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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
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
持學生學習動機。 

1.老師問學生是否曾用網路搜尋資料，學生回答肯定。老師再

問如何從網路大量資料挑選自己需要的部分記錄下來，學生

大都不置可否。老師引入正題，這堂課的設計就是在教如何從

一篇文章擷取重點的能力。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
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
則或技能。 

1.教師除了印製學習單，另外還製作了搭配課程的 PPT。學生

可從 PPT 清楚看見目前正在進行的步驟及操作過程。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
容。 

1.老師在第二段進行「語詞刪除」時邀請學生透過 PPT 共作。                   

2.第一段討論完後，老師請學生將該段摘要書寫於學習單，並

鼓勵學生可加入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要全數按照老師展示的

答案。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1.老師在第二段「分句」步驟時，問學生第二段有幾句，學生

多能回答「3 句」。老師給予肯定，並再次歸納分句的依據是

以句號、驚嘆號或問號結尾時。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
作。 

1.進行第一段「刪除」步驟時，老師放聲思考：「參觀的『地

點』是『台南』的『安平古堡』，這三個詞都是指『地點』，我

可以試著把『地點』、『台南』都刪掉，留下的句子變成『我們

參觀安平古堡』，這樣也很通順，而且又有講出重點。」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1.刪除第二段時，有學生表示可刪掉第一句，老師請全班再次

閱讀該段，找出主題在「參觀陳列館」。老師說：「若是刪除第

一句，就等於把「陳列館」這個主題刪掉了，因此應該予以保

留。」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
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
生學習。 

1.學生說：「可以把『文物』後面那些『安平的史料、地圖、

模型、照片』等字眼都刪掉，因為『文物』兩個字就包括後面

這些東西。」老師說：「說得太棒了。非常正確。」                           

2.座位在後面的學生發表意見時，老師會走到後面複述，也會

請附近的同學複述。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1.老師邀請學生嘗試刪除第二段第三句。學生說可以刪除「安

平這個軍事要地就更有名了」。老師表示這是一次很棒的嘗

試，並為該小組加分。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1. 第二段分句完成後，老師問：「這三個句子能否跟第一段一

樣，刪掉某個完整的句子？」有學生說要刪掉第二句。老師表

示：「第二句裡『安平古堡是荷蘭人蓋的』這個資訊重不重要？

如果重要，它是不能刪掉的。」老師補充：「如果句子當中含

有重要訊息，不是一些感受、形容或是重複內容，補充說明，

是不適合全句刪除的，可以做部分刪除就好。」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1.在刪除第二段第三句時，許多學生選擇刪除「鄭成功打敗荷

蘭人，駐守在這裡」。於是老師再次展示兩個句子，請學生再

次思考「參觀陳列館」這個主題，跟「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比

較有關係，還是跟 「安平古堡這個軍事重地變得更有名」比

較有關係。之後請學生二選一，剔除較不重要的句子。學生大

多能正確刪除「安平古堡這個軍事重地變得更有名」。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教師能以字體適中、內容清晰的 PPT 呈現教學內容，裨益學生接受訊

息。 

2.摘要過程講解仔細，也能讓學生適時參與，改善了講述法的枯燥特色。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1.課程中可見為學生搭學習鷹架的過程，好的鷹架可使學生快速掌握學習

重點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