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語文教學設計 

宜蘭縣光復國小 陳惠如 

壹、教學理念: 

   「只要課程設計得當，學生會忙著動腦，不再只是聽老師從頭講到尾。」身為教
師多能同意此觀點，但實務操作面又該如何進行呢？ 

    為了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生上課參與度。因此，如何將課本裡平凡無奇
的文字敘述，轉換為生動活潑的探索式學習，即為本課之設計重點。 
 

貳、教學設計 

設計者:陳惠如 教學年級：四上 

主題/課文名稱： 

翰林四上統整活動＿＿有趣的數字語詞 

節數/總節數:1/1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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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5-Ⅱ-7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

增進對本文的理解。 

5-Ⅱ-8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狀況，適時調

整策略。 

學習內容: 

Ab-Ⅱ-7國字組成詞彙的構詞規則。 

Bc-Ⅱ-1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 

學習目標: 

讀懂「數字語詞」的分類並練習下定義。 

第 1 節教學活動簡案與評量 

課前分析： 

1. 課文內容僅兩頁，以說明文方式呈現(如圖 1)，非常適合以「表格」形式進行教

學。 

2. 課前多數同學未預習，但仍有認真學生私下反映已先讀過，但是表示字好多，密

密麻麻的，看不太懂。 

              圖 1 課文內容                  圖 2 黑板實況 

 

 

 

 

 

 



   

 

 

步驟一：故佈疑陣(前置作業) 

1. 上課前，老師先在黑板上畫出 4*3 的大型格子。 

2. 在下排格子中，填入課本上已區分好的四類數字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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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給予引導 

1. 一上課，以不打開課本為前提，請學生猜測，黑板上四種數字語詞之分類標準為

何？  

2. 由於學生回答得零零落落，因此老師請自願上台的同學，用彩色粉筆將有數字的

地方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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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動腦推論下定義 

1.老師重新提問，這四種數字語詞是如何分類的？請下定義說明。 

2.學生團體討論紀錄如下： 

 (1)學生首先鎖定第三類，發現此類「兩個數字都是一樣」。 

 (2)接著，又觀察到第一類語詞中，四個字皆為數字。雖然發表時有 

   同學談到疊字，但是上台書寫的學生，卻只寫「全部都是數字」。 

 (3)後來，繼續討論出第四類為「兩個數字分開」。 

 (4)最後，才處理第二類，歸納出「數字連續，集中在前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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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查字辭典並進行分類 

1. 兩人一組查字典，搜尋躲藏在字典中的數字語詞。 

2. 將查到的數字語詞，依全班所下的分類定義，填入下排格子裡。 

3. 黃底字有疑義，亦為步驟五之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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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偵錯時間+修正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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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翻開課本，對照比較成人版與兒童版定義之差異 

 數字語詞 兒童版定義 課文版定義(成人版) 

一 三三 兩兩 

原：全部都是數字。 由數字重疊構成的語

詞。 新：全部都是數字， 

    且上下是疊字。 

 

二 略知一二 

亂七八糟 

原：數字連續， 

    集中在上下。 

將數字加以排列的語

詞。 

 新：不同數字， 

    連續集中在一起。 

三 

 
一心一意 兩個數字都一樣。(未改變) 

相同數字交錯構成的

語詞。 

四 五顏六色 

原：兩個數字分開。 將不同數字交錯構成

的語詞。 
新：分開不同的數字。 

學生碎碎念（學生自我評鑑與省思）： 

1. 第一類定義 PK：兒童版雖然字數偏多，但清楚易懂；而課文用「重疊構成」就涵

蓋全句，實在厲害。此類雙方各有優缺，算是平手。 

2. 第二類定義 PK：課文版定義太過模糊，目前所討論的四種數字語詞，皆屬「將數

字加以排列」。比起兒童版的定義「不同數字連續集中在一起」，課文版定義顯然

不夠明確，所以兒童版勝出。 

3. 第三類定義 PK：兒童版只有考慮到數字相同的部分，忘記處理數字是連續或是分

開，所以課文版勝出。 

4. 第四類定義 PK：雖然兒童版經過修正後，更正為「分開不同的數字」；但課文版

居然用「交錯構成」這麼有學問的語詞，來表示互相穿插的感覺，甚至還呈現出

視覺效果，所以課文版大勝。總結：課本還是很厲害的，值得我們小朋友用心學

習！ 



 



肆、教學反思 

 

課程理念的落實(從學生學習成效切入) 

1. 符應自發：將原本的課文，稍作轉換，以預測的方式，引發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 

2. 符應互動：運用兩人一組查字典，找出隱藏在字典中的四字數字語詞，與組員做正向互動。 

3. 符應共好：藉由全班合作下定義，再以子之矛攻其盾(用自查之語詞檢核之前所下的定義)。全

班共同參與行動，並和他人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應用所學產生共好的效果。 

 

素養導向的設計(從課程設計與調整切入) 

1. 強調學習是完整的，整合知識(數字語詞的理解)、技能(查詢字典及歸納定義)、態度(與人融洽

合作，並虛心接受同學指正)，而不是只偏重知識層面。 

2. 注重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教學者有效轉換教材，將學習內容謎題化、趣味化，讓學習者自

然融入情境中，與生活經驗、事件、脈絡進行適切結合。 

3. 兼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經由此教學活動，以探索式歷程培養學生獨自面對龐雜的文字敘

述，需進行分類統整時，擁有自學能力。 

4. 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透過活動式學習，而非傳統聽講式教授法，讓學生學以致用，整合所學

遷移應用到其他事例或實際活用於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