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課-資料整理 

教學者 陳順杰 任教年級 三 任教科目 閱讀課 

教學單元名稱 閱讀與寫作—小徒弟的創作課 

教學節次 共 2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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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導學生預測故事內容 學生根據線索回答問題，開啟創作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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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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問學生胡蘿蔔可以怎麼吃，學生回答｢炒熟吃｣、｢榨成胡

蘿蔔汁｣、｢直接吃｣等答案。 教師接著提問：｢如果是從不同

姿勢、不同地點來講呢?例如站著吃、坐著吃…｣ 學生回答｢躺

著吃｣、｢倒立著吃｣。教師請學生把想得到的吃胡蘿蔔的方法

寫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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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製學習單，清楚呈現問題。另外，利用愛的書庫借來

共讀書箱。教師講故事時，帶領學生逐頁翻閱，學生可以清楚

看到故事中的細節，並根據書本回答教師提問。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1.教師請學生自己想出「吃胡蘿蔔的方法」，並將其紀錄於學習

單。                                                   

2.教師於學習單提問：｢如果莫爺爺的考驗對象是小松鼠，你覺

得他會出什麼難題來考小松鼠?｣學生以莫爺爺角度思考，重新

開啟另一條思考迴路。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1.教師問學生:「爺爺請兔寶再想想出門時的天氣、心情、想的

事情後，兔寶重新回答了一段更完整的『出門過程』，請問兩

次的回答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學生回答：「有講到太陽光照

進屋子裡」、｢第二次有講到他想問額的問題｣、｢他在樹林旁偷

看爺爺，覺得很著急｣……。老師給予肯定，並強調這種寫法

會讓文章變得更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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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問學生:「爺爺叫兔寶要跟一種動物和兩種植物說話，

為什麼兔寶選擇跟河上的鵝說話?」學生回答：「因為他出門的

途中有看到鵝，而且心裡有想問鵝問題。」教師肯定學生的答

案，並加述：｢你們也可以想想，如果是你，你會問誰什麼問

題。｣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
的指導。 

1.教師說故事時，停在「兔寶靠近一朵花，像是要問它問題」。

接著老師邀請學生對花朵發問。有學生問花說：「為什麼你這

麼漂亮?｣教師說：「我會想問花，你會不會覺得天氣很熱啊?你

有擦防曬乳嗎?你不會曬傷嗎?」學生哄堂大笑，覺得教師的提

問很有趣，接著也興起更多想問的問題，如:｢為什麼你要住在

這裡，不是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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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吃胡蘿蔔的方法不一定只有煮的方法不同，也可以

跟吃的地方、吃的姿勢有關，例如:『躺著吃』、『邊看電視邊

吃』…｣學生開始回答：｢倒立著吃。｣、｢炸來吃。｣教師利用

口語再重複一次學生的答案，並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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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邀請學生口頭回答想問花什麼問題。學生回答：「為什麼

你身上有這麼漂亮的顏色?」老師對此表示肯定:｢很棒的問題。

｣並在黑板上為該位同學紀錄加分。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1. 教師邀請學生口頭回答想問花什麼問題。學生回答：「你為

什會有葉子?」教師說明：｢如果花回答：『因為要行光合作用

啊!』『因為我生出來就有葉子啊!』好像會少了一點故事的樂

趣，就像問『人為什麼有手有腳?』『為什麼地球要叫地球而不

是別的名字』。所以，如果可以加點想像，多點趣味，故事才

會更好看。但如果你是為了要說明事物的原理，就像故事中問

鵝為什麼會游泳，就不用特別加入想像。｣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適
時）調整教學。 

1.教師請同學在翻開讀本之前，先在學習單寫下｢吃胡蘿蔔的方

法｣。有的學生寫出｢躺著吃｣、｢坐著吃｣、｢炒來吃｣等答案之

後，便不知要寫什麼。於是，教師以放聲思考示範：｢我最討

厭胡蘿蔔的味道，那我要想辦法把它的氣味去掉。那我可以…

把它泡在蜂蜜裡，放進冰箱冰兩天再拿出來吃。又或者，把他

切成薯條的形狀沾麵粉炸好，沾胡椒粉還是甜甜的梅子粉吃。

｣之後，學生便擴大了思考的方向，越寫越多，許多同學寫出

超過七種方法。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教師挑選的故事既能兼顧趣味，又能引導學生嘗試創作，是本好教材。 

2.學生在創作過程中躍躍欲試，也激發了不少創意。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1.好的讀本已為說故事者奠定良好的教學基礎。若是再搭配適當的引導，學

生很容易就可以跟著教學者進入課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