、產

品、環境等。 

Bc-Ⅲ-4 說明文本的結構。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生命教育 

E13 生活中的美感經驗。 

●閱讀素養教育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戶外教育 

E6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環境處處是美。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藝術領域 

教材 

來源 
●南一版國語五上(第九冊)第參單元第九課 

教學設

備/資源 

●課本、習作 

●電子書 

學習目標 

認知： 

1.認識說明文的寫作架構。 

2.認識公共藝術的特性。 

技能： 

1.學習觀察生活環境、描寫環境的技巧。 

2.學會蒐集公共藝術相關資料，豐富美的內涵。 

情意： 

1.能從各種角度欣賞公共藝術之美。 

2.能從欣賞，進而主動發掘公共藝術之美。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壹、引起動機、段落大意、課文大意（共 40 分鐘） 

【活動 1-1】引起動機 

●提問引導： 

1.詢問學生是否到過臺北捷運信義線欣賞公共藝術品？ 

2.詢問學生生活周遭有哪些公共藝術品？ 

3.詢問學生這些公共藝術品帶來怎麼樣的感受？ 

4.教師播放介紹臺北捷運信義線的公共藝術品影片，讓學生欣

賞。 

【活動 1-2】段落大意提問 

一、教師以「提問歸納」的方式依課文內容進行重點提問，指導學

生從課文中找出重要訊息，並請學生運用完整句子進行回答。 

第一段：設置在捷運站的藝術品有什麼作用？我們如何認識它

們？（藝術品帶給周遭環境獨特的面貌，只要走進捷運

站，就能與這些藝術品對話、交流。） 

第二段：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有哪些公共藝術品？它們的造型和

想傳達的概念是什麼？（大安森林公園站裡，銀色短腿

蛙拿著拉環，張嘴噴水，要傳達藝術能淨化心靈；鑄銅

長腿蛙一派輕鬆的模樣，要提醒忙碌的人們悠閒的觀察

大自然。） 

第三段：捷運大安站有哪項公共藝術品？它的造型和想傳達的概

念是什麼？（大安站的飛天傳奇上面貼著愛心造型的不

鏽鋼片，可以像鏡子一樣照出人們的影像及身邊環境，

傳達愛能包容一切。) 

第四段：捷運信義安和站有哪項公共藝術品？它的造型和想傳達

的概念是什麼？（信義安和站的水城臺北用流線型線條

代表臺北的河流，用剪紙表現臺北的特色建築，讓我們

了解臺北城的歷史。） 

第五段：親近公共藝術可以得到什麼，我們應該怎麼做？（親近

公共藝術可以從中思考它們想傳達的訊息，省思人與環

境的關係，我們不妨多去拜訪它們。） 

二、教師請學生將其所回答的各段大意，以簡潔的文字串連成本課

大意。 

公共場所的藝術精靈，可以為我們的生活環境營造出獨特的風

貌。以臺北捷運信 義線的藝術精靈為例，介紹了大安森林公園站

的青蛙雕塑、大安站的飛天傳奇及信義安和站的水城臺北。最後，

希望大家能放慢腳步，到全臺各地拜訪，感受藝術精靈想傳達的訊

息。 

～第一節結束/共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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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口語發表。 

 

 

 

 

 

 

 

 

 

 

 

 

 

 

 

 

 

 

 

 

●口語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