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下學期特殊教育國語文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壹、設計理念 

利用六何法認識與分析文本內容重點，並學習透過想像賦予事物生命力，口頭述說故事。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現況分析 

 

姓名 性別 障礙 領域相關能力 

沈Ο琳 男 
輕度 

智能障礙 

1. 識字量少，書寫國字時倚賴抄寫。 

2. 可認讀、辨認、書寫國字。 

3. 能流暢的朗誦課文內容。 

4. 能參與課程活動，專注時間超過30分鐘，透過轉換

課程型態能提升持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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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回應教師問題。 

 

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三、教學方法分析 

透過影音、圖片等多元方式呈現與表達記敘文本概要，並使用圖卡輔助做故事敘述教學。 

 

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領域 國語文領域 教 學 者 郭于榛 

主題(單元) 十二、九蛙傳奇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節數 第(2)節/共(3)節 

參考資料 12年國教國語領綱、南ㄧ版國語課本第八冊 

九蛙傳奇 

複習舊經驗 

分析文本內容概要 

日月潭九蛙欣賞 

 

 

 

衍伸活動 

利用圖卡輔助進行

故事創作 

圖畫、文字、語言、肢體

呈現觀後感及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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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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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配合學生能力調整目標難度) 

       1-Ⅱ-2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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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學習內容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的各類文本。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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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與簡單結構。       

學習目標 
利用六何法認識與分析文本內容重點，並學習透過想像賦予事物生命力，

口頭述說故事。 

配合 iep學期

目標 

1.能在學後唸讀課文流暢度達每分鐘 70字以上。 

2.能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並在適當的時候斷句。 

3.能運用部件識字法學習課文生字及正確寫出生字的筆畫順序。 

4.能分辨同音異字、形似字，並造出正確語詞。 

5.能運用常用基本句型，並做日常溝通。 

6.能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表達自己的需求及意見。 

7.能理解話語、詩歌、故事的訊息，並使用六何法找出文章大意。 

8.能找到文本線索，簡單推測段落的因果關係，了解文章大意。 

單元目標 

(本節課) 

1-1能完整閱讀及朗誦出整課課文。 

2-1 能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並在適當的時候斷句。 

7-1能找到文本線索，寫課課文六何法內容。 

8-1能理解話語和故事的訊息，在問答中說出文章大意。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分為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教學媒體 時間 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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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1 

8-1 

 

 

 

 

 

 

 

 

 

 

 

7-1 

一、 準備活動 

1.複習上一節課讀過的課文 

2.預告今日課程的課程內容 

 

二、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課文分析 

1.課文朗誦 

 (1)全文朗誦：學生自行朗誦課文 

               (彈性調整) 

2.分段解釋課文語詞 

  (1)針對較困難的詞語或成語進行解釋，

過程中確認學生理解情況，亦鼓勵學生用

自己的話表達詞意。 

  (2)利用影片及圖片等多元且具體方式幫

助學生理解新詞意思。 

 

3.統整分析課文 

 (1)分別找出故事中的重要的人、事、

時、地、物。 

  (2)以六何法討論課文大意，教師以心智

圖記錄於黑板上。 

 討論問題： 

 ①何人？故事裡的重要角色有哪些？ 

 ②何事？本課在講什麼事？ 

 ③何時？故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④何地？蛙巫和蛙族住在哪裡？ 

  日月潭位於哪一個縣市？ 

 ⑤為何？蛙巫為何要獲得法力？ 

 ○6 如何？蛙巫第一次是如何獲得法力？ 

  蛙巫第二次是如何獲得法力？ 

           活動二，課文統整 

1.完成六何法學習單：將使用六何法找出

 

平板電腦 

教學 PPT 

 

 

 

 

 

 

學生課本 

平板電腦 

教學 PPT 

 

 

 

 

 

 

 

 

 

學生課本 

平板電腦 

教學 PPT 

黑板 

粉筆 

 

 

 

 

 

 

 

六何法學

習單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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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能在注音符

號的輔助下

正確唸出不

會讀的字。 

口頭評量：

能完整閱讀

及朗誦出整

課課文。 

 

 

 

 

 

 

口頭評量：

能在問答中

說出文章大

意。 

 

 

 

 

 

 

 

能簡單口述

分享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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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文大意寫入學習單中。 

 

三、綜合活動 

1. 延伸活動：簡單分享自己所知道的傳

說、童話故事。 

2. 總結本節上課內容。 

3. 結算今日點數 

 

 

               ~本節課結束~ 

 

 

 

 

 

 

平板電腦 

教學 PPT 

 

 

 

 

 

 

 

 

 

 

5min 

 

聽過的故事

及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