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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內外在重大轉變，教育部啟動課程改革的行政運作，歷經多年規劃與行政處理，於2019年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以下簡稱108課綱）。有關108課綱，首先提及的便是「核心素養」。「核心

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核心素養

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

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頁2-3；教育部，2014，頁3）。本文討論因應新課綱，在國語文領綱規範

下，如何進行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陸、108 課綱相關論述之探討 
 

四、核心素養 

學者對於「素養」、「核心素養」一詞界定不同。例如對字源的討論，包含「能力」

（competence、ability）、「素養」（competence、literacy）、「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e）。或從

中外課綱進行相關探討，如 1990 年代，澳洲聯邦教育行政當局主張「Key competencies」；英國稱之

為「core skills」；紐西蘭稱之為「essential skill」；臺灣九貫課綱的「基本能力（key 

competencies）」。到了 2000年代，「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在《DeSeCo 專案》之後，主

張除「basic skills 」之外，更需要「key competencies」等等，對各有其論述（鍾宜興，2018）。 
然在108新課綱總綱中明確提及，為落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念與目標，「核心素養」做為

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統整（教育部，2014，頁3）。因此，
本文重點不在探討「核心素養」意義，而依循作為108課綱的主軸，「核心素養」如何具現於國語文的教
學設計。 

從總綱至領綱，「核心素養」連結緊密。在總綱部分，除說明核心素養項目，也提出各教育階段
的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如「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其項目說明為「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
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於國民小
學教育階段，更清楚列出具體內涵為「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
題」（教育部，2014，頁 4）。 

至於領綱，有關於核心素養的論述，依循同樣模式。同樣以「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為例， 除
了有「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總綱項目說明，相對應於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展現在國語文的具體
內涵為「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
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綜上所述，足見從總綱到領綱，敘寫模式和具體內涵皆有一致
性，究其緣由，領綱的核心素養即是依循《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結合國語文科目之
基本理念與課程目標後，在國語文科目內的具體展現（教育部，2018，頁 3）。 

確定了「核心素養」的連貫性，接續進一步探究，依據國語文領綱的核心素養，如何進行教學設
計。 

五、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論述 
如何依據國語文領綱的核心素養進行教學設計，則需提及學習重點。因 108 課綱《總綱》

總結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將透過各學習階段、各課程類型的規劃，並結合領域綱要的研修，以落實於

課程、教學與評量中。而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研修，考量領域/科目的理念與目標，結
合或呼應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發展及訂定「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及「各領域/科目學
習重點」（教育部，2014，頁 6）。 
早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中建議，可透過總綱的「核心素養」、「各教育階段

核心素養」，及各領域/科目綱要的「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來進行轉化與表
述，如圖1（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頁 7-8）。亦即總綱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轉化成各教育階段的核
心素養後，指引著各領域/科目綱要轉化成各自的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綱要的「核心素 養」與「理念與
目標」相互發展；各領域/科目綱要的「理念與目標」與「學習重點」相互發展； 而各領域/科目綱要的
「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相互對應。如此一來，各領域/科目的學習方能達 成 核心素養。 



 

圖 1：核心素養在課程綱要的轉化及其與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頁   7-8。 

 

因此，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可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中，核心素養在課程綱要的
轉化及其與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妥善運用各領域/科目之領綱，其基本理念、課程目標、領域核心素養及學
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等，做為教學設計的鷹架與工具。另外，范信賢9（2018）提出領域素養導向
課程及教學設計需結合並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分別是整合知識、技能與態度；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及策略；活用實踐的表現。 

進一步敘述四項原則內涵。首先，關照「整合知識、技能與態度」，強調學習是完整的，不應只偏重知
識方面。其次，導入「情境脈絡化的學習」，可透過體驗、事例、場景、關係、線索、條理、架構或任務等，
串連所學習的知識、技能與態度，以促進抽象和經驗、部分和整體，以及新 舊、前後之間的連結，朝向理解
的學習、意義感知的學習。關注「學習策略及方法」，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合在一起，學生學會學習，
成為終身學習者。強調「活用實踐的表現」，讓學生可以將所學知能遷移至實際生活或新情境中，是「做中
學、學中做」的靈活運用、整全表現與反思辨證（范信賢，2018）。 

 

 
 

9
新課綱研發歷程，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總綱研修小組」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研究團隊成員。 
 

六、國語文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重點 
對於 108 課綱相關論述之探討，從核心素養到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論述，可以歸納如下。 
108 課綱從總綱至領綱有兩項強烈的連結模式，一是透過總綱規範，各領域課綱有共同的敘寫模式。二

是「總綱核心素養」、「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
間的轉化與表述相互呼應。第二項連結模式，亦即總綱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轉化成各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
後，指引著各領域/科目綱要轉化成各自的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綱要的「核心素養」與「理念與目標」相
互發展；各領域/科目綱要的「理念與目標」與「學習重點」相互發展；而各領域/科目綱要的「學習重點」
與「核心素養」相互對應。 

如此一來，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若能緊扣領綱中的學習重點，即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則能達成核心素養。此為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重點一。其次就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
則討論，在國語文教學設計的教學/學習目標，長久以往皆強調兼具知識、技能與態度，不需另行強調。本文
所談及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將強調其他三項原則 

～導入情境脈絡化的學習；關注學習策略及方法；強調活用實踐的表現。 
尤其是關注學習策略及方法，以九貫課綱國語文領綱第二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與108課綱的學習表現相

對照，可以發現九貫課綱也談方法策略，但 108 課綱的方法策略更為具體，如提及大意， 強調運用學習階
段的摘要策略；對文本的理解，則建議運用預測、推論、提問、找出支持的理由； 甚而，運用理解監控，用
以覺察自己的閱讀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表一：九貫課綱與 108 課綱之國語文領綱方法策略比較對照表 

九貫課綱、能力指標 108 課綱、學習表現 

5-2-2 能調整讀書方法，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效 

能。 
5-2-5 能利用不同的閱讀方法，增進閱讀的能

力。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讀，並瞭解不同語言

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5-2-13 能讀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讀技巧。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 

大意。 

5-Ⅱ-6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

進對文本的理解。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讀理解情況，適時調整

策略。 

作者自行整
理。資料來
源： 

1. 教育部（201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臺北：教 
育部。10-11。 

2.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臺北：教育部。10。 

柒、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實務 
有關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根據 108 課綱相關論述之探討，歸納出兩個重要原則，

一是依據領綱，二是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前者是教學單元說明中的領綱部分；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
項原則具現於教學活動設計。第貳部分，將以南一版 108 學年度〈美麗的海中地標〉課文為例，進行核心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教學舉隅。 

 

〈美麗的海中地標〉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放眼望去，一排排黑色的石頭出現在遠方，是大自

然的巧手，把它們堆放在一起，像是巨人的石頭城堡。下了船，在彎曲的海岸邊，公路是一條綿
延的風景線，在海天相連的美景中，帶著我們 前往著名的「雙心石滬」。 

「石滬」是過去用來抓魚的地方，漁民使用石頭在海裡堆起兩個相連的心形，只有一個入
口，讓魚兒在海水漲高的時候，一路游進石滬，水位降低的時候卻游不出去。這種「引魚入
室」的方法，真是聰明! 

我們站在山坡上，居高臨下欣賞著一望無際的大海。這時，雙心石滬泡在海 水裡，好像
落在海底的兩片葉子，自然形成困住魚兒的迷宮。當海水慢慢退潮，石滬就從海裡浮現出來。
由高處往下細看，陣陣白浪拍打著石滬，在藍藍的海水中，現出兩道心形，那畫面好美! 

七美的雙心石滬，因為外形太讓人印象深刻，所以成為澎湖群島美麗的海中 地標，同時
也在我的心底，永遠留下這一幕動人的美景。 

 

一、第一節次：朗讀與理解監控 
備課時，需先行確認希冀學生學習內容。以本節次而言，進行朗讀與理解監控的學習。 

 

（一） 教學單元說明之領綱部分10 

 
1. 選填領綱核心素養11：利用領綱核心素養內涵表，分析領綱中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之內涵， 試

著找出其關鍵字句，選填領綱核心素養。 
（1） 朗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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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解監控：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
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處理日常生活問題乃
連結處理不懂的部分，而理解監控本身即是一種策略） 

（3） 課文大意：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
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10 
依據領的教學設計方法，主要是參考 

（1） 林永豐教授在南區前導學校計畫辦理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工作方講義。 

（2） 林永豐（2017）。核心素養的課程教學轉化與設計。教育研究月刊，275，4-17。 

11 依據領綱的部分說明兩點 

（2） 先選取領綱核心素養理由在於，領綱的核心素養內涵與國語文教學連結更為緊密。以課文大意而言，總綱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看不出與大意的連結。領綱「國  E-

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

活  問題」的文本要旨與課文大意連結緊密。 

（3） 有關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學習目標僅是舉例說明，師資生可就設計的教學內容進行調整。 
 

2. 選填總綱核心素養：對應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與其內涵 

（1） 朗讀：國 E-B1�E-B1 

（2） 理解監控：國 E-A2�E-A2 

（3） 課文大意：國 E-A2�E-A2 

 

3. 選取學習內容：利用領綱，選取「學習內容」，並找出「學習內容」的關鍵名詞 

（1） 朗讀：Ac-Ⅱ-4 各類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2） 理解監控：Ab-II-7 國字組成詞彙的構詞規則。 

（3） 課文大意：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4. 選取學習表現：利用領綱，選取「學習表現」，並找出「學習表現」的關鍵動詞 

（1） 朗讀：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 

（2） 理解監控：5-Ⅱ-8 覺察自己的閱讀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3） 課文大意：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 撰寫學習目標：運用關鍵動詞與關鍵名詞敘寫學習目標 

（1） 朗讀：運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表現〈美麗的海中地標〉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2） 理解監控：運用理解監控覺察閱讀理解，解決問題。 

（3） 課文大意：運用刪除策略，擷取〈美麗的海中地標〉大意。 
 

6. 領綱部分教學單元說明之敘寫順序建議（前 5 項表列）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２ １ 
 

領綱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４ 



【學習內容】 

３ 

【學習目標】 

５ 
7. 〈美麗的海中地標〉之領綱部分教學單元說明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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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 
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
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
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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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綱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讀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學習內容】 
Ac-Ⅱ-4 各類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b-II-7 國字組成詞彙的構詞規
則。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
簡單結構。 

【學習目標】 
1. 運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表現〈美麗的海中地標〉文句

的語氣與意義。 

2. 運用理解監控覺察閱讀理解，解決問題。 

3. 運用刪除策略，擷取〈美麗的海中地標〉大意。 

 

（二）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具現於教學活動設計中，針對本節課的教學活動與四項原則

的結合，表列說明。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一） 猜一猜～這是什麼地方 
播放教師準備名勝照片簡報，學生搶答。
師生歸納討論出「地標」概念。 

 

（二） 教師示範理解監控，學生仿作 

1. 示範懂多少 
教師：讀完這篇文章，你覺得自己是~完全看得懂；有些懂，有些不

懂；還是完全看不懂？ 
教師：老師讀完這篇文章，覺得自己是~完全看得懂 教
師：現在，請大家默讀，評估自己閱讀理解的情形。 

2. 示範找不懂 
教師：找不懂，像是字不懂、詞不懂、句子不懂，在不懂的地方做記號。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及策略
活用實踐的表現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教師：以第一段為例，「乘船」這個詞不懂，畫圈；「綿延」這個詞不

懂，畫圈；「海天相連」不懂，畫圈；「雙心石滬」不懂，畫圈。 

教師：現在，請大家默讀第二次，找不懂並做記號。 

3. 示範怎麼辦 
教師：知道了哪裡不懂，最重要的就是找出解決的方法。可以使用策略，

例如~放慢速度、重讀、猜猜看、問別人（問師長同學、查字典、
查書、查資料、查網路）、其他。 

教師：以第一段為例，老師「乘船」這個詞不懂，用「猜猜看」，幫助
自己理解。「乘船」，可以拆成「乘」和「船」。「乘」是乘坐，
「船」是船隻，「乘船」就是乘坐船隻。 

教師：老師「雙心石滬」這個詞不懂，用「猜猜看」，幫助自己理
解。「雙心石滬」，可以拆成「雙心」和「石滬」。可能是有
「兩個心型」的「石滬」。看到第二段~「石滬」是過去用來抓
魚的地方，漁民使用石頭在海裡堆起兩個相連的心形。 

教師：現在，換大家找出自己不懂的字、詞或句子，並試著運用己知
的方法幫自己了解。 

學生實作。 
 

（三） 討論學習任務 
教師：課文中，有些不懂的地方可能無法運用己知的方法幫自己了

解，像是「綿延」這個詞。這時，怎麼辦？ 
師生討論，透過課後查字典，自己解決問題。並分配第二節課生字小

老師任務。 
 

（四） 朗讀課文 
教師：在理解監控時，小朋友已默讀了兩遍，更運用己知的方法幫自己

了解部分不懂的地方。接下來的朗讀，有兩個重點，1、配合標題
「美麗的海中地標」讀出「美麗」。2、連結自己的經驗， 像是家
庭旅遊，校外教學，讀出情感。 

師生討論課文的「哪些語句」需要以「何種語氣」被強調。
學生進行朗讀。 

師生討論朗讀情形並修正。 

 

 

 

 

 

 

 

 

 

 

 

 

 

 

 

 

 
活用實踐的表現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活用實踐的表現 

 

二、第二節次：生字新詞 
備課時，需先行確認希冀學生學習內容。以本節次而言，透過學生課前自主學習，課堂以

生字小老師方式進行生字的學習。再由老師指導辭意擴展策略。 

生字：標、乘、船、島、巨、城、綿、延、滬、漁、民、漲、降、聰 

新詞：地標、乘船、巨人、城堡、綿延、石滬、漁民、漲高、降低、聰明 

（一） 教學單元說明之領綱部分 
 

1. 選填領綱核心素養：利用領綱核心素養內涵表，分析領綱中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之內涵， 試著找
出其關鍵字句，選填領綱核心素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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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填總綱核心素養：對應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與其內涵 

（1） 國 E-B1�E-B1 

 

3. 選取學習內容：利用領綱，選取「學習內容」，並找出「學習內容」的關鍵名詞 



（1） Ab-II-1 1,8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2） Ab-II-2 1,2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4. 選取學習表現：利用領綱，選取「學習表現」，並找出「學習表現」的關鍵動詞 

（1） 4-II-1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2）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識字量。 
 

5. 撰寫學習目標12：運用關鍵動詞與關鍵名詞敘寫學習目標 

（1） 分辨《美麗的海中地標》生字的形音義。 

（2） 讀寫出《美麗的海中地標》新詞。 
 

6. 〈美麗的海中地標〉之領綱部分教學單元說明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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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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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綱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4-II-1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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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 分辨《美麗的海中地標》生字的形音義。 

2. 讀寫出《美麗的海中地標》新詞。 

 

 
12此處第二節的生字新詞教學，僅就通盤式生字新詞進行設計。因此學習目標適用於每一課。然若有特定的教學重點， 

如強調部件教學，學習目標可為「找出《美麗的海中地標》生字前兩名的部首」。又如強調字型結構學習目標可為「分  

辨《美麗的海中地標》左右並列的生字」。 
 

 

 

 

 

 

 

 

 

 

 

 

 

 

 

 



（二）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具現於教學活動設計中，針對本節課的教學活動與四項原則

的結合，表列說明。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一） 生字小老師準備 

1. 將本課生字分配於學生（14 個生字）。 

2. 學生於課前，依據「生字九宮格13」進行生字小老師教學準備。 

 

 

 

 

 

 

 

 

 

 

 

 

 

（二） 對一對～圈出新詞 
播放教師準備課文克漏字簡報，學生搶答。
師生歸納課文新詞，並於圈出本課新詞。 
 

參考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  1  拜訪  2   。放眼望 

去，一排排黑色的石頭出現在遠方，是大自然的巧手，把它
們堆放在一起，像是 3  的石頭  4   。下了船， 
在彎曲的海岸邊，公路是一條  5 的風景線，在海天相   
連的美景中，帶著我們前往著名的「雙心   6   」。 

 

 

（三） 生字小老師教學 

1. 生字小老師依據「生字九宮格」，進行教學。 

學習方法及策略
活用實踐的表現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活用實踐的表現 

 

 
13
生字九宮格，相關概念呈現多元，如生字花、生字樹等。另，內容可依年級或教師教學重點進行調整。 

 

同部件字 

 

同部件字 

 

部首筆劃 

 

 
造句 

 

生字注音 

 

課本語詞 

 

四字語詞 

 

其他語詞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2. 歸納本課生字，進行課堂抽測活動。 

3. 票選本節課最佳生字小老師。 

（四） 詞彙擴展 

透過意義關聯的方式學習詞彙擴展。 

1. 意義相近與相反 

教師：分組討論，本課有什麼相反詞？（漲高、降低） 

教師：分組討論，本課有什麼相近詞？（綿延、相連、相連） 
教師：分組討論，與「漲高」意思相同的還有什麼語詞？是由哪個字

進行意義關聯思考？ 

（升高、提高、……）（由「高」進行意義關聯擴展詞彙） 
教師：分組討論，與「降低」意思相同的還有什麼語詞？是由哪個字

進行意義關聯思考？ 

（降下、……）（由「降」進行意義關聯擴展詞彙） 

（下降、……）（由「低」進行意義關聯擴展詞彙） 

2. 構詞 
教師：「漁民」是以捕魚為生的人，與「漁」和「民」有關。分組討

論與「漁」和「民」有關的語詞有什麼？ 

（漁：漁民、漁夫、漁具、漁船、海邊、……） 

（民：漁民、農民、國民、人民、縣民、居民、平民……） 
 

（五） 討論課後任務 

師生討論，課後生字語詞作業。 

學習方法及策略 
 

 
學習方法及策略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活用實踐的表現 

 

三、第三節次：內容深究～課文大意與自我提問 

本節次希望透過課文大意與自我提問，進行內容深究的學習。 
 

（一） 教學單元說明之領綱部分 
 

1. 選填領綱核心素養：利用領綱核心素養內涵表，分析領綱中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之內涵， 試著找出其
關鍵字句，選填領綱核心素養。 

（1） 課文大意：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
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2） 自我提問：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
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2. 選填總綱核心素養：對應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與其內涵 

（1） 課文大意：國 E-A2�E-A2 

（2） 自我提問：國 E-A2�E-A2 

3. 選取學習內容：利用領綱，選取「學習內容」，並找出「學習內容」的關鍵名詞 

（1） 課文大意：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2） 自我提問：各種基本句型。 
 

4. 選取學習表現：利用領綱，選取「學習表現」，並找出「學習表現」的關鍵動詞 



（1） 課文大意：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2） 自我提問：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 撰寫學習目標：運用關鍵動詞與關鍵名詞敘寫學習目標 

（1） 課文大意：運用刪除策略，擷取〈美麗的海中地標〉大意。 

（2） 自我提問： 
 

6. 〈美麗的海中地標〉之領綱部分教學單元說明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國 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 
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
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
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 

 
領綱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學習內容】 

Ac-II-2 各種基本句型。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

結構。 

【學習目標】 

1. 運用刪除策略，擷取〈美麗的海中地標〉大意。 

2. 運用疑問句句型設計自我提問，並加以回答。 

 

（二）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具現於教學活動設計中，針對本節課的教學活動與四項原則的結

合，表列說明。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一） 教師說明摘要的意義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教師：摘要的意義是將一篇文章內容以簡潔的文字扼要敘述。接下來

以確認文章主題；分出句子（。！？）；刪除不重要的句子；刪除不重

要的字詞；化妝打扮留下的五步驟14進行摘要。 

（二） 教師示範運用刪除摘取第一段大意 

1. 確認文章主題 
教師：摘要的第一關是~確認文章主題。本篇文章的主題是什麼？本

篇文章的主題是「美麗的海中地標」（實際上說的是「雙心石
滬」）。 

教師：我們要做第一段的摘要。請大家念第一段。 

2. 分出句子（。！？） 

教師：摘要的第二關是~分出句子。請問，要用什麼分出句子？可用

「標點符號（。！？）」分出句子。第一段可以分成三個句子。

第一句的最後三個字是「七美島」；第二句的最後二個字是「城

堡」；第三句的最後四個字是「雙心石滬」。 

3. 刪除不重要的句子 
教師：摘要的第三關是~刪除不重要的句子。不重要的句子就是，不符

合文章主題的句子。所以，要刪除不符合文章主題的句子，留下符
合文章主題的句子。 

教師：句子一雖未看到「雙心石滬」，但說的是作者家拜訪美 麗的海
中地標的路程，固可說是符合文章主題，應予保留。 

教師：句子二說的是在船上看到的「雙心石滬」，符合文章主 題，應
予保留。 

教師：句子三符合文章主題「雙心石滬」，應予保留。 

4. 刪除不重要的字詞 
教師：第四關和第三關很像，是~刪除不重要的字詞。刪除不重要的

字詞有很多種，❶刪除重複（字重複、意思重複）。❷刪除形容 
（形容名詞的形容詞、修飾動詞的副詞）。❸最多是刪除補充說 明
（其實也是重複的一種，但更常常是為了擴寫增加的補充說明或
舉例） 

教師：先練習的是刪掉形容和重複。什麼是形容，像是「石頭」，用了
「黑色的」來形容，就變成「黑色的石頭」。在摘要時，可以把「黑
色的」這些形容刪除。 

教師：句子一，並沒有看到形容或重複，所以不刪掉任何字詞。 

學習方法及策略 

 

 
 

14 
刪除五步驟僅是刪除的方法之一，教學可自行調整。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教師：句子二，因為沒還下船，所以估計是從船上看「雙心石滬」。

因此「放眼望去」是為了形容，而「放眼望去」和「遠方」重 
複，所以把「放眼望去」和「遠方」刪除。「它們」指的是「一
排排黑色的石頭」，所以把「它們」刪除。「一排排石頭」也和 

「堆放在一起」重複，所以可以刪除。 
教師：句子三，「彎曲的」形容「海岸線」，所以可以刪除。「綿延的」

形容「風景線」，所以可以刪除。「海天相連的」形容「美景」，
所以可以刪除。「著名的」形容「雙心石滬」，所以可以刪除。再
者，風景線和美景重複，可以刪除美景。 

5.    化妝打扮留下的 
教師：刪除後所留下的句子怪怪的，最後再進行化妝打扮留下（潤

飾）即可。也就是，可以怎麼改，讓句子變更通順。 
教師：刪除不重要的字，讓課文變精簡，但是讀起來也要符合作者原

來的意思，理解作者的意思才行。 
 

（三） 學生仿作運用刪除摘取第一段大意 
教師：課文中，有些不懂的地方可能無法運用己知的方法幫自己了

解，像是「綿延」這個詞。這時，怎麼辦？ 
學生相互口頭發表第一段刪除成果。
部分學生口頭發表第一段刪除成果。 

 

（四） 教師示範自我提問 
教師：平常上課，老師常常會提出問題，請大家回答。如果你是老

師，如何設計問題？ 
教師：提問時，我們可以用何人、何時、何地、何事、為何、如何， 

六何進行提問，問題最後要有「？」。課文第一段的「今年夏 
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練習。 

教師：以何人來提問，也就是先找出人。「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
拜訪七美島」的人是「我們全家」。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今年夏天，什麼人乘船拜訪七美島？ 

�答案是：我們全家在今年夏天乘船拜訪七美島。 
 

（五） 學生仿作自我提問
學生設計提問與討論答案。
學生提問，指定同學回答。 
參考：以何時來提問，也就是先找出時。「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

拜訪七美島」的時是「今年夏天」。 

 

 

 

 

 

 

 

 

 

 
 

活用實踐的表現
學習方法及策略 

 

 

 
學習方法及策略 

 

 

 

 

 

 

 

 
 

活用實踐的表現
學習方法及策略 

� 今年夏天 ，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何時，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答案是：今年夏天，我們全家在乘船拜訪七美島。 

參考：以何地來提問，也就是先找出地。「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

拜訪七美島」的地是「七美島」。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今年夏天，什麼人乘船拜訪七美島？ 

�答案是：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參考：以何事來提問，也就是先找出事。「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

拜訪七美島」的事是「拜訪七美島」。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今年夏天，什麼人乘船拜做何事？ 

�答案是：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參考：以如何來提問，也就是先找出如何。「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

船拜訪七美島」的如何是「乘船」。 

�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今年夏天，我們全如何拜訪七美島？ 

�答案是：今年夏天，我們全家乘船拜訪七美島。 

 

 

四、第五節次：寫作統整 

本節次希望統整先前的學習，以課文結構、修辭和句型的學習。 

 

（一） 教學單元說明之領綱部分 

 

1. 選填領綱核心素養：利用領綱核心素養內涵表，分析領綱中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之內涵， 試著找

出其關鍵字句，選填領綱核心素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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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填總綱核心素養：對應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與其內涵 

（1） 國 E-B1�E-B1 

 

3. 選取學習內容：利用領綱，選取「學習內容」，並找出「學習內容」的關鍵名詞 

（1）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2） Ca-Ⅱ-1 各類文本中的飲食、服飾、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

涵。 

 



4. 選取學習表現：利用領綱，選取「學習表現」，並找出「學習表現」的關鍵動詞 

（1） 6-Ⅱ-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2） 6-Ⅱ-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巧。 

5. 撰寫學習目標：運用關鍵動詞與關鍵名詞敘寫學習目標 

（1） 以心智圖繪製出〈美麗的海中地標〉結構。 

（2） 以〈美麗的海中地標〉心智圖，敘寫遊記。 

 

6. 〈美麗的海中地標〉之領綱部分教學單元說明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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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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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綱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6-Ⅱ-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6-Ⅱ-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巧。 

【學習內容】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

結構。 

Ca-Ⅱ-1 各類文本中的飲食、服飾、

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1. 以心智圖繪製出〈美麗的海中地標〉結構。 

2. 以〈美麗的海中地標〉心智圖，敘寫一篇遊記。 

 

（二）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具現於教學活動設計中，針對本節課的教學活動與四項原則

的結合，表列說明。 

教學活動 四項原則 

（一） 猜一猜～這是什麼地方 

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繪製課文架構圖。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及策略 



朗讀第一段。 

教師：第一段可以說是「總說」。第一段在說什麼？還記得六何提

問，如何命名？ 

（何時、何人、如何、何事、何地） 

朗讀第二段。 

教師：第二段可以說是「分說1」。第二段在說什麼？如何命名？ 

（石滬功能） 

朗讀第三段。 

教師：第三段可以說是「分說2」。第三段在說什麼？如何命名？ 

（何時、何人、如何、何事、何地） 

朗讀第四段。 

教師：第四段可以說是「總結」。第四段在說什麼？如何命名？ 

（感想） 

教師：這是什麼地方？填在中間。 

（美麗的海中地標） 

 

 

 

（二） 遊記寫作 

1. 繪製遊記心智圖 

教師：打算描寫什麼地方／景點？填在中間。 

（學生自行填寫，標題為景） 

師生討論：第一段「總說」，以六何（何時、何人、如何、何事、何

地），進行背景敘述。 

師生討論：第二段「分說1」，選取地標，描寫地標分說1。 

師生討論：第三段「分說2」，繼續同樣地標，描寫地標分說2。 

師生討論：第四段「總結」，描寫旅遊的心得感想，選取最重要的概

念。 

2. 觀摩遊記心智圖並修改

學生相互觀摩遊記心智圖。

學生修改遊記心智圖。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及策略

活用實踐的表現 



3. 進行遊記寫作 

（1） 學生以遊記心智圖為架構，進行遊記寫作。 

（2） 運用本課形式深究所學之修辭。 

 疊字，用以加強語氣，使文章更具節奏感。如「慢慢退

潮」、「陣陣白浪」。 

 譬喻：運用聯想力，將Ａ事物比喻成Ｂ事物的修辭法，如 

「一排排黑色的石頭堆放在一起�巨人的石頭城堡」、「雙

心石滬�落在海底的兩片葉子」、「魚兒進去就出不來�迷

宮」。用以加強語氣，使文章更具節奏感。 

 擬人：將描寫對象原來性質擬化成與人一樣。把物當成人來

寫的修辭法，使其形象更加鮮明。如「大自然�巧手�把石 

頭堆放在一起」。 

 摹寫：運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察覺，用文字具

體的描寫出來。如視覺和聽覺「由高處往下細看，陣陣白浪

拍打著石滬，在藍藍的海水中，現出兩道心形，那畫面好 

美！」 



 

本文對國民小學國語之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主要是依據領綱，並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

項原則。並以南一版 108 學年度〈美麗的海中地標〉課文為例，進行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教學舉隅。然其中所列之教學活動設計，僅供參考。因此，相對應之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皆非絕

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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