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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本土語言閩南語文 設計者 江麗雪 

實施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總節數 共 3節，本節為第 1節 

課文名稱 第四課  玉蘭花 

設 計 依 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I-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

語音差異。 

1-I-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

語句並掌握重點。 

1-I-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

文主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I-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

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2-I-2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

受、情緒與需求。 

2-I-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

課文。 

2-I-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

互動。 

3-I-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

語句和短文的興趣。 

4-I-1 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

寫。 

核

心 

素

養 

●總綱 

B1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

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

互動，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

常生活及工作上。 

C2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

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

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

素養。 

 

●課綱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

並能從事表達、溝通，以運用於家庭、

學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溝通能力，珍愛自

己、尊重別人，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學習 

內容 

 Aa-I-1 文字認讀。 
◎Ab-I-1 語詞運用。 
◎Ab-I-2 句型運用。 

 Bb-I-1 家庭生活。 

 Bb-I-2 學校生活。 
◎Bg-I-1 生活應對。 
◎Bg-I-2 口語表達。 

議題融入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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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課程 

2-I-1-1 運用感官觀察、辨認物體或生物的特徵，以及住家、校園、學校附近(社

區、部落)等環境特色。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學電子書、數朵玉蘭花、課本介紹的花卉、課本小圖卡 

學  習  目  標 

一、能正確朗讀課文並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二、能聽懂且說出生活中常見的植物用語，並學會造句與運用。 

三、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習的句型，並熟悉本課語詞。 

四、從課程學習觀察植物，及建立愛護植物、親近植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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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教 學 設 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學習評量 

準備活動:到市場買課本內介紹的花朵及玉蘭花，以吸引學生的

目光，引發學習興趣與及動機。 

 

一、引起動機 

1.播放教學電子書的「看卡通學閩南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看完動畫，老師引導學生用閩南語回答「激頭殼」的問題，引

出本課主題：「玉蘭花」，這一課我們要學習用閩南語說出身邊常

見的花兒。 

 

二、發展活動 

1.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讓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聆聽電子書的課

文內容後，老師再領讀，學生一邊跟讀，一邊把手指頭跟隨老師

的唸誦指到對應的字。 

 

2.老師解說課文內容後，再播放一次教學電子書，並提示要特別

注意的發音:「玉」、「白」、「埕」、「欉」、「送」，讓學生聆聽及跟

讀，使發音更正確、熟練。 

 

3.老師播放語詞及語詞例句並解說其意後，讓學生唸讀。 

4.句型練習: 老師將例句寫在黑板上，讓學生跟著複誦；並引導

學生仿照例句，做主詞、形容詞的替換，練習句型。 

(1)「（啥物物件）+（形容詞）+閣+（形容詞）」 

例：a.玉蘭花+白+閣+芳。 

        b.阿兄生做躼閣瘦。（哥哥長得高又瘦。） 

        c.小弟的頭毛軟閣幼。（弟弟的頭髮軟又細。） 

(2)人物+地方+種啥植物 。 

    例：阿叔的花園有種玉蘭花。 

 

5.玩「圖卡文字認讀樂」遊戲： 

學生兩兩一組玩圖卡和字卡認讀比賽，由學生輪流抽卡，請對方

認唸，答對則卡送對方，對方得一分。直到一人卡全送完，遊戲

結束。藉此遊戲以認辨植物，並熟練之。 

 

三、總結活動 

1.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再請學生一起唸誦一次本課課文，接 

   著播放本課歌曲及教導學生邊唱邊跳，以熟練本課課文及增 

   加趣味與律動感。 

2.待學生熟悉課文律動動作後，老師可依班級人數做適當分組，

請各組學生依序上臺表演律動，老師視各組表現給予獎勵。 

3.鼓勵學生平常可觀察家中和校園花朵，上課可和同學分享 。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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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口語、態度評量 

能聽懂老師提問的問題，

並能踴躍回答問題。 

 

 

 

口語評量 

能用正確的語音唸讀課

文。 

 

 

 

 

 

口語評量 

能用正確的語音唸讀語

詞、句子並練習句型。 

 

 

 

 

 

 

 

 

口語、態度評量 

能和同學一起玩卡片認

讀樂遊戲。 

 

 

口語、表演評量 

能用正確的語音唱讀課

文，並大方展現自己的肢

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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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授課-觀察前（備課）會談紀錄表 

教學人員：      江麗雪          任教年級：  二     

任教領域/科目：  本土語言閩南語文        教學單元：   玉蘭花                  

觀課人員：   李英慧    陳玥溦       

觀課前會談時間：112年 12月 20日 12：50至 13：20地點：一戊教室 

預定公開觀課時間：112年 12月 21日 9：30至 10：10地點：二己教室 

           

ㄧ、教學目標： 

1.能正確朗讀課文並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聽懂且說出生活中常見的植物用語，並學會造句與運用。 

3.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習的句型，並熟悉本課語詞。 

4.從課程學習觀察植物，及建立愛護植物、親近植物的觀念。 

二、教材內容： 

真平版閩南語二上課本第四課。 

三、學生經驗：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看過及聽過身邊有些植物的名稱，本節乃讓學生了解及學習

身邊常見的花朵與樹木的閩南語說法，及學會運用本課句型用閩南語造句，描述事物

的特性。 

 

四、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準備活動:到市場買課本內介紹的花朵及玉蘭花，以吸引學生的目光，引發學習興趣

與及動機。 

(一)引起動機 

1.播放教學電子書的「看卡通學閩南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看完動畫，老師引導學生用閩南語回答「激頭殼」的問題，引出本課主題：「玉蘭

花」，這一課我們要學習用閩南語說出身邊常見的花兒。 

 

(二)發展活動 

1.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讓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聆聽電子書的課文內容後，老師再領

讀，學生一邊跟讀，一邊把手指頭跟隨老師的唸誦指到對應的字。 

 

2.老師解說課文內容後，再播放一次教學電子書，並提示要特別注意的發音:「玉」、

「白」、「埕」、「欉」、「送」，讓學生聆聽及跟讀，使發音更正確、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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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師播放語詞及語詞例句並解說其意後，讓學生唸讀。 

4.句型練習: 老師將例句寫在黑板上，讓學生跟著複誦；並引導學生仿照例句，做主

詞、形容詞的替換，練習句型。 

(1)「（啥物物件）+（形容詞）+閣+（形容詞）」 

例：a.玉蘭花+白+閣+芳。 

        b.阿兄生做躼閣瘦。（哥哥長得高又瘦。） 

        c.小弟的頭毛軟閣幼。（弟弟的頭髮軟又細。） 

(2)人物+地方+種啥植物 。 

    例：阿叔的花園有種玉蘭花。 

 

5.玩「圖卡文字認讀樂」遊戲： 

學生兩兩一組玩圖卡和字卡認讀比賽，由學生輪流抽卡，請對方認唸，答對則卡送對

方，對方得一分。直到一人卡全送完，遊戲結束。藉此遊戲以認辨植物，並熟練之。 

 

(三)總結活動 

1.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再請學生一起唸誦一次本課課文，接著播放本課歌曲及教導

學生邊唱邊跳，以熟練本課課文及增加趣味與律動感。 

2.待學生熟悉課文律動動作後，老師可依班級人數做適當分組，請各組學生依序上臺

表演律動，老師視各組表現給予獎勵。 

3.鼓勵學生平常可觀察家中和校園花朵，上課可和同學分享 。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提問、發表、輪流抽考。 

 

六、回饋會談時間地點：（建議於觀課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12年 12月 21日 12：50至 13：20地點：一戊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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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觀課-觀察紀錄表 

任課教師：   江麗雪老師      任教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本土語言   教學單元：    第四課 玉蘭花        

觀課人員：   李英慧老師   陳玥溦老師                                   

觀課時間：   112   年  12  月  21  日  09 : 30  至  10 : 10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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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效連結新舊經驗與知識，使學生易於聆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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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適當的實體教材(課本中所提的花朵)、多媒體

教材，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

與相關重點。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

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提供多次的練習方式，使學生能夠理解與熟練學習

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

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每個學習活動階段後，能夠適時歸納與總結學習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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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發表教學法、示範教學法、實物展示等多元的

適切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與實作練習。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

指導。 

教學活動中融入口語學習策略，及非口語學習策略

之指導，以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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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口語、非口語、肢體呈現及教室走動等教學溝

通技巧，藉以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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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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口頭評量、書面習寫評量等多元方式，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

適切的學習回饋。 

評量結果如期，給予鼓勵；評量結果須調整改進之

處，給予糾正方式。能夠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能根據評量結果，適切的調整教學方式。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

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

規範。 

對於學生的學習規範有正確的引導，使得學生學習

的課堂規範有可遵循之依據。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 

細心的引導及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例如：學生有

學習狀況不佳時，有耐心地給予提示，並在學生回

應後給予獎勵。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

施，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學

習。 

有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備，包括資訊設備，促進師

生熱烈的互動與營造學生學習的氛圍。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

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老師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

係，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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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觀課後專業回饋會談紀錄表 

任課教師：   江麗雪老師     任教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本土語言    

教學單元：    第四課 玉蘭花       

回饋人員：    李英慧老師   陳玥溦老師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2年 12月 21日 12：50至 13：20 

地點：  一戊教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1.聲音清楚宏亮，發音標準，讓學童習得正確的閩南語發音。 

2.引起動機生動活潑，激發學童學習興趣。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班級中特殊狀況之學童，常會干擾其他學童學習，為使大多數學童能獲得較良好

之學習環境，教師可適度調整此特殊狀況之學童的座位，藉以降低干擾他人之因

素。 

三、具體成長方向： 

1.教學者運用實物展示(各種類花朵)的方式，讓學童在適當的情境中，練習說出本

單元學習之重點句子，大多數學童都非常喜歡此實物展示的學習方式。 

2.教學者以「激頭殼」的學習方式，大大提升學童學習之興致，並也讓學童從此活

動中增加學習效果，加深學習印象。 

四、觀課者的收穫： 

1.教學者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學童在閩南語課程的學習環境下，提升對閩南語

學習之興趣，亦是觀課者如運用於語文領域及數學領域之教學，期也能有所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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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2.教學者課後獎勵品皆是純手工創作之可愛美勞小物，總能吸引學童若能於課程中

專心學習即可於課後獲得之學習動機。教學者如此用心製作獎勵品，也是值得敬佩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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