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新桃園」四年計畫－ 

107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摘要說明及閱讀教學設計表 

 

桃園市大有國民中學閱讀教學教案內容架構圖 

 

 

 

 

 

 

 

 

 

 

 

 

 

 

 

 

 

 

 

 

 

 

 

 

 

  

 

 

 

 

 

小主題 

讀景詩物 

國語文 

(可以跨美術科) 

國語文 

(可以跨生物科) 

國語文 

(可以跨電腦課) 
國語文 

校園植物知多少 

 

鍾愛一植話多少 新詩創作知多少 以詩傳情意不少 

1.植物分布區看板 

2.電腦、單槍、投

影白板、 

1.校園環境巡禮 

2.教師引導認識校

園植物 

3.進行實物觀察、

認識校園植物 

1.教師提問 

2.學生口頭回答 

3.記優點鼓勵 

1.網路資源 

2.圖書館藏書 

3.植物詩學習單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量 

目標 

課程 

領域 

45 鐘 45 鐘 25 分鐘 20 分鐘 

1.電腦、單槍、

投影白板 

2.植物詩學習單 

1.電腦、單槍、

投影白板 

2.小詩作品簡報 

1.閱讀校園環境 

2.認識校園植物 

3.培養觀察力 

1.深入認識植物 

2.善用科技工具 

3.應用圖鑑書籍 

4.擷取資料能力 

 

1.修辭運用於寫作 

2.新詩創作要點 

3.觀察力&想像力 

4.圖、文結合應用 

1.再加強創作要領

的概念 

2.創作後的修改 

1.應用植物圖鑑書

籍解決問題 

2.透過平板上網查

找植物相關資料 

3.教師引導如何擷

取關鍵資料 

1.分析詩創作要領 

2.說明修辭如何應

用於新詩創作 

3.三行詩暖身 

4.學生進行植物詩

創作及彩繪插圖 

 

1.透過學生的創作

分析新詩特點 

2.以學生的作品討

論如何再修改作品 

3.鼓勵多次閱讀初

稿，大膽嘗試修改 

1.評鑑統整資料的

能力 

2.學習單完成概況 

1.學習單植物資料

整理的概況 

2.詩創作完成概況 

1 植物詩學習單整

體完成 

2.詩製成小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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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有國民中學閱讀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讀景詩物 設計者 呂佳樺、董聖光 

教學對象 國中七、八、九年級 教學時數 三節課(一節 45 分鐘) 

教學對象 

分析 

 

1.已具有寫作修辭(如轉化、譬喻、排比等)的基本概念。 

2.已修習過新詩課程。 

3.語文程度：具備聽、說、讀、寫能力。 

4.資訊能力：知道如何上網搜尋資料。(基本電腦、平板應用能力) 

 

教材來源 

1. 植物：大有校園的植物 

2.《都會種樹植物圖鑑》天下文化出版 

3. 學習單：教師自編 

設計理念 

1.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教育現場的教學現況不斷在嘗試改變。在確

定十二年國教的落實，同時亦象徵一個新的學習世紀已開展，國文領域的

學習內容就不在只是侷限在教科書上，而是以符應「素養」導向的學習為

指標。 

2. 過去，學生端坐於課室中，學習的內容多數是學者、專家們將生活的事

物、經驗彙整集結或研究而成的資料，顯然專精的學問必得經由此進行知

識過渡，但如果是切合學生自己生活事物的學習，何妨讓學習的場域回歸

到生活中，即「生活就是教室」，讓學生實際從生活中進行學習。 

3. 學習不再只是著重學科知識，而是可以統整跨領域的知識、技能、態度，

最後落實「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本教案即由以上三點理念著手設計並實際進行教學。 

教學內容 

分析 

1.第一節：上半節透過校園巡禮，讓學生親近大自然，近距離觀察、閱讀植

物樣態，可以涵養對植物的具體情感；下半節課隨即上網查尋或

以植物圖鑑說明深入認識所選植物生長的相關要點及其特點。 

2.第二節：上半節先以教師設計的新詩創作要領進行教學及引導；下半節再

以所選校園植物為主題進行新詩創作。 

3.第三節：教師上課前先針對學生創作的作品進行審閱，課堂上再和學生一

起評鑑，可鼓勵一次就很棒的作品；或可提出尚能修改的建議。

這節課主要讓學生體悟，創作初稿能經由一再的閱讀、省思，大

膽再修改而產生不同的意象，或可更佳。 

學習成果：請學生將所創作的小詩作品，轉錄於小木片上，連同學習單展示

於校園牆面的佈告欄，可以達到鼓勵與示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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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目標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或 高中課綱指標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 

閱讀能力 

3-3-2-5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

巧及特色 

E-3-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及電腦網

路，蒐集資訊、組織材料，廣泛閱讀 

3-8-1-1能依不同的語言情境，把閱讀獲

得的資訊，轉化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

的表情達意 

說話能力 

3-4-10-6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寫作能力 

3-1-1-1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精確表達

自己的見聞 

F-3-7能靈活應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

精緻感人 

3-7-2-1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慣，使自己

的作品更加完美，更具特色 

3-9-3-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A3--執行規劃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與執行計劃的能力，並試探與

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驗，發擇

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人的

彈性適應力。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

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

動的能力，並能了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

培養相關倫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

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

之關係。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

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

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

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

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

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參

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

發展，而展現知善、樂善與行善的品

德。 
 

單元具體目標 

1. 知識面 

認識植物：會運用圖書、網路資源，經由課程引導自習學得植物相關常識。 

2. 技能面 

新詩創作：能將所見、所知、所感透過文字(詩詞)，發抒、傳情 

3. 態度面 

生活應用：透過實地觀察，經由網路資訊或植物圖書資料認識校園植物特點，進而 

涵養關愛、照護自然景物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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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第 

一 

節 

準備階段    

(一) 課前準備 

先設定走訪區域：每個區域有特定植物。本教案設定有：茶

花、樟樹、鳳凰木、阿勃勒、桂花、櫻花、玉蘭花、杜鵑、

桃花、台灣欒樹。 

(二) 課堂準備 

1告知活動目標。 

2走出教室，走廊整隊。 

(三) 引起動機 

校園植物知多少？ 

出發前教師提問：每日在校園中活動，請問同學校園有哪些

植物？是在哪個角落？ 

 

 

 

 

 

 

 

3 

 

 

 

5 

 

 

 

 

 

自 製

校 園

植 物

區 介

紹 

 

 

 

 

 

 

 

 

 

 

 

 

 

口頭 

回答 

發展階段 
   

（一） 達成目標 

1 能閱讀校園環境。 

2能認識校園植物。 

3培養觀察力。 

4透過工具書及資訊科技再深入瞭解、認識植物特點。 

5經由實作習得如何擷取關鍵資料。 

（二） 主要內容／活動 

1.領學生實地走訪、觀察、閱讀校園環境。 

2.每到一個定點區，教師先提問：請問同學知道這裡有什麼

植物？或直接提問：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嗎？ 

3回到上課場域：圖書館。(方便取用相關植物圖書查找資料) 

4.簡報上課：(詳如附錄一) 

(1)學習目標說明。 

(2)校園植物知多少？ 

簡報中每一種植物一張圖片，教師提問，學生搶答，可再

確認學生的認知。 

(3)發下植物學習單、平板、植物圖鑑書籍(詳如附錄一)。 

(4)說明植物學習單作法。(詳如附錄二) 

5.請學生以校園中的植物為主，擇一所愛為主角，運用平板

上網或使用圖書館植物圖鑑藏書完成學習單的植物相關資

 

 

 

 

 

 

 

15 

 

 

 

 

10 

 

 

 

 

 

 

10 

 

 

 

 

 

 

 

 

自 製

簡報 

 

電 腦

單槍 

投 影

幕 

 

 

學 習

單 

平板 

 

 

 

 

 

 

 

 

口頭 

回答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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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填寫。 

6.學生查找、填寫資料；教師巡視其間，適時給予協助、引

導。 

 

 

總結階段 
   

這堂課主要讓學生實地走訪校園，親近、觀察校園植物，拉

近與植物的距離，此間不僅由然涵養情感，更能由此打開視、

聽、嗅、觸等感官，對接下來的抒寫活動有很大的幫助。 

 

2 

  

第 

二 

節 

準備階段 
   

(一) 課堂準備 

1 新詩創作簡報。(詳如附錄一) 

(二) 引起動機 

1 播放胡適先生新詩〈蘭花草〉。 

 

 

2 

 

 

2 

 

電腦 

單槍 

投 影

幕 

CD 片 

 

 

 

 

發展階段 
   

（一）達成目標 

1 能運用修辭於新詩創作，如轉化、譬喻、排比等。 

2 能確實掌握新詩創作要點。 

3 能將觀察的事物結合想像力進行創作。 

4 能根據創作的內容搭配、彩繪適切的插圖。 

（二）主要內容／活動 

1 教師透過簡報分析新詩創作要領。 

2 運用過去學長姐的新詩創作講解修辭如何應用於新詩創作 

3 牛刀小試：設計一首三行詩，讓學生練習修辭的應用及體

驗新詩的特點。 

三行詩教學範例： 

行囊裡跳出一整冊的落日 

有的被海私藏 

有的被山沒收 

※ 教學內容：請學生抽換框框的詞 

行囊裡  (動詞)  一整冊(可換)的  (名詞) 

有的被  …… (名詞加動詞/可 3-8 個字) 

有的被 …… (名詞加動詞/可 3-8 個字) 

 

 

 

 

 

 

10 

 

 

 

 

6 

 

 

 

 

 

 

 

 

 

 

 

 

 

 

簡報 

學 習

單 

 

 

 

 

 

 

 

 

 

 

 

實作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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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行詩的暖身，可以讓學生感受動詞的妙用及新詩

可合情不合理的體驗。學生作品如下 

 

 

4 學生經過三行詩的暖身，對新詩創作有概念後，即可進行

「植物小詩」的創作。 

5 學生練習過程中老師得隨時支援、協助。 

 

 

 

 

 

 

 

 

 

 

 

 

 

 

 

20 

總結階段 
   

1 下課前，老師可以針對學生完成的作品(半成品亦可)，徵求

學生同意，大聲朗讀分享給其他同學參考。即使只有一、

二佳句都好。 

2 提醒下一堂課就要作品大賞，請學生利用時間完成，完成

後就繳交，以利老師能在下一堂上課前完成簡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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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準備階段 
   

(一) 課堂準備 

1 學生作品製成簡報內容： 學生繳交的作品大致修改或備

註欲提出的建議。 

   

發展階段 
   

（一）達成目標 

1學生經過實際創作後，再透過產出的作品符應課前講述的

「新詩創作要領」，可更強化學生對新詩創作要領的掌握。 

2經過作品分析後，學生可以「現學現用」，再次修改作品。 

（二）主要內容／活動 

學生完成的作品，老師略加審閱製成簡報，和同學一起欣賞、

討論，再根據每件作品，進行如下 4 點的內容： 

1 指出佳句、優點。 

2 引導作者自己思考後再行修正。 

3 鼓勵其他學生提出看法。 

4 老師提出如何修正會更好的建議。 

5 適時鼓勵學生自己大膽修改。 

 

 

 

 

 

 

 

 

 

 

 

 

 

 

 

 

電腦 

單槍 

投 影

幕 

簡報 

 

 

 

 

 

 

 

 

 

 
實作 
評量 
 
口 頭
表達 

總結階段 
   

1 作品賞析過程，老師就可以適時鼓勵學生多次閱讀完成的

初稿，大膽嘗試修改，自己體驗作品經由修改後與原作的

不同，如此寫作能力方能進步。 

2 發下小木片，說明完成的作品轉錄於小木片上，並加上簡

單插圖，彩繪顏色，完成後將展示於校園牆面的布告欄。 

3 紙面學習單亦會公告展示，請學生再補強不足之處。 

4「校園植物小詩創作」三堂課到此告一段落，請學生將學

習心得記錄在聯絡薄裡，讓老師可以參考，以俾日後的教

學更加完善。 

5 經由實物觀察、暖身習作、實物創作等三堂「植物小詩創

作」的教學，希望學生之後能養成「能主動創作」而老師

則適時創造機會讓學生發表作品。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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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材資源 

(一) 教學簡報 

1 第一堂課：認識校園植物簡報(部分)及植物小詩創作學習單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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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堂課：新詩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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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堂課：學生作品賞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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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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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評量工具－測驗、學習單、評量規準 

(一) 植物小詩創作學習單 

 

 

(二) 植物詩創作後續完成作業說明 

 
 

 

 



 13 

(三) 植物詩創作後心得發表 

 

 

 

 

 

 

 

 

 

 

教學成果與反思 

教

學

過

程 

紀

錄

或

成

果 

讀景詩物──校園植物小詩創作──實務課程 

第一堂：校園巡禮及植物認識--教學照片 

  
1. 整隊出發走訪校園，閱讀植物 2. 學生近距離閱讀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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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阿勃勒，親近植物涵養情感 4. 校園走透透 

  

5.學習目標說明 6.校園植物知多少？ 

  
7.學習單完成要點說明 8.學生利用圖書和平板上網查找植物資料 

 

第二堂課：新詩創作教學實況 

  
1 老師講解新詩創作要領 2 應用學長姐的創作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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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說明新詩創作注意要點 4.圖、文結合的創作 

  

5.同儕一起討論更有學習效益 6. 引導學生善用科技工具解決學習問題 

 

第三堂課：學生創作賞析 

 
 

1 老師先說明評論要點，分享時再一一對照 2 學生作品分享--1 

  

3 學生作品分享--2 4.學生作品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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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經過討論、修改後可以轉錄在小木片 

 

學生作品大賞 
 

原創作 修改後 

 

 

 

 

學生完成的作品展示於校園牆面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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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學生回饋 

魏○○：小時候第一眼看到

台灣欒樹，便覺印

象深刻，此後，一

棵棵五彩繽紛的行

道成了最熟悉的知

己。這次透過老師

刻意的安排，得以

有較悠閒、較專注

的態度閱讀校園幾

種常見的植物，這

才有機會近距離好

好端詳這位從小就

認識的知己。一眼

望不盡，下課後我

又來到她的身旁，

她熱血的赤誠、耀

眼的光芒，彷彿述

說著她的一生……

這樣的聯想促使我

用紙筆一句句寫出

它輝煌的人生。 

 

 

趙○○：每當看到環繞校園一

棵棵參天、油綠的樹

木，最顯眼的總是鳳

凰木，就算是只有幾

朵紅黃交織，稀稀疏

疏掛在樹上，仍如太

陽般的在夏天散放

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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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睿○：學校的中庭有兩排各

有 5 棵山櫻，每當寒

假過後開學那幾天，

櫻花相繼燦爛綻放，

很美，每次下課都會

刻意經過這個區域，

那一刻都會覺得很

舒服，也會覺得自己

像在日本賞櫻一樣

超棒的。所以這次要

從校園植物中擇選

一樣來抒寫自己的

所觀所感，我直覺地

就以櫻花入題。 

  

簡○○：幾乎每個人觀賞櫻

花時，都是在櫻花

盛開的時候，但為

什麼櫻花卻要選

擇在自己最燦爛

的時候落下，留下

滿滿的離愁？我

想或許是想讓人

們看到的都是自

己最美的展現，留

下美好的回憶。這

次在選擇要以校

園中哪一種植物

進行創作時，才有

機會這麼深入的

思考這個問題。 

 

陳巧○：時常接觸大自然的

我，在觀察植物

時，總是感到神清

氣爽，對植物的描

繪也十分具有想

像力。桂花對我來

說不只是小巧可

愛的裝飾品，那是

大自然的饋贈，更

巧的是媽媽的名

字就叫「桂花」。或

許因這層關係，我

總覺得深秋中的

桂花，能給人一絲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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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葉欖仁的枝椏會

自然下垂，就像一

層保護網，好比它

的別名「雨傘樹」，

保護樹下的人們，

彷彿就是它的職

責，也似詩人蓉子

的〈傘〉這首詩所

描寫的，在小葉欖

仁的柔荑下，是我

一顆平靜而充滿

夢想的心。 
 

張偉○：因為它是花朵中最

耀眼的，走過時很

難不被它吸引，看

著那搖曳的枝幹，

花瓣隨風而下，想

著站在櫻花樹下

欣賞那些飄落的

花瓣 

 

徐○○：小時候，爸爸媽媽常

帶我和弟弟到處走

走，有一次在路旁看

到一排樹上掛滿串串

金黃色的小花，那一

眼望去一片燦亮，深

深吸引了我。後來，

爸爸告訴我它叫「阿

勃勒」。這次我們走訪

校園時，發現大家的

目光都被那紅得發火

的鳳凰花搶走了，而

立在兩旁樹上也有點

點金黃的阿勃勒卻被

忽略了，看著實在讓

我心疼！何況它還有

一個很美的別稱──

黃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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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妤○：校園植物詩創作，我

選擇的主角是山櫻花。

原因是一整片的山櫻花

若是長在雪地裡，一整

個就像夢幻仙境似的，

它的顏色鮮豔到走過去

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我想像著當我走進雪白

的仙境，下週開滿了豔

紅的櫻花隨風搖曳，不

管一開始的心情是什

麼？在樹下、花瓣撲面

而來，心裡滿是輕鬆和

逍遙！呼吸著新鮮的空

氣，那裡是多麼美的地

方！嘗試將腦海中的畫

面和想法用詩來表現，

希望分享這遠離喧囂的

仙境。 

 

教學反思 

： 

董聖光老師 

 

這次進行「校園植物小詩創作」，將學生帶出教室，實地踏訪生活

場域，並在校園巡禮後，讓每位同學隨即使用平板電腦上網查詢資

料，立即深入認識所選植物生長的相關要點及其特色，的確有助於

學生詩文創作的啟發與植物繪製的概念，以免因時間延宕而靈感消

失。 

整個教學活動的設計及學習的內容，事實上已跨越了藝文、科

技、自然等域，所以若能有跨領域老師的協助，將有助於學生作品

的呈現。例如學生不擅於繪畫，藝術領域老師給予色彩與空間的指

導，或是學生無法掌握植物的生長特點，生物老師提出解析等等，

都將大大提升此課程的學習表現。 

教學反思 

： 

呂佳樺老師 

 

 

關於新詩，每個學期都會安排時間、主題讓學生嘗試創作，但實際

將學生抽離教室讓學生確實以生活環境為學習場域， 這次算是一個

頭一遭。課後整理學生的作品，的確可以從作品中檢驗出學生的學習

成效。 

近來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各項研習正如火如荼在進行，新課綱強調學

習宜跨科目、跨領域的整合，可規劃跨科、跨領域的課程發展 ，可

以專題、體驗、探究、實作、表現、活用為核心。 

所以當初在設計課程，我與聖光老師根據素養意涵，整理了 4點可以

依循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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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確實能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  

不應只偏重知識方面。 

 2.以結合情境、生活現象進行學習，但也要有理解的學習及有意義 

的感知的學習。 

 3.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也就是在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須把

學習內容與自主解決問題的技能結合在一起，不只是給魚吃，更要

教釣魚的方法，陶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4.強調實踐力行給予實現的空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加以表現，

是「做中學、學中做」的靈活運用。 

課程告一段落後，我與聖光老師再次針對學習歷程及成果進行討

論： 

1.將學習的觸角探入生活中，確實能讓學生活用所學。 

2.製作學習範例可以讓學習較慢的同學在當下就能達到一定的學習

成效，尤其是「小詩」的創作，有別於動輒數百字的散文，是較能

減低學生的壓力，進而激發學生的創作欲望。 

3.適切的「學習單」亦是有效學習的策略。 

三堂課的教學活動，我們也討論出可以讓學習達到更好學習效果

的改善之處： 

1這次是運用暑假的時間進行獨立課程教學，如果能在平時的上課

期間，與國文課或自然課等課程相結合，設計成相關單元的延伸學

習，這樣當更有助於學習。 

2一篇散文佳作，除了必有切合主題及深度的內涵，精練的造句遣

詞更是少不了的綠葉，散文中如詩的句子即是。所以如果能再多一

堂課，再設計適切的「散文寫作學習單」，引導學生將完成的詩句

融入相關主題的散文寫作中，多次學習後，作文造句遣詞的功力必

大增。 

總之，這次讓學生以「生活環境」為師，進行實務學習，品賞他

們的作品確實一再讓我們驚豔！ 

字數統計 
本教案總字數 6031 字（設計者自行初步統計，稿費核定字數經承辦學校覆核為

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