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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新庄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國語領域 設計者 張芸婷 

單元名稱 四季的頭髮 總節數 共 1 節， 4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四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陳○妡：能聽懂基本語句，但無法理解抽象內容，表達時詞彙較缺乏，語句偏短。 

  雖能認讀 37個注音符號，但在拼音及音調辨識上皆有困難，注音符號聽寫能力 

  差。識字量少，學習當下雖能獨立聽寫生字，但一段時間沒複習則易遺忘。 

鄭○均：對不熟悉的環境會較退縮且說話聲量偏小。基本應答能力尚可，但無法 

  理解抽象內容。雖能認讀大部分注音符號，但在拼音及音調辨識上皆有困難， 

  注音符號聽寫能力差。識字量極少，且獨立寫出國字易有困難，主要以抄寫為 

  主。 

葉○芸：國字認讀能力尚可，能寫出教過的生字，但拼音受限於構音混淆，因此 
  拼音易錯誤。能自行念讀文本，文意理解尚可，但造詞易造出同音異字，造句 
  有時則不通暢，經提示能加以修正。 
林○瑩：能聽懂基本語句，但無法理解抽象內容，常需重複問題，易誤解指令， 

  表達時語句偏短。國字認讀能力尚可，會讀字句但不懂意思，可提取訊息，但 

  無法推論及詮釋整合，理解明顯為其弱勢能力。能正確寫出國字及拼音。 

設計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E-B3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

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4-Ⅱ-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字，使用 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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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Ⅱ-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學習內容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的各類文本。 

Ab-Ⅱ-1 1,8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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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Ⅱ-2 1,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 

Ab-Ⅱ-4 多音字及多義字。 

Ab-Ⅱ-6 2,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Bb-Ⅱ-1 自我情感的表達。 

課程目標 

1.能認識四季的變化，了解四季的特色。 

2.能知道童詩的寫作重點。 

3.能找出時序並重新組織。 

4.能運用聯想和想像手法描寫自然特色。 

5.能體會童詩之樂趣。 

教學設備／資源 課本、備課光碟、教學 PPT、自編學習單 

參考資料 
短片:台灣的春夏秋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Tp5fU_1b4&t=55s 

 （二）規劃節次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ˇ 1 第一節課 

1.透過四季影片及九宮格讓學生寫出其對四季的印象 

2.唸讀課文及提問課文大意 

3.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出與四季相關的訊息以完成九宮格。 

4.教師總結課文大意並請學生上台分享九宮格，強化對四季特色

的印象。 

 2 第二節課 

1.教師先引導學生從課文中析出語詞，再共同討論語詞意思，並 

  讓學生口頭練習造句。 

2.教師引導學生從語詞中析出生字，並進行筆順教學。 

3.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字義，再讓學生練習造詞。 

 3 第三節課 
1.教師從課文中析出短語，並說明短語的結構，再讓學生口頭練 

  習仿作。 
2.能將分散的詞語組成意思通順的句子。 

 （三）本節教案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  1  節 授課時間 40  分 

學習表現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4-Ⅱ-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字，使用 1,200字。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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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Ab-Ⅱ-1 1,8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Ⅱ-2 1,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Ⅱ-6 2,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學習目標 

1.能認識四季的變化，了解四季的特色。 

2.能整理課文重點，並能找出時序並重新組織。 

3.能運用聯想和想像手法描寫自然特色。 

4.能體會童詩之樂趣。 

與其他領域/科目連結 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第（ 1 ）節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觸控螢幕、教學PPT、課本、自編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一) 觀看四季變化的短片 

(二) 四季頭髮的想像 

⑴教師請學生畫出九宮格。 

⑵先在格子中心寫上題目――四季的頭髮，並分別在四個方

位寫上春、夏、秋、冬。 

⑶最後在剩餘的格子裡，運用想像力寫出四季的景象或特色。 

⑷教師運用提問引導學生觀察所處季節特色。 

 

【發展活動】 

(一)課文朗讀 

1.請學生先朗讀課文，並按照詩句的季節順序標上數字。 

2.教師請學生觀察並說一說自己畫的圖與課文的文字有何異同

處? 

3.請學生圈出在各段中四季的特色。 

4.整合所有圈出的訊息，協助學生掌握課文內容。 

 (二)課文大意 

  1.請學生在自己的九宮格圖加上箭頭，找出課文時序。 

  2.教師運用提問引導學生試說出大意。 

⑴作者如何安排四季的順序呢？ 

⑵夏天的頭髮像什麼呢？有什麼特色？ 

⑶秋天的頭髮像什麼呢？有什麼特色？ 

⑷冬天的頭髮像什麼呢？可以在冬天做什麼活動？ 

⑸春天的頭髮像什麼呢？有什麼特色？ 

 

 

 

 

 

 

2’ 

8’ 

 

 

 

 

 

 

 

10’ 

 

 

 

 

 

15’ 

 

 

 

 

 

 

 

 

 

 

 

 

●專心觀看 

●實際操作 
 

 

 

 

 

 

●專心聆聽 

●實際操作 

●口語發表 
 

 

 

●專心聆聽 

●實際操作 

●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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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作者最喜歡哪個季節呢？為什麼？ 

  3.教師統整歸納本課大意。 

  

【總結活動】 

(一)我的四季九宮格 
  教師總結本課課文大意，並讓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九宮格。 
 

 

 

 

 

5’ 

 

 

●專心聆聽 

●口語發表 

 

二、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 

 

 

 

 

 

 

 

 

 

 

 

短片欣賞-台灣的四季 教導九宮格學習單書寫策略 

 

 

 

 

 

 

 

 

 

 

 

解釋及摘要段落大意 上台分享九宮格學習單 

教學心得與省思 

（實際依教案內容進行教學實踐後所為之省思紀錄，可含成效分析、教學省思與修正建議等） 

（一）透過座位安排及獎勵制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教學活動藉由圖像及關鍵字能加強學生對課文文意的理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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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藉由九宮格學習單能讓學生主動找尋課文脈絡及重點，並歸納課文大意。此 

      外也能培養表達分享之技巧。 

（四）課程內容搭配多媒體教材，除可加深學生對重要概念的印象外，也能提升其 

      專注力。 

 (五) 九宮格活動學生需要較多引導且聯想的範圍偏窄，建議之後可安排兩人一 

      組一起討論並啟發更多的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