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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教案 

教案名稱 第十一課 幸福湯圓  教學設計者 二年級教學群 

學習領域 國語 教學對象 二年級學生 

教學節數 6節(共 240分鐘)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語二上

(第三冊)第肆單

元第十三課 

教學目標 

1.透過提問概覽全文，認識日記書寫格式。 

2.學會本課生字、語詞。  

3.透過繪本導讀瞭解冬至吃湯圓的習俗。 

4.透過提問理解課文文句並整理出課文大意。 

5.能透過五感觀察並運用聯想，描述吃湯圓的感受。 

6.能按照日記的格式，配合情境寫出一篇日記。 

核心 

素養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

認同自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學習 

表現 

1-I-1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1-I-3能理解話語、詩歌、故事的訊息，有適切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2-I-1以正確發音流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2-I-3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3-I-3運用注音符號表達想法，記錄訊息。 

4-I-1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000字，使用 700字。 

4-I-2利用部件、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I-2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I-5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6-I-2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作材料。 

6-I-3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 

6-I-4使用仿寫、接寫等技巧寫作。 

6-I-6培養寫作的興趣。 

學習 

內容 

Aa-I-5標注注音符號的各類文本。 

Ab-I-1 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I-2 7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I-4常用字部首的表義(分類)功能。 

Ab-I-6 1,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I-1常用標點符號。 

Ac-I-2簡單的基本句型。 

Ad-I-1自然段。 

Bb-I-3在生活應用方面，如自我介紹、日記的格式與寫作方法。 

Ca-I-1 各類文本中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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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看圖說話》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請學生觀察圖片，發表由圖中看到什麼東西。 

 (二)教師提問：  

1.第 95頁中的媽媽正在做什麼？（她正在將南瓜粉加入糯米粉

裡。） 

2.他們做了什麼造型的湯圓呢？（有小魚、小鴨子、小熊和小兔

子……。） 

3.從第 97頁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情如何？（他們非常

幸福和滿足。） 

二、主要活動 

 (一)課文朗讀：教師揭示課文，請學生先默讀一次。教師運用情境

CD或電子書，請學生透過共同朗讀、分組朗讀或個別朗讀的方式朗

讀課文。 教師提醒學生朗讀時，需要配合課文情境讀出情緒感受。 

 (二)認識日記格式 

●教師利用提問法，引導學生概覽課文，認識日記格式。 

(1)請小朋友念出本課第一行。(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天氣雨，

教師說明寫日記時，要先寫日期和天氣。) 

(2)請小朋友找出本課分成幾段？(本課分成四段。) 

(3)第一段：交代時間和天氣與即將進行的活動。 

(4)第二、三段：事情的經過。 

(5)第四段：這個活動的期待與感受。 

三、總結活動 

      教師統整：這一課是一篇日記，寫日記時會先寫出日期和

天氣，接著找出今天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寫下事情的經過，最

後再加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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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字新詞教學》 

一、 引起動機 

1. 播放教學影片，讓學生再次溫習冬至習俗的先備概念。 

2. 請學生口頭發表曾經和家人一起搓湯圓的生活經驗。 

 

二、教學流程 

1.學生朗讀課文一遍，老師解釋課文內容。 

2.學生利用第一堂課學到的生字，從課文中分析出詞語，班級進行

口頭發表和歸納。 

3.老師分析詞語的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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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行查字典活動，針對難度較高的生字進行詞語擴充。 

三、總結活動 
1.老師師說明同部首的字大部分都和該部首有關聯。 

2.老師由學生的答案引導、歸納出語詞正確的意思，並練習口頭造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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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故事導讀》 

一、 課前準備 

    教師準備：故事«湯圓小仙有辦法» 王文華著/陳志鴻圖  康軒

圖書出版 

 

二、引起動機 

教師在導讀故事之前，先請學生觀察封面，試著猜一猜故事的內容。 

三、主要內容 

     繪本導讀：湯圓小仙有辦法   

    冬至到了，湯圓小仙下凡來，最有人氣的超市裡，有人買蛋捲，

有人搶肉片，怎麼湯圓冷冷清清沒人理？湯圓小仙該怎麼辦呢？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神仙轉。｣那是應景的食物，也是過節的味道。 

         

四、總結活動    

         教師統整: 我們華人對圓有偏好，凡事都求個圓。從原地

任意一點走一圈，都會回到原點。所以，有緣就會碰在一起，可見，

有圓就有緣。冬至就要吃湯圓，湯圓也是圓。在現代化匆匆的腳步

下，還能堅持一點兒傳統，留一點兒過節的味道，就求個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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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閱讀教學》 

一、 引起動機 

請學生先觀察課本圖片及上下文，試著理解看不懂的語句，教

師帶全班共同討論。 

二、主要活動 

    (一) 閱讀理解：教師提問，讓學生共同討論，並用完整的語句

回答。 

【提取訊息】 

1.這天是什麼日子？（這天是冬至。） 

2.這天的天氣如何？（天空下起小雨。） 

3.作者和妹妹一直看著媽媽做什麼事？（她們一直看著媽媽變出

各種顏色的糯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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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要做什麼造型的湯圓？（作者要做小魚造型的湯圓。） 

5.妹妹要做什麼造型的湯圓？（妹妹要做小牛造型的湯圓。） 

【推論訊息】 

1. 一開始，作者和妹妹的心情如何?(她們非常開心。) 

2. 從「真是太神奇了」一句可以知道，作者對媽媽的手藝有什麼

反應？（媽媽利用各種食材，變出不同顏色的糯米團，讓作者

覺得媽媽像在變魔術，非常厲害，也忍不住驚嘆。） 

3.從最後一段的描述可以知道，作者覺得做湯圓的活動如何？（過

程非常有趣，充滿了笑聲。吃著自己做的湯圓，作者也感到非

常幸福。） 

【比較評論】 

1.為什麼「天空下起小雨，我和妹妹的心裡卻升起小太陽」？(因

為作者和妹妹很開心要做湯圓，沒有被下雨的天氣影響，雖然

天空下雨，但內心並沒有下雨，反而像晴天一樣開心。) 

2.聲音可以包進湯圓嗎？為什麼最後一段，作者說「小小的動物

湯圓，包著我們的笑聲」？（因為製作湯圓的過程很歡樂，所

以作者覺得湯圓除了實際上的糯米團之外，還添加了她們的笑

聲，讓這份湯圓更顯得與眾不同。） 

    (二) 課文大意 

    教師依課文內容進行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出重要訊息，

並請學生運用完整句子回答。 

●教師提問： 

1.日記中寫的是哪一個節日？（冬至。） 

2.媽媽做了什麼事？（媽媽利用不同食物，變出五顏六色的糯米

團。） 

3.作者和妹妹動手做了什麼？（作者和妹妹動手做了動物湯圓。） 

4.作者吃湯圓時有什麼感想？（作者一家吃著湯圓，覺得好幸

福。） 

三、總結活動 

    教師統整大意：冬至到了，媽媽利用不同食材，變出五顏六

色的糯米團，接著作者跟妹妹動手做動物湯圓。作者一家吃著

湯圓，覺得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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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用五感觀察來寫作》 

二、 課前準備 

    教師準備：食物圖片 ppt 

二、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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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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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有兩位小朋友描述他們吃的食物，你覺得誰描寫得比較生

動？ 

魯夫：我吃了我吃了一塊炸雞，炸雞真好吃。。 

皮卡丘：我吃了一塊炸雞，炸雞外皮酥脆、雞肉軟嫩多汁真好吃。 

請小朋友發表：我覺得       描寫的比較生動，因為           。 

三、主要內容 

 (一)教師揭示食物圖卡，並說明:當我們吃食物時，我們會分成三

段感受，前段、中段和後段感受。 

1.前段是食物看起來如何？摸起來如何? 

2.中段是食物吃起來如何？ 

3.後段是吃了食物後你的感覺如何?  

 (二)五感發想:在描述食物時，這些前段、中段的描述，看起來、

摸起來、吃起來就是五感觀察法，請小朋友發表透過五感(視覺、嗅

覺、味覺、聽覺及觸覺)來描述吃炸雞的感受。 

1.視覺(眼-看起來):看起來油油亮亮的 

2.聽覺(耳-聽起來):聽到吱吱作響的聲音 

3.嗅覺(鼻-聞起來):飄出陣陣的香味、香噴噴的炸雞 

4.觸覺(手-摸起來):熱騰騰的炸雞 

5.味覺(口-吃起來):酥脆的雞皮搭配軟嫩多汁的雞肉 

(三)請小朋友透過五感觀察，從湯圓的外觀、顏色來描述湯圓看起

來如何、聞起來及吃起來如何？ 

(四)請小朋友觀察湯圓的特徵，運用聯想，想像吃了湯圓後的心理

感受。  

(五)各組完成吃湯圓五感學習單，並上台發表。 

吃湯圓五感學習單 

前段 眼-看起來 色彩繽紛、圓滾滾 

手-摸起來 軟軟 

鼻-聞起來 香噴噴 

中段 口-吃起來 香甜 Q彈  

後段 吃了之後， 

我的感覺是 

ㄅ(吃了香甜又軟 Q的湯圓)， 

ㄆ(嘴裡好像有雲在飄)， 

ㄇ(感覺沒有翅膀也能飛)。 

四、總結活動    

         教師統整: 在描述吃食物的感受時，可以將吃的感受分成

前段、中段及後段。在描述吃食物之前(前段)及食物吃起來(中段)

的感受時，可以搭配五感觀察法，從視覺、嗅覺、味覺、聽覺及觸

覺來描述，最後再運用聯想，想像吃了之後(後段)心裡的感受，這

樣的描述就會完整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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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完成日記並發表》 

一、引起動機 

   老師重述上節學生對於吃湯圓的五感觀察描述及運用聯想的方

法寫出吃湯圓的心理狀態。 

二、主要活動 

(一)教師說明，書寫日記需要有哪些要件： 

  1.標示日期和天氣。 

  2.找出今天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3.寫下事情的經過。 

  4.最後加上自己的心得。 

(二)請學生書寫日記內容:延續上節學生從五感觀察描述吃湯圓的

感受，融入自己的想像，讓學生利用日記的格式來記錄吃湯圓的感

受，完成日記。 

(三)學生上台發表自己所寫的日記。       

三、總結活動 

  老師統整:利用日記的格式來記錄事情，要留意日記書寫的要件，

至於日記的內容可以從多種感官著手，也可以用聯想的方式，寫出

不同的心理感受。 

 

5 

 

 

 

10 

 

 

 

 

15 

 

 

5 

 

5 

 

 

 

 

 

專心聆聽 

 

 

 

 

實作 

 

 

口語發表 

 

專心聆聽 

 

 

 

 

 

 

 

 

 

 

 

 

 

 

 

 

 

 

 

 

 

 



7 

 

 吃湯圓五感學習單   二年    班    號姓名:                 

     在描述吃東西的感受時，可以將吃的感受分成前段、中段及後段。前段是在描

述吃食物之前、中段是食物吃起來，後段是吃了之後心裡的感受。 

    在描述吃食物的感受時，可以搭配五感觀察法，從視覺(眼)、聽覺(耳)、嗅覺

(鼻)、觸覺(手)及味覺(口)來描述，最後再加上吃了食物後的感受。 

★前段：食物看起來如何？摸起來如何?聞起來怎麼樣？ 

★中段：食物吃起來如何？ 

★後段：吃了食物後，你的感覺如何?  
   

湯圓五感觀察 

前

段 

眼-看起來 色彩繽紛、圓滾滾 

手-摸起來 軟軟 

鼻-聞起來 香噴噴 

中

段 
口-吃起來 香甜 Q彈 

後

段 

吃了之後， 

我的感覺是 

吃了熱騰騰的湯圓， 

好像躺在溫暖的被窩裡， 

覺得十分暖和。 
       

換你寫寫看 

 

湯圓五感觀察 

前

段 
(  )-(   )起來 

 

 

中

段 
口-吃起來 

 

 

後

段 

吃了之後， 

我的感覺是 

吃了(                       )的湯圓， 

好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