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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村上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設計 

一、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 設計者 鐘淑慧 

單元名稱 第六課田裡的魔法師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五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學生已會分自然段，尚無法準確將自然段中，敘說相同事情的段落歸納為意義

段。 

2.學生這學期已開始寫預習單，練習從課文文本找出相關訊息，回答預習單中的

提問，可直接提取訊息，但回答問題敘寫上不夠完整，對於詮釋整合、比較評

估、推論訊息的掌握不熟悉。 

設計依據 

領域核心素養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

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

的範疇，並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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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4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效能。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4-Ⅲ-3 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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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Ab-Ⅲ-7 數位辭典的運用。 

Ad-Ⅲ-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Bc-Ⅲ-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課程目標 

一、能閱讀課文，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做整理歸納。 

二、聆聽同學口述田裡的魔法師課文內容，表現良好的聆聽態度。 

三、能閱讀與農業方面相關的人物傳記，並口述閱讀後的想法。 

四、理解本課的詞語，習寫本課生字、詞語，分辨本課詞語的意義及用法。 

五、能找到課文中特寫人物、景物的相關內容，並朗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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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欣賞課文中描寫過去與現在對比的文句內容，並練習寫作。 

七、能察覺自己的興趣，進一步探索與付出，並學習推己及人的生命態度。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在預設的情境中，運用「……於是……」來造句，加深對承接複句的認

識。 

教學設備／資源 國語五上電子教科書 

參考資料 康軒版國語五上課本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

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1 第 1節課 引導活動、課文朗讀、試說大意 

 2 第 2節課 生字詞語教學、習作指導㈠㈡ 

 3 第 3節課 課文美讀、說話教學 

v 4 第 4節課 內容深究、習作指導㈤ 

 5 第 5節課 閱讀教學、習作指導㈥ 

 6 第 6節課 形式深究、寫作教學、習作指導㈢ ㈣ 

 （三）教案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四節 授課時間 40 分鐘 

學習表現 

1-Ⅲ-4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效能。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學習內容 

Ad-Ⅲ-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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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一、能閱讀課文，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做整理歸納。 

二、聆聽同學口述田裡的魔法師課文內容，表現良好的聆聽態度。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第四節課開始~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影片、電子書 

  (二)學生：課本、預習單 

二、引起動機： 

1.跟著教師，課文分段美讀。 

2.教師先讓學生複習課文各段內容，論述自己預習單上的內

容，以利接下來的共同討論。 

 

 

 

 

 

2 分鐘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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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各組學生上臺報告討論結果。 

【發展活動】內容深究 

一、教師提問，並鼓勵學生回答。 

1.課文第一段的畫面，讓你聯想到什麼？作者在這一段裡頭，

有揭示主角的名字嗎？這樣的寫法讀起來有什麼特別的效

果？（第一段寫出一位老先生認真觀察某個發芽植物，又被

小朋友親切的喊著「西瓜爺爺」，這樣的描述讀到老人的慈愛

和樂於與人們親近。作者在第一段沒寫出主角的名字，用非

常仔細的描寫，讓我們看到主角的動作神態，與其他人互動

的情景，讓讀者對於這個人物更加的好奇。）4.比較評估 

2.從哪些描述，可以知道陳文郁的成就？（西瓜爺爺就像田裡

的魔法師，擁有一雙神奇的手，他總共培育出兩百多種新品

種西瓜，不僅外銷許多國家，而且全世界的西瓜種子，有四

分之一出自他精心的培育，真不愧是「西瓜大王」！）1.提

取訊息 

3.人們對蔬果的喜好，是陳文郁研發的靈感，課文中舉了哪些

例子？（課文舉了因為有人希望西瓜裡頭沒有籽，所以研發

無籽西瓜；因為以前的冬瓜太大，現在的小家庭需要的是「迷

你冬瓜」；因為小孫子不愛吃番茄，所以研發聖女小番

茄……。）1.提取訊息 

4.說一說，陳文郁成功的原因是什麼？（他對培育種子的堅持

與熱情，不辭辛勞的走訪各地的農田，探究種子生長的最佳

環境，而且他不斷的動腦筋，找出改良品種的方法，更大方

的跟世界各地的農民分享他的成果。）3.詮釋整合 

5.陳文郁為什麼會建構「一粒種子，一個責任，無限希望」的理

想？（因為他研發的蔬果新品種能造福農民，改變農民的生

活，讓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因此，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

每粒種子都含有無限的希望。）2.推論訊息 

6.作者想藉這篇故事，傳遞出哪些值得學習的典範？（例如：

人要了解自己的興趣，努力完成夢想，並且做些對他人有利

的事情。）4.比較評估 

【總結活動】 

一、歸納本節學習內容： 

1.陳文郁是小朋友口中的「西瓜爺爺」，也是臺灣的「西瓜大王」。 

2.他培育出一千多種蔬果品種，供應給世界各地的農民。 

3.他秉持發展農業的理想，幫助改善農村的生活，並讓全世界

看到臺灣農業改良的驚人實力。 

二、習作指導 

1.請學生讀題目，理解題目要問的重點。 

2.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答案。 

三、讓學生回家完成習作第五大題。 

 

 

 

 

 

 

 

 

 

 

25 分鐘 

 

 

 

 

 

 

 

 

 

 

 

 

 

 

 

 

 

5 分鐘 

 

 

 

 

 

 

 

 

 

 

‧評量方式：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發表評量 

學習任務說明 

‧訂正預習單。 

‧回家作業：完成國語習作第五大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