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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語文/國語 
總節數 

八 節共 320 分鐘，此公開授課為第三節 

 (資源班外加國語課內容為第三、四節) 實施對象 一、二年級資源班學生 

版本 

單元名稱 
111 學年度翰林版二上國語—第七課 不一樣的故事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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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運用注音符號表達想法，記錄訊

息。 

4-I-2 利用部件、部首或簡單造字原

理，輔助識字。 

4-I-4 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保持整

潔的書寫習慣。 

5-I-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朗讀文本。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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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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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生態與增近公民意
識。 

學習 

內容 

Ab-I-1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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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字筆畫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Ab-I-6 1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差異與理解】 

閱讀素養教育【閱讀的態度】 

戶外教育【健康的身心】 

實質 

內涵 

多 E3 認識不同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戶 E3 善用五官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環境感受的能力。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生活／健康與體育 

教學設備／ 

資源 

1.不同國家的特色食物圖片（如：壽司、披薩、泡菜、河粉……）。 

2.繪本《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這是哪一國小朋友的腳呢？》和《吃拉麵的時候……》 

3.電子教科書 

4.小白板 

學生 

相關特質 

林 O晴 

注音符號尚未熟練，國字筆畫概念缺乏；易分心恍神、扭動身體，專

注力低，聲音太大會焦慮，需分段進行課堂教學及提升國字基本書寫

能力。 

梁 O恩 

能試著認讀注音符號，但偶爾拼讀錯；能抄寫但抄寫速度慢，容易因

為分心而停頓；持續專注度僅 3分鐘，需分段進行課堂教學及提升國字

基本書寫能力。 

林 O芸 

拼讀注音符號困難，能抄寫但抄寫速度慢，且握筆用力並常有筆畫固

著難以訂正的狀況；專注力低且情緒易焦慮，需分段進行課堂教學及

提升國字基本書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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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了解有些食物有其文化內涵。 

二、認識基本筆畫、筆順與字的空間結構。 

三、運用部件意義化識字學習生字「戶、育、清、安」。 

四、理解文本內容。 

五、介紹自己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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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一)教師揭示壽司、披薩、漢堡、泡菜、河粉等食物的圖片

並提問。 

問 你知道這是哪些國家的食物嗎？ 

答 壽司是日本的、披薩是義大利的、漢堡是美國的、

泡菜是韓國的、河粉是越南的。 

問 你吃過其中哪些食物呢？你喜歡哪一樣？為什麼？ 

答 我吃過壽司和披薩。我喜歡披薩，因為上面鋪滿我

喜歡吃的料，像是起司、雞肉和番茄醬，皮吃起來

QQ的。 

(二)請學生分享自己還知道哪些其他國家的食物。 

問 除了黑板上這些食物，你還知道哪些其他國家的食

物呢？ 

答 我還知道印度的咖哩、日本的生魚片、泰國的打拋

豬。 

問 你吃過其中的哪幾樣呢？吃起來的味道怎麼樣？你

喜歡嗎？ 

答 我吃過印度的咖哩，辣辣的，嘴巴會黃黃的，我不

喜歡。 

(三)教師請學生觀察繪本《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中

七個不同國家孩子的早餐內容（或午餐、晚餐）。 

問 你早餐都吃些什麼呢？ 

答 我吃饅頭和豆漿、土司夾蛋、牛奶、稀飯和飯

糰……。 

問 仔細觀察，這些小朋友吃的早餐和你有什麼不一樣

的地方？ 

答 伊朗、祕魯和日本的小朋友也會吃米飯，但他們配

的是涼拌沙拉和咖啡，和我不一樣。 

問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國家的早餐呢？為什麼？ 

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印度小朋友吃的秋葵和巧克力餅

乾，因為秋葵辣辣的我不敢吃，巧克力餅乾像是點

心不是早餐。 

問 你發現了嗎？每個國家的小朋友吃的食物都不太一

樣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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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專注聆聽 

能依據提問重

點，完整的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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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還可利用繪本《這是哪一國小朋友的腳呢？》和

《吃拉麵的時候……》引導學生多去發現不同文化，

在食、衣、住、行上，會有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二、看圖說話 

(一)請學生仔細觀察課文插圖，並說出圖片中的角色正在做

什麼？  學習策略 

問 插圖中有誰？他們在什麼地方？ 

答 插圖中有一群小朋友在公園裡，他們坐在鋪著餐墊

的草地上，還有一位老師站在他們的身邊。 

問 他們正在做什麼？ 

答 小朋友拿出便當盒，準備要吃飯，又好像在討論什

麼事情。 

問 你覺得小朋友在討論什麼事情呢？ 

答 小朋友們都看著小男孩帶來的竹筒飯，所以他們應

該在討論自己帶來的食物。 

問 請翻開下一頁的插圖，仔細觀察小朋友吃的食物，

它們長什麼樣子呢？ 

答 有一個男孩拿著圓圓長長的竹筒，竹筒裡裝飯；另

一個男孩拿著白色麵皮的春捲；而小女孩吃著綠

綠、圓圓的東西像是草仔粿。 

問 你覺得老師在他們說什麼話呢？ 

答 老師可能在問他們帶了什麼食物來，或是問他們好

不好吃。 

(二)教師補充說明：每一個族群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會有

不同的飲食特色，我們要學習尊重和接納不同國家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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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能仔細觀察圖

片 

能說出不同族

群早餐的特色 

能專注聆聽 

 

三、朗讀課文 

(一)揭示課文。 

(二)全文範讀：教師緩慢而清晰的朗讀課文，同時以指讀的

方式，請學生仔細聽教師的發音。 

(三)逐句領讀：教師朗讀一句，學生在課本上手指字詞跟

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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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專注聆聽 

能正確指讀 

能正確朗讀 

四、學習回顧 

◎教師引導學生說一說這一節課學到了什麼？ 

(一)一字一字指著讀就不會落字。 

(二)聽讀故事要先找出「人」和「事」，再找「地」和

「物」。 

 

 

5  

口頭評量 

 

能回想自己的

學習歷程，說出

自己學到了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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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朗讀課文 

(一)指讀課文：引導學生以自然的速度，一邊手指指課文，

一邊朗讀。 

(二)誤讀指導： 

1.提出部分學生讀錯的字音，進行注音符號拼讀指導，

協助發音正確。 

2.配合「好」多音字指導，引導學生了解「因為字義變

了，字音就會跟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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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能正確朗讀課

文 

能找出語詞並

了解詞義 

二、認讀字詞 

(一)分析語詞 

1.在黑板上揭示課文。 

2.找出語句： 

戶外教育 好奇 帶 竹筒 竹膜 香味 祖先 便當盒 

艾粄 客家人 清明節 保平安 越南春捲 活動 剛好 

學校 

3.認讀語詞：請學生從課文中圈出語詞，教師在黑板依

序揭示語詞並領讀。 

(1)易錯發音 

 ①「教」育：要念ㄐㄧㄠˋ。 

 ②「竹」筒：是翹舌音。 

(2)多音字：好 

問 「 好 」 可 以 念 「 ㄏ ㄠ ˇ 」 ， 也 可 以 念 

「ㄏㄠˋ」。什麼語詞會用「ㄏㄠˇ」？什麼

語詞會念「ㄏㄠˋ」？ 

答 「好朋友」、「好事」都念ㄏㄠˇ，「好

奇」、「喜好」會用ㄏㄠˋ。 

問 從大家造的語詞想一想，念好和好的意思有什

麼不一樣？ 

答 「好事」、「好朋友」都有美、善的意思，念

ㄏㄠˇ；「好奇」、「喜好」都有喜愛的意

思，要念ㄏㄠˋ。 

4.詮釋詞義：請學生嘗試解說語詞意義，教師再加以引

導、整理或補充說明。 

(二)認讀生字 

戶、育、奇、帶、筒、味、祖、盒、客、清、節、保、

平、安、南、活、剛、校、膜、艾、粄、捲 

1.字義提取：引導學生從課文語詞，說出所有生字的字

義。 

教師先舉一個生字示範，學生模仿跟說後，練習試說

每個生字的字義。如：「保平安」的「保」、「香

味」的「味」。 

2.字音確認：揭示所有生字，引導學生讀準字音。 

20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從語詞中找

出生字並正確

認讀 

能觀察字形，將

生字組合方式正

確分類 

能用識字口訣

念出可以拆的

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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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筒」「清」「平」的ㄥ不可念成ㄣ。 

(2)「保」的ㄠ需確認學生發音確實。 

(3)「剛」的ㄤ不可念成ㄢ。 

3.字形認識 學習策略 

(1)猜字謎：提出字謎「女生站屋下」，引導學生從習

寫字中找出可能的謎底，並嘗試說出理由。（謎

底：安） 

「宀」本義為屋子，「女」站在屋子下，就變成了「安」 

(2)幫生字分組：引導學生把習寫字分成「左右組合」

及「非左右組合」兩類，進行分類識讀教學。學習

策略 

問 這課哪些生字是「左右組合字」？哪些字不是

「左右組合字」呢？ 

答 「味、祖、清、保、活、剛、校」是左右組合

字，「戶、育、奇、帶、筒、盒、客、節、

平、安、南」不是左右組合字。 

問 「清」拆成左邊和右邊，這個字可以怎麼記？ 

答 「水」字旁，「青」字邊。 

三、書寫指導 
(一)來寫字：味、祖、清、保、活、剛、校 學習策略 

1.教師揭示「左右組合」生字後，以「○字旁，○字
邊」帶念生字識記口訣。 

2.學生書空練習，教師觀察學生筆順、筆畫是否正確。 

(1)第一次先書寫左邊部件，並念筆畫名稱，學生跟
寫、跟念。 

(2)第二次再書寫右邊部件，念筆畫名稱，學生跟寫、
跟念。 

3.學生全字書空練習，教師觀察學生筆順、筆畫是否正
確。 

4.教師提醒國字容易書寫錯誤的地方。 

5.教師指導學生觀察，強調把字寫得工整的方法。 

問 寫左右組合字的時候，哪些字的右邊大大的，會
壓到豎中線？ 

答 味、祖、清、保、活、校。 

(二)來寫小白板 

1.請學生拿出附件小白板，把揭示的生字寫在小白板
上。 

2.小組展示書寫成果，並選出工整的字。 

3.教師再次提醒生字書寫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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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能依照筆順寫

出正確的筆畫

並念出筆畫名

稱 

能注意書寫時

的姿勢 

能用識字口訣

念出可以拆的

國字 

 

四、學習回顧 
(一)請學生說一說本節課所教的生字，自己覺得最困難的地

方在哪裡？ 
(二)教師引導學生複習本節課的識字策略。 

1.左右組合的字要先寫左邊再寫右邊。 

2.多音字的發音跟語詞的意思有關。 

 

5  

口頭評量 

 

能說出自己學

習困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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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運用前測了解學生在原班級是否習得生字。 

1. 發下前測學習單。 

2. 先測「書寫」，再測「認讀」。 

 

二、以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法來教導「戶」字。 

1. 播放PPT簡報，分析「戶」的構形特性。 

2. 介紹「 」部件的形體演變及所呈現的信息。 

3. 筆順口訣：先畫外框，再畫窗戶。 

4. 記憶口訣：一個外框裝一個窗戶，裡面有住戶。 

5.精熟練習：拼出 、 ，說出部件意思並造詞和畫下來。 

 

三、以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法來教導「育」字。 

1. 播放PPT簡報，分析「育」的構形特性。 

2. 介紹「 、 」部件的形體演變及所呈現的信息。 

3. 筆順口訣:先寫ㄊ(孩子頭下腳上)，再寫  (長出來的肉)。 

4. 記憶口訣:為了讓孩子生出來長肉(長大)，就要好好養育。 

5.精熟練習：拼出ㄊ、 ，說出部件意思並造詞和畫下來。 

 

四、立即後測了解學生是否能獨立書寫出「戶、育」二字。 

1. 發下小白板、白板筆，並在學生座位之間用隔板擋住。 

2. 請學生自行寫出「窗戶、住戶、戶外的『戶』」。 

3. 請學生自行寫出「養育、教育的『育』」。 

4. 檢核學生書寫狀況，如有錯，引導訂正後再練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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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觀

察、實作

評量 

 

 

口頭、觀

察、實作

評量 

 

 

 

 

 

 

 

 

口頭、觀

察、實作

評量 

 

 

 

 

 

 

 

 

口頭、觀

察、實作

評量 

 

 

 

 

 

 

能聆聽指令做

完前測學習單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戶」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育」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戶、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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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運用延宕後測單了解學生是否習得前一節教過的生字。 

1. 發下延宕後測單。 

2. 請學生認讀題目後進行書寫。 

3. 檢核學生書寫狀況，如有錯，引導訂正後再練習一次。 

 

二、以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法來教導「清」字。 

1. 播放PPT簡報，分析「清」的構形特性。 

2. 介紹「 、 」部件的形體演變及所呈現的信息。 

3. 筆順口訣：左邊先寫  ,右邊再寫青。 

4. 記憶口訣：河水乾淨到像青色的，很清澈。 

5.精熟練習:拼出「 、青」，說出部件意思並造詞和畫下來。 

 

三、以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法來教導「安」字。 

1. 播放PPT簡報，分析「安」的構形特性。 

2. 介紹「 、 」部件的形體演變及所呈現的信息。 

3. 筆順口訣: 先畫屋頂宀，再寫女。 

4. 記憶口訣: 女人在家做事很安全！ 

5.精熟練習:拼出「宀、女」，說出部件意思並造詞和畫下來。 

 

四、立即後測了解學生是否能獨立書寫出「清、安」二字。 

1. 發下小白板、白板筆，並在學生座位之間用隔板擋住。 

2. 請學生自行寫出「河水清澈、清明節的『清』」。 

3. 請學生自行寫出「安全、平安的『安』」。 

4. 檢核學生書寫狀況，如有錯，引導訂正後再練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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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聆聽指令書

寫延宕後測單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清」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安」 

 

 

 

 

 

 

 

 

能運用部件意

義化識字學習

生字「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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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一、書寫指導 

(一)教師帶領學生認讀本課生字，並請學生去掉已教學習寫

的生字。 

問 這些字為什麼留下來？它們有什麼一樣的地方？ 

答 都不可以拆成左邊和右邊。 

(二)來寫字：戶、育、奇、帶、筒、盒、客、節、平、安、

南 學習策略 

1.教師揭示「非左右組合」生字後，示範書寫：第一次

先念筆順，掌握筆畫數；第二次念筆畫名稱，建構筆

畫概念。 

2.引導學生提出可以「自行書寫，不需教師示範」的生

字。 

問 哪個生字你能夠自己寫，不需要教師教？ 

答 筒。因為一年級學過「筆」和「同」，把「筆」

的上半部「 」加上「同」，就可以寫成

「筒」。 

3.教學生書空練習，教師觀察學生筆順、筆畫是否正

確。 

4.教師提醒國字容易錯誤的地方。 

5.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強調把字寫得工整的方法。 

6.請學生拿出課本，觀察語文百寶箱「扣掉聲音是部

首」中「清」和「味」兩字的字形。 

問 仔細觀察「清」和「味」兩字的字形，它們是左

右組合，還是上下組合的字呢？我們可以怎麼

念？ 

答 它們都是左右組合的字。我們可以念「水」字

旁，「青」字邊；「口」字旁，「未」字邊。 

問 你發現了嗎？「清」的聲音在右邊「青」，

「味」的聲音在右邊「未」，如果扣掉聲音，剩

下的「水」和「口」剛好就是生字的部首。請你

用「盒」字試試看，上下組合的字也可以用這個

方法找出部首嗎？ 

答 可以。「盒」的聲音在上面「合」，如果扣掉聲

音，剩下的「皿」剛好就是生字的部首。 

教師必須強調是「可能」，而非所有左右組合和上下

組合的字都是這樣找部首。 

(三)來寫小白板 

1.請學生拿出附件小白板，把教師揭示的生字寫在小白

板上。 

2.小組展示書寫成果，並選出工整的字。 

3.教師再次提醒生字書寫的注意事項。 

 

 

15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能依照筆順寫

出正確的筆畫

並念出筆畫名

稱 

能用「扣掉聲音

是部首」的方

式，找出左右與

上下組合字的部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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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習作隨堂指導 

(一)第一大題「寫國字或注音」 

1.揭示本課生字，請學生念讀，並提醒字形上需注意的

地方。 

2.導學生念讀習作第一大題中的文章，再完成習題。 

(二)第二大題「拆一拆，寫一寫」 

1.教師帶領學生複習百寶箱「扣掉聲音是部首」。 

2.請學生依照範例，完成第二大題。 

10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能正確完成習

作 

能正確書寫筆

畫 

三、朗讀課文 

(一)全文範讀：教師示範讀出語句的明顯「停頓」，請學生

仔細聆聽老師的讀法。 

明光／好奇的／問小星 

小星／把竹筒打開 

小花／打開便當盒／說 

明光／笑了笑／說 

小花和小星／都想聽到／不一樣的故事 

(二)想想讀法：先請學生說說自己的發現，再想想為什麼要

有停頓。 

(三)讀法歸納：朗讀時能在一些地方停頓，會使語意更清

楚，讓聆聽的人更了解意思。 

(四)分組朗讀。 

10  

口頭評量 

 

能讀出語句中

的停頓 

四、學習回顧 

(一)教師引導學生認念所有生字，說一說對於本課生字的讀

與寫，學到了什麼新知識？ 

1.左右組合的字聲音容易在右邊。 

2.左右組合和上下組合的字，扣掉聲音可能是部首。 

(二)朗讀課文的句子，如果在「誰」或「什麼」的地方停一

下，讀起來會更流暢。 

 

5  

口頭評量 

 

能說出自己從

生字的讀寫學

到的新知識 

第六節 

一、重述內容 

(一)教師請學生觀察本課課文插圖，回想事情發生的起因、

經過、結果，讓學生試著用自己的話，用完整的句子說

出課文大意。 

(二)學生自由發表，說一說自己回想故事的方法。 

問 請你說一說，你是用什麼方法把故事記下來？ 

學習策略 

答 我用圖畫記憶、我記住重要句子、我讀了好幾遍就

記下來了……。 

 

5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能依據印象重

述故事內容 

能從不同的來

源，清楚表達

自己的想法 

二、理解關鍵語句 

(一)教師指導學生細讀課文。 

(二)教師藉由提問，引導學生回答問題，理解課文內容： 

 生活情境 

10  

實作評量 

 

 

能仔細觀察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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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個人經驗思考 個人回答 

問 說說看，你知道哪些有關於自己家鄉美食的故事

呢？ 

答 我們家過年的時候會蒸發粿，發得越高，今年的

運勢就會越好。 

2.透過觀察課文插圖 兩兩討論 

問 觀察圖片說一說，什麼是「竹膜」呢？ 
提取訊息 

答 我看到竹筒飯的裡面有畫薄薄一層的，應該是竹

筒裡面的薄膜。 

問 說說看，小星的竹筒飯裡除了包飯，還包了什麼

呢？推論訊息 

答 竹子的香味，奶奶的愛心和祖先的故事。 

問 清明節，為什麼客家人要吃艾粄呢？提取訊息 

答 除了好吃，還能夠保平安。 

問 說一說，小星班上可能會有哪些族群的人呢？ 
詮釋整合 

答 臺灣人、原住民、客家人和越南人。 

3.進行預測和想像 分組討論 

問 你覺得小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為什麼？ 
比較評估 

答 小星是個很細心的人，因為他能感受到竹筒飯的

意義。 

問 想一想，為什麼美食會有不一樣的故事？ 
詮釋整合 

答 因為班上每個人的家人，都來自於不同的地區，

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自然

會有不一樣的故事。 

小組互動

表現 

口頭評量 

能積極參與小

組討論 

能用清晰完整

的語句表達自

己的想法 

三、課文句意分析 

(一)教師鼓勵學生提出還不太懂的句子，全班共同討論。 

(二)教師提出課文文句，請學生試說課文句意，教師再予以

指導說明。 

【你怎麼帶竹筒來】因為大家通常會把飯裝到碗裡或是

便當盒裡，小星卻帶了竹筒來，所以明光很好奇的問

他。 

【客家人會在清明節吃艾粄】艾草自古就有食用及避邪

等用途，清明時節為盛產期，客家人會在此時用艾草製

作「艾粄」，除了節氣應景，也具有補健和去汙的作

用，所以有「清明前後吃艾粄，一年四季不生病」的俗

語。 

【不一樣的故事】大家分享了自己帶來的食物的故事，

了解每一種食物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因此期待聽到關於

越南春捲的故事。 

(三)教師範念，學生跟讀。 

10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能討論出課文

的句意 

能用清晰完整的

語句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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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習作隨堂指導 

◎第四大題「閱讀小偵探」 

(一)教師先請學生閱讀文章。 

(二)指導學生念讀題目，再選出正確的答案完成習作。 

(三)請學生說一說圈選文章名稱的原因。 

5  

習作評量 

 

能正確完成習

作 

五、朗讀課文 

(一)全文範讀：教師示範讀出課文中每個角色說話的語氣，

請學生邊聆聽邊思考教師的讀法。 

(二)讀法討論：讀出角色的心情。 

1.哪個句子有「心情」？ 

問 哪些句子寫出了開心的感覺？ 

答 【有竹子的香味，有奶奶的愛心，還有祖先的故

事】【不但好吃，還可以保平安】【也有好故事

呢！】 

2.用符號標示讀法：用。標示重音，讀得大聲，表現角

色的心情。 

 。。。。。  。。。。。   。。。。。 
˙有竹子的香味，有奶奶的愛心，還有祖先的故事。 

  。。    。。。 
˙不但好吃，還可以保平安。 

  。。。 
˙也有好故事呢！ 

(三)練習朗讀：引導學生根據符號的提示，依照討論所得，

有感情的朗讀課文(全班讀、分組讀、個別讀)。 

5  

口頭評量 

 

能正確朗讀課

文並表達適切

的語氣 

六、學習回顧 

◎教師引導學生說一說這一節課學到了什麼： 

(一)把課文中和「開心」相關的語詞念得大聲、清楚，聽起

來會更開心。 

(二)仔細觀察課文插圖，可幫助我更加了解課文的內容。 

5  

口頭評量 

 

能說出學到的

新知識 

第七節 

一、重述內容 

(一)教師將學生分組並提問，小組討論本課故事內容。 

 學習策略 

問 課文一開始，大家在做什麼事呢？ 

答 戶外教育日當天，大家在吃午餐。 

問 小星怎麼介紹自己的午餐呢？ 

答 小星說自己帶來的是神奇竹筒飯，方便又吃得飽。

它有竹子的味道，有奶奶的愛心，還有祖先的故

事。 

問 小花又是怎麼介紹自己的午餐呢？ 

答 小花說客家人會在清明節吃艾粄，不但好吃，還可

以保平安。 

問 明光說了什麼話？ 

 

10 

 

 

小組互動

表現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能積極參與小

組討論 

能用清晰完整

的語句回答問

題 

能說出本課大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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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明光說自己帶的是越南春捲，它也有好故事。 

(二)教師鼓勵學生回答問題，協助板書記錄。 

(三)教師講評總結各組的答案，在黑板上整理出大意，請學

生一起朗讀一遍：戶外教育吃午飯時，大家分享自己帶

來的食物，並說著關於食物的故事。大家都期待下星期

班上的活動，明光的家人介紹越南春捲。 

二、寫作特色 

(一)教師先帶領學生朗讀語文百寶箱「我會造句：加一

加」，並揭示句型「有……有……還有……」。 

小組討論 學習策略 

1.教師請學生依序讀一讀句子，並利用提問讓學生察覺

句子的不同： 

問 說一說，這三個句子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答 第二句比第一句多了「奶奶的愛心」，第三句又

比第二句多了「祖先的故事」，句子的內容越來

越豐富。 

問 在最後一個句子中，你可以讀到幾個跟神奇竹筒

飯有關的內容？ 

答 三個內容：竹子的香味、奶奶的愛心、祖先的故

事。 

問 「有……有……還有……」表示有三個同時存在

的內容，可以讓我們把東西介紹得更豐富。想一

想，你還能造出其他的句子嗎？ 

答 媽媽包的水餃裡有肉、有高麗菜，還有玉米。 

2.教師再揭示「不但……還……」的句型，請學生依序

讀一讀句子： 

問 這兩個句子有什麼不一樣？ 

答 前面一句只有「艾粄很好吃」，後面一句多了

「可以保平安」，兩個句子用「不但……

還……」連接。 

問 後面句子中，你可以讀到幾個艾粄特別的地方？ 

答 兩個：好吃、保平安。 

問 「不但……還……」表示有兩個同時存在的特

點，可以讓我們把東西介紹得更清楚，並強調特

點。想一想，你還能造出其他的句子嗎？ 

答 這艘船不但能在水面航行，還能在陸地行駛，令

人大開眼界。 

(二)教師將語文百寶箱中的句子朗讀一次並強調情感，請學

生跟讀。 

10  

習作評量 

 

 

 

能正確完成習

作 

三、習作隨堂指導 

◎第三大題「先讀一讀，再填入適當的字詞完成句子」。 

(一)請學生讀一讀選項字詞與題目，再回答問題。 

問 找一找，你的鉛筆盒裡有哪些東西？你會用哪個句

10  

習作評量 

 

 

 

能正確完成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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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來介紹呢？請你試著用這個句型向大家介紹你的

鉛筆盒。 

答 我會用「有……有……還有……」。我的鉛筆盒

裡，有鉛筆，有直尺，還有橡皮擦。 

問 想一想，你覺得蛋糕會有哪些餡料或裝飾？你會用

哪個句型來介紹呢？請你試著用這個句型向大家介

紹蛋糕。 

答 我會用「不但……還……」。爸爸做的蛋糕，不但

放滿酸酸甜甜的草莓，還塗上我喜歡的巧克力。 

(二)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利用句型介紹自己的書包，完成習

作第三大題。 

四、朗讀課文（表演讀） 

(一)確認斷句：請學生根據句子結構讀出停頓。 

(二)強調語氣：請學生看看標示的朗讀記號，將輕重音融入

語詞中。 

(三)分組各自練習朗讀。 

(四)小組上臺發表（由教師選組，或小組輪流）。 

(五)請各組對上臺的小組說一句讚美的話。 

5  

口頭評量 

 

 

能說出表現課

文情感的朗讀

方式 

五、學習回顧 

(一)教師複習朗讀課文的方式，鼓勵學生說出要怎樣才能把

課文的情感讀出來。 

(二)教師板書整理學生發表的內容，引導學生了解：運用句

型能將意思表達得更完整。 

 

5  

口頭評量 

 

能說出自己學

到了什麼以及

最有趣的內容 

第八節 

一、寫作練習 

(一)說一說：我的美食有故事 

1.教師先請學生默讀課文，接著再請學生口述課文大

意，引導學生複習課文內容。 

2.教師依照本課主題「美食點點名」，以提問方式引導

學生說出曾經吃過哪些特別的食物，或聽過哪些關於

食物的故事：個人回答 生活情境 

問 小朋友，想一想，你吃過哪些特別的美食？ 

答 我吃過鐵蛋、阿給、仙人掌冰、棺材板……。 

問 請說一說在哪裡吃這道食物的？什麼時候吃的？

誰帶你去吃的？ 

答 去年暑假，爸爸帶著我們全家人一起到淡水玩。

淡水有好多特別的食物，像是阿給、蝦捲、酸梅

湯，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鐵蛋。 

問 請你形容一下這道美食的色、香、味，並說說自

己喜歡它的原因。 

答 鐵蛋就是蛋，有的是雞蛋，有的是鵪鶉蛋。它的

外表是黑色的，吃起來像滷蛋，有滷汁的香氣，

 

25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能依據提問重

點，完整的表

達 

能說出自己在生

活中的經驗，分

享自己的感覺 

能將自己所說

的話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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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咬起來非常硬，吃完嘴巴很痠。因為它很

香，又很有嚼勁，所以我很喜歡。 

問 你知道這道美食的由來嗎？它有沒有什麼故事？ 

答 從前有一家麵店的老闆娘，因為滷了很多蛋卻賣

不出去，又覺得丟掉很可惜，所以把蛋一直放在

鍋子裡滷，滷久了蛋變得又黑又小，還像鐵一樣

硬。就是阿婆鐵蛋的由來。 

(二)寫一寫：我會描寫 

1.教師先揭示句型「有……有……還有……」和短語

「不但……還……」，引導學生複習用法。 

2.教師再揭示繪本︽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中，

七個國家小朋友晚餐的圖片，請學生分組並由組長選

擇其中一張圖片，練習用兩種句型來形容圖片的晚

餐，寫在小白板上。 

小組討論 學習策略 

問 請你仔細觀察圖片中晚餐的內容，用黑板上這兩

種方式來描述這些晚餐。 

答 俄羅斯人的晚餐有沙拉，有馬鈴薯泥，還有起司

醬肉餅。 

答 俄羅斯人的晚餐不但豐盛，還很美味。 

問 你可以試著把其中兩個句子合併起來嗎？ 

答 俄羅斯人的晚餐有沙拉，有馬鈴薯泥，還有起司

醬肉餅，不但豐盛，還很美味。 

3.教師請學生分組討論，並上臺與同學分享完成的句

子。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

表現 

口頭評量 

 

 

 

 

 

 

 

能仔細觀察圖

片 

能積極參與小

組討論 

能用句型說出

完整的句子 

二、延伸補充 

◎文字大披薩 

(一)第一種：「左右」餡料 

1.教師將本課生字（習寫字）揭示在黑板上。 

2.請兩位代表找出「左右組合」的生字，拿起來並說出

部首，誰先拿到就是誰的，拿完為止。 

(二)第二種：造詞餡料 

1.教師將本課生字(習寫和認讀字)全部揭示在黑板上。 

2.請兩位代表輪流上臺，自由選擇一個字並造詞，誰完

成就是誰的，拿完為止。 

(三)第三種：相似餡料 

1.教師將「味」和「妹」、「安」和「客」、「晴」和

「清」、「育」和「背」、「活」和「話」等生字揭

示在黑板上。 

2.教師第一次先念出「味道」的「味」，兩位小組代表

要到黑板上找「味」字並拿起來，誰先拿到就是誰

的。接著教師再依序念出其他生字，以此類推。 

15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遊戲評量 

 

能專注聆聽遊

戲規則 

能遵守遊戲規

則 

能完成題目要

求的任務，選

出正確的答案 

 

～本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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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國小公開授課－備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蔣宜玲   任教領域：特教 

回饋人員：吳青樺   任教領域：特教 

教學單元： 翰林版國語二上第七課（不一樣的故事）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111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學習城堡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  111 年 11 月 14 日 地點：學習城堡 

一、 學習目標： 
1. 運用部件意義化識字學習生字「戶、育」。 

2. 運用部件意義化識字學習生字「清、安」。 

二、 學生能力分析： 
姓名 障礙類別 相關能力現況 

林 O晴 輕度智障 

注音符號尚未熟練，國字筆畫概念缺乏；易分心恍神、扭動

身體，專注力低，聲音太大會焦慮，需分段進行課堂教學及

提升國字基本書寫能力。 

梁 O恩 輕度智障 

能試著認讀注音符號，但偶爾拼讀錯；能抄寫但抄寫速度

慢，容易因為分心而停頓；持續專注度僅 3 分鐘，需分段進

行課堂教學及提升國字基本書寫能力。 

林 O芸 疑似障礙 

拼讀注音符號困難，能抄寫但抄寫速度慢，且握筆用力並常

有筆畫固著難以訂正的狀況；專注力低且情緒易焦慮，需分

段進行課堂教學及提升國字基本書寫能力。 

三、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 運用前測了解學生在原班級是否習得生字。 

2. 以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法來教導生字。 

3. 播放 PPT 簡報，分析生字的構形特性。 

4. 介紹部件的形體演變及所呈現的信息。 

5. 引導筆順和記憶的口訣。 

6. 精熟練習：拼出、說出部件意思並造詞和畫下來。 

7. 立即後測了解學生是否能獨立書寫出生字。 

四、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因學生的紙筆書寫能力弱，加上語文理解能力也弱，希望能藉由部件意義化識字學習

法，除了認識文字演變，並能從理解部件的涵義中，幫助記憶如何書寫出生字。 

五、 教學評量方式(如：學習單、口頭發表、實作評量、小組討論…等) 
  評量方法主要是小白板寫字的實作評量、口頭回答的口語評量，次要才是寫學習單的紙

筆評量。 

六、觀察工具：如觀課紀錄表所示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1 年 11 月 14 日 

地點：學習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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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