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投 縣 主 題 式 教 學 設 計 教 案 格 式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素養教材編寫原則+課程架構)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與數位

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故本閱讀課程

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更著重於協助學生、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

架，以養成學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課程目標 

1.能建立學生閱讀習慣，具備理解文本、主動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素養。 

2.能運用多元資訊應用及策略來閱讀文本，並統整媒體內容的重要訊息。 

三、主題說明 

彈性學習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教師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上學期 總節數 共 21 節， 840分鐘 

主題名稱 閱讀辯論與武俠小說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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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

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 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

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訊科技(國小) 

科-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領綱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

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科-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議題 

融入 

實質內

涵 

資訊教育、閱讀素養 

所融入

之單元 

單元一、二、三 

教材來源 
南一版六上國語課本、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學習單、小白板、平板。 

各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議論文結構 

寫大意 

(第 1-7節)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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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認識議論文結構。 

2.能認識議論文論證方式，如

舉例、正證、反證，並能進行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

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3.能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

觀點，摘成大意。 

學習內容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例、正證、反證

等。 

Bd-Ⅲ-3議論文本的結構。 

單元二 

辯論 

(第 8-14節) 

學習表現 

國語 5-Ⅲ-11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

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

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1.能認識奧瑞岡賽制的基礎、

進階觀念。 

2.能使用平板檢索資訊，並辨

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3.能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

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觀

點發表，進行辯論比賽。 
學習內容 

◎Bd-Ⅲ-1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

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例、正證、反證

等。 

單元三 

武俠小說 

(第 15-21節) 

學習表現 

國 5-Ⅲ-10結合自己的特長和興趣，

主動尋找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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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培養學生閱讀習慣、興趣及

態度。 

2.能思考、參與討論，並運用

六何法剖析小說結構。 

3.能運用摘要策略，擷取情節

事件的重點大意。與人分享自

己的觀點，培養對文學描寫的

感受力。 
學習內容 

國 Ad-Ⅲ-3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國 Ad-Ⅲ-4古典詩文。 

◎Cb-Ⅲ-1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

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

內涵。 

 

  



教 學 單 元 設 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

與數位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

故本閱讀課程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理解素養，更著重於協助學生、

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架，透過資訊應用、判讀媒體內容，以養成學

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讀辯論與武俠小說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__7__節，__280__分鐘 

單元名稱 議論文結構寫大意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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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

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

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E-B2 透過資訊應用蒐集社會議題的

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判

讀媒體內容，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 

學習

內容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例、正證、

反證等。 

Bd-Ⅲ-3議論文本的結構。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閱讀素養、資訊教育 

實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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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資 p-III-3 能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教材來源 國語課本、自編教材及學習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平板、學習單、小白板、文本、課文。 

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已學過記敘文、說明文及議論文課文。 

學習目標 

1.能認識議論文結構。 

2.能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摘成大意。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評量方式 



**認識議論文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已學過議論文<明智的抉擇>課文內容

大意。 

2.發展活動： 

(1)分組使用平板搜尋五年級曾學過的說明文，組員討論

議論文結構，辨識與說明文的不同。再呈現於白板上。 

(2)分組上台發表，教師及學生給予回饋與提問。 

3.綜整活動： 

教師統整各組報告內容，引導學生說出總結議論文與說明

文結構的不同處。 

 

**議論文文章結構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議論文結構特點。 

2.發展活動： 

(1)認識議論文結構—論點、論據、論證，以及議論文文

章寫作特點。 

(2)教師引導學生分組討論，以<把握人生的方向>和<成績

與學歷的價值>為分析文本。 

3.綜整活動： 

分組上台發表討論結果，教師及學生給予回饋與提問。 

 

**議論文文章結構寫大意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議論文文章結構。 

2.發展活動： 

依據議論文論點、論據、論證結構，分配<把握人生的方

向>和<成績與學歷的價值>兩篇文章，組內討論摘成篇章

大意。 

3.綜整活動： 

分組上台發表討論結果，教師及學生給予回饋與提問。 

 

**寫大意、檢討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整張後測學習單<果真如此嗎？> 

2.發展活動： 

依據議論文論點、論據、論證結構，教師引導學生共同檢

討各段篇章大意。 

3.綜整活動： 

複習本單元議論文結構重點、寫篇章大意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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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節 

 

 

 

 

 

 

 

 

 

第

3-4

節 

 

 

 

 

 

 

 

 

第 

5 

節 

 

 

 

 

 

 

 

第

6-7

節 

 

 

口語評量： 

學生能說出課文內容大意。 

 

實作評量： 

學生能分組討論，辨識議論文結

構。用白板呈現，分組上台發表。 

 

口語評量： 

學生能說出議論文與說明文結構的

不同處。 

 

 

 

 

實作評量： 

學生能分組討論、分析文本。 

 

 

口語評量：學生能分組上台發表。 

 
 

 

 

實作評量： 

學生能分組討論、摘要大意。 

 

 

口語評量：學生能分組上台發表。 

 

 

 
 

實作評量： 

學生能摘要大意、完成後測學習

單。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文本<把握人生的方向>、<成績與學歷的價值>、<果真如此嗎？>。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辨別議論文結構、分組文章拚圖，很有趣。 

2.摘成篇章大意，學習過程還是有點難。 

3.分組合作，大家都有任務，不能裝傻。 

1.學生大多能辨別議論文結構，並圈出關鍵詞。 

2.歸納、摘成篇章大意的能力，部分學生仍需加強。 

3.用分組合作方式，可讓學生組內互學。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果真如此嗎？  學習單 

六年      班  座號：       姓名：            

Q1：作者提出什麼論點？ 

論點   

 Q2：作者提出的論據與論證澄清了哪些錯誤的觀念。 

論據+論證 錯誤的觀念 科學解釋 

旅人與熊     

    

早期的 

科學家 

    

    

天圓地方    

腐草化螢    

羔羊跪乳    

 Q3：作者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   



附錄(一)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未達 D級者，先透過小組成員協作輔助，再由教師個別指導學生。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能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摘成大意。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議論文

文章結

構寫大

意 

1.依據議論文

文 章 結 構 論

點、論據、論

證 ， 組 內 討

論，圈出關鍵

詞、摘成篇章

大意。 

2.能圈出 90％

以上關鍵詞、

能摘成 90％以

上篇章大意。 

1.依據議論文

文 章 結 構 論

點、論據、論

證 ， 組 內 討

論，圈出關鍵

詞、摘成篇章

大意。 

2.能圈出 80％

以上關鍵詞、

能摘成 80％以

上篇章大意。 

1.依據議論文

文 章 結 構 論

點、論據、論

證 ， 組 內 討

論，圈出關鍵

詞、摘成篇章

大意。 

2.能圈出 70％

以上關鍵詞、

能摘成 70％以

上篇章大意。 

1.依據議論文

文 章 結 構 論

點、論據、論

證 ， 組 內 討

論，圈出關鍵

詞、摘成篇章

大意。 

2.能圈出 60％

以上關鍵詞、

能摘成 60％以

上篇章大意。 

未達 

D級 

分數 

轉換 

90-100 80-89 70-79 60-69 

59以

下 



教 學 單 元 設 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

與數位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

故本閱讀課程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理解素養，更著重於協助學生、

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架，透過資訊應用、判讀媒體內容，以養成學

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讀辯論與武俠小說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__7__節，__280__分鐘 

單元名稱 辯論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 5-Ⅲ-11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

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核心 

素養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

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

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E-B2 透過資訊應用蒐集社會議題的

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判

讀媒體內容，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 

學習

內容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例、正證、

反證等。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閱讀素養、資訊教育 

實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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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資 p-III-3 能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教材來源 國語課本、自編教材及學習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平板、學習單、小白板、文本。 

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已學過議論文課文、結構、摘要寫大意。 

學習目標 

1.能使用平板檢索資訊，並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2.能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進行觀點發表。 

3.聆聽時能尊重對方發言。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評量方式 



**複習議論文結構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議論文文章結構。 

2.發展活動： 

依據議論文論點、論據、論證結構，組內討論摘成篇章大

意。 

3.綜整活動： 

分組上台發表討論結果，教師及學生給予回饋與提問。 

 

**介紹奧瑞岡賽制 

1.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辯論比賽實況影片片段，吸引學生、發表看法。 

2.發展活動： 

教師介紹奧瑞岡賽制，引導學生瞭解觀念，完成賽制基礎

篇、進階篇學習單。 

3.統整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總結賽制重點。 

 

**搜尋決定辯論資料 

1.引起動機： 

以鯨豚科普文本為出發點，教師解說辯論題目「為保護鯨

豚，是否應該停止離岸風電場開發計畫」正反雙方的不同

看法。 

2.發展活動： 

(1)學生分組用平板搜尋己方立場的文章。教師引導學生

組內討論、判斷選擇。 

(2)再將文章印出，己方各組工作分配，討論論述重點內

容。 

3.統整活動： 

己方各組彩排，模擬辯論比賽攻防實況。 

 

**辯論賽登場 

1.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辯論比賽順序。 

2.發展活動： 

(1)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進行觀點發表，聆聽時能尊重對方發言。 

(2)辯論比賽正式登場，進行 

奧瑞岡三三三制，雙方申論、質詢、結辯。 
3.綜整活動： 

對於比賽的表現，學生自評與互評。教師總結統整。 

 

 

第 

1 

節 

 

 

 

 

 

 

第

2-3

節 

 

 

 

 

 

 

第 

4-5 

節 

 

 

 

 

 

 

 

 

 

 

第

6-7

節 

 

 
 
 
 
實作評量： 

學生能分組討論、摘要大意。 
 

口語評量：學生能分組上台發表。 

  

 

 

 

實作評量： 

學生能摘要重點訊息、完成學習

單。 

 

 

 

 

 

 

 

 

實作評量： 

學生能用平板搜尋文章、摘要重點

訊息、完成己方的辯論任務單。 

 

 

 

 

 

 

 

 

 

 

口語評量：學生能進行辯論比賽，

雙方申論、質詢、結辯。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圖書《鯨生鯨世》、「為保護鯨豚，是否應該停止離岸風電場開發計畫」正反觀點資料。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辯論比賽實況影片，超級有趣的！ 

2.正反論點文章，內容有點難懂。 

3.辯論比賽時，準備充分的人講得很好，準備

不夠的人講得很心虛。 

4.希望下次還能再舉辦辯論比賽！ 

1.辯論比賽實況影片片段，成功引起學生動機。 

2.以鯨豚科普文本為出發點，所以辯論題目對學生來

說頗有難度。 

3.引導過程頗不容易，但完成後師生都成就感滿滿。 

4.課程內容及方式能觸動學生，也算成功了！ 

http://www.arbitration.org.tw/upload/nfile/%E5%A5%A7%E7%91%9E%E5%B2%A1%E4%B8%89%E4%B8%89%E4%B8%89%E5%88%B6%E8%BE%AF%E8%AB%96%E8%A6%8F%E5%89%87.pdf


辯論準備單 
                      六年    班   座號       姓名                                       

 

辯題：為保護鯨豚 應該停止離岸風電場開發計畫 
離岸風力發電（Offshore wind power），或簡稱為「離岸風電」，是指在海上建設離岸

風電廠，利用風能推動大型的扇葉，從而利用扇葉轉動產生的動能，最後轉換成電能而進行發

電。 

但有人質疑，雖然離岸風電能夠在季風旺盛的秋冬時節，減少對於燃煤發電需求、改善空

氣污染。然而，風機施工過程所產生的噪音，可能會對海洋動物產生影響，例如：離岸風電造

成越來越多鯨豚擱淺在風場密集的中部沿海地區。 

本次辯論，讓我們一起來探討，為保護海洋世界的鯨魚和海豚，台灣應不應該停止在沿海

設置離岸風電場？ 

 
1. 分析辯題─找論點 

釐定辯題中一些重要詞語的意思，思考正、反兩方的論點。 

正方 

為保護鯨豚 應該停止離岸風電場開

發計畫 

反方 

保護鯨豚 不需要停止離岸風電場開

發計畫 

  

 
2.找論據 

正方：為保護鯨豚 應該停止離岸風

電場開發計畫 

反方：保護鯨豚 不需要停止離岸風

電場開發計畫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3.串成一句話 

正方：為保護鯨豚 應該停止離岸風

電場開發計畫 

反方：保護鯨豚 不需要停止離岸風

電場開發計畫 

論點(                    )，從論據

(                        )，可知

(                        )，所以

我方認為保護鯨豚 應該停止離岸風電

場開發計畫。 

論點(                    )，從論據

(                        )，可知

(                        )，所以

所以我方認為保護鯨豚 不需要停止離

岸風電場開發計畫。  
  



附錄(一)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未達 D級者，先透過小組成員協作輔助，再由教師個別指導學生。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學生能用平板搜尋文章、摘要重點訊息、完成己方的辯論任務單。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己方 

辯論 

任務單 

1.學生分組用

平板搜尋己方

立場的文章、

組內討論、判

斷選擇並記錄

論述內容。 

2.能判斷選擇

並記錄 90％以

上論述內容。 

1.學生分組用

平板搜尋己方

立場的文章、

組內討論、判

斷選擇並記錄

論述內容。 

2.能判斷選擇

並記錄 80％以

上論述內容。 

1.學生分組用

平板搜尋己方

立場的文章、

組內討論、判

斷選擇並記錄

論述內容。 

2.能判斷選擇

並記錄 0％以上

論述內容。 

1.學生分組用

平板搜尋己方

立場的文章、

組內討論、判

斷選擇並記錄

論述內容。 

2.能判斷選擇

並記錄 60％以

上論述內容。 

未達 

D級 

分數 

轉換 

90-100 80-89 70-79 60-69 

59以

下 



教 學 單 元 設 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

與數位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

故本閱讀課程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理解素養，更著重於協助學生、

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架，透過資訊應用、判讀媒體內容，以養成學

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閱讀辯論與武俠小說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__7__節，__280__分鐘 

單元名稱 武俠小說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國語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

等寫作基本能力。 核心 

素養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

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

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E-B2 透過資訊應用蒐集社會議題的

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判

讀媒體內容，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 

學習

內容 

國 Ad-Ⅲ-4 古典詩文。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

度等文化內涵。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閱讀素養、資訊教育 

實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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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資 p-III-3 能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教材來源 國語課本、自編教材及學習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平板、武俠小說、學習單、小白板。 

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已學過記敘文、說明文及議論文等摘要能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閱讀習慣、興趣及態度。 

2.能連結文本與生活中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培養思考力和聯想力的正確表達。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評量方式 



**介紹、搜尋武俠小說 

1.淺談武俠小說的定義： 

(1)讓學生分享自己曾經看過或聽過的武俠小說。 

(2)關於武俠小說應具備哪些元素才能定義為武俠小說。 

(3)全班討論，發表看法。 

2.武俠小說與小說要素： 

幫助學生分析複雜多變的情節與人物角色，運用摘要策略

分析出小說三要素(背景、情節、角色)，亦可繪製出基本

的人物關係圖。 

3.找一找圖書館裡的武俠小說，結合圖資課程，讓學生找

找武俠小說在圖書館的哪裡？ 

 

**簡介引導、小說借閱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認識金庸系列作品與閱讀。 

2.發展活動：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少年廚俠系列作品及閱

讀。 

3.教師引導全班進行討論，運用六何法練習剖析小說結

構。 

4.統整活動：指派課後作業，借閱武俠小說，分組進行閱

讀，並用六何法剖析小說結構。。 

 

**情節概念圖 

1.引起動機：學生閱讀小說後回到課堂，組內分享自己的

小說結構圖。 

2.發展活動：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概念圖分析小說情節：學

生分組使用概念圖（情節摘要法）共同討論，繪製情節中

令小組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3.統整活動：繪製完成後，請小組上台分享概念圖，教師

仔細聆聽學生重述小說情節的內容，務求完整語句描述。

教師及全班聽完後，給予回饋或提問。 

 

**武俠人物描繪 

1.武俠人物大會師： 

(1)教師提供範例、引導學生，繪製武俠小說中各人物的

樣貌、以圖表列出代表性武俠人物的特長。 

(2)學生進行實作。 
 

**武俠人物推薦 

1.武俠人物大會師： 

每位學生在組內輪流分享，自己所繪製武俠小說人物的樣

貌、以圖表列出代表性武俠人物的特長。 

2.請小組推派一人上台分享小說人物樣貌及代表性武俠人

物的特長。教師及全班聽完後，給予回饋或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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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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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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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第 

7 

節 

 

 

 

 

口頭評量： 

學生能分享武俠小說經驗，能參與

討論發表。 

紙筆評量： 

學生能運用摘要策略分析出小說三

要素，並繪製出人物關係圖。 

 

 
 

實作評量：學生能專心閱讀。 

 

口頭評量： 

學生能討論小說結構。 

 
 

 

 

口頭評量： 

學生能分享小說結構。 

 

實作評量：學生能組內討論，繪製

出概念圖。 

 

口頭評量：能分組上台發表。 

 

 

 

 

實作評量：學生能繪製出武俠小說

中人物的樣貌、以圖表列出代表性

武俠人物的特長。 

 

 

 

口頭評量： 

學生能在組內分享。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真的看了武俠小說，才知道這麼好看！ 

2.畫概念圖可以整理、清晰自己的概念。 

3.聽同學的推薦，可以吸收到不同的讀本。 

1.引發學生閱讀興趣、建立習慣，實為重要。 

2.逐步引導學生，輔以範例，降低難度。 

3.用口頭分享的方式，可讓學生組內互學。 

 



 

 

 



附錄(一)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未達 D級者，先透過小組成員協作輔助，再由教師個別指導學生。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學生能繪製出武俠小說中人物的樣貌、以圖表列出代表性武俠人物的特長。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武俠小

說描繪

單 

1.學生繪製出

武俠小說中人

物的樣貌、以

圖表列出代表

性武俠人物的

特長。 

2.圖文內容的

正確度、豐富

性達到 90％以

上。 

1.學生繪製出

武俠小說中人

物的樣貌、以

圖表列出代表

性武俠人物的

特長。 

2.圖文內容的

正確度、豐富

性達到 80％以

上。 

1.學生繪製出

武俠小說中人

物的樣貌、以

圖表列出代表

性武俠人物的

特長。 

2.圖文內容的

正確度、豐富

性達到 70％以

上。 

1.學生繪製出

武俠小說中人

物的樣貌、以

圖表列出代表

性武俠人物的

特長。 

2.圖文內容的

正確度、豐富

性達到 60％以

上。 

未達 

D級 

分數 

轉換 

90-100 80-89 70-79 60-69 

59以

下 



南 投 縣 主 題 式 教 學 設 計 教 案 格 式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素養教材編寫原則+課程架構)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與數位

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故本閱讀課程

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更著重於協助學生、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

架，以養成學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課程目標 

1.能建立學生閱讀習慣，具備理解文本、主動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素養。 

2.能運用多元資訊應用及策略來閱讀文本，並統整媒體內容的重要訊息。 

三、主題說明 

彈性學習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教師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下學期 總節數 共 18 節， 720分鐘 

主題名稱 理解監控與閱讀探究 

設計依據 

六

下

： 

理

解

監

控

與

閱

讀

探

究 

理解 

監控 

古典 

小說 

分解步驟(2) 

概覽文章(1) 

分析文章字詞句(1)  

分析字詞與寫作(1) 

數位 

閱讀 

認識古典小說(1) 

描繪古典小說(2-1、2-2) 

分析古典小說(1) 

古典小說人物求職履歷(1) 

認識 BIG 6與定義問題(1) 

定義問題與搜尋策略(1) 

搜尋策略、取得資訊(1) 

利用資訊(1) 

統整(2) 

成果發表(1) 

評估(1) 



核心 

素養 

總綱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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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

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 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

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訊科技(國小) 

科-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領綱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

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資-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議題 

融入 

實質內

涵 

資訊教育、閱讀素養 

所融入

之單元 

單元一、二、三 

教材來源 
南一版六上和六下國語課本、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學習單、小白板、平板。 

各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理解監控 

(第 1-5節) 

學習表現 

國語 5-III-8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

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資 p-III-1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

表達想法。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

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1.能習得理解監控策略，並記

下統整重點。 

2.概覽文章能運用理解監控策

略找出難字詞義、分析文章字

詞句，並摘出大意。 

3.能討論不同觀點，進行提問

及分享看法。 

學習內容 

國 Ad-III-1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國 Ad-III-2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

與寓意。 

單元二 

古典小說 

(第 6-10節) 

學習表現 

國 5-Ⅲ-4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

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國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

略，擷取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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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6-Ⅲ-2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

基本能力。 

1.培養學生閱讀習慣、興趣及

態度。 

2.能思考、參與討論，並運用

六何法剖析小說結構。 

3.能思考、參與討論、分析三

國演義人物性格及長才。 

學習內容 

國 Ad-Ⅲ-3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

年小說、兒童劇等。 

國 Ad-Ⅲ-4古典詩文。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

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

內涵。 



◎Cb-Ⅲ-2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

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

係。 

單元三 

數位閱讀 

(第 11-18節) 

學習表現 

國語 5-Ⅲ-7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資 p-III-1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

達想法。 

資 p-III-3 能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

理方法。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

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1.能運用瀏覽策略，進行數位

資源網頁的閱讀及批判與評估

訊息。 

2.能運用整合策略進行跨文化

比較的數位閱讀能力及提出自

己的觀點。 

 

學習內容 

國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

題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國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寫作

方法為主。 

 



教 學 單 元 設 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因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與知識大量且快速地傳遞，學生須具備自主閱讀

與數位閱讀能力，除了閱讀習慣建立，亦須具有閱讀策略後設認知的建構。

故本閱讀課程設計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習慣、理解素養，更著重於協助學生、

為學生搭起閱讀策略能力的鷹架，透過資訊應用、判讀媒體內容，以養成學

生自行閱讀各類文本的能力與態度。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理解監控與閱讀探究 設計者 六年級閱讀團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__5__節，__200__分鐘 

單元名稱 理解監控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 5-III-8運用自我提問、推論

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

或觀點。 

資 p-III-1 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

以表達想法。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

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核心 

素養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

養理解與關 

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

養，以認同 

自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

與欣賞多元 

文化。 

資-E-B2透過資訊應用蒐集

社會議題的 

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

或意見，判 

讀媒體內容，理解各類媒體

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 

學習

內容 

國 Ad-III-1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國 Ad-III-2篇章的大意、主旨、

結構與寓意。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閱讀素養、資訊教育 

實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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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資 p-III-3 能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科技(國小) 

教材來源 國語課本、自編教材及學習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簡報。 

平板、學習單、小白板、文本、課文。 

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已學過各種文體與結構。 

學習目標 

1.能習得理解監控策略，並記下統整重點。 

2.概覽文章能運用理解監控策略找出難字詞義、分析文章字詞句，並紀錄解決問題的歷程。 

3.能討論不同觀點，進行提問及分享看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理解監控-分解步驟 

1.引起動機：教師說明「理解監控」策略的使用時機。 

2.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理解監控流程圖」的步驟。 

(2)依序說明解決問題的方法：部件辨識、擴展詞彙、析

詞釋義、由文推詞義等。 

3.統整活動：教師引導學生，統整紀錄所學重點。 

 

**理解監控-概覽文章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用理解監控策略概覽全文。 

2.發展活動： 

(1)學生小組練習，用理解監控流程步驟來解決問題。 

(2)組內討論，並用平板輔助無法解決的難字詞義。 

(3)全班討論各小組中無法解決的問題。 

3.統整活動：教師引導學生，統整本節課所學重點。 

 

**理解監控-分析文章字詞句 

1.引起動機：教師示範，如何分析文章字詞句。 

2.發展活動： 

(1)個人練習分析用字詞句運用差異於文中意涵的改變。 

(2)組內討論解讀文本的觀點。 

3.統整活動：各組上台發表觀點。師生給予回饋。 

 

**理解監控-分析字詞與寫作 

1.引起動機：教師示範，運用分析字詞進行寫作，紀錄解

決問題的歷程。 

2.發展活動： 

(1)組內討論文中字詞義及寫作的各種可能。 

(2)嘗試運用文本中字詞句表達自我看法寫作。 

3.統整活動：各組上台發表看法。師生給予回饋。 

 

第

1-2

節 

 

 

 

 

 

第 

3 

節 

 

 

 

 

 

第 

4 

節 

 

 

 

 

第 

5 

節 

 

 

 
 

 

 

 

 

紙筆評量：能記下統整重點。 

 

 

 

 

實作評量：學生能在組內討論，並

找出難字詞義。 

 

 

 

 

 

實作評量：學生能自己練習，再將

組內討論結果，用白板呈現。 

 

 

 

 

實作評量：學生能寫出自己的看

法，在組內與組員討論。 

 

口頭評量：小組單用平板拍照上

傳，各組上台呈現發表。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剛開始學理解監控策略，感覺很陌生、有點

難，但學會之後，覺得很有用。 

2.我可以把老師教的方法帶到國中繼續用。 

3.組內互相討論，可以聽到別人的看法。上台

報告，每個人都要講話。 

1.理解監控策略其實學生不知自己已曾使用。講解完

後學生有豁然開朗、覺得好用的感覺。 

2.部分學生能力仍需加強，老師各組巡視指導。 

3.建立組員互助加分機制，能力好的學生會願意帶領

組員。 

4.指導學生上台注意事項，透過分工，讓每個人都要

開口講話。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附錄(一)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未達 D級者，先透過小組成員協作輔助，再由教師個別指導學生。 
 

  

學習目標 
(選定一項總結性學習任務之學習目標) 

能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摘成大意。 

評量標準 

主 

題 

表

現

描

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議論文

文章結

構寫大

意 

1.運用理解監

控策略找出難

字詞義、分析

文章字詞句，

並紀錄解決問

題的歷程。 

2. 能 找 出 難

點 、 進 行 分

析、紀錄 90％

以上解決的歷

程。 

1.運用理解監

控策略找出難

字詞義、分析

文章字詞句，

並紀錄解決問

題的歷程。 

2. 能 找 出 難

點 、 進 行 分

析、紀錄 80％

以上解決的歷

程。 

1.運用理解監

控策略找出難

字詞義、分析

文章字詞句，

並紀錄解決問

題的歷程。 

2. 能 找 出 難

點 、 進 行 分

析、紀錄 70％

以上解決的歷

程。 

1.運用理解監

控策略找出難

字詞義、分析

文章字詞句，

並紀錄解決問

題的歷程。 

2. 能 找 出 難

點 、 進 行 分

析、紀錄 60％

以上解決的歷

程。 

未達 

D級 

分數 

轉換 

90-100 80-89 70-79 60-69 

59以

下 



古典小說(六下)教學單元設計-教案表單 
一、 教學設計理念 

本教學活動旨在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引導學生了解並欣賞古典小說的魅力,培養閱讀興趣與欣

賞能力。採用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學習模式,先從簡單有趣的活動開始,逐步深入經典名著的

內涵。 

教學設計以啟發式、主動探索的學習模式為主軸,透過多元活潑的方式引導學生理解及欣賞古

典文學,期能培養學生獨立閱讀與批判思考的能力,激發創意想像力,提升人文素養。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古典小說 設計者 六年級教師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5節，200 分鐘 

單元名稱 古典小說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5-Ⅲ-4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

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

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

的內容。   

5-Ⅲ-10 結合自己的特長和興

趣，主動尋找閱讀材料。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

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

寫作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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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

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Ad-Ⅲ-4 古典詩文。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

制 度等文化內涵。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

社 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閱讀素養教育 

實質內涵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閱 E13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綜合領域 

Bb-III-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Bd-III-2 正向面對生活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教材來源 各活動教材資源依單元詳列於下列教學活動設計流程中，供授課教師依單元比對

應用。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平板、投影設備 

學生經驗分析 1.學生已累積閱讀長篇兒童故事的經驗。 

2.學生有閱讀無注音文本的基本知能。 

3.學生曾經使用概念圖策略進行文本內容分析。 

學習目標 

1. 運用摘要策略，擷取情節事件的重點大意，能與人分享自己的觀點，培養對文學描寫的感受力。 



2. 連結文本與生活中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培養思考力和聯想力的正確表達。 

教學活動設計 

 時間 評量方式 

《活動一：古典小說真精彩》 

 

1-1淺談古典小說的類型 

 讓學生分享自己曾經看過或聽過的小說？ 

 關於小說的類型分法眾多，向學生介紹小說類型提供

學生「普遍的小說分類知識」，讓學生對小說有基本

概念，主要目的是要讓學生知道小說的選擇相當多

元，鼓勵學生跨出自己熟悉的題材，嘗試閱讀各式各

樣的讀本。 

 全班討論：以題材來分類，學生認為自己讀過的小說

是屬於哪一個類別？為什麼？ 

 

1-2怎麼讀小說 

 幫助學生分析複雜多變的情節與人物角色，運用摘要

策略分析出小說三要素(背景、情節、角色)，亦可繪

製出基本的人物關係圖。 

 

1-3找一找圖書館裡的古典小說 

 結合圖資課程，讓學生找找古典小說在圖書館的放置

櫃架? 

 

 

 

10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課堂觀察評量 

 觀察學生在 1-1淺談古典小

說類型時的討論參與情況 

口語評量 

 1-1 淺談古典小說類型時,學

生對小說類型概念的理解程

度 

實作評量 

 1-2 怎麼讀小說時,運用摘要

策略分析小說三要素的表現 

 1-2 怎麼讀小說時,繪製人物

關係圖的完整性 

 1-3 找圖書館古典小說時,能

否正確找到位置 

 

《活動二：經典三國演義》 

2-1 認識中國四大名著 

 

2-2三國演義的虛構與真實 

 

2-3運用六何法剖析小說結構 

 學生閱讀小說後回到課堂，教師引導全班進行討論。 

 教師以六何法的方式分析文本內容結構。 

 

2-4運用概念圖分析小說情節 

 全班分組～小組討論：請同學使用概念圖，（情節摘

要法）共同討論繪製三國演義情節中令小組印象最深

刻的事件。 

 繪製完成後，請小組上台分享概念圖，教師仔細聆聽

學生重述小說情節的內容，務求完整語句描述。 

 

  

10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25

分鐘 

 

 

15

分鐘 

 

口語評量 

 2-1 認識中國四大名著和 2-

2三國演義真實性時,對背景

的理解 

 2-4 運用概念圖分析情節時,

重述情節的流暢程度 

實作評量 

 2-3 運用六何法剖析結構時,

分析的準確性 

 2-4 運用概念圖分析情節時,

小組繪製概念圖的完整性 

 

《活動三：奇想遊三國》 

3-1身懷絕技的特殊作為 

＊分析三國演義人物性格及作為，各組書寫於小白板上。 

 

 

 

＊分組上台報告、教師引導全班給予回饋。 

 

 

 

20

分鐘 

 

20

分鐘 

 

口語評量 

 3-1 分析特殊奇才時,小組報

告的條理性 

 3-2 人物履歷表時,小組報告

對人物特質的掌握 



3-2三國演義人物履歷表 

＊依據三國演義人物長才製作求履歷表，各組繪製於海報

紙上。 

 

 

＊分組上台報告、教師引導全班給予回饋。 

20

分鐘 

 

20

分鐘 

 

實作評量 

 3-1 分析特殊奇才時,小白板

書寫內容的深入程度 

 3-2 人物履歷表時,海報繪製

的創意與用心程度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三國演義相關參考資料: 
《三國志》- 陳壽 著 
《三國演義導讀》- 羅貫中 原著,羅秉權 導讀 
《三國人物評說》 - 錢鍾書 著 
電影/電視劇:經典三國演義系列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學生對於小說類型的豐富種類感到新奇，以
前只知道愛情小說和推理小說,沒想到古典小
說裡也有如此多樣化的體裁分類。 
2. 用六何法來分析小說結構,對三國演義有更
深層次的理解。 
3.製作人物履歷表雖然很用心,但還是有一些
細節沒打上,希望下次能更完整表現。 

這是一系列非常豐富有趣的古典小說教學活動,在實際
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有以下一些省思: 
活動一:古典小說真精彩 

1. 在淺談小說類型時,教師應準備一些典型作品的
例子,方能引起學生的共鳴。 

2. 教學生閱讀技巧時,可搭配一些簡短精彩的文學
片段,讓學生實際演練分析方法。 

3. 帶領學生實地探索圖書館資源,讓閱讀不只是概
念,更能培養實際行動力。 

活動二:經典三國演義 
1. 介紹四大名著及三國演義背景時,可使用生動的

多媒體簡報或短片,增加學生興趣。 
2. 在六何法和概念圖分析中,教師需走動巡視並適

時協助各組,引導思考方向。 
3. 評析篇章及延伸閱讀時,教師宜準備相關補充資

料,延伸拓展學生視野。 
活動三:奇想遊三國 

1. 在引導創意發想時,教師需創造輕鬆自在的學習
氛圍,啟發學生想像力。 

2. 分組報告時,教師可鼓勵其他同學適度提問,培
養相互觀摩學習的習慣。 

3. 教師可總結歸納學生的創意想法,並恰當指出一
些盲點或建議,幫助學生建構完整概念。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數位閱讀(六下)教學單元設計-教案表單 
二、 教學設計理念 

生活中數位載具及網路帶來進展與方便，學習應用能成為學生學習的工具。本單元設計目

的引導學生運用數位載具自主地與同儕在其中學習，逐漸認識並判斷網路資訊，進而設定

學習目標，選擇、判斷、整合資訊，以獲得知識與能力上的成長。 

二、教學單元設計 

主題 BIG6數位閱讀探究 設計者 六年級教師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7節，280 分鐘 

單元名稱 BIG6數位閱讀探究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4 結合科技與資訊，

提升聆聽的效能。 

2-Ⅲ-4 運用語調、表情和

肢體等變化輔助口語表達。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

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

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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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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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

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

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

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Bc-Ⅲ-2  描述、列舉、因

果、問題解決、比較等寫作手

法。 

Bc-Ⅲ-3 數據、圖表、圖片、工

具列等輔助說明。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

的。 

Bd-Ⅲ-2 論證方式如舉例、

正證、反證等。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

以簡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

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閱讀素養教育 

實質內涵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社會、資訊 

教材來源 CIRN 數位閱讀相關資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平板、投影設備 

學生經驗分析 1.四到六年級圖書利用教育課程學會如何使用搜尋引擎、媒體的種類、如何辨識

資訊等能力。 

2.六上閱讀課程學會議論文結構，能辨別論點、論據與論證的關係，能以事實、

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等目的。 

學習目標 

1.定義：能定義問題所在與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2.尋找：能確定資源的範圍與列出優先順序 

3.取得：能找到資訊資源與取得 

4.使用：能閱讀資訊與摘要資訊 

5.統整：能組織與呈現 

6.評估：能評鑑作品與評鑑過程。 

教學活動設計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認識 BIG 6與定義問題 

一、引起動機 

播放 SDGs介紹影片。 

教師介紹 SDGs內涵。 

教師引導：面對全球化時代來臨，我們不可能置身事外，許

多全球性的議題是大家必須共同對面與關心。可以透過 BIG6

資訊素養六大技能，培養探究社會議題的能力。 

 

二、發展活動 

1.什麼是 BIG6 

教師介紹 BIG6資訊素養六大技能 

2. 小組決定研究問題(有關犯罪的原因或預防方式)，並用心

智圖呈現想要研究的問題 

 

三、綜整活動 

1以心智圖呈現討論內容架構並進行各組發表 

2同儕、教師給予回饋 

 

10 

 

 

 

 

 

 

20 

 

 

 

 

 

10 

實作評量： 

學生能有效溝通、分工合作完

成心智圖製作。 

第二節：定義問題與搜尋策略 

一、引起動機 

複習 BIG6內涵與各組研究主題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講解專題探究分工方法以及搜尋策略 

2.各組定義關鍵詞並試著於網路搜尋，檢視是否有資料可參

考 

 

三、綜整活動 

1.各組分享定義的關鍵詞 

2.同儕、教師給予回饋 

 

5 

 

 

 

10 

15 

 

 

10 

實作評量： 

學生定義的關鍵詞是否準確、

全面、能有效涵蓋研究主題。 

第三節：搜尋策略與取得資訊 

一、引起動機 

各組複習探究主題與搜尋關鍵詞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講解檢索策略與資訊判讀方法 

2.成員分工利用檢索策略(關鍵詞、資料可信度)，搜尋相關

書籍或網路資料 

 

三、綜整活動 

1.各組分享資料搜尋結果 

2.同儕、教師給予回饋 

 

5 

 

 

 

10 

15 

 

 

 

10 

實作評量： 

1.檢索策略運用 

學生是否能有效運用關鍵字、

布林邏輯等檢索技巧，獲取相

關資訊。 

2.資料判讀能力 

學生對搜尋所得資料的可信

度、相關性等是否有適當的評

估和辨別。 

3.團隊合作能力 

小組成員在資料搜尋過程中是

否能良好分工合作。 

第四節：利用資訊 

一、引起動機 

 

5 

實作評量： 

1.資訊分類能力 



各組複習探究主題與搜尋到的資訊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講解資訊分類與摘要的方法 

2.成員分工根據搜尋到的資訊，用自己的話分類與摘要資訊 

 

三、綜整活動 

1.各組分享資料摘要結果 

2.同儕、教師給予回饋 

 

 

 

10 

15 

 

10 

學生對資訊的分類是否合理、

有條理，能反映主題的不同面

向。 

2.摘要能力 

學生對資訊內容的摘要是否準

確概括重點，使用了恰當的自

身語言。 

3.原創性 

學生對資訊的理解和重新整理

是否具有原創性，而非直接複

製。 

第五、六節：統整 

一、引起動機 

各組複習探究主題與摘要後的資訊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講解介紹 canva簡報編輯要點。 

2.成員分工根據探究主題，將探究彙整的重點製作成報告簡

報。 

 

三、綜整活動 

各組與教師討論報告內容，教師給予回饋，各組進行修正 

 

5 

 

 

 

10 

15 

 

 

 

10 

作品評量： 

1.內容組織 

簡報的內容架構是否合理、有

條理，能清晰呈現探究主題和

重點。 

2.工具運用 

學生是否能熟練運用 Canva 等

簡報工具，進行內容編排和視

覺設計。 

第六節：成果發表 

一、引起動機 

複習各組探究的主題項目 

 

二、發展活動 

1.各組分享探究主題內容。 

2.聆聽報告的同學就報告主題與發表組別進行討論與回饋。 

三、綜整活動 

1.票選最佳的探究報告作品，師生討論並給予回饋。 

2.學生就社會議題探究的歷程發表心得。 

 

 

5 

 

 

 

25 

 

10 

同儕評量： 

1.評估其他組別報告內容的完

整性、邏輯性和創意性。 

2.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改進建

議。 

第七節：評估 

一、引起動機 

教師帶領學生回顧 Big6專題探究的歷程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自評表與互評表的項目 

2.教師引導學生省思專題探究中遇到那些困難?怎麼解決?未

來如何改進? 

  

三、綜整活動 

學生完成自評表與小組互評表，並互相回饋。 

 

5 

 

 

 

10 

15 

 

 

10 

自我反思評量： 

1.檢視並反思自己在整個探究

過程中的表現和收穫。  

2.思考在探究技能(如定義問

題、搜尋資訊、整合資訊等)

上的優缺點。  

3.提出未來在相關領域的改進

方向。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學生回饋 教師省思 

1.利用不同的評量方式，例如實作評量、口頭

報告評量和作品評量等，讓我們能夠展現在

BIG6各個階段的不同能力表現，並獲得全面

1.評量方式的多元性 

採用實作評量、口頭報告評量、同儕評量、作品評量

和自我反思評量等多種評量方式，可以全面評估學生



的評量和回饋，有助於持續改進。 

 

2.同儕評量和自我反思的活動很棒，讓我們有

機會從其他人的角度檢視自己的表現，並培養

批判思維和自我檢視的能力。 

 

3.老師在課程中提供了很多實用的技巧和策

略，例如關鍵詞定義、搜尋技巧、資訊判讀

等，對我們進行探究式學習很有幫助。 

 

4.透過小組合作和分工，我們培養了團隊合作

和有效溝通的能力，也學會如何整合彼此的力

量完成任務。 

在 BIG6資訊素養各個階段的表現。但也需要注意評分

標準的客觀性和明確性，避免過於主觀。 

 

2.實踐機會的充足度 

學生反映練習時間不太足夠，教師可以考慮適當增加

實作的機會，讓學生有更多時間鍛鍊 BIG6的各項技

能，如定義問題、搜尋資訊、整合資訊等。 

 

3.課程節奏的把控 

部分學生認為個別環節的時間太長或太短，教師需要

審慎規劃每個活動環節的時間分配，保持整體課程節

奏的適中，避免學生覺得拖沓或趕迫。 

 

4.工具和資源的運用 

可以思考如何整合更多線上資源和工具，協助學生進

行資訊檢索、整合和呈現，增加他們的工具運用能

力。 

 

5.教師指導和回饋時機 

學生期望能獲得更多教師的即時指導和回饋，教師可

以適時在課程中安排個別或小組諮詢的時間，及時解

答學生的疑惑。 

 

6.技能整合的連貫性 

這門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 BIG6 資訊素養，教師需要注

意各節課之間的連貫性，讓每個 BIG6階段的技能能夠

有機地整合，而非孤立教學。 

 

7.學生自主學習的培養 

雖然這門課程偏向導向式教學，但教師也可以思考如

何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他們在探究的過程中

發揮更多主動性和創造力。 

 註:本表單參考國教院研究計畫團隊原設計教案格式。  



平和國小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BIG6 (一)定義問題與搜尋策略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BIG6 資訊素養六大技能 
(請寫出 Big6專題探究的六個步驟) 

1. 2. 3. 

4. 5. 6. 

二. 定義問題 
(請小組依據探究主題定義想研究的問題，並用心智圖呈現問題架構) 

 

三. 搜尋關鍵字與資源記錄區 

1.搜尋關鍵字: 

 

2.可使用的相關網站/資源: 

  



平和國小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BIG6 (二)搜尋策略與取得資訊 

網路資料的評估 

      年     班  座號：   姓名： 
心心老師想要研究「猝死的原因」，於是上網找了一篇與猝死有關的新聞(〈女星拍戲中「離

奇猝死」 死因曝光！吹頭髮成導火線〉)，請同學閱讀完左邊的新聞後，根據六何提問回答問

題，協助心心老師評估這份資料的可信度。 

 

 

  

資料主題是什麼? 

資料來源可靠嗎? 

資料何時發佈的? 

作者如何論述資料? 

資料作者是誰? 

作者為何這樣說? 

這份資料適合作為研究參考嗎？□適合  □不適合 

理由： 



女星拍戲中「離奇猝死」 死因曝光！吹頭髮成導火線 
 

2023/11/30 10:45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4505987 

 

37 歲莊群施被證實腦動脈瘤爆裂身亡。（翻攝自 IG） 

 

〔記者邱奕欽／台北報導〕馬來西亞女星莊群施（Queenzy）驚傳猝逝，她 28 日

在拍戲期間突然呼吸困難猝死，享年 37 歲，證實死因為「腦動脈瘤破裂」，破

裂後致死率極高，25％的人會在 24 小時內死亡，且是一種極難預防的疾病。 

 

莊群施的妹妹昨（29 日）晚間證實死因是「腦動脈瘤破裂」，馬來西亞家醫科醫

師崔耀豪表示，經報導闡述她是在吹頭髮造型後出現頭痛想吐症狀，明顯是與頭

部和神經有關，腦中若長有動脈瘤一般不易被發現，必須藉由做電腦斷層血管攝

影術才能檢測出。 

 

崔耀豪繼續表示，動脈瘤會破裂一般會發生在工作疲累、睡不好血壓升高、吹頭

髮溫度過高，血管支撐不住瞬間爆裂，血液在腦內不斷流竄，心跳就會變快，腦

內壓力升高，就會出現頭暈嘔吐等症狀，而這個疾病一般會遺傳，家人若有相關

病史就要多加注意。 

 
對此，馬來西亞醫藥公會柔佛州前主席拿督葉昌祖醫師也表示，動脈瘤的致病原

因除了遺傳，還有動脈畸形、酗酒、藥物過量、頭部受傷或感染、腫瘤，如果動

脈瘤破裂，25％的人會在 24 小時內死亡，50％的人會在 3 個月內送命，呼籲大

眾若平時有頭痛症狀就必須要多加注意。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450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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