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語文教學設計 

壹、教學理念: 

本次授課的內容是三年級下學期關於村里生活的部分。按照課文內容，從本單元第一課到第三
課，會逐步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生活的鄰里、社區乃至於鄉鎮市區生活，前二者對於學生來說比較好
理解，到第三個部分，要讓學生了解鄉鎮市區生活時，由於課本介紹關於衛生所、公所等內容，離
目前孩子的生活範圍較有距離，除了課本針對內容舉的實例外(衛生所的職責、清潔隊的工作等)，
希望孩子可以真正即時知道目前在頭城鎮內，最近才剛辦理的活動等。因此引入相關新聞，引導學
生重點式閱讀，了解原來這些事情一直在生活周遭進行。 

    另外本單元結束時，課本有「學習加油站」的部分，介紹了圖書分類法、讓孩子知道圖書分類
方式。推論社會課程之所以如此設計，主要是由於家鄉的鄉鎮市區生活應該包含了鄉鎮市區的圖書
館，要實際融入鄉鎮市區生活，且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不該跳過圖書館，因此介紹圖書分類方式
，及使用電腦搜尋的方法，此處便是本次課程安排延伸活動的重點。本次教學活動設計是廣泛參考
了一些關於圖書分類教學的案例後，配合教學學校與班級的現況進行的安排。 

    社會課中，一直以來，因為社會課本課文多是以說明文的方式呈現，所以需要時時提醒學生如
何閱讀，與語文的閱讀方法指導有密切關聯。本次課程則先引入新聞閱讀，接著配合課本的圖書分
類方式介紹，安排了實際利用分類方式搜索書籍的活動，把學生重新拉入圖書館，以更專業的眼光
(懂得分類方式)，到平時習以為常的圖書館找書，希望學生能培養真正的能力，且可以運用在平時
的閱讀習慣中，在有需要時可以解決找書的問題。 

 

貳、教學設計 

設計者:林正乾 教學年級：三下 

主題/課文名稱：圖書分類法 節數/總節數:第1-2節/共3節 

領綱核心素養: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

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

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 技、資訊及媒體， 並探

究其與人類 社會價值、信仰 及態度的關聯。 

學習表現:  

語文 

5-Ⅰ-8 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

蒐集、解讀與判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

力。 

社會 

3b-Ⅱ-1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 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 

料，並判讀其正確性。 

學習內容: 

國語 

Cc-Ⅱ-1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

涵。 

社會 

Ab-Ⅱ-1 Ab-Ⅱ-2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 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學習目標: 

能夠了解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與利用圖書分類的

概念尋找書籍。 

第 1、2 節教學活動簡案 評量 

已經對社區生活中的郵局、圖書館等有基本認識。 

一、學習加油站：如何利用圖書館(40分鐘) 

1.觀察手邊擁有的書籍1。 

  觀察書上貼的編號數字、英文字母。 

方式、基規準 

能說出圖書館的功能及好處 

 

 

                                                      
1 本校每隔週週一又佛光大學雲水書車到校巡迴服務，通常本節課上課時間學生才剛借書回到教室。 



  老師提問，請學生觀察、想想其作用。 

2.認識圖書分類 

說明圖書分類的用途。對照手上本校圖書館、書車借的書籍，

逐一了解圖書分類各類的內容。 

以「圖書十大分類口訣」為小結。(不強調背誦) 

下課休息。 

二、找找看 

1.PART1：指定書籍類別，依分類尋找相關書籍。(20分鐘) 

  接著隨即到本校圖書館參觀。 

  確認各分類書架位置。 

隨機指定不同學生，尋找不同類型的書籍任一本，如跟太空有

關的書籍、跟廟宇有關的書籍、跟宜蘭有關的書籍等。 

邊找書時，邊與其討論，知道其判斷根據。 

針對尋找的結果進行確認與討論。 

2.PART2：指定書名，練習判斷分類後尋找(20分鐘) 

  給搜尋書籍的紀錄表。 

  分配工作，指定本校藏書書名。 

  各自根據其書名在圖書館內進行搜尋。 

  過程中記錄下初步辦定的類別，在事後說說判斷根據。 

  紀錄上也呈現一開始認定的分類與實際找到了分類可能不同。 

  最後完成任務，分享上述紀錄內容。 

 

 

 

 

 

 

能找出指定類別的書籍 

 

 

 

 

 

 

能找出指定書名的書籍 

 

 

 

 

 

 

※下一節課繼續進行課文方法二 利用電腦檢索之教學 

PART3：(方法二，下一節課，40分鐘) 

  根據找書的過程，討論遇到的困難跟自己的找書方式。 

  ex:根據書名可以快速判斷分類。 

     有些書本無法根據書名判斷分類。 

     根據書名判斷分類後，結果是誤判。 

  討論可以解決的方式。 

  也進一步了解，有時候為了趣味或其他原因而有不同的命題。 

  介紹學校圖書館網頁的檢索與檢索方式。 

  「知道書名—要找書的位置」-如何檢索。 

  「不知道書名—想找相關的書」-有哪些關鍵字詞。 

  命題讓學生實際操作，到圖書館找書。 

 結論：即使有電腦檢索可以使用，了解分類號依然有助於取得書籍，並藉此延伸閱讀相關書籍，

有助於學習各種知識。 



授課文本: 

 

 



 



107下 梗枋國小 三年級社會 三年忠班 姓名： 

 

1.我的任務是要找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本書。 

 

2.我看到書名，先猜這本書會被放在_______________類的架上。 

3.我去尋找了之後，發現 □真的在這一類的架上。(任務完成) 

                      □在這類的架上我找不到這本書。 

4.我重新尋找，最後，這一本書□還是在一開始我找的類別找到。 

 

                           □我在_____________類找到。 

 

107下 梗枋國小 三年級社會 三年忠班 姓名： 

 

1.我的任務是要找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本書。 

 

2.我看到書名，先猜這本書會被放在_______________類的架上。 

3.我去尋找了之後，發現 □真的在這一類的架上。(任務完成) 

                      □在這類的架上我找不到這本書。 

4.我重新尋找，最後，這一本書□還是在一開始我找的類別找到。 

 

                           □我在_____________類找到。 

 

107下 梗枋國小 三年級社會 三年忠班 姓名： 

 

1.我的任務是要找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本書。 

 

2.我看到書名，先猜這本書會被放在_______________類的架上。 

3.我去尋找了之後，發現 □真的在這一類的架上。(任務完成) 

                      □在這類的架上我找不到這本書。 

4.我重新尋找，最後，這一本書□還是在一開始我找的類別找到。 

 

                           □我在_____________類找到。 



參、教學實錄 

第 1節課教學實錄 學生表現 

 

 

 

 

 

 

找找看 PART1： 

在了解課本學習圖書分類之後，第一次先針對

分類的概念進行練習。讓學生按照老師指定的

概念，自己判斷分類去挑選相關的書籍。 

 

 

 

 

 

 

 

 

 

 

 

 

 

 

 

 

 

找找看 PART2： 

指定書名，各自尋找其指定的書籍，讓學生在

過程中學會根據書名推斷分類，判斷可能的位

置以找到書籍。 

 

一號男孩得到的指示是跟「建築物」有關的書

籍，他在世界史地 700 找到「建築藝術」一書。 

四號女孩得到的指令是找出「跟宜蘭縣相關的

書籍」她則找到「蘭邑頭圍」一書。不過在此

出現了第一個問題，她是在新書尚未編碼的地

方找到，若是以概念來說，她可以掌握所謂與

「宜蘭縣有關」的意思，但在此我進一步提問，

如果要分類應該分在哪一類，有人說世界史地

700，有人說本國史地 600，當然經過簡單的討

論後，學生也同意放在本國史地中。 

 

二號男孩得到的指令是找出「與廟宇有關」的

書籍，在宗教 200 類找到此書。 

六號女孩得到的訊息是找出「與日本相關」的

書籍，是在世界史地 700 類找到。 

 

七號女孩要找的是「西遊記」有關的書籍，最

後卻在中國史地 600 類找到。 

三號女孩找的是跟「宇宙、太空」相關的書籍，

最後以順利在自然科學類 300 找到。 

 

 

 

 

 

 

 

 

 

 

 

該生在圖書館得到任務書名之後，馬上就表示

這個應該在 300 科學類，因為工廠、巧克力等

詞。後來找了一段時間表示找不到，老師再建

議也有可能是其他類別，可以再找找，之後其

他同學的任務完成後，也加入行列，來協助尋

找，該生的任務是最慢完成的。過程中老師也

有再建議，如果在 400 也找不到，也有可能是

故事之類的，後來即在 800 找到。 



 

 

 

 

 

 

 

 

 

 

 

 

 

 

 

該生一開始就鎖定在花藝的「藝」，後來的確在

900 類找到。算是速度比較快的。 

 

 

 

 

 

 

 

 

該生因為看到「印度」知道是外國，因此也是

直接就到 700 類的架上尋找，但是書籍比較小，

書背並未印出書名，所以在找的過程當中，也

是稍微花了一點時間，但最終還是找到。 

 

 

 

 

該生的書籍是與恐龍相關的內容，對於學生來

說算是很熟悉的，所以不難找。 

 

 

 

 

 

 

這一本書對孩子來說也很有挑戰性，一開始該

生很明確地指出，因為是「寫字」，所以找到語

文類，但忘記老師在上課時有提過，關於學習、

教學的會放在 500，算是社會科學。該生找了一

段時間表示找不到，且 800 的書也很多，後來

老師建議她，因為跟教學有關，所以跟社會科

學有關。在這裡我是直接告訴她，當還在教室

說明 500 這一類的時候，孩子們對於社會科學

算是比較難以理解的，在此就反映出來。 

 

 

 

 



 

這一本書，是本次活動中難度最高的。乍看之

下，孩子們都認為應該就是在 600 類，但是找

了許久，直到下課了孩子們還是找不到，我請

小朋友留著單子，下次再告訴他答案。 

該書是吳祥輝先生所寫的文集，被放在 800 類，

因此孩子們當然找不到。也許下次我在命題

時，可以調整一下難度。 

 



肆、教學反思 

 

    本節課出乎意料的吸引孩子們。在圖書館找書的任務結束時，孩子們還意猶未盡，頻頻要求要

再進行一次挑戰。這讓我很肯定學生很喜歡這樣的活動。而一開始利用他們手邊的書籍來引起動

機，直接觀察書本上的數字、文字，讓小朋友開始發想，這些數字究竟有何功用。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成功的引起他們的興趣。不過關於這個部分，由於本校圖書館的分類編碼方式比較簡便，因此小

朋友從書車借的書籍上，有 CM(漫畫)、J(兒童)等英文，其實並不屬於本次教學的範圍內。然而這

樣的情況反而是很好的教育機會，不過事後在本校的圖書館中並無法得到應證，只能等下次書車到

校。 

    第一個部分，是了解書籍可能的分類，針對書籍歸類的概念進行了解。安排這個找書的活動是

希望能夠確認孩子們能夠分清楚什麼書籍屬於什麼類。如前所述，在社會科學方面，孩子們接觸比

較少，觀念比較不應處。另外語文類包羅萬象，有時會有重複或錯置的機會。加上本校圖書館資源

有限，空間有限，有時分類與放置上架較不精準，因此會出現上述過程中的情形。 

    第二個部分，是要利用書名找出位置，體驗如何根據書名來判斷書籍架位以取得書籍。過程中

孩子們也知道有些書的確可以直接判斷，找出大概的位置。但是也有一些書籍無法判斷，所以還是

要借助電子搜尋或請問其他人來判斷。或者要根據內容有更明確的認識，有時會需要這樣搜尋書

籍，可能是知道它是哪一類書，看過大概的內容，而應該根據內容來判斷分類，而不完全從書名就

可以找到。 

    在實際過程中，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第一次出現在尋找「巧克力冒險工廠」一書，也許對大

人來說，算是耳熟能詳的作品，但是對沒有讀過的孩子來說，光是憑書名來判斷其類別，的確是比

較困難，應該多提供一些條件，比較有利於尋找，且進一步思考，若是在生活中，會需要孩子來尋

找巧克力冒險工廠這本書時，可能是見過或聽過某些影視作品、圖畫書等，搜尋的條件線索應該會

比在課堂任務給的還要多。另外尋找「陪你走中國」這本書，一樣無法從書名去找到書本在哪裡，

因此還需要線索如作者。 

    不過本次教學活動設計，是希望學生練習用圖書分類的概念來思考，來尋找書籍，前述的情況

似乎是必經之路，需要孩子去體會的。然而通常我們在生活中尋找書籍時，不一定只是尋找某些類

別的書籍，會特別針對類別來尋找，主要是要增加閱讀廣度，或為了進行研究時，以某主題為圓心

而產生的同心圓式的廣泛閱讀，也就是本次活動設計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然而在上述兩本書所產

生的問題，若透過現代化的電腦網路圖書檢索系統，應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也是緊接著下一節課的

重點 

    總而言之，本次的活動設計，希望能夠不要停留在教室內針對分類及其口訣，而希望以學習者

為主體(自發)，讓他們實際去練習，去體驗，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在過程中，基本上有兩個發現：

一、「找書」是需要教學與練習的，不可以把學生在圖書館找書、看書等行為、能力視作自然會形



成；二、無論實際實踐是否可以完成任務，在過程中大家除了自己可以找到書，也可以共同討論，

一起找書(互動、共好)針對難找的書進行討論，有正面的影響。 

 

    本次活動，希望孩子們真的可以具有能力及概念，當然更希望他們可以喜歡讀書，且具被判斷

書籍分類以尋找自己想要的書籍之素養，因此乾脆直接帶到圖書館進行。本次課程活動的目標不僅

在認識分類法或知道分類法，而是希望可以從做中學習、體驗。即使如前所述，在過程中，可能有

一些還是比較難以理解的部分，如社會科學類的內容，但學習主體是一個有機體，而學習經驗是不

斷前進且可能重複的。將來孩子們在閱讀或搜尋資料、寫報告等時，便可以用上這次的認知與技能，

且也許之前還不太全面的概念，可以再將來的實踐中不斷印證、調整。 

    因此希望孩子們一來能夠學會系統化的學習，有時，一些看似簡單的概念，還是可以透過情境

的練習加以強化、內化，亦即要重視實踐。再者也是希望孩子們可以藉此更喜歡閱讀，將此次學習

的概念(分類法)實際運用於閱讀行為中，成為閱讀習慣的助力；最後，其實圖書分類的概念即包含

了生活中各種學科知識的概念，因此若能夠大致理解圖書分類的概念，對於其學習各種領域或領域

間的關聯、跨領域的知識等，應該都能夠種下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