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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新課綱中年級國語混齡教材編輯成員介紹

•國語領域的學科特性

•編輯理念與案例分享



新課綱中年級國語混齡教材編輯成員介紹

•召集人：吳惠花校長(淡水國小)

•南一版：林冬菊主任(退休主任)、林曉茹老師(退休主任)、

•         徐淑卿老師(永和國小)

•康軒版：張嘉倫 (北新國小) 、卓秋汝 (信義國小)、

         游靜秋 (龍埔國小)

•翰林版：黃沁華(萬里國小)、宋詩蘋 (永平國小)



國語領域的學科特性

一、教材間的教學內容不具有必然連貫性。

二、各版本的教材內容差異性大

三、教學目標需同時顧及聽、說、讀、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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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版本的教材內容差異性大



二、各版本的教材內容差異性大



三、教學目標需同時顧及聽、說、讀、寫、
作



三、教學目標需同時顧及聽、說、讀、寫、
作

•學生不懂「譬喻」、「擬人」，生字就不會寫了嗎?
就不會閱讀課文、繪本了嗎?考試就一定會考不好
了嗎?

•學生會「譬喻」、「擬人」，就一定是閱讀能力好?
寫作也會好了嗎?



編輯理念

•12年課綱為編寫主軸的混齡教學課程手冊

•以「文本特徵」、「生活經驗」為編寫方向

•以單元教學的方式整合語文教材

•提升學生語文知識、培養語文素養為目的



課程地圖

•課程規劃需考量學生先備知識與個別差異

•以現行三家審定版教材為例，進行中年段的示範案
例

•提供教學者三家版本教材選編之思考脈絡、課程地
圖、學習重點示例及A、B版課程安排

•所提供之案例，僅作為教師參考範例之用，教師可
依實務需求或在地特色，再進行調整修正



南一版教材選編之思考脈絡：

一、文章體材分類

二、掌握文本核心價值

三、實踐素養的學習



南一版課程地圖



南一版學習重點示例(部分)
主題 版本 單元名稱 

樂活
每一天

Ａ版
快樂上學去
1（第五冊）

知識：
1. 了解自我介紹的內容與形式。
2. 知道什麼是班級公約。
3. 了解因果結構的敘事方法。
4. 認識敘述四要素的內涵。
能力：
1. 上臺做有條理及有重點的自我介紹。
2. 運用因果結構描述生活經驗。
3. 透過觀察及描寫技巧擴寫內容，豐富文句。
態度：
1. 願意主動伸出友誼之手。
2. 學會理性溝通，用適切方式進行團體討論。
3. 以參與者的角度，體察學校生活的點點滴滴，珍惜同儕情誼。

Ｂ版
生活好滋味
1（第七冊）

知識：
1. 知道臺灣欒樹四季不同的樣貌。
2. 了解不同題目有不同的表述重點。
3. 理解文中運用時間性順敘法的寫作手法。
4. 了解資源再生及老屋保存的意義。
5. 認識審題與立意的寫作流程。
能力：
1. 利用圖像整理文章內容。
2. 使用記人記事的方式，描寫食物與情感的連結。
3. 運用「六何法」，安排文章架構。
態度：
1. 覺察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變化。
2. 體會飲食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3. 彰顯社區營造與在地人文關懷之重要性，傳遞對土地的情感。



南一版A、B版課程安排一覽表



康軒版教材選編之思考脈絡：

一、先提取每個單元的內涵，找出共同特徵以統整

出主題

二、從文章中找出具季節性，或搭配時節的教材，

三、依照單元主題議題的關聯，進行序列性的安排，



康軒版課程地圖



康軒版學習重點示例(部分)
主題 版本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語文與生活

Ａ版 語文萬花筒

(第五冊)

知識
1. 了解文中四字語詞的用法。
2. 知道拆詞法理解詞義的策略。
3. 認識敘述四要素:(一)事、地、時、人 
能力
1. 能使用拆詞法理解詞義。
2. 能運用動詞將分解動作描寫出來。
3. 能發現前後句轉折的關係，並用「但是」、「卻」來連接，以補充後來的結果。
態度
1. 學習體會文字音律的趣味性。
2. 讀懂語文的趣味，培養其興趣。

Ｂ版 歡樂好時光
(第七冊)

知識
1. 了解童詩的結構與情感的展現。
2. 知道語句中詞語的多義性。
3. 了解短語組合規律。
4. 理解順序法與倒敘法差別。
能力
1. 透過聯想力與修辭技巧仿作童詩。
2. 歸納課文重點，說出大意。
3. 運用倒敘手法，描述生活中發生的事件。
4. 使用各種感官描寫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
態度
1. 能樂於規劃課後活動，從中體會樂趣。
2. 培養觀察、感受生活之美。



康軒版A、B版課程安排一覽表



翰林版教材選編之思考脈絡：

一、各版本體例均衡

二、大單元主題設計

三、實踐素養的學習



翰林版課程地圖



翰林版學習重點示例(部分)
主題 版本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問題與策略 Ａ版 運用時間1
(第五冊)

知識：
1. 能了解表達情緒的語詞。
2. 能知道並分辨表達時間頻率的語詞。
3. 熟悉書信的格式並加以應用。
能力：
1. 能運用習得的語詞，練習擴句。
2. 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文主要大意。
3.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的朗讀文本。
4. 能了解運筆原則，掌握相同的部件，辨識並寫出正確且工整的國字。
5.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與字的空間結構。
6. 增加語詞的描寫，練習仿寫句型。
態度：
1. 能分享生活經驗中所體會的感受。

Ｂ版 解決問題2
(第五冊)

知識：
1. 能從文本對角色的描寫，理解角色特質。
2. 能讀懂故事的事件，並按事件發生順序，敘述課文大意。
3.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與字的空間結構。
能力：
1. 從故事結局發揮創意，進行接寫。能從課文中角色做的事，推論角色的個性。
2. 能運用動作的描寫，表達人物的心情。
3. 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文主要的大意。
4. 運用段落結構進行仿寫。
5. 能運用動作的描寫，表達人物的心情。
態度：
1. 專心聽出故事重點，培養聆聽的態度。



翰林版AB版課程安排一覽表



中年級教學活動設計

•以四上康軒版國語第
七冊第三單元為例



各節次學習活動安排

節次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第一節 概覽全文

1. 朗讀題目 預測課文

2. 初讀課文 建立印象

3. 閱讀課文 找出證據
4. 自我監控 確認難點

朗讀評量

口頭評量

聽考評量

第二、三節 隨文識字

1. 檢視自學 閱讀課文

2. 細讀課文 了解文意

3. 隨文識字 新字教學
4. 延伸語詞 擴充詞彙

口頭評量

書寫評量

實作評量(學習單)

第四節 形式深究

1. 運用句型 概述課文

2. 善用句型 表述清楚

3. 認識標點 理解用途
4. 看圖寫句 加入標點

活動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學習單)

第五節 寫作教學
1. 分析卡片 發現格式

2. 排出順序 認識格式
3. 情境引導 書寫卡片

口頭評量

書寫評量
活動評量



我們的發現
• 本次的實驗性混齡教學是在石門區的學校試做，學生共12位，三
年級9位，四年級3位。

• 教學之前，語文團與該校低、中年段的教師進行課文共備，並了
解學生的先備知識。

• 觀課教師發現學生更願意去思考教學者的提問，也能更積極參與
討論。 

• 觀課老師也提出平常上課時，四年級只有3位，很難進行組間共
學，但因為三年級的加入，發現學生能因此得到不同的思考方式
與啟發，學生間的對話也更能切合學習主題

• 也發現學生之間會主動幫忙，在操作時，協助指導學困生，或是
會將小組討論成果寫在小白板，讓學困生可以上台發表。 



報告結束，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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