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教學演示競賽 

特殊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壹、設計理念 

 閱讀是一項重要的基本能力，也是各學科領域學習的基礎。閱讀能力不佳影響的

不僅是語文學科方面的表現，往往也會影響到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蘇宜芬，2004)

學生在閱讀方面應具備閱讀能力，能做字音與字形的連結、並了解字義和文法，閱讀

歷程可分為認字和理解二部份（柯華威，1999）。 

 因此，有效提升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及文意理解能力有其必要及重要性，教師在

國語教材中提供有系統的閱讀方法，教導學生摘要重點、整理文章內容的策略，並協

助學生學習有效的閱讀理解策略，以增進學生的文意理解的能力，以應用於往後閱讀

的文章中。 

 在課程設計中採用交互教學法，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一套教學與學習策略，此一

策略學習內容包含：進行預測下文、提出問題、內容摘要、澄清內容，並且透過師生

之間的對話討論中獲取意義（Rosenshine & Meister， 1994）。教學目的是教導學生

閱讀文章的過程，藉由教師的示範閱讀策略，及師生間的相互對話，造成學習責任的

轉移（莊紹信，2009）並將教師所提供之資訊整理至學習單中；透過每堂課重覆的練

習，讓學生習得此閱讀策略，以利往後之學習。 

 故事結構教學(story grammar) 係在敘述故事時通常會依某種型態，包括主角、

問題、衝突、經過與結局等，而這些組織故事的元素稱為「故事結構」，一個完整的故

事，應該包括幾個基本的結構元素，包括了故事前、中、後的發展過程，也同時帶入

主角的特質與內在情感（錡寶香，2004；王瓊珠，2004）大多以圖表方式表列故事結

構元素，元素間的因果連結關係，幫助理解故事內容與發展（黃瑞珍，1999）。 

 綜合班上四位學生之能力，發現學生在識字及寫字之表現較佳；在課文文意理解

或是解讀題目時較常出現困難，故我們針對梅樹飄香這篇課文，設計五堂課的教學活

動，利用上述提及之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加強歸納課文重點、文章摘要等方面能力

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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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分析 

學生能力現況分析 

姓名 障礙類別 學習現況 教學決定 

魏○誠 學習障礙 

1. 國字聽寫、閱讀流暢、語文能力佳。 

2. 熟知許多歷史故事及成語，但不了

解成語正確用法。 

3. 在做答時常因注意力不集中導致題

意理解產生錯誤。 

4. 閱讀理解能力佳，但面對提供較多

訊息的文章時，常遺忘文章所提及

的所有要件。 

根據新課綱調整該年

段國語科課程內容，進

行調整與簡化，並透過

特殊教學策略，如：交

互教學、故事結構等教

學策略，逐步引導學生

學習注音、字詞、短

句、段落至全文理解，

以滿足學生之特殊需

求。 

蘇○穎 學習障礙 

1. 書寫能力佳，但常發生遺漏部件之

情形，注音符號之聲調亦常標示錯

誤。 

2. 課文朗讀正確度約 70-80%。 

3. 閱讀理解力尚可，能理解大部分文

章意思，但無法獨力從文章抓重點

中獲取資訊，透過教師提示關鍵

字，能摘要並敘述出段落大意。 

楊○錡 學習障礙 

1. 書寫能力、識字量佳；注音ㄌ、ㄋ

及ㄔ、ㄘ會有混淆的情形產生。 

2. 課文朗讀正確度約 70-80%。 

3. 閱讀理解能力尚可，但推理能力較

差，亦無法完整摘要出課文大意，

透過教師提示關鍵段落，能摘要並

敘述出課文大意。 

黃○婷 
輕度智能

障礙 

1. 拼音及識字量較低，需要教師口語

提示。 

2. 課文朗讀正確度約 60-70%，速度緩

慢且無抑揚頓挫。 

3. 文意理解及推理能力較差，亦無法

完整摘要出段落大意。 

4. 閱讀理解力較差，常遺忘文章所提

及的訊息，故無法正確的摘要課文

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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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魏○誠 蘇○穎 楊○錡 黃○婷 

施測日期 100.01.10 100.01.19 100.09.13 100.09.09 

正確字數 8 8 22 17 

百分等級 
小一低分組

(<12) 

小一低分組

(<12) 

小二低分組

(<35) 

小二低分組

(<35) 

 根據「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測驗結果得知，四位學生的中文識字能力在小一與小

二低分組，明顯落後同年級學生之程度。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魏○誠 蘇○穎 楊○錡 黃○婷 

施測日期 

  

100.09.13 100.09.09 

題本 
二、三年級 

題本 

二、三年級題

本 

答對題數 6 1 

答對比率 6/18 1/18 

結果 
小二低分組

(≤ 0.45) 
小二低分組

(≤ 0.45) 
 根據「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結果得知，兩位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皆低於小二

低分組，明顯落後同年級學生之程度。 

 

注音符號能力診斷測驗 

 魏○誠 蘇○穎 楊○錡 黃○婷 

施測日期 100.01.10 100.01.19 

  

聽寫分測驗 

聽寫符號 31 15 

聽寫單音 5 0 

聽寫語詞 11 0 

聽寫聲調 8 0 

得分 55 15 

百分等級 25 低於 1% 

認讀分測驗 

認讀符號 36 26 

認讀結合

韻 
15 0 

拼讀短文 32 0 

得分 83 26 

百分等級 17 低於 1% 

 根據「注音符號能力診斷測驗」結果得知，其中一位學生的注音符號之聽寫及認

讀分測驗能力皆低於 1%，另一位學生在兩向測驗中之百分等級也皆不超過百分等級

25，明顯落後同年級學生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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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四位學生無論在注音符號、中文識字、閱讀理解的學習表現皆落後同

年級許多，根據新課綱調整該年段國語科課程內容進行調整與簡化，並透過特殊教學

策略，如：交互教學、故事結構等教學策略，逐步引導學生學習注音、字詞、短句、

段落至全文理解，以滿足學生之特殊需求。 

 

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1. 課程概念架構圖 

教材參考來源：南一版國小六年級上學期（第 11冊）國語第十二課《梅樹飄香》。 

課程概念架構圖如下，此教案演示為第二節課。 

  

 

 

 

 

梅樹飄香 

第一節課 
導讀課文 
生字詞教學 

1.教師透過大聲朗讀概覽課文全貌。 

2.透過故事結構圖了解興建祖師廟之先後順序。 

3.認識生字及相似字。 

第二節課 
認識祖師廟 
興建背景 

 

1.利用故事結構教學進行教學。 

2.搭配交互教學策略，並提供故事屋為課文架構 
  圖，協助學生歸納、了解課文內容。 

3.教師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並搭配圖片，使學生彷彿 
  身歷其境。 

4.認識該段落之生字及相似字。 

 

第三節課 
了解祖師廟的重
建經過，及匠師
對廟宇整修品質

的堅持。 

1.利用影片的方式引起學生動機。 

2.運用交互教學法並搭配圖片講解課文內容，讓學 
 生了解匠師興建廟宇時運用的巧思。 

第四節課 
整修前後 
之比較 

1.藉由句條教學，讓學生能比較並瞭解整修前後之 
 差別。 

2.讓學生上台擺放句條，給予操作機會，增加學生 
 對課文的印象。 

第五節課 
課文重點摘述 

1.教師運用交互教學法並搭配故事結構圖及圖卡將 
 課文統整，讓學生嘗試歸納、整理。 

2.讓學生透過演戲的方式呈現課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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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分析 

(1) 課程地位 

 

註：教學示範以交互教學、故事結構分析策略來呈現國語第十二課《梅樹飄香》

「段落閱讀理解」為範例說明。 

 

(2) 文章結構分析 

 

生字詞 
閱讀 
流暢度 

段落 
大意理解 

全文理解 
課文 

重點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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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具 

項目 內容 

生字卡 1. 課文生字(庇、隆、鑿、岳)。 

故事結構 

文章分析字卡 

（附件一） 

1. 將人物、時間、地點等重點標題。 

2. 提問字條：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做？如何處理？……等。 

3. 利用不同顏色、粗細變化標記字體做為視覺提示。 

摘述課文重點 

重要句卡 

（附件二） 

1. 將關鍵字及重要句子貼至故事結構文章分析字卡旁。 

2. 使學生更容易歸納課文結構及重點。 

故事結構圖卡 

（附件三） 

1. 透過圖片呈現課文所提及的歷史事件。 

2. 增加學童對文章印象與連結。 

學習單 

（附件四） 

1. 將課文重點轉化成有系統的概念圖，並設計學習單。 

2. 課程進行中，透過教師提問，將答案填入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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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策略類型：交互教學、故事結構教學策略 

策略類型 策略執行方式 

交互教學 

透過摘要、提問、澄清及預測下段文章內容，教導學生學習

如何應用有效的閱讀策略。 

摘要 
老師帶領學生找出關鍵字，並將課文重點及大

意記錄於學習單中。 

提問 
透過不斷提問，讓學生在課文中尋找線索，並

透過互相討論的方式回答問題 

澄清 
針對學生所回答之答案給予解答，讓學生獲得

正確的課文內容。 

預測 
將課程重點記錄於學習單中，再次利用提問之

方式引導學生預測下段課文內容。 

故事結構教學 

1. 使用 6W教學法，並且搭配故事屋學習單 

2. 加入圖卡、字條(顏色)以及口語提示 

3. 讓學生找出主角、時間、重建背景、重建經過… 

主角 李梅樹及地方父老。 

時間  60多年前的某一天。 

地點 
李梅樹(主角)從李家老宅走向祖師廟，並補 

充「祖師廟於乾隆年間修建、重建兩次」。 

事

件 

重建

背景 
李梅樹受託整修祖師廟。 

重建

經過 
從受託到決定協助。 

整修

手法 
李梅樹接受委託、捨彩繪，全用雕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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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活動設計 

【國小階段格式】 

單元名稱 梅樹飄香 適用年級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五節，共 200分鐘 

本教案為第二節課，40分鐘 
教材版本 

南一版(第 11冊） 

國語第 12課《梅樹飄香》 

設 計 者  

教學準備 
生字卡、故事結構文章分析字卡（附件一）、摘述課文重點重要句卡（附件二）、

故事結構圖卡（附件三）、學習單（附件四） 

IEP 相關

學期目標 

5-3-3-1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8-3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得，並對作品內容摘要整理。  

對應課程

綱要之能

力指標 

各領域之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及其能力指標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能力指標】 

1-2-4-3 能表達出文章內容的核心與重

要概念 

1-3-3-2能將學習內容做成組織圖 

  

 

【環境教育】 

3-3-2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相關環境議題

的瞭解，體會環境權的重要。 

【生涯發展教育】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

重要性。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

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學習目標 

認知輕微損傷調整新課綱(國語) 調整後教學具體目標 

3-2-2-2說話時能以適切的音量與他人

交談 。 

 

5-3-3-1 能說出文章的重點及取材。 

 

5-3-2-2能利用閱讀策略，如畫線策略、

做摘要、結構分析、自問自答、

精讀、略讀、心智圖法、找關鍵

字、手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

進閱讀理解。  

5-3-8-5能在提示下將作品內容做簡單

的摘要與整理。  

3-3-2-3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

內容與心得。 

 

 

 

 

 

3-2-2-2能以適切的音量、流暢的速度朗

讀課文。 

 

5-3-3-1 教師藉由提問的方式，讓學生

能夠回答文章主旨。 

5-3-2-2教師利用故事屋學習單，並藉由

6W的方式，讓學生能嘗試找出

文章主角、時間、重建背景、重

建經過……等。 

 

5-3-8-5藉由學習單的引導，學生能夠整

理段落重點。 

3-3-2-3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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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標示粗體為本節課所教導之單元目標 

 

1. 能以適切的音量、流暢的速度朗讀課

文。 

2. 能瞭解教師提出的問題（6W）並理解

文意 

3. 能夠整理段落重點 

 

4. 能正確的轉述課文主旨及整體架構及

內容 

標示粗體為本節課所教導之單元目標 

 

1-1能正確的朗讀 90%文章內容 

 

2-1 能說出文章的關鍵字 

2-2能說出文章基本架構  

3-1能找出段落重點 

3-2能將重點整理至學習單 

4-1能重述文章的段落大意 

4-2能重述課文主旨大意 

具體目標

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量 

方式 
教材教具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透過大聲朗讀的方式讓每位學生

將第梅樹飄香課文一到三段唸過一

次，並在學生遇到字詞不熟悉或朗讀

語速不當時，跟著學生一起唸，校正

其語速及發音。 

 

 

3分鐘 

 

 

教師觀察 

 

 

課本一到三

段課文 

 （二）教師教授課文生字(庇、隆、鑿、岳)，

提供學生上台書寫的機會，解釋並比

較各生字之意義，透過口語提示舉出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並讓學生利用該

生字造詞。 

8分鐘 學生至黑板

書寫、教師觀

察 

生字卡 

 

 

2-1 

二、發展活動 

（一）搭配課文內容繪製廟宇 

教師藉由提問的方式，詢問學生：「請

問本課內容主要是在修築什麼建築

物？」讓學生回答，並請學生上台畫

出印象中廟宇的形象。 

 

 

2分鐘 

 

 

 

 

教師觀察、繪

製、口說 

 

 

 

 

 

 

 

 

 

 

 

 

2-1 

 

 

（二）故事結構策略配合關鍵字完成故事屋 

教師利用故事屋學習單，藉由6W為引

導方式，搭配口語「提問」，讓學生

嘗試「摘要」出文章主角、時間、重

建背景、重建經過……等。 

利用故事結構策略並以 6W的方式做為

題問之引導 

1.時間：提出「故事發生在什麼時

候？」為問題，引導學生說出 60多

年前。 

 

 

 

 

 

 

 

2分鐘 

 

 

 

 

 

 

 

 

 

口說、紙筆 

 

 

故事結構文

章分析字

卡、摘述課

文重點重要

句卡、故事

結構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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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 人物：提出「故事的主角是誰？」

為問題，引導學生回答李梅樹及地

方父老。 

3. 地點：提出「故事發生在什麼地

方？」為問題，引導學生回答李梅

樹(主角)從李家老宅走向祖師

廟，並讓學生由課文所提供的資訊

補充「祖師廟於乾隆年間修建、重

建兩次」。 

4. 重建背景：提出「發生了什麼事？」

為問題，引導學生找出重建的背景

及經過時發生了什麼事（李梅樹受

託整修祖師廟，且捨以彩繪，全用

雕刻的方式整修）。 

5. 整修手法：提出「作者為什麼會這

麼做？」為問題，引導學生在課文

中尋找李梅樹接受委託、捨彩繪，

全用雕刻的線索。 

6. 故事發生經過：提出「作者如何處

理？他最後的決定為何？」為問

題，引導學生在課文中搜尋李梅樹

決定協助重建的資訊。 

2分鐘 

 

 

3分鐘 

 

 

 

 

 

4分鐘 

 

 

 

 

4分鐘 

 

 

 

4分鐘 

口說、紙筆 

 

 

口說、紙筆 

 

 

 

 

 

口說、紙筆 

 

 

 

 

口說、紙筆 

 

 

 

口說、紙筆 

 

3-2 

三、綜合活動 

(一)文章重點摘要統整 

藉由學習單的引導，讓學生參考黑板上

提供的字條，複習課文內容並利用書寫

的方式將重點整理至學習單中。 

 

 

4分鐘 

 

 

口說、紙筆 

 

 

學習單 

4-1 (二)重述段落大意 

透過學生自己記錄的學習單做為引導及

提示，讓學生藉由學習單所提供的線

索，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內容。 

 

4分鐘 

 

提問、口說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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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量 

具體目標 評量方式 

2-1能說出文章的關鍵字 2-1-1能繪製出本課建築─廟宇。 

2-1-2能正確回答本課建築為廟宇。 

2-1-3能正確回答故事發生時間。 

2-1-4能正確回答本課主角。 

2-1-5能正確說出地點。 

3-1能找出段落重點 3-1-1能正確回答本課重建的背景及經過。 

3-1-2能正確回答李梅樹接受委託、捨彩繪，全用雕刻的

原因。 

3-1-3能正確回答李梅樹決定協助重建的原因。 

3-2能將重點整理至學習單 3-2-1能將課文重點填入學習單中。 

4-1能重述文章的段落大意 4-1-1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內容達 70%。 

4-1-2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內容達 80%。 

4-1-3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內容達 90%。 

4-1-4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及內容達 100%。 

伍、教學結果與學生反應 

具體目標 評量方式 

2-1能說出文章的關鍵字 

3-1能找出段落重點 

透過 6W法做為提問方式，學生在人物、時間及地點的部分

皆能迅速的回答出正確答案，但在重建背景及經過的部分較

需要透過教師所提供的圖卡、句條或是口頭提示出在第幾頁

的第幾段，才能找到正確答案。 

3-2能將重點整理至學習單 由於學習單內容與黑板所呈現之字條內容相同，故學生能迅

速的將黑板內容抄至學習單中，為有一位學生將重建兩次記

為重建兩年。 

4-1能重述文章的段落大意 學生至指定協同夥伴面前，大多能正確的轉述課文整體架構

及內容，若在轉述過程中遭遇困難，則會讓學生閱讀學習單

的重點後嘗試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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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錯誤類型分析 進退步 

魏○誠 
知道李梅樹利用石做為柱子的材料，但遺忘了製

作頂的建材。 
- 

蘇○穎 

學生記得李梅樹決定修建祖師廟，是因為他回想

起小時候看見師傅整修廟宇的印象，但忽略了祖

師廟必須整修的原因。文章中未提及廟旁有種植

梅樹這件事，學生不了解取名為「梅樹飄香」的

用意。 

進步 42.8% 

楊○錡 
學生將「乾隆年間距今兩百多年」與「祖師廟整

修花費半個世紀」兩項資訊混淆了。 
進步 57.2% 

黃○婷 

知道李梅樹利用石做為柱子的材料，但遺忘了製

作頂的建材；學生不了解「有鳥雕到沒鳥，有獸

雕到沒獸」所代表的意義，單就字面上的意思認

為是柱子上沒有任何動物雕刻；推測學生記得課

文中「捨彩繪，全用雕刻」的句子結構，故選了

結構一樣的答案；沒有祖師廟整修所花時間的概

念，亦不了解取名為「梅樹飄香」的用意。 

進步 28.6% 

 

  根據故事結構策略進行教學後發現，四位學生對本課課文理解能夠從試卷中

給予的資訊，與課堂呈現之故事結構圖產生連結，而從交互教學策略的引導下，

發現學生能將老師所整理之資訊內化為自己記憶中的一部分，透過兩種教學法的

互相搭配，能在前後測中看出學生的明顯進步情形。 

 

 

 

魏○誠 蘇○穎 楊○錡 黃○婷 

前測 28.6% 14.2% 0%
後測 86% 71.4% 71.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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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段落大意理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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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反思與建議 

 主教者與協同教學者將字卡整齊的呈現在黑板上，讓黑板上的內容更加簡潔易

懂！所以在本單元的後測中，能發現學生對於文章的瞭解有所進步，但仍無法理解抽

象的語詞所代表的意義，由此可知，學生較無法理解白話文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而我

們認為這也是我們在未來設計課程時必須多加思考的部分，或許可以運用圖片、文字

簡化或給予學生實際操作（繪圖或整理圖表）等方式，讓學生除了能讀懂字面上之意

思外，還能真正的瞭解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意涵。  

 本課為記敘文，故對學生而言為較容易理解的文體，而在本課的教學活動中，使

用故事結構及交互教學策略進行教學，由以往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容易遺忘課程

內容，故在本次實際教學中，將故事屋的概念結合課文內容並帶入學習單，再使用兩

種教學策略，由教師先進行提問，學生回答、教師再將字條呈現於黑板，簡化課文內

容後讓學生嘗試把自己學習單中的祖師廟蓋起來，並於課堂結束前向教師簡述課文內

容，儘管學生無法完整地說出故事內容，但透過學習單的引導發現，學生會嘗試利用

學習單中的關鍵字將資訊統整，使片段的內容成為一篇故事。而這樣的運作方式，不

僅改善了教學成效，更加深了學生對課文的理解。 

 以下為針對本次教學所進行的調整： 

1. 物理空間配置：將座位以男女穿插的方式進行分配，初步預防上課中出現秩序混亂

的情形，提升學生上課的專心程度。 

2. 教材編製：將課文故事結構的方式做發想，設計了人、事、時、地、物的字卡，並

設計以廟宇為雛形的學習單，搭配教師在黑板所呈現的故事結構圖，學生將課文有

系統的整理至學習單中。 

3. 教學步驟執行：整頓秩序→大聲朗讀→生字教學→學生上台繪製廟宇→故事結構策

略配合關鍵字完成故事屋→文章重點摘要統整→重述段落大意。 

4. 教學策略應用：故事結構教學策略、交互教學策略。 

5. 時間掌控：引起動機：11分鐘；發展活動：21分鐘；綜合活動：8分鐘；共 40分

鐘。 

6. 試題編製：參考教師手冊，並以課文理解為教學重點進行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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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故事結構文章分析字卡 

 

【附件二】摘述課文內容重要句卡 

 
【附件三】故事結構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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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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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給予學生上台實際練習書寫的機會，觀察

學生在黑板上所寫的字是否有誤，並進行

修正的動作。 

教師藉由提問的方式，詢問學生：「請問本

課內容主要是在修築什麼建築物？」讓學

生回答文章主旨，並上台畫出廟宇的形象。 

  

在教師進行提問後，利用投擲黏黏球的方

式讓學生進行搶答，利用遊戲化的方式增

加學生回答問題的意願。 

透過圖片呈現課文所提及的歷史事件。增

加學童對文章印象與連結。 

 

教師利用故事屋學習單，藉由 6W為教學策略，透過圖卡、字條(顏色)以及口語提示，

讓學生嘗試找出文章主角、時間、重建背景、重建經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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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學習單的引導，讓學生參考黑板上提供的字條，利用書寫的方式將重點整理至學

習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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