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出資源的訣竅 
宜蘭縣蘇澳國小․張智欽 

壹. 設計理念 

    這堂課主要進行的是康軒(108)社會五下第六單元第一課<台灣的資源>中，其

中的第一個部分--海洋資源。  

    我個人教授五年級孩子的相關知識脈絡時，中年級所學的閱讀策略:「刪除/

歸納/找主題句」是我覺得很重要的能力。如果過去學得好，就可以將能力遷移

到這裡使用在五年級下學期前半段有讓每個孩子運用心智圖整理課本重點。 

    這個單元想以小組為單位，四到五個人一起寫一份小組的心智圖，主要目的

想讓孩子們，透過討論、整理大家的想法，進而讓彼此欣賞他人的想法，以及學

習彼此的歸納能力。我比較在意的是他們要告訴我，他們討論的”過程”，而不

是最後的內容。 

    在第一堂課，我們先針對第一個海洋資源進行了小組的討論，以及寫了第一

次的心智圖，大約只給他們20分鐘他們的小組心智圖可在連結中看得到，其實明

顯看到有小組差異，尤其上位概念的抓取是極弱的。今天這一節，將請小組派人

敘說當初討論的過程；教師會針對各組寫的內容進行說明與修正；接著運用<宜

蘭的魚資源>，做延伸性的資訊檢索。 

教材架構 教授/運用閱讀策略 延伸閱讀 

五上2-1  

台灣的地形 

 

五上2-3  

台灣的河川

與海洋 



 

五下6-1  

台灣的資源 

(本次教學單

元) 

@五上前半段 

1.了解社會課本編排內容(圖表的閱讀、標題的意

義、小方框的提示、說明文的結構….)  

2.看懂課文句點對於文具的意義。 

3.找出精煉段落的主題句 

@五上後半段 

1.運用刪除、歸納，將主題句再更精煉。 

2.看懂文本敘述，與圖表的相關性。 

3.相同概念跨時代的整理。(如不同朝代的出口產品

是….用表格整理出來)  

@五下前半段 

1.不可以再用螢光筆畫重點。 

2.寫出重要句子的小標(運用歸納、找出上位概念)  

3.個人運用心智圖整理段落重點 

4.多項重點要寫出1…，2…，3…。 

@五下後半段 

1.小組討論心智圖，需透過溝通、退讓、整理小組

成員的想法。 

2.運用表格整理相關知識(海洋、森林、礦物、動植

物資源。)  

透過閱讀<宜蘭

魚資源>，讓學

生 思 考 宜 蘭 的

海洋狀況，並從

閱 讀 課 外 文 本

比 對 課 文 所 敘

述 人 類 對 於 海

洋 的 威 脅 之 嚴

重性。 



貳. 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參. 教材原內容: 

 
 
 

學習表現:                                 
(國)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國) 5-III-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
題的訊息或觀點。                                                     
(社) 3c-III-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
能與他人討論。                                                            
(社)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
方式的互動關係。 

 

學習內容:                                
(國) Bc-III-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
說明。                                                                     
(社) Ab-III-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
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1.明白臺灣自然資源豐
富的成因。                  
2.熟悉臺灣自然資源的
種類與現況。               
3.尊重並欣賞臺灣的自
然資源之美。 



 
 

 
 
 
 
 
 
 
 



肆. 學習活動設計 

教學者：蘇澳國小張智欽  

教學年級：五年級 

課文名稱：(108)康軒版社會 第六單元、生活與環境․第一課、台灣的資源                  

九貫社會能力指標：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領綱核心素養：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

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國)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

同意見。 

(國) 5-III-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

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社) 3c-III-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社)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學 

習 

目 

標 

1.明白臺灣自然資源豐富的

成因。 

2.熟悉臺灣自然資源的種類

與現況。 

3.尊重並欣賞臺灣的自然資

源之美。 學

習

內

容 

(國) Bc-III-3 數據、圖表、圖片、工

具列等輔助說明。 

(社) Ab-III-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

性。 

教學活動 

: : 第一節 : : 

一、請學生閱讀6-1文本中的<海洋資源>這一頁，請先註記重點，並了解文本句

意的關聯性。 

 

二、請小組成員(4-5人)共同討論這個部分的重點有哪些/有哪些關聯性，彙整大

家的想法，並將大家討論的過程記錄下來。 

三、以小組為單位，透過心智圖的呈現方式，寫下這部分的重點。(約20分鐘) 

 

: : 第二節 : : 

一、請各組派員分享心智圖的成果，並且說明上一節課討論時，小組成員是如何

取得共識，產出這樣的結果。 

 

二、教師再次剖析這兩段，文本中句子的關聯性。 

 

三、請學生閱讀<宜蘭的魚資源>其中的六頁。找出文本中提及「過度濫用」和「環

境汙染」導致海洋資源遭到破壞的敘述。 

*實際教學狀況 

https://youtu.be/zFrg9eFj32w 

https://youtu.be/drb4tNXI-k4 

https://youtu.be/DSDOWRaD9NE 

https://youtu.be/3z-YJvJpHwA 

 



 

: : 第三、四節 : : 

一、將第二節課，各組在<宜蘭的魚資源>部分篇章中，找出與「過度濫用」和「環

境汙染」導致海洋資源遭到破壞的敘述。各組提出找到的範圍，並與他組討論是

否意見一致，若不同看法，則需敘明理由以說服別人。 

 

二、運用上一節課，老師說明閱讀文句策略，進而讀懂重點，繼續完成森林、礦

業、動植物這三部分的心智圖。 

 

: : 第五節 : : 

一、各組已完成「海洋、森林、礦業、動植物」四部分的心智圖，接著要請各組

分享成果給全班同學了解。 

 

二、每組有四位成員，在分享各部分的心智圖時，各組得有一位同學報告，另一

位協助海報展示，剩下兩位到其他組聆聽他人的成果。這樣四個部分都報告後，

每位同學都會口頭報告一次，協助海報展示一次，聆聽他組報告兩次。(實際上，

教師的目的是讓每個學生把四個部分的內容再聆聽一次) 

 

三、報告完畢後，記下剛剛報告時，聆聽的同學對你提出的問題；若回答不出來

的問題，與小組同學討論，於下課前可以再提出說明。 

 

 

伍. 課堂學習表現 

這兩組很明顯地學生未能熟練分析文本重點，僅能將一些覺得重要的標題或是詞

句就放進去。 



 
這三組在分享時，其實都能掌握文本的主要觀念與想法，但是還不夠理解文本文

句的關聯性，才會自以為是地刪除部分重要觀念，以至於心智圖的關聯性不太足

夠。 



 

這一組算是這個班級比較完整的成果，能夠講文本兩段的內容作一個結合；可惜

在海洋礦物資源的運用，若能再加以敘說就很棒了。 

 

 

 



 



 
 

陸. 個人省思 

 幾乎用了一年的時間，讓這批五年級的孩子了解社會教材這種精煉的說明

文文本，該如何理解文本與讀懂句意，也希望他們能學會如何整理重點，學會提

取上位概念。整理重點的策略有相當多，這學期先用心智圖作為切入點，讓他們

能先學會一種基本的方法。 

    在這五堂課中，也加入發表與聆聽的部分。希望他們能聽小組成員所分享的

重點，能聽他組報告與自我的差異，更希望能透過聆聽讓他們更懂得文本的知識

內容(不希望再用熟練測驗卷精熟學習)；也期待他們能說出自己的觀點，與他人

善意的討論，能分享文本的重點讓同學更進一步的讀懂內容。 

    這次希望學生能將文本的知識內容，透過補充性文本讓學生擴大學習範圍，

也能將知識延伸到課本之外；讓他們知道知識的汲取是多元的，期望不要只侷限

在所謂的課本之中。 



柒. 補充資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