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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東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活動 

 （一）單元 

領域科目 綜合課程 設計者 林淑芬 

單元名稱 話中有話 挑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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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味太郎繪本-話中有話開始，並結合廣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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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素養導向以學生為中心，教學須考量學生學習狀況而設計） 

1.前測題為針對五年乙班同學設計，從日常生活中細微觀察並發現同學的優點 

2.從五味太郎繪本-話中有話，了解語言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3.利用全聯 fb 文案「話中有話 挑刺處理」設計成學習單，讓同學好好說話，不

帶刺的語言，尊重並善待同學。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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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   節課 
 

 

 2 第   節課 
 

 

v 3 第 三 節課 
前測活動-繪本閱讀解釋-fb 文案小編案例分享-學習單檢閱 

 

 4 第   節課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二 授課時間 40 分鐘 

學習表現 

1-1從日常生活中體會觀察同學的優點和好人好事。 

1-2了解班級經營核心精神，除了認識同學外，還有老師。 

1-3除了與人互動外，為自己的各方面打分數。 

1-4欣賞自己外，亦欣賞別人。 

1-5希望學生在班上快樂成長，並找到自己的熱愛。 

學習內容 

1-1 在班上一段時間後，學生的觀察與體會。 

1-2 繪本學習，結合語言和人際互動以及國語言外之意的理解。 

1-3 好好說話，可以讓人善意溝通，並達到有效的傳達，人際互動更有利。 

學習目標 一. 好好說話，並非只是會說話 



2 

並讀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二. 先觀察，後體會，再修正。 

從在校生活中看到同學的優點，觀察體會在這個班級的老師，以及同學和

自己值得欣賞和學習的地方，並找到自己喜歡的科目和事 

三. 可刪除掉多餘綴字 

讓人際溝通更順暢友善 

四. 在學校開心學習 友善 尊重 

除了學業上的學習外，還在同學和師生間的日常間，處處皆可學習。 

 

情境脈絡 

從觀察五乙同學日常每日的互動相處中，將他們的正向行為值得肯定鼓勵

的地方，透過同學的思考和觀察，強化並鼓勵。 

例:主動幫同學做值日生，幫助同學的行為。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繪本簡報/學習單 

  (二)學生：筆 

 

 二、引起動機 

    先發下綜合活動前測題給同學做答 

 

【發展活動】（須扣合所選取之學習內容開展） 

 

繪本講述-五味太郎 話中有話 

                                                                  

  

全聯廣告文案案例-說明， 

發下學習單二-請同學一起來挑刺， 

了解了”雙關”意，並把”綴字”多餘的字挑掉， 

讓溝通更順暢 

 

                                                         

【總結活動】（須能檢核所選取之學習表現） 

 

  收回綜合活動前測題，不指名是哪位同學說的，將值得嘉許和欣

賞同學的行為當眾公開表揚，同學因此開始觀察並猜測是哪位同

學，而被嘉許突同學也非常開心，持續正向的行為表現。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學習任務說明 

（依所選定節次教學活動規劃設定該節課之學習任務） 

  能完成指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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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教學照片） 

 

（教學照片） 

 

開始前的學習單 引導同學思考 
解釋全聯廣告文案的話中有話，請同學一起來挑

刺 

（教學照片） 

 
 

（教學照片） 

 
 

 

請同學上台分享同學值得肯定嘉許的行為 請同學分享欣賞的人的特點，好朋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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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開始同學拿到學習單，學習單很容易讓同學直接聯想到”測驗” ，所以他們變成很在意”分

數”，把學習這件事情，直接連結到分數成績考試，反而很在意答題是否正確，但是其實前測題的目 

 



4 

的，只是要他們開始思考，學習並不是為了考試，而是讓他們思考，生活之中處處皆可學習，可以跟

同學學習，也可以跟老師學習，更可以從生活中的任何細微之處觀察學習。 

 

2.請同學列出科任老師的姓名，竟然成為了一個難題?有些同學開始抱怨，那些沒有繳交聯絡本的同

學，可以翻開聯絡本看前面的功課表，知道科任老師的名字怎麼書寫，其實只是要培養小孩”觀察”

和”用心體會”。 

 

3.自評表的部份兩極化，不論在學業、作業繳交，打掃，人際互動上，有一部份同學對自己極其沒有

信心，另外少部分的同學，自我感覺良好(或許是因為跟分數和成績掛勾，所以書寫師長想要看的答

案?) 

 

4.關於列出欣賞的人和好朋友，知道為什麼欣賞這位同學，可能因為成績好，或是運動項目好，但對

於好朋友這點，卻說不出為什麼?比較重感覺。 

 

5.來學校的目的，雖說是為了學習，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你學習到了什麼?其實處處都可學習，而

什麼是你真的喜愛學習的?若不跟分數掛勾，是否仍喜歡學習?請同學回答最喜歡的三個科目，發現，

這三項科目，常是同學個人”擅長”以及分數較佳的科目，藉由他們的學習單，調整他們日常的小考

和作業方式，例:國語讓他們在課堂上，可以一邊上一邊完成部份作業;平常小考圈詞，加上考對於”

課本”的觀察，例如作者是誰?有沒有戴眼鏡?剛測驗分數，改為”加分”題，不是減分題，五年乙班

對於隨堂測驗投入程度，變高了，月考成績亦隨之提升。 

 

6請同學完成”話中有話 挑刺處理”學習單，還是會讓同學覺得和”測驗”做連結，所以同學會覺得

很難，心裡有檻過不去，但是從挑出”多餘的綴字”讓同學體會到好好說話，正向說話，學習單的回

饋可以看出，同學對於原本的說話方式，讓人感覺像酸民，不舒服，亦知道要調整說話方式，好好說

話，有從”文字遊戲”中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