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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輔導小組國中國文翻轉創新教學示例徵選實施計畫 

作品格式 

一、教案  

作品名稱 摹景、記遊，我最罩! 

適用年級                八年級 教學總節數     4    節 

教材來源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自編 

教學理念 

1. 分組合作學習 

透過有效的合作技巧並應用於學習，期望學生提高學習成效；

並由教師適時地協助與小組成員間的正向依賴，使學生間激盪

不同觀點，並學習溝通表達，完成指定學習任務。 

2. 重視自主學習 

給學生魚吃，不如給他一根釣竿。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強調學

生要自主學習，教師應用相關策略或搭建鷹架，使學生習得閱

讀理解策略，由點至線及面透析文本意涵並學習遷移與類化。 

3. 強調尊重聆聽 

學生能專注、集中焦點，針對問題、針對老師的引導，進行思

考、串聯、回饋分享，且教師與同學透過尊重與聆聽，接納包

容各種說法與想法，讓課堂成為溫暖安全的環境，使學生願意

也勇敢向學習之路持續前進。 

4. 理解個別差異 

於課堂中理解每位學生的個別差異，分組合作學習的組內任務

編配可依據能力的不同，進行不同任務編配。理解個別差異並

非使學生學習偏食，而是期盼透過有效的教與學來成就每一個

學生，期盼學生能以已身的優勢能力帶動更多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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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聆聽能力〕 

2-1-1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4-1能具備良好的聆聽素養 

〔說話能力〕 

3-2-1能充分表達意見 

3-4-4-3能察覺問題，並討論歧見。 

〔閱讀能力〕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3-1能瞭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寫作能力〕 

6-2-4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作。 

6-4-4 掌握寫作步驟，充實作品的內容，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

想。 

學習目標 

1. 能迅速摘要出意義段大意。 

2. 認識寫景類文章的書寫脈絡。 

3. 了解徐仁修的寫作動機與寫作設計。 

教學策略 

1. 利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讓學生善用合作技巧學習。 

2. 透過教師提問式教學，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 

3. 利用多元評量方式(學習單、口頭發表)發掘每位學生的長處。 

參考資料 
翰林教科書第四冊第六課─徐仁修 森林最優美的一天 

黃秋琴老師「藉景抒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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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數 教學歷程（含時間） 
學習 

目標 

教學 

資源 
教學評量 

第一 

堂課 
課前準備 

1. 教師共同備課，完成〈森林最優

美的一天〉課程設計。 

2. 學生按照組別就坐、學生完成課

前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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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引導 

1. 教師發下作業單，學生完成暖身

活動「標題預測」(2分鐘) 

2. 串連學生的預測結果(3分鐘) 

學生預測結果二類型 

概括型 細項型 

寫森林的美好 寫森林裡的動

植物 

師：請同學說一說，「森林最優美的

一天」，會寫到什麼內容呢? 

生 1：寫動物、植物。 

生 2：寫森林的美好。 

師：有沒有要補充? 

生 3：會寫作者的感受。 

師：接著讓我們來思考同學們提出

來的預測，有什麼差別。先看

第 1和第 2。 

生：第 2 種，沒有寫出要寫森林的

什麼。 

師：所以哪一種比較具體? 

生：第 1 種。 

師：還有沒有其他差別？ 

生：第 2 種，跟第 3種，有提到作

者的感覺，第 1種沒有。 

師：為什麼提到作者的感覺很重要? 

生：因為題目是「森林最優美的一

天」，優美一定是感覺呀! 

師：很棒！那麼，我要請大家再讀

一讀題目，多讀幾遍。 

（學生讀題） 

師：有沒有發現什麼？ 

（學生疑惑） 

師：題目中有沒有什麼要素是大家

都沒有想到的？ 

生：「一天」。 

標 題 預

測，形成

初 始 印

象。 

學習單、

小白板 

 

小組討論 

口說發表 

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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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的。所以，內容一定是寫某

一天，會不會寫森林的四季之

美？ 

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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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1. 瀏覽全文課文，標示各個自然段

落，並請  學生圈選生難字詞。 

教師詢問學生有無生難字詞須進行

釐清。(15分鐘) 

2. 對夥伴重述讀到的內容。(3分

鐘) 

3. 確認意義段(翰林版，將主要內

容切為兩個部分，並下好小標

題，因此僅需讓學生確認，不需

自行劃分)。(2分鐘) 

師：這一課可以切分成幾個意義

段？請作答。 

（學生部分比 2，部分比 3） 

師：大家不太一致喔。 

生：有兩個小標題，所以有兩個意

義段。 

師：非常棒!懂得利用小標題來確認

意義段。老師要請比 2的同學

想一想，在第一個小標題之

前，是不是還有內容? 

(比 2的學生恍然大悟) 

生：所以，是三個意義段。 

師：全班達成共識了?第二、三個意

義段有小標題，那第一個意義

段是什麼? 

生 1：前言。 

生 2：前情提要。 

生 3：總綱。 

師:有概念! 

【作業單 二、探究 1.完成全文理

解架構】 

4. 進行意義段摘要，以對全文樣貌

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19

分鐘) 

意 義 段

切分、摘

要，並理

解 全 文

架構 

作 業 單

小白板 

 

小組討論 

口說發表 

專注聆聽 

作 業 單 檢

核 



7 

(1)前言 

師：請大家進行意義段摘要。首先

是「前言」，完成後請寫到小白

板上，再將討論結果貼到黑

板。 

A.前言由兩個段落組成，學生如果

比較抓不到方向，可以先做自然段

摘要，再加以融合。 

B.帶領學生，將彼此的摘要結果加

以分類，再比較異同。 

例如:段落一 

類型 摘要結果 

偏重第 1句 
臺灣低海拔森林很

美，很讚！ 

偏重第 2句 人們不關心森林。 

兼顧 

臺灣低海拔森林很

棒，人們卻不重

視。 

推論目的 

作者希望大家關心

臺灣美好的低海拔

森林。 

C.釐清段落一與段落二的關聯——

因果關係，再將兩段融合，形成第

一意義段，也就是前言的摘要： 

因為臺灣低海拔森林很優，但是人

們卻忽視，所以要介紹最優美的一

天給大家。 

(2)五月山花香 

師：再來進行第二個意義段，「五月

山花香」，完成後請寫到小白板

上，再將討論結果貼到黑板。

提醒大家，可以利用小標題來

形成摘要。 

生:不清楚。 

師:看到「五月山花香」，你會想問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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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山花是什麼花?香味又如何? 

師:很好，你們已經有方向了。 

A.因為有兩種花，教師可用表格引

導，讓學生進行比較。 

花 香味 

金銀花 
濃

香 

香氣怡人 

山黃梔 嗆鼻→濃淡適宜、

舒服 

B.引導的重點在於香味的「不同」

與「矛盾」，「矛盾」處要注意轉變

的原因。 

C.摘要完成後，請學生再次讀此意

義段的內容，想一想所做出來的摘

要有沒有缺漏重要訊息。 

摘要結果：金銀花的香氣怡人，山

黃梔香氣濃，但因數量少、位置

遠、有風吹，因此變得濃淡適宜。 

師：我們的摘要有沒有缺了重要的

訊息？ 

生：作者寫金銀花寫很多童年的

事，應該很重要。 

師：還有嗎？山黃梔的部分，有沒

有缺了重要的部分？ 

生：像金星、銀星，令人著迷。 

師：所以，我們可以怎麼修正？ 

生：金銀花的香氣怡人，讓作者想

起苦中帶甘的童年；山黃梔香

氣濃，但因數量少、位置遠、

有風吹，因此變得濃淡適宜，

此外外型令人著迷。 

師：很完整，但是可以更言簡意賅

嗎？也就是說有一些細節是可

以留待段落探究時再處理的，

摘要只要有大致的印象就好。

可以用「表述方式」、大面向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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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者描寫金銀花的香氣，並表

達懷念；接著描寫山黃梔的香

氣及外觀。 

(3)油桐花編織的祕徑 

師：再來進行第三個意義段，「油桐

花編織的祕徑」，完成後請寫到

小白板上，再將討論結果貼到

黑板。 

摘要結果 

 油桐花編織的祕徑的狀況以

及作者的感受。 

5. 教師總結本節重點並預告下次課

程內容。 (1分鐘) 

第二 

堂課 

課前準備 
1. 學生備好學習單。 

2. 學生依據組別入座。 
   

動機引導 

發下「寫景看明白」分析表，進行

寫景(記遊)文類模組介紹。(3分

鐘) 

一、敘事脈絡：時間、空間 

二、摹景脈絡： 

1.（地點、大主題）  2.主要描寫

景物  3.事實：敘述或描寫（找

出視聽味觸嗅）  4.想像：譬

喻、轉化、移覺  5.感受 

三、寫作手法：位置（運用移步

法與否）、選鏡（廣角鏡頭、長

鏡頭）、 

運鏡——定點視角（仰視、平

視、俯視、上下、左右、裡外、

遠近） 
 

建 構 理

解「寫景

文 章 的

模組」 

作業單 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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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1. 學生小組合作，進行「敘事脈

絡」分析。(5分鐘) 

2. 學生小組合作，進行第 2、3意

義段的「摹景脈絡」分析。 

利用符號，在課本上直接標示。

(25分鐘) 

3. 學生小組合作，進行「寫作手

法」分析。(11分鐘) 

4. 總結教師總結本節重點並預告下

次課程內容。(1分鐘) 

以「寫景

文 章 的

模組」進

行 文 本

的 閱 讀

與分析 

作業單 小組討論 

口說發表 

專注聆聽 

作 業 單 檢

核 

第三 

堂課 

課前準備 

1. 學生備好學習單、「寫景看明

白」分析表。 

2. 學生依據組別入座。 

   

動機引導 

1. 複習「寫景(記遊)文類模組」，

針對學生上一堂課發生的疑難，

再次釐清以強化概念。(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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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1. 填寫分析表。(40分鐘) 

前一堂課已經在課本畫記、分

析，這一堂課將資料整理近表格

中，除了讓學生再一次熟悉文本

細節，更進一步完成全文統整。 

引導鷹架: 

(1)「五月山花香」敘寫了「金

銀花」、「山黃梔」，兩種花的寫

作重點——包含描寫與情感，

其刻畫都不同。學生整理資料

時，不一定能察覺。教師可以

這樣引導： 

師：「五月山花香」，寫了幾種

花？ 

生：兩種。 

師：在「具體——敘述、描

寫」的部分，寫作的分量、面

向一樣嗎？ 

生：金銀花寫比較多。 

師：寫比較多表示什麼？ 

生：比較重要，作者比較重

視。 

師：內行！還有其他表示金銀

花比較重要的證據嗎？ 

生：作者寫了童年時關於金銀

花的事情。 

師：根據剛剛談到的點，作者

對哪一種花有比較深刻的感

情？ 

生：金銀花，除了欣賞，還有

慚愧之情。因為對作者的生命

很重要，一開始他卻沒有注意

到。 

(2)翰林版編寫的「油桐花編織

整 理 前

一 堂 課

分 析 的

結果 

作業單、

小白板 

 

小組討論 

口說發表 

專注聆聽 

作 業 單 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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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徑」，就比例上而言，著墨

最多的是油桐花帶給作者的感

受。而且，感受的刻畫是層層加

深的。這也是學生在整理時，比

較容易忽略的。 

師：讓我們再讀讀「油桐花編織

的秘徑」，一邊讀一邊思考，作

者在這裡最「用力」寫的是什

麼？ 

生：？ 

師：先從大方向——表述方式，

去想。 

生：抽象——情感，寫比較多。

最後一整段都是。 

師：那麼一整段都表達情感，從

頭到尾都是一樣的情感嗎？有沒

有程度的差異？ 

生：情感愈來愈深刻。 

師：怎麼說？ 

生：從美好曼妙→微醉→丟棄軀

殼，作者最後完全忘我了。 

師：給你們按個讚！ 

2. 總結教師總結本節重點並預告下

次課程內容。(1分鐘) 

第四 

堂課 
課前準備 

1. 學生備好學習單、「寫景看明

白」分析表。 

2. 學生依據組別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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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引導 

【作業單 三、深究 1.作者的寫作

目的是什麼?他為此採取什麼行

動?】 

1. 作者的寫作目的，在前言的部分

已有交代，在文本梳理的最末，

讓學生再次綜觀全文，並確認作

者以介紹森林最優美的一天為喚

起大眾關懷台灣森林的手段。(3

分鐘) 

理 解 作

者 寫 作

動機 

作業單 小組討論 

口說發表 

專注聆聽 

作 業 單 檢

核 

教學活動 

【作業單 三、深究 2.讀寫結合 

2-1以壽山校園為主題，運用摹景脈

絡寫一篇 150~200 字的短文。完成

後，請分析、標示出摹景脈絡的要

素。】 

1. 短文寫作。 (30分鐘) 

【作業單 三、深究 2.讀寫結合 

2-2看看自己缺了什麼摹景的要

素，用另一種顏色的筆補上內

容。】 

2. 檢視、分析自己作品的摹景脈

絡，然後補足缺失的部分。(5

分鐘) 

3. 交流與觀摩。學生分享短文，並

給予夥伴回饋(5分鐘) 

4. 請學生回顧寫景(記遊)文本模

組，省思自己學到了什麼、應用

得如何?。(2分鐘) 

運用「寫

景 文 章

的模組」

進 行 寫

作，並與

寫 作 之

後 分 析

自 己 書

寫 的 脈

絡。 

作業單 個 人 寫 作

成果檢核 

※本表請自行延伸 

二、學習單（請依教學及評量之需求自行設計，唯需以 A4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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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堂作業單  

課程名稱： 

6〈森林最優美的一天〉 

時

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組次  座號、姓名  

本課學習重點: 

*熟練段落摘要技巧 

*溫習、深化「寫景、記遊」文本的閱讀技巧 

一、敘事脈絡：時間、空間 

二、摹景脈絡：1.（地點、大主題）  2.主要描寫景物   

3.事實：敘述或描寫（找出視聽味觸嗅）  4.想像：譬喻、轉化、移覺  5.感受 

三、寫作手法：位置（運用移步法與否）、選鏡（廣角鏡頭、長鏡頭）、 

運鏡——定點視角（仰視、平視、俯視、上下、左右、裡外、遠近） 

一、暖身（確認文章寫作範圍、焦點） 

□1.標題預測: 

□2.瀏覽、標段落、斷句(一邊圈生難字詞，一邊圈重點字詞)。 

□3.讀完第一次，對伙伴說一說這一課在講什麼? 

二、探究（段落重點與結構） 

1.完成全文架構理解 

意義段    

自然段 1~2   

章法結構    

表述方式 

具體 

□記敘 

□描寫 

抽象 

□抒情 

□議論 

具體 

□記敘 

□描寫 

抽象 

□抒情 

□議論 

具體 

□記敘 

□描寫 

抽象 

□抒情 

□議論 

摘要    

章法結構參考詞彙:起、承、轉、合、再轉、過渡段、總說、分說、論點、論據…… 

表述方式參考詞彙: 

(1)記敘(人、事、時、地、物，連貫地寫) 

(2)描寫(細膩地寫感官——視、聽、味、觸、嗅，所感知到的) 

(3)抒情（抒發正面情緒、負面情緒；堆疊情緒） 

(4)(4)議論(表達觀點、立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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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景看明白 

三、深究 

1.作者的目的是什麼?他透過什麼行動來達成?(請做全文的綜合思考!) 

2-1以壽山校園為主題，運用【摹景脈絡】寫一篇 150~200 字的短文。完成後，請分析、標示

出【摹景脈絡】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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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看看自己缺了什麼【摹景的要素】，用另一種顏色的筆補上內容。 

三、實施成果 

(一)模組化，自學更給力! 

學生利用「寫景文章的模組」，進行閱讀與分析，可以獨立自

學，並完成學習遷移。 

 

 (二)模組化，寫作更省力! 

(地點)→景物→事實：敘述或描寫（找出視聽味觸嗅）→.想像：譬喻、轉

化、移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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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寫景文章的模

組」，進行寫作，可以寫出更豐

富的內容。原先寫作內容貧乏

的學生，可以運用下列架構，寫

出文章，且有內涵。 

寫作完成之後，透過模組，

學生檢視自己書寫的成果，能

成功省思自己的缺失並改進。 

 

四、教學省思 

(一)提問，是鷹架，也是依賴。 

學思達的課堂奠基在講義的製作與提問的設計，然而幾年的執

行之後，筆者發現國文課堂上反覆的提問、思考，學生的能力的確

增進，但是一旦沒有有教師提問引導，學生獨自面對文本比較無法

形成清晰的認識。 

提問既是鷹架，也是一種依賴。 

因此，如果教師希望學生的自學是能夠順利遷移的能力，勢必

要用更宏觀、更有架構的方式來協助學生建構理解鷹架。「模組化學

習」就是其中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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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組化，教師最省力! 

我們常常會聽到有在執行分組合作學習、有給學生自學任務的

教師，會有點戲謔地分享：「執行上軌道之後，可以在課堂甩手健

身。」這是多麼舒服的狀態！這種狀態反映的是高效率、高自主的

課堂實況。 

帶領學生運用模組學習之後，筆者更是閒得發慌！ 

教師利用一個段落引導學生實作，接下來學生自己執行分析，

與同學討論。教師只需要進行訊息比較、整合的提醒，或是引導高

層次的省思評鑑。 

省力，提升意願；省力，長長久久。 

五、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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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充教材（可有可無，依需要提供）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