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語領域第十冊(五下)第十二課神農嘗百草 

單元名稱 第十二課 神農嘗百草 總節數 共五節，200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1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並簡要

記錄。 

2-Ⅲ-3 靈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豐

富表達內容。 

4-Ⅲ-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2,700 字，

使用 2,200字。 

4-Ⅲ-4 精熟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要領

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

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

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6-Ⅲ-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適切的標

點符號。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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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Ab-Ⅲ-1 2,7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

音和字義。 

Ab-Ⅲ-5 4,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意

義。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

年小說、兒童劇等。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一個領域的先驅者，需要一步一腳印累積相關知識，並堅持下去，以造福後

人。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生涯規畫教育】 

涯E6 覺察個人的優勢能力。 

【科技教育】 

科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本課是中國神話故事，教學時，可以跟學生討論神話和一般的故事有什麼不

同。引導學生察覺人物形象，一般來說，這類故事的主角形象較為崇高，多有

犧牲奉獻的精神，以及保護人民的責任感。因此在閱讀時，須讀出先民因生存

所面臨的問題。課文中，先民遇到的問題是糧食不足，對於植物的認識不夠，

在沒有醫藥知識的情況下，人民常受誤食病痛所苦。此時，炎帝就成了英雄。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本課可與﹝康軒版﹞進行教學整合。 

摘要 

炎帝教人們種植稻穀後，而被尊稱為神農氏。當時人們常因吃到有毒的植物而

生病、死亡，所以炎帝決定親嘗百草。擁有琉璃肚的炎帝，可以清楚看見吃下

的東西對人體是否有害，在嘗百草的過程中甚至差點喪命，因此感動上天，獲



 

 

得赭鞭。之後他更勤於檢驗百草的特性。最後，他因親嘗植物中毒死亡。炎帝

死後，留下神農本草經，開啟「藥食同源」的飲食智慧。 

學習目標 

1.運用聆聽策略聽懂內容，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根據提問， 說出課文大意。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運用結構學習生字。 

4.透過觀察、尋找線索等方法，回答課文相關問題，理解課文內容。 

5.理解課文中角色形象設定的意義，並寫出適合角色的戲劇臺詞。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語第十冊課本 

教學設備/ 

資源 
國語第十冊電子教科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第一節】 

活動1引導活動—聽說書 

一、教師播放影片：中國神話故事神農氏嘗百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pFQRBn0MY

（至2分30秒處） 

二、教師提問 

㈠從影片可以知道上古先民在生活中遇到了什麼問

題？（為了採集果實，必須長途跋涉才能找到食

物，就算找到食物，也可能因為採到有毒植物，而

發生中毒的情況。） 

㈡對應課本的「課前想想」，認不認識植物對古人和

現代人來說，重要性如何？（對現代人來說，是否

認識植物並不至於影響生活或性命，但對古人來

說，植物是食物來源之一，因此辨識它們很重

要。） 

 

活動2對應課文，找出重點 

一、教師提問：學生在有上述的背景概念後，教師請學

生在課本畫記，找出先民遇到什麼問題、誰出現解

決，以及他如何解決問題。（1.問題：由於那時人

們對各種植物並不熟悉，常有人不小心吃到有毒植

物，吐個不停，甚至中毒死亡。2.解決者：炎帝。

3.解決方法：⑴炎帝決定要親嘗百草，並記下各種

植物的特性，把這些知識傳授給人們。⑵炎帝發現

有些葉子清鮮可口，有些果實鮮美多汁，有些地下

莖容易填飽肚子。他也發現有些植物可以治療疾

病，吃了能減緩症狀，有的帶有毒性，吃了可能一

命嗚呼。他還提醒人們，顏色過於鮮豔的植物可能

有毒，盡量不要碰。） 

二、教師請學生說出畫下的重點，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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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影片，並聽出重點。 

 

 

 

 

 

 

 

 

 

 

 

 

 

 

在課文中畫出重點。 

 

 

 

 

 

 

 

 

 

 

 

 

 

 



 

 

活動3完成大意 

一、教師請學生將上述畫記的重點，加以刪減修潤，說

出故事大概的脈絡。（由於人們常不小心吃到有毒

的植物，因而中毒、死亡，因此炎帝決定親嘗百

草，記下植物特性，把知識傳授給人們。過程中，

他發現不少可食用植物及可治病的藥物，更提醒人

們顏色鮮豔的植物不要碰。） 

二、教師進行以下提問 

㈠為什麼炎帝又被稱為神農氏？（炎帝教會人們種植

稻穀後，因此被尊稱為神農氏。） 

㈡炎帝的外貌與嘗百草這件事有什麼關係？（炎帝有

一個琉璃肚，這個神奇的肚子可以讓人從外面看到

內臟，因此透過它，就可以清楚看見吃下的東西對

人體是否有害。） 

㈢除了琉璃肚，他還有什們辨識毒草的神器？（炎帝

嘗百草的行為感動了上天，獲得赭鞭，可以檢驗百

草的特性。） 

㈣最後，炎帝嘗百草的結果如何？（炎帝解決了人民

的問題，但他最後因親嘗植物中毒死亡。他死後留

下了神農本草經，開啟「藥食同源」的智慧。） 

三、試著將上述重點加入概意，完成大意。（炎帝教人

們種植稻穀後，而被尊稱為神農氏。當時人們常因

吃到有毒的植物而生病、死亡，所以炎帝決定親嘗

百草。擁有琉璃肚的炎帝，可以清楚看見吃下的東

西對人體是否有害，在嘗百草的過程中甚至差點喪

命，因此感動上天，獲得赭鞭。之後他更勤於檢驗

百草的特性。最後，他因親嘗植物中毒死亡。炎帝

死後，留下神農本草經，開啟「藥食同源」的飲食

智慧。） 

 

【第二節】 

活動1詞語教學 

一、找出不懂的詞語：圈出課文中不懂的詞語。 

二、思考解釋詞語策略：請學生說一說這些生詞可能的

意思，用什麼方法解釋詞語。 

三、引導學生運用「連結上下文，推想詞義」策略，理

解生詞。例如： 

㈠有一次，炎帝到深山採集植物時，不小心誤食一種

毒草，他的內臟頓時變成了黑色，整個人頭暈目

眩，口乾舌燥，於是趕緊坐下調息養神。從這句話

中可推出三個詞語的意思： 

1.誤食：由「不小心」與「食」可推知，「誤食」是

不小心吃到。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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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意為架構，說出課文 

大意。 

 

 

 

 

 

 

 

 

 

 

 

 

 

 

 

 

 

 

 

 

 

 

 

 

 

 

 

 

 

提出生詞，運用策略理解詞

語的意義。 

 

 

 

 

 

 

 

 

 

 



 

 

2.頭暈目眩、口乾舌燥：從「內臟頓時變成了黑色」

及「趕緊坐下調息養神」，推知「頭暈目眩」、

「口乾舌燥」是指不舒服的症狀。 

㈡他還發現有的植物可以治療疾病，吃了能減緩症

狀，有的帶有毒性，吃了可能一命嗚呼。 

1.症狀：將「有些植物可以治療疾病」與「減緩症

狀」兩個部分進行連結，推知：因為治療，所以可

以減緩，以此推知「症狀」是生病後所產生不舒服

的狀態。 

2.一命嗚呼：將「帶有毒性」與「吃了」相連結，推

知：「一命嗚呼」應該是吃了毒物後的結果。再將

推得的解釋連結「一命嗚呼」的「一命」，想必跟

生死有關，進而推得死亡。 

四、教師請學生分享解詞過程，例如：為生、咀嚼、一

掃而空。 

 

活動2生字形音義教學 

一、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電子教科書中的筆順教

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二、從詞語中歸納字義，鼓勵學生造詞，教師指導生字

的常用詞語。 

 

活動3習作㈠㈡㈢ 

一、評量重點 

㈠正確寫出本課的國字和注音。 

㈡分辨形近字，並正確運用。 

㈢了解詞語的意思。 

二、教學引導 

㈠請學生先默讀第一大題的文章，進行文章概覽。 

㈡學生圈出不懂的詞語後，教師引導學生以拆詞法、

上下文推論詞義的方式理解意思。 

㈢學生進行書寫後，請學生上臺寫出正確答案，教師

再予以指導。 

教學祕笈 

●教師教學時，可讓學生連結舊字，讓生字學習更穩

固。例如：「眩」可與「弦」一起連結，「咀」可

與「阻、詛……」成為家族字一起學習。 

 

【第三節】 

活動1課文美讀 

一、聆聽電子教科書，教師先範讀，再全班跟讀。 

二、「人物對話」美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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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生字的形音義，寫出正

確的國字。 

 

 

 

 
完成習作第一、二、三大

題。 

 

 

 

 

 

 

 

 

 

 

 

 

 

 

 

 

理解課文意涵，美讀課文。 

 

 



 

 

㈠部落中常有哀號聲傳出：「我爺爺嘗了樹旁的黑果

子後，肚子痛得打滾！快來看看哪！」「我家小孩

撿了一些小草，吃了之後昏迷不醒，快幫忙想辦法

呀！」→學生必須分飾三角色：旁白、甲戶人家與

乙戶人家。旁白以說故事的角度說話，一般語速即

可。但甲戶人家與乙戶人家在美讀時，須念出急迫

性，因此聲音要上揚，語速快些。 

㈡一段日子過去了，炎帝這天外出時，看到天空閃現

一道道金光，一位白髮蒼蒼、面容和善的天神從天

而降，說：「炎帝，感念你為眾人嘗百草不遺餘

力，甚至還差點兒犧牲性命，因此特別贈予你一條

﹃赭鞭﹄。」→旁白與天神的語氣及語速不同。天

神的形象是白髮蒼蒼、面容和善，因此須念出和

藹、穩重的語氣。 

 

活動2內容深究 

一、教師提問，請學生小組討論或全班共同討論後，回

答問題。 

二、提問要點 

1.為什麼炎帝教會人們種植稻穀後，大家尊稱他為神農

氏？（人們從採集、漁獵到種植稻穀，生活模式有了

重大的改變，生活更趨穩定，而這種改變正是炎帝的

功勞。如果拆解「神農氏」可把它的意思想成是種植

農作很高超的人，因此對人民而言，他不僅是一個部

落首領，也是對他種植技術的認同。）2.推論訊息 

2.為什麼炎帝要親自嘗百草？（因為他不忍心人民受

苦，因誤食植物中毒、死亡，所以他決定親嘗百

草。）1.提取訊息 

3.炎帝是部落首領，為什麼不派其他人嘗百草呢？（因

為只有他有琉璃肚，可以直接從外觀察到這些植物對

人體的影響。）2.推論訊息 

4.為什麼作者要在第二段安排人民哭喊的對話？（因為

可以讓讀者感受到辨識植物這件事需要解決的急迫

性，也可以讓讀者了解炎帝不忍心的原因。）4.比較

評估 

5.從第三段直接跳第五段閱讀，並不會影響閱讀的流暢

性，既然如此，第四段在整篇課文有什麼作用？（它

可以補充描述琉璃肚的功能是在觀察，幫助檢測植物

是否有毒，影響了哪些器官，但並沒有解毒功能，因

此說明炎帝嘗百草是有危險性的，也讓我們知道炎帝

嘗百草的決心。）4.比較評估 

6.如果你是炎帝，你會在沒有攜帶赭鞭的情況下，直接

親嘗植物嗎？（學生自由作答。例如：⑴不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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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尋找線索，回答課文相

關問題。 

 

 

 

 

 

 

 

 

 

 

 

 

 

 

 

 

 

 

 

 

 

 

 

 

 

 



 

 

驗證植物的毒性或藥性並沒有這麼急迫，可以摘取

後，帶回家檢驗，或是等下一次帶赭鞭時再測試。⑵

會。如果我是炎帝，我不想放棄任何機會，而且不知

道會不會有人誤食，所以我會立即嘗試。）3.詮釋整

合 

7.你認為炎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請舉出兩個例子證

明。（學生自由作答。例如：⑴我認為他是一個願意

為解決問題而努力的人。因為他走過很多地方嘗百

草，就是為了記錄這些植物的特性，並教導民眾，使

他們不再因為誤食而死亡。另外，即使在遍嘗百草的

過程中中毒了，他仍不畏懼的繼續這個工作，甚至因

此而死亡。⑵他是一個聰明的人，因為他會善用工

具，運用琉璃肚，檢測植物對人的影響，運用赭鞭檢

測植物的特性。⑶他是一個愛民如子的人。他聽到部

落人民的哀號因此不忍心，親自嘗草，他傳授植物知

識，教導人民辨識植物，讓他們減少中毒的機會。）

3.詮釋整合 

8.本文是一篇神話故事，你認為在故事中最神奇的事情

是什麼？（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認為最神奇的地

方是天神贈予的赭鞭，只要對著植物輕輕一揮就能知

道植物的藥性與毒性。）4.比較評估 

9.讀完本文，你學到什麼道理？（學生自由作答。例

如：⑴想要解決問題，就要一步一腳印的去執行，問

題才有撥雲見日的時候。⑵做事難免會遭遇困難，但

只要堅持下去，就會看到成果。）3.詮釋整合 

 

活動3習作㈣ 

一、評量重點：理解文本內容，回答問題。 

二、教學引導 

㈠教師引導學生先讀懂習作第四大題的問題。 

㈡教師請學生先憑記憶作答，再引導學生共同檢視答

案。 

 

【第四節】 

活動1聽記重點 

一、教師請學生準備一張紙，進行邊聆聽邊記錄的活

動。 

二、教師播放習作第五大題聆聽故事兩次，第一次不要

讓學生先知道題目，第二次讓學生看完題目再聆聽

故事。 

三、學生分享記錄的難點，以及記錄過程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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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習作第四大題。 

 

 

 

 

 

 

聆聽故事，記錄重點。 

 

 

 

 

 

 

 

 

 



 

 

活動2分享重點 

一、學生兩兩一組，分享各自記錄的重點。 

二、教師進行檢核，檢討記錄重點內容。 

三、學生說出聽到的故事。第一個人先說出整個故事，

第二個人針對第一個人沒提到的部分進行補充。 

 

活動3習作㈤ 

一、評量重點：運用策略聽懂內容，並記錄聆聽內容的

要點。 

二、教學引導 

㈠教師提醒學生，可運用剛剛的重點紀錄進行書寫。 

㈡討論目的複句「 為了…… 」 與因果複句「 …… 

所以……」的使用時機，並對應故事內容，哪一個

部分可使用這兩種句型，接著請學生進行書寫。 

三、聆聽故事內容 

    盤古開天 

  「轟！」盤古拿起了斧頭，劈開天地。這到底是怎

麼一回事呢？ 

  在渾沌時期，那個沒有天地的日子裡，盤古就生長

在一個沒有聲音，也沒有光的空間中。整個空間的形狀

像極了巨大的雞蛋，邊境的相連處總是讓他活動不方

便，因此他決定用斧頭劈開天地。 

  沒想到一斧劈開後，輕的東西往上飄，形成了天，

重的東西往下墜，變成了地，天地變得太靠近了，還時

不時的合起來，所以他決定兩腳踏著地，雙手撐著天，

讓天地不再相互貼近。 

  一萬八千年後，他長成了巨人，天、地也被徹底的

分開，但他實在太累，就這麼累死了。不過這個巨人的

倒下，並沒有造成災難，反倒是給了天地一份大禮。 

  他最後呼出的氣變成了流動的風，聲音變成了震天

價響的雷，雙眼也成了照耀大地的太陽與月亮。而身體

的肌肉化成泥土，成了大地，血液就成了大地上的江

河，頭髮、鬍鬚飛上了天，變成閃爍的星辰。連皮膚、

汗毛都化成花草樹木，牙齒、骨頭也成了金屬礦石，從

此天地有了不一樣的樣貌。 

 

【第五節】 

活動1語文讀寫 

一、語文讀寫——角色設定分析 

角色形象的設計可以讓故事更精采，了解如何設定角 

色形象。 

二、教學活動 

一找出角色設定 

15分鐘 

 

 

 

 

 

10分鐘 

 

 

 

 

 

 

 

 

 

 

 

 

 

 

 

 

 

 

 

 

 

 

 

 

 

 

 

 

 

 

40分鐘 

 

 

 

 

 

與同學分享聆聽故事記錄 

的重點。 

 

 

 

 

完成習作第五大題。 

 

 

 

 

 

 

 

 

 

 

 

 

 

 

 

 

 

 

 

 

 

 

 

 

 

 

 

 

 
 

找出課文中的角色設定，並 

演出角色對話。 

 

 

 

 



 

 

 

1.教師帶著學生從課文中找出描述炎帝外形、行為

特質的句子。 

2.師生討論炎帝外形、特質行為。 

 

 
 

二現在換你找一找 

1.在學生了解角色分析的方法後，試著讓學生找一

找其他角色的人物特質。 

2.各組討論後，請學生發表想法。 

 

 

 

 

 

 

 

 

 

 

 

 

 

 

 

 

 

 

 

 

 

 

 

 

 

 

 

 

 

 

 

 

 

 

 

 

 

 

 

 

 

 

 

 

 

 

 

 

 

 

 

 

 
 

 

 

 

 

 

 

 

 

 

 

 

 

 

 

 

 

 

 

 

 

 

 

 

 

 

 

 

 

 

 

 

 



 

 

 
 

三演出你的角色 

除了從外形、行為可得知角色設定，也可從對話來

設定角色形象。 

1.教師給予學生任務：在課文中找一段對話，演出

設定角色可能所說的話與語氣。 

●參考情境： 

⑴第二段，炎帝訪視部落，聽到這些哀號聲，他會

對他的子民說些什麼話？ 

⑵第四段，炎帝誤食時，他會跟自己說些什麼話？ 

⑶第五段，當炎帝獲得一些成果時，他又是如何與

人民互動？ 

⑷第六段，天神降臨時用哪一種語氣及語調贈予炎

帝赭鞭？（學生可自行加入適合的詞彙） 

⑸第八段，炎帝看到開滿黃色小花的藤蔓時，他是

毅然決然，還是有所遲疑，在幾經考量後才下了

決定？他會如何跟自己對話？  

2.學生相互討論，寫出臺詞。 

3.上臺演出。 

4.教師給予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