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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 / 國語 設計者 黃毓婷 

單元名稱 統整活動四 總節數 3 節，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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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教室都有每天的國語日報，學生已有讀報經驗。 

2.國語第十課課文就是一篇報導，學生對新聞的文章格式有基礎認知。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藉由國語文學習，關切本土與全

球議題，拓展國際視野，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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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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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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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 1-II-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2.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3.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4.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 5-II-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6. 5-II-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學習內容 

1.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2.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3. Cb-II-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等文化內涵。 

4. Cb-I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單元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透過讀報吸收新知，看懂報紙並感受讀報的樂趣。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

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

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

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

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

觀與世界和帄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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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非必要項目）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機、課本、國語日報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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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角色的行為，掌握故事重點，找出故事的主旨。 

 2 第 2 節課 理解故事的內容，了解條列說明與因果說明。 

 3 第  3  節課 透過讀報吸收新知。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三節 授課時間 40 分鐘 

學習表現 

1. 1-II-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2.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3.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4.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 5-II-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6. 5-II-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學習內容 

5.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6.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7. Cb-II-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等文化內涵。 

8. Cb-I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學習目標 
1.認識報紙格式 

2.閱讀新聞報導，能從標題、內文和圖片，掌握大意。 

情境脈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一、準備活動 

◎教師請學生回想第十課課文，並分享讀報的經驗。 

問：之前閱讀過報導的同學，請分享讀報的經驗？ 

答：閱讀報導可以知道很多最近發生的事情。 

問：閱讀報導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答：有圖（照）片可以看見報導提到的東西。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請學生說一說，報紙上有哪些生活上相關的報導。 

問：說說看，報紙有哪些和我們生活上的相關報導？ 

答：和交通相關的報導，例如：車禍或塞車。 

答：報導新冠病毒的事。 

 

3 分 

 

 

 

 

5 分 

 

 

 

 

專注聆聽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觀察課本
p144-p145 

引導與討
論 

閱讀國語
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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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些生活上的相關報導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答：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答：可以讓我們了解相關的訊息，增加更多知識。 

(二)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中的報紙內容。 

1.請學生觀察課本144頁和145頁，說一說報紙上有哪些項目。 

問：報紙上有哪些資訊呢？ 

答：報頭(刊頭)、日期、標題、版面名稱、圖片、報導的內容、

報導的人、提供圖片的人。 

問：圖片中的水母像荷包蛋嗎？ 

問：這樣的標題好不好？為什麼？ 

2.教師引導學生說一說報紙報導的內容。 

問：說一說，你見過長得像荷包蛋的水母嗎？這個開頭你喜歡

嗎？為什麼？ 

答：喜歡。因為會吸引我閱讀下去。 

問：圖片有幫助你對荷包蛋水母的認識嗎？ 

答：有，因為很有趣味性，會吸引讀者注意。 

問：報導的內容增加你哪些知識？ 

答：荷包蛋水母的名稱、分布的地方、牠是保育類動物。 

問：這篇報導增加了你對櫻花鉤吻鮭的哪些認識？ 

答：造林可以幫助櫻花鉤吻鮭活下去。 

(三)教師小結： 

1.我們能透過讀報吸收到新的知識。 

2.我們能藉由圖片的說明，幫助理解報導內容。 

(四)教師總結課本中的學習便利貼 

1.報紙告訴了我們很多事情，這些事情也許發生在自己生活的地

方，也許發生在臺灣的某一處，也或許是某一個國家的城市，

不論發生在哪裡，這些事情都讓我們更了解世界。 

2.新聞標題可以讓我們知道這篇報導的主題，因此透過它可以找

到自己想要找的相關內容；內文的第一段，通常會寫出報導的

重點，因此可以讓我們掌握內容大要。 

3.報導的圖片可以向讀者展現新聞中最重要的情景與新聞人物

的個性特徵。它有可視的形象，與文字報導互為補充，各展其

長。看圖片時，也要閱讀它的說明文字，以加深具體的印象。 

 

三、總結活動 

◎習作指導：完成第一大題「閱讀新聞報導，回答問題。」 

(一)教師請學生默讀內容，先自行練習理解文意。 

(二)教師引導學生分組討論習作提問的問題，找出正確的選項。 

 

 

 

15 分 

 

 

 

 

 

 

 

 

 

 

 

 

 

 

2 分 

 

5 分 

 

 

 

 

 

 

 

 

 

10 分 

 

 

 

靜心閱讀 

口頭評量 

 

 

 

 

 

 

 

 

 

 

 

 

 

 

認真聆聽 

 

 

 

 

 

 

 

 

 

 

實作評量 

學習任務說明 

透過課本與教師的說明知曉報紙的基本要素，並學會讀報，理解報導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