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竹塘國小教學演示國語教案 

領域/科

目 

國語 教學年級 四年級 

教學單元 第 8課-四季的頭髮 教學節數 共五節，本節為第五節 

教學 

設計者 

陳圓智 觀課教師 陳淑樺 

教學日期 2022/11/14  08:40~09:200 教學時間 40分鐘 

 

 

 

 

 

 

學生 

起點 

分析 

 

 

 

 

 

 

已經學過的： 

1. 學生已經學過不同策略推論詞義。 

2. 學生已經學過從文本中找到支持的理由、摘要(歸納)等兩種策略。 

3. 學生已經學過詩歌、記敘文等不同文體的基本特徵。 

預期學生具備的： 

1. 大部分學生能安靜的閱讀，並且利用心智圖整理文章內容。 

2. 大部分學生能夠讀出「指示」代名詞中所指稱對象。 

3. 大部分學生能夠運用不同策略推論課文內容。 

預期學生缺乏的：  

1. 學生做過小組討論，已形成順暢的討論模式，但還未能完整記錄自己的觀點。  

2. 大部分學生無法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完整，但不夠清楚。  

3. 大部分學生未能自主讀出本課的重要觀點。  

4. 大部分學生未能自主判斷作者觀點與其支持的理由之間的連貫性。  

5. 大部分學生閱讀時，流於表面字詞意義的理解，未能讀懂文本中的「言外之意」。 

 

 

 

 

 

本

課 

教

學 

流

程 

 

 

 

 

 

 

 

 

 

 

 

 

 

 

第一節課： 

運用上下文與推論，從四季的頭髮的語句，理解文本內容。 

第二節課： 

運用課文結構，從四季的頭髮的語句，理解文本內容。 

第三節課：透過心智圖，比較課文中四季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且理解

作者的意圖。  

第四節課：運用上下文與推論，從四季的鬧鐘的語句，理解文本內容 

第五節課：運用雙泡泡圖，比較出四季的鬧鐘與四季的頭髮二者

中的「異同」，並且呼應到課文中的觀點，更深刻的理解新詩內

容。 

核心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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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題，

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動。 

 

 

 

 

 

 

 

學

習

目

標 

11.運用推論策論，理解

各類語句的意義。 

(5-Ⅱ-7 / Ac-Ⅱ-4) 

2.運用摘要策略，擷取詩

中不同季節的重點。 

(5-Ⅱ-5 / Ac-Ⅱ-4 ) 

3.透過課文中文句的意

義，比較四季的重點。 

(Ac-Ⅱ-4 / 2-Ⅱ-3 ) 

4.整理歸納兩首詩之間的

異同，增進對文本的理

解。(5-Ⅱ-7 /  Ac-Ⅱ-

4 ) 

5. 運用雙泡泡圖，呼應

文本的觀點，找出二首詩

不同的觀點。 

(Ac-Ⅱ-3 / Ac-Ⅱ-4 / 

5-Ⅱ-6) 

2-Ⅱ-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

適當的回應。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歸納)策

略，擷取大意。 

5-Ⅱ-6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

進對文本的理解。 

    

學習

內容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義。 

教學資源 

課本、 

小白板 

泡泡圖 

泡泡圖學習單 

白板筆 

便利貼 

PPT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思考 教學時間 評量方式 

第五節課開始 

壹、引起動機 

一. 複習前四節課的重點擷取。 

1. 複習兩首新詩的內容 

2. 重述兩首詩的重點」 

3. 教師統整 

師： 

Q3「大家都很認真聽同學說明兩首

新詩的重點，請大家想一想，我們

為什麼會記得這些內容呢？」 

學生回答： 

「因為我們大概讀懂這個課文。」 

 

 

教師 PPT的方

式呈現前面四

節課所學習過

的內容。 

 

藉由簡單的提

問去複習課文

中新詩的重

點。 

 

 

檢核否讀懂文

章的方法：記

得主要內容，

能說出文章大

概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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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A：能夠完整掌握句子

和段落的意義，並且迅

速且完整的回答。 

B：能掌握句子和段落

的意義，並且能簡單回

答。 

C：大致能掌握句子和

段落的意義，回答時斷

斷續續地回答。 

D：在老師的協助下，

大致能掌握句子和段落

的意義與概念，回答時

可能會偏離。 



貳、發展活動 

一. 協助學生整理出兩首詩的重點。 

1. 教師銜接「比較的方法」 

2. 個人比較二首詩的相同觀點和不同

之處 

3. 教師統整學生兩首詩的相同和不同

之處。 

4. 全班討論 

5. 教師統整 

 

三、統整活動 

1.重述比較方法 

2.理解作者寫作的意圖 

 

提出比較需先

找到「上位概

念」類似的重

點才能做出比

較。 

 

本課主要的教

學策略為透過

比較能夠深刻

讀懂作者的觀

點，故而讓學

生透過實際操

作，期許學生

能從中更深刻

讀懂課文。 

 

 

學生能夠透過

他人的整理歸

納學習。 

教師應強調學

生口述自己的

學習歷程，要

盡量清楚、完

整地說出來，

因此要適時追

問，並耐心等

待學生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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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A：能完整掌握文本的

重要細節，並懂得利用

上位概念，寫出完整的

比較(2個)。  

B：能掌握文本的細

節，並懂得利用上位概

念，寫出比較(1個)。 

C：大致能掌握文本的

細節，並嘗試利用上位

概念，寫出比較(1

個)。 

D：在協助下，大致能

掌握文本的細節，並在

協助下，寫做出比較(1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