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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國語 設計者  

實施年級 四年級 總節數 共 五 節，200 分鐘 

單元名稱 第五課 月光下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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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

點和意見。 

4-II-4 能分辨形近、音近字詞，並正

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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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

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

本能力。 

6-II-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巧

寫作。 

核心 

素養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

生活經驗，學習

有步驟的規劃活

動和解決問題，

並探索多元知

能，培養創新精

神，以增進生活

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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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

義功能。 

Ab-Ⅱ-6 2,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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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家庭教育【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生命教育【價值思辨】 

實質 

內涵 

家 E2 了解家庭組成與型態的多樣性。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

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自然／藝術與人文 

教材來源 翰林版國語課本第七冊 

教學設備／ 

資源 
電子教科書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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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心聽出課文的重點，培養聆聽的態度。 

二、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與字的空間結構。 

三、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文主要的大意。 

四、運用預測、推論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五、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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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思考 

(一)教師提出問題，請學生自由分享個人經驗。 

問 你曾經留意過月亮嗎？說一說你的想法。 

答 我發現不是只有晚上才看得到，有時白天也會

出現。 

答 我覺得不同形狀的月亮會讓我有不同的聯想。 

老師可以參考學生在自然領域的學習經驗外，也帶入

與課文相關的傳說故事來幫助學生理解課文。 

(二)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名，思考和單元主題的關係。 

1.教師提出課文題目，引導學生思考。 

問 看到〈月光下〉這個課名，你會想到什麼？ 

答 在有月亮的晚上所發生的事。 

2.提出單元主題，引導學生進一步想像課文和單元

可能有哪些關聯。 

問 試說看看這一課和第貳單元「航向天際」有什

麼關聯呢？ 

答 我猜都是跟天上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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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能專注聆聽 

能用清晰完

整的語句表

達 

二、概說全文 

(一)教師引導學生運用題目，預測課文。 

◎請學生讀課名，引導學生思考依照過去的學習經

驗，預測可能的課文內容。 

問 你覺得作者會在「月光下」做什麼呢？ 

答 我猜是寫跟中秋節有關的事。 

答 我覺得可能是在說跟月亮有關的故事，就像

以前老師說過「嫦娥奔月」和「吳剛伐

桂」。 

(二)學生自行默讀課文，比較課文和自己想法的異同。 

問 課文的敘述和你原本的想法有什麼不同？ 

答 我還以為會是一篇在講和家人一起過中秋節的

小日記。 

答 原來是作者寫下和家人回鄉下老家所發生的

事，剛好那天的月亮又圓又亮。 

(三)教師彙整學生的回答，引導學生說出全課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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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能用清晰完

整的語句表

達自己的想

法 

能專注聆聽 

能回答本課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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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讀完這一課，說一說你對哪一段的內容印象最

深刻？ 

答 我覺得作者做夢那一段很有趣，他們兩個人對

月亮的看法不同。 

答 因為作者是現代人，跟我們一樣上過自然課，

如果是我，我也會這樣跟那位詩仙說。 

答 不過我很喜歡李白對月亮的想像力，難怪他是

詩仙。 

三、朗讀課文 

(一)分段朗讀：學生標示自然段後，分組（個別）朗讀。 

(二)流暢性指導：教師分段指導，修正學生朗讀錯誤的

地方。 

1.漏讀的字詞：提醒以指讀方式再重讀一次。 

2.誤讀的字詞： 

(1)「背對著我」的「背」讀ㄅㄟˋ，聲調是四

聲。 

(2)配合語文百寶箱3教學：姐姐的背包太重了，

她每天都腰酸背痛。「背包」的「背」聲調是

一聲，「腰酸背痛」的「背」則是四聲，和

「背對著我」的「背」聲調一樣。 

3.錯誤的斷句：教師示範正確的讀法，學生模仿。 

例：「那人卻自顧自說著」應讀做「那人／卻／自

顧自／說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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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正確朗讀

課文 

 

四、學習回顧 

(一)教師引導學生分享「概說全文」的收穫。 

1.看到課名要想一想。 

2.比一比課文和自己的想法有什麼不一樣。 

(二)請學生說出最喜歡哪位同學的分享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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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能回想自己

的學習，說

出喜歡哪位

同學的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