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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 國語 授課者 柯宜玫 

實施班級 三年 5班 課程實施 第一節， 40 分鐘 

授課時間 2021/12/30 10:30-11:10 授課地點 305 教室 

課程名稱 第十一課 一路平安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 

1-II-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

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語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能注重禮貌，並養

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提

升閱讀效能。 

4-II-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1,800字，使用

1,200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量。 

4-II-4 能分辨形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

頓挫與情感。 

5-II-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

念。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

進對文本的理解。 

6-II-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標點符號。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

力。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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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

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

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

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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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Ab-II-1 1,8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

義。 

Ab-II-2 1,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II-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

義功能。 

Ab-II-4 多音字及多義字。 

Ab-II-5 3,0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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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6 2,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II-1 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和簡單結構。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構。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生命教育【靈性修養】 

家庭教育【家人關係與互動】 

生涯規劃教育【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實質 

內涵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自己從他

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社會 

教材來源 翰林版國語課本第五冊 

教學設備／ 

資源 

1.國語課本。 

2.國語習作。 

3.繪本《好忙的除夕》 

4.投影設備、電子書。 

學習目標 

一、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文主要的大意。 

二、能具有同理心，並有禮貌的說話。 

三、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與字的空間結構。 

四、能運用推論與預測等策略，理解課文文意。 

五、能利用基本句型完成句子並應用。 

六、能認識標點符號的用法，並正確使用。 

七、能專心聽出文章的重點，培養聆聽的態度。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分）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節 

一、主題思考 

（一）教師提出問題，請學生自由分享個人經驗。 

問 說一說，除夕時你們在做些什麼事情呢？ 

答 除夕的時候我們會貼春聯、吃年夜飯、領

紅包……。 

問 除夕是團圓的日子，但有些人卻因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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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專注聆聽 

 

能用清晰完

整的語句表

達自己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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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與家人吃年夜飯。想一想，有哪些

人因為要服務大家而無法與家人團聚

呢？ 

答 警察、消防員、醫生、火車駕駛……。 

問 這些人為什麼要在除夕夜工作？如果沒

有他們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答 為了要讓大家在除夕時平安順利的與家

人團圓。如果沒有駕駛，大家會沒有車可

以坐；生病了沒有醫生看；沒有人指揮交

通和抓壞人……。 

教師可先帶領學生閱讀《好忙的除夕》，喚起學生

經驗。但因「過年」會做的事情在一年級已討論過，

所以這兩課要將重點放在「付出」、「關懷」以及「家

人」的重要。 

（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課名與單元主題的關係。 

問 本課的課名是「一路平安」，想一想，什

麼時候會說這句話？ 

答 親友要出門的時候、搭交通工具的時

候…… 

問 「一路平安」和單元主題「美好的祝福」

有什麼關係？ 

答 「一路平安」是祝福出門在外的人在旅途

中平安順利，是對旅人美好的祝福。 

 

 

口頭評量 

 

法 

 

能觀察圖片

並清楚回答

教師提問 

二、概說全文 

（一）教師提出課文題目，引導學生思考。 

問 想一想，「一路平安」是什麼意思？ 

答 「一路平安」是旅途順利安全的意思，是

祝福出門在外的人。 

問 什麼時候會看到或是聽到「一路平安」這

句話？ 

答 在車站或火車上的廣播會聽到；從阿公家

要開車回家的時候，阿公阿嬤會說；在機

場和車站送行的人也常會說這句話。 

（二）學生自行默讀課文，比較課文和自己想法的異

同。 

問 課文的敘述和你原本的想法有什麼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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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用清晰完

整的語句表

達自己的想

法 

 

能專注聆聽 

 

能回答本課

重點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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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課文裡「一路平安」是修車師傅一家人對

作者他們說的；但這一單元在講過年，所

以我原本以為會是親人之間說的。 

答 因為課名是「一路平安」，所以我以為一

路上會很順利，沒想到半路車子會壞掉。 

（三）教師彙整學生的回答，引導學生說出全課重點。 

問 為什麼作者他們可以順利的繼續上路？ 

答 因為修車師傅幫他們把車修好了。 

問 想一想，為什麼修車師傅願意犧牲自己和

家人吃年夜飯的時間，幫他們修車？ 

答 因為修車師傅很貼心，能站在作者的角度

為他們著想。如果車子沒修好的話，他們

就不能及時趕回家和家人團圓、一起吃年

夜飯。 

三、朗讀課文 

（一）分段朗讀：學生標示自然段後，分組（個別）

朗讀。 

（二）流暢性指導：教師分段指導，修正學生朗讀錯

誤的地方。 

1. 漏讀的字詞：提醒以指讀方式再重讀一次。 

2. 誤讀的字詞：「爸爸急忙朝著修車廠跑過去」

的「朝」讀ㄔㄠˊ，不是ㄓㄠ；「嬸嬸」要

讀ㄕㄣˇ ˙ㄕㄣ。 

3. 錯誤的斷句：教師示範正確的讀法，學生模

仿。 

例：「爸爸的車子只有一個小零件壞了」應

讀做「爸爸的車子／只有／一個小零件壞

了」。 

（三）全文試讀：教師請學生以自然的速度嘗試朗讀

課文（全班讀、分組讀、個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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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能正確朗讀 

四、學習回顧 

（一）教師引導學生分享「概說全文」的心得。 

1. 看到課名要想一想。 

2. 比一比課文和自己的想法有什麼不一樣。 

（二）請學生說出最喜歡哪位同學發表的及理由。 

 

 

5  

口頭評量 

 

 

能回想自己

的學習，說出

喜歡哪位同

學的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