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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師⾄�

       不只學知識�更�學素�―108課綱已完整實�國中三個年段�欣�

的是�師們在�波教改中�成就學⽣�翻�了⾃⼰�涯�旅���下來我

們�再�����實踐�放�的�思再��讓教�學的共�更加����

�受都共享�⾜�����向課�發展2.0的路上��你不可�讓我們⼀

�躍升吧﹗

共學同思�當⾏則⾏

       �疫��代�我們走�了防堵政��彈性停課����病�共存的

教�現場����⽣活型��步��正常��為⼀線教師�同���⽀

援�市課�增�的輔�團團員��⻑的變⾰���個中滋味��滴在

⼼�儘����不論外在環境�何變��社會演�的�動依��續向

��教師�負的不僅是承繼�往的學識�更��為下⼀代擘劃未來��

定根基�

       �⾏的�步�終�����的師⻑���我們⼀同對��的⾃⼰��

「��你」�當鬱悶�助的���我們會陷沼於「為什�」的���但�可

�思考「�何⾏動」��破現況�發現���製�轉���學年度�且讓我

們共學同思�當⾏則⾏���每⼀波即�到來的挑戰�

⽂�國中國⽂輔�團團⻑∕培�國中 ��惠校⻑

⽂�國中國⽂輔�團主輔∕培�國中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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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性��⼼�──國⽂學科思�

      ⽇����會�告1 1 2學年度�星推��申��學校�參採學測科

⽬�台⼤⼯學院�個科�不再參採國⽂���⼀出�當�⼜得引發學⽤

派�實⽤派的論戰��為中學教學現場的國⽂�師����⼼之���

提�⾃⼰不�⾃����平�⾃省��值國⽂輔�團�⼦報�⽂之��

我就野⼈�曝來��拙⾒�希�拋磚引⽟����會�⼤家共思共學�

⾸問�讀�賢書所學何事�

      1 0 8課綱�來�素��向教學的建構倡議之下�中學國⽂教師�⼒

對焦��讀寫的學科本質�����口語表�����⽤��讀理��

寫作�思��⼒����⽂教學作為介⾯�結合�境��經驗�激發�

意�開拓⽣活視野�培��省�思���判的�⼒�加上沒��定教材

����國⽂教學在對應會考�學測的演���之下�國⽂�師的課�

設計的確更加重視�讀理��表��更貼�孩⼦⽣活現場的�求�

      �兩年���⽵市國中國⽂輔�團⼯作�團員們所思所為�是在教

學上�何更講求�����推動�市�師們共�學��試�從⽂�的�

組��讓孩⼦更了�什�場合�什��求�掌握��合的�⽤結構��

楚表�個⼈的���智識或是主張����往⽂�載��明��貫�的

⾼�理想來��中小學國語⽂教�現在是更����更重視��讀寫的

功⽤�教師們���讀理��語⾔��的鋪墊�為孩⼦�建�索世�的

翅��就基礎教�來��教學學�到考試檢核的���絡實在�其必�

�價值�

⽂�國中國⽂輔�團團⻑∕培�國中 ��惠校⻑

111學年度新竹市國語文領域輔導團國中組 

素養導向課程與命題成果集

0 3



�問��怎�收�先怎�栽�

      我記得⼤學�讀�械�的先⽣交往����⼀段對話�「下��的

校�����別�����的味�」�外⼦回���「�就是⽔�只�

三�變��哪�什�味��」�對話⾄�仍常被我⽤來�例���的國

⽂科參採�否的議題�其實�是理⼯��⽂社�思維不同之��的確�

在理⼯科學⽣來�更�重語⾔���析�專�表��但現⾏學測考試只

�⼀種�制�本來就不可��⽤於不同專��向的�材�求�所�不跳

�國⽂科重不重�的坑洞來費⼒攀�的話�是否��會從不同專��向

的�才�求�來設定��規則或是考試�向��讓孩⼦們天賦⾃由之

外���真正被看到���放在對的�⽅更加�眼�

末問�孰為⽣命中的輕�重�

      考試功名���⽴命�試問在⽣命中孰為輕重��問題�實�難�

不同�段可��不同的�切��受�我常想�⼈⽣��再�何�彩澎

湃�只���於⽂�發於��就�真實�覺到⽣活�⽣存�����話

表�����⼼思敘寫�兩者都是⼀種可貴的�放�把�間拉⻑�我想

跟國⽂�師們��考試�其明確功��⽬的�我們為孩⼦的服��從小

層⾯來看是應對考試�從⼤層⾯�思則是引�孩⼦學���⽴命�我們

可�為�段性��做��的����整�我們�不�⾃����看⾒�

�之間天下�千�國⽂教學就是���間⻑河的事�繼續�⼒就��

      國⽂教學從⽂⾔ /⽩話��準評量 /作⽂⼿寫��⾄於參採之爭�是

浪頭上的議題�在�元價值的社會中��重是�基本的素��我們期�

��會理�各⽅意⾒���都是成為更�⾃⼰的���我們�仍會在崗

位上繼續�⼒�����⼀個獨�其�⼜�兼�天下的所���為國⽂

�師�我們�其實都是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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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課�讓你成為很 ｢不國⽂｣ 的國⽂�師

      眾所咸知�1 0 8課綱的實�是基於�代趨��教�專���⽅�⾊

的永續基礎上�思考並規劃「應為」�「�為」的教�變⾰依��部

定課�由國家�⼀規劃��成學⽣基本學⼒�並�定�性發展的基

礎�校訂課�則由學校本位出發���各校⾃主規劃���討論��

形塑學校教�願景�建構學⽣學���為���整合發展更�元跨�

域的學��構��容���彈性學�課�（即校訂課�）四種�型�

向的明確規畫�讓課�更�彈性��實開放�元�性學��間�活�

學⽣學�路徑�發展⾃主學�的可�性�對教師教學而⾔��理�並

掌握素��向的課�研發�教學設計�跨�域教學設計�實�協同教

學�課�評��學⽣�元評量�對學⽣學�而⾔��培�⾃主學�溝

�合作�⼒��驗�索�性����定⽣涯發展⽅向���校訂課�

的�實實��會對學校組織⽂��教師教學�學⽣學�都產⽣⾰命性

的改變�影響�因���的校訂課��不論是建構的���是實踐的

成果�都會是學校教�⾯對轉型的重����基礎�

      ⾄��上�都是⼤家��年來�熟�詳的�訊�事實上�⼀輪三

年�去了�我們做到了嗎�1 0 8�課綱���對學校�對我們�到�是

�會�是命��學校課�發展掌握了�少��域專�改變了�少��

⾄�⾃詡為國⽂教學專�的我們�參�了嗎��改變嗎�

      �上⼀�串問題�國⽂�師們應該會開�回應�｢我們沒�校訂課

���啊�｣� ｢�是⾏政端在做的�我不知��｣� ｢跨域很困難�每

個�域都很專��我們怎�跨啊�｣� ｢�啊�我們��讀課�｣� ｢我

們都��規定交成果�｣……�

⽂�國中國⽂輔�團團⻑∕培�國中 ��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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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是���的樣��沒�對不對��不�的問題�我想

問的是����彈性課�的�師們��是否都�楚�⾨課�的課�⽬�

或其中的教學⽬���都�確實�成⽬�嗎��重�關鍵的是�孩⼦們

�沒�因為我們�⼒�設計�實踐課���⼀步的學��會去整合��

⽤�們的所學轉�成�⼒�素��完成躍升的��或��問題��

      的確�我們⼀直�來孜孜矻矻�在字海裡游走�在格�中�⾏�跨

域整合對國⽂�師並不容易��的確�我們⾃⼰都����課���

⾏�但�就因為我們是國⽂�師��知國語⽂的學�是很���學�的

基礎�從理�⼒到思�⼒�從書寫到表��我們太�楚��都是孩⼦未

來⼀定⽤得上的�⼒�素��所�我���⼤家���會��跨�域的

教師協作為孩⼦�鷹��建構⼀個更�⼼設計的學�介⾯��會 (學�

�容 )�讓孩⼦�在�成�����問題的��中���教師的引��

規劃⾃學���把���⼒轉�出來 (學�表現 )�

      我曾經在⼀個建構⽣�村的課�中思考�何從�到��把孩⼦須具

�的�⼒放�課�裡�⾸先�建⼀個⽣�村或�⽣村必須宜居的�件�

得考量建�的溫度�⽇照��向���件 (⾃� /⽣物 )����會畫設

計��做出�型 (視覺�� )�之����明�招��客 (語⽂表� )�學

⽣跟我������⽣村課�設計����⼈���和為�朗讀���

�想法實在太棒了�孩⼦永��給�師出其不意的���回應���⼀

來�我們�引�孩⼦去���學�的事物是不是����了��於是�

我開���去了�⾃��域����域�⾄健��域在國中�段�學到

什��而哪�學科本質是對�個�索���幫助的�因為我們開��其

��域�師對話��結�當��對客製�⽂�製作�為�朗讀�件事�

�不⼀樣的教學思考�

設計 學國文 教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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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師��環境⼯�師的�實�⽂�設計師的�尚�建�師的�

謹��因��國⽂�師成為了�浪�的存在�我們��成為很「不國

⽂」的國⽂�師�在且教且學的狀�中扎扎實實��現「教學相⻑」�

教學⼯作益發���來�

      �看⾒孩⼦�在思考�才是� ｢教 ｣到�讓��動⼿實踐才是�在

｢學 ｣�教學�件事真的很不容易���部定課�的教學來��校訂課�

的發展�定是⾟�許���是我們的命�（就�上�課綱了�）�更是

學校�學⽣的�會（學�翻轉）�希�國�夥伴們不�不懼���會�

其��域協⼒同⾏�讓我們⼀�在⾓⾊變變變的課�發展中�看⾒語⽂

教�的重���看⾒國⽂�師的���千�

 ※註 :部���援引⽂章作者之��⼤學教��⼠論⽂《⾏動智��向的

校⻑課����校訂課�發展之研�》1 0 9 . 1�

111學年度新竹市國語文領域輔導團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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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開⼀�⾨��幫孩⼦開了⼀��  

      ��年�我經常思考關於「實現教�正義」的議題��早基於扶助

弱�孩⼦�我⼀度覺得�為教師�實踐的�⼒�改變不⼤��來當了校

⻑�依�覺得⾯對升學主義的�浪�⾯對社會�富��的⼤⼭��做的

�限�⼀直到 1 0 8�課綱的出現�終於�夠在校訂課�的實�理�中看

⾒教�正義執�的光�

      我�常��個例⼦�那是在⼀所�鄉國中�課�⼯作坊的經驗�當

�我跟該校的教師團隊�享��為��的「�⾼學府」��裡的孩⼦國

中����負��往�城⾼中求學�不會再�⼈跟��鄉鎮⼟�孕�的

孩⼦�享�裡的���裡的��往�孩⼦們�泊����會漸漸���

終�⼀天��記家鄉的�貌�光�家鄉的���盡�家鄉的⽔⽂物果�

家鄉的⼈��俗�⼟不��就⼈不��斷了�結終成浮�����樣的

⼼�和�覺去看校訂課�的發展�實��並且讓�的課�都�讓每個孩

⼦�⼀樣的�會去���參���才是從課�根本實踐教�正義��才

真正是彰顯�課綱的意義�價值�

      校訂課�（彈性學�課�）為「課�」位����去的「��」�

就�其實�的相關規��必須考量整�設計�絡�實��制�並確�課

�實�的品質��因為是校訂課��因�因校制宜�其課��容從�到

��必須�經課�發展的���對於⼀直被�定本�部定課��守供應

�的⼤��教師而⾔�發展校訂課�是相對⾟����跳�舒�的事�

但��的�具�限可�的�正因為是 ｢校訂 ｣�我們更��利（本乎法

規） /�⼒（本乎��）可�發展�合學校環境�性的課��

      

⽂�國中國⽂輔�團團⻑∕培�國中 ��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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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孩⼦學���的課���往覺得課本沒教但卻很重�的課��

各單⾯向��融�跨域⼀加⼀⼤於⼆的課�……����去�師想做的

�課��現在可�被放�正式的教學�段��來執⾏�校訂彈性課�是

本於破框再重組的教師專�合作下�讓所�學⽣都�受益的學�規劃�

111學年度新竹市國語文領域輔導團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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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絡��終為�

      為什�發展校訂課���檢視學校願景�學⽣����我們可��

����學校願景�學⽣��就是我們旅⾏的終�站�假�不�楚知�

我們�往哪兒去�就容易���定�終�就容易拉出旅�中的各�段⽬

���⼀站停哪兒��⼆站停哪兒�就都容易設定�即使朋友們從四⾯

�⽅來會合�都可�在旅�中�⾒�交融�而對終�站的���從不同

視⾓就形成學校願景或學⽣���



     �例來��ＯＯ國中學校的願景為�｢ＯＯ國中�成為『培��⼈發

展��⽵塹的C E O教�基�』為學校教�願景�打�⾼� ( C A R I N G友

�關懷 )�實踐 ( E X P E R I E N C E學⽤融合 )�開放 ( O P E N I N G未來視野 )

的課�發展�學�場域� ｣�是學校在�⾏�劣� S W O T�析�對學校

的⾃我期許��是學校經�的���學校�樣�經���⼒之下�可�

培�卓越的未來⼈才�

      在�願景下�學校對未來卓越⼈才再加�定義�是�具� ｢德 -⼈⽂

關懷�智 -��思考�� -五�實踐�群 -�元�價�� -科技�⼒｣��合

�代趨��五⼒的⼈才�所�裝���五⼒的孩⼦就是期�的學⽣�

��但願景���都不是畫畫⼤�就�實現的事�就��去到旅�的⽬

的��可��⾞�走路�騎⾃⾏⾞��⾄坐�⾞��⾶��在去到願

景���的��中�可�走的路徑就是 ｢課� ｣── ｢推⼰�⼈的共�課

�����維的建構課��五��索的實踐課��跨域視野的�結課

���⼒素�的整合課� ｣�而�到⽬的�的路徑�就是課�⽬��在

�⽬�下�我們�⾏教學設計�建構課�單元�設定單元⽬���而轉

�成整學期的教學⽬��各個教學⽬�的�成�都是從四⾯�⽅趨向課

�⽬�的奔往��就是�絡��絡�楚�⼤家的⾏動就會�晰明朗�⼼

嚮往之的共同���

(⼆ )  �的⾃由�⼼的⾃由

 �為國⽂�師����年來我曾想�為升學主科�件事�到�是升學限

制了我們�是��了我們�我們在⽂學的浩瀚中��想�享那����

��孩⼦�則獨�其���則兼�天下��是��⽴命之學��是濟世

縱�之學�但�考試�件事�往往讓我們咄咄扼��在�����間的

�河中敗下陣來��果�天�⼀⾨課�可�引我們的專⻑�孩⼦�略世

�之��⼈⽣之境�那該是件�何⼼潮澎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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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章中讀到⼭之���樹之艷羨��海壯闊��⼈步

��我�教�史�師��理�師�登⼭⾏家��⾄⼀步⼀���走上⾼

⼭���樹海�得到開闊的識⾒�理��是�所未�的�學經驗�不�

想���果學⽣�經�我�樣的學���該���﹗引之�⾨�留⼀⼤

�⾜�讓�⼈⽣不斷�索的世����中協助孩⼦�������都成

為孩⼦們⼈⽣因而可�豐富的基⽯��⼀天�孩⼦們站在��基⽯上�

會�我看⾒更⾼�更壯闊的⼭海樹林�思考�更�刻的古��絡⾜跡�

為��作為⼀位�師�於願⾜�﹗

※�下�段出⾃H T T P S : / / A A A F F O G A T O . C O M / M A B O L A S I - C R O S S I N G - T R A I L - 1 /  

  �路⽂章�＜⾺��斷下�息灣九⽇上�＞⼀⽂�且看其中跨域的豐富��⼈嚮往�

⽂學��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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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表�



⽂學�視�

      我真⼼⿎�⼤家把校訂課�發展作為曾�的那�教�初⼼實踐的場

域�或許不容易��會很⾟��但�相信�在��中我們得到的會�付

出的更��那是⼀�⾃我實踐的�����⼀種價值的����定�是

教學相⻑的真實�現�祝福⼤家�在專�中得到成⻑�在價值實現中得

到相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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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所��且�你的國中��而在�讀教�的推動�未曾

�席�⼀直�來���國中對於�讀教�的推動��執�的使命�因為

我們很�楚��鄉的孩⼦擁��讀⼒�就是具�競爭⼒�因��從9 8學

年度�學校�重於教師社群對�讀的理���驗�提升教師對推動�讀

教�的主動性�1 0 2學年度�開��讀計畫�申��書��讀推動教師

��書��間改��⼀�串�讀推動���⽬�是希��讀可�更�⾯

�的在校�中貫�實��

��國中�讀的�重宇宙  

     �基於�年推⾏�讀教�成果��續推

動真⼈�書��小�改��影欣賞���讀

存��教師讀書會��元�讀活動���校

�書�����外亦�同國⽂�域�實寫作

課��⿎�校�外�作投稿�厚植學⽣寫作

⼒�

     

      1 0 4學年度��的�書�──�得�書

�正式完⼯�⼤家⾒⾯��書��⼒豐富�

讀活動�⿎�教師在各�域教學��⽤�書

�的�間��續學⽣讀書會�家⻑讀書會�

更�辦�場��講座�主題書展��讀活

動�讓�校�師⽣都���讀����書

��並且讓各�域教師可�在課�設計��

開�讀活動中�教學結合�讓�讀更活�且

更貼�⽣活�學��

⽂���國中 劉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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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學年度�本校⾸�申�教�部推動國⺠中小學�讀�動──�教

式�讀��書計畫�由�讀推動�師�校��讀團隊共�參加�成⽴

7 0 1�8 0 2兩�實驗���外由國⽂�師��頭投�推動�讀��⼦�讀

�����陳�平�休校⻑��專家⼆��校����推結合明⽇�讀�

�續�種�讀種⼦�

      1 0 9學年度��續本校⼀貫�讀���希�孩⼦們經由�定��續的

�讀�間�培�更�固的�讀�慣��發展�讀興��同�開設課��語

�讀社團���外師��社團教師���孩⼦們⼀� R E A D I N G  I N

E N G L I S H��外�為使�年�辦的年度�讀活動��續發揚�成為校�

經典傳揚的�讀�俗�不中斷�我們更�⼒於經典�讀活動的推��收�

⼀屆⼜⼀屆厚積的�推實⼒����得���台�校��讀站��希�

「�讀」�續在��扎根�

`（⼀）提升�讀�����書�校�

      ⾸先硬�部��本校規劃友��讀環

境��建舒��讀���依校�師⽣們��

使⽤�慣更���書��置�使讀者�找到

⾃⼰喜�的�間⾓�����讀�在軟�部

��設置「�讀B O O K願��單」��書�

設置「�書推��」�開放���書借��

設置「�⾨�書」專���布「借��⾏

榜」�建置「�語�讀推�專欄」�於�書

�外張貼�語繪本推�⽬���容�

     另外�推���⾏動書��每學期每�

�� 3 0 0本書���上供同學�讀�⿎��

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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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培��讀�慣

      �校師⽣參�寧��讀活動���⾳��⾏�間共讀��師�

讀�讀報教��讓學⽣在良�的�讀環境中享受�讀�真正�⼈��

的�讀�是使讀者享受��⾃由的�讀�結合各�域��室�辦�元

�讀活動���師⽣���讀之友�環境�例��中�鮮⼈主題書

展�性別平��讀寫作  �找書�⼈競賽��孩⽇主題書展�����

���讀活動�⼈�主題書展�活動��中⽂�⽇���

（三）�伸學��⾓����元共讀

      獨學而�友則�陋而寡��因�我們招�學⽣志⼯團��⾏志⼯培

訓課��協助�書推�事宜�辦理�讀教�增�活動�研��講座��

年��喜�樹讀寫教��構負責⼈�虹��師為我們�⾏�讀寫作教學

增�研��為校�參��讀推動的教師增加在讀寫教�上的專�知識�

是⼀場豐盛⼜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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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0學年度�����國中「�讀存�2 . 0」正式改�上線�我們結

合國⽂��讀��語�域�語⽂學�項度�由�域�教師共�設計積�

�制��終確定�伸�讀�域的學��成為更�泛的「語⽂存�」�在

�⼀年間��⾒學⽣��古典�詞本在校�各⾓�找�師�誦�證��

⾒學⽣偎�外��語教師朗讀�語讀本��⾒學⽣在�書�借���順

��走⼀張�讀�證單�作為�讀���更�⽅向的�讀�而在段考

��學期末的���⽤⾃⼰的語⽂財富���競�的畫⾯更是讓�師們

�動�很開⼼「知識就是財富」�件事�得�真實�現在學���上�

�希��中語⽂存��跨出�讀�域�國⽂��⽂加強使⼒��學⽣們

��更�收��

      ���讀�讓�鄉小校的孩⼦�擁�屬於⾃⼰�闊的天�����

讀�讓受環境限制的孩⼦�看到⾃⼰未來�盡的可����國中�讀的

�重宇宙�期�開�每個孩⼦�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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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語涉��話���讀者慎��

     不知從什���開��各社群平台出現⼀種「��X X」的社群專

⾴���社群�常是�名⽅式��就是不論���不���（�上�就

⾏）�沒�間斷的⼀刻����⾄�註冊加�都不⽤�����想�就

來��種社群�提供�友⼀個抒發�緒的���是教師�家⻑不可不明

⽩的�浪潮�但同���成了不少問題��⾄已經�犯法律使⽤者卻�

不⾃知�

     ���學⽣傳了�張截�給我���⼈在 I G、F B�了「�� * *」

的社群�上⾯����的�罵�攻訐��⾄��罵學���師的��學

⽣很�正義����幫我把��⼈�出來�我��跟孩⼦們�不⽤了�

�種社群我關⼀個只會再開⼀個��果�們只是⽣活���悶�想找個

��發發牢��或是倒倒�⽔就�了���社群專⾴的發⾔者��常就

是在現實⽣活中�得並不�意�但卻⼜��⼒改變現況�只��在鍵�

�⾯�名發洩⾃嗨�實�上什�問題���不了�

      就�我�理�的⼀件學⽣�路糾��孩⼦⾃⼰開 I G�名留⾔�被罵

了⼼�不⽢�才�悔想�找出兇⼿��不�於你拿�⼀張海報紙�上⾯

寫�「��來罵」�發現⼤家都來罵你��你才�悔����不是��

�天真嗎�何況在�樣的社群上爭吵�往往都是你⼀⾔我⼀語�只�⽴

場��度��緒性�互潑�⽔�沒��何���問題的意思�在�裡�

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只會越�越⿊���旁�⼀群�名其�「求上⾞」

的吃�⺠眾���不��紅�⽩跟��罵的�⺠�⼀⾒�頭不對�丟句

「�真你就�了�」�之夭夭�彷彿�⾃⼰毫不相⼲��其跟��魯蛇

在�路上爭吵�我寧願把�間拿去����較���

��的代價�淺��路��社群

⽂�三⺠國中 �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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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我先不��路��的問題�不��我�是得負責�的提��其

實�你已經�犯了法律了�相信你⼀定��D C A R D吧�去年年�臺�

�⽅法院�兩個判����友在D C A R D上罵�⽣「⻑太�」�「�⾞

⼒�⼈」�「P R O」�⼀個��侮��成就�鎖��拘役 2 5天�另外

兩個犯�謗���罰⾦1 2 0 0 0元�其中⼀個�想�狡辯�是�個⼈對�

�的主���被法官打�是辯��照罰不��我幫�����講了1 7個

字�判2 5天���帳你覺得划得來嗎�

      你⼀定會���師��是我的「⾔論⾃由」啊�別��法官幫我們

��了��法⾔論⾃由乃「表�的⾃由」�而�「所表��容的⾃

由」�表�本�固應予��⼤之�障��何⾒��想法都「�」表�出

來�但所表�的�容�仍應受現�法律之規��表�⼈應⾃⾏負法律上

之責��

      來�我來給你翻譯翻譯��單來��就是你�你講話�表�的⾃

由�但你所講的話�表�的�容�是會受到法律規��不是你想講什

��就可�講什��很����各位在�路上所⽤的詞語�「幹」�

「��」�「⻑的�夠噁⼼」……�����劣的⽤語��⾄是誇張的

表�⽂字或���動作�其實�都�犯法的可�性�看到�裡�你�覺

得你的「��」沒�問題嗎�

      你��那�我�名發表�沒問題吧�你該不會真的�為你的�名是

真的�名吧�

     「江�在走�法律���」我們或許不⼀定會�到�但是��⼀

��絕對�在�����⾃⼰�更重�的是��重⾃⼰�話的⾃由�而

不是拿來攻訐�罵的⼯具��⼀���論在�路��是現實⽣活中�都

是⼀樣的�

設計 學國文 教育專題

1 8



     �⼆年�相信國⽂�師��少少都��受到�位潮�來��五��

⾨的軟�平台���我們���讓⼈⽬不暇給�學校��來⼀���代

的東西―平��學校的校⻑�主�都希��師�把平�融�教學之中�

     疫�助⻑了�⼀波的趨���陣⼦在家學����確診之���停

課���況�都���師不得不學��的教學⼯具和平台����疫�

�緩�症狀�不再那��重的同��許��師開�放下⼿中的平�⼯

具�再�回到⾃⼰熟�⼜�慣的教學教法�

     ��許��師都���的想法或作法��⾄疫��較緩和�就⽴刻

放��訊融�教學�回到⾃⼰的教學⽅式�從�年平台的登���就可

�看得到使⽤平台⼈�開�暴跌�原來��原�的原因就是�疫��

重�所�我改變教學⽅式�⼀旦疫�改變�我就改回來�

     其實對於我來��我很早就使⽤�訊融�我的教學���當�不是

為了疫��我的�訊融�語⽂教學⼀開�的初衷是培�學⽣⾃學和即�

回����來�得住每⼀位學⽣的回應�但是��到我開��⽤的�

��我發現除了培�學⽣⾃學的�慣和⽅法同��在語⽂�域的教學

上�其實�幫助語⽂�師�不同的教學⾯向和成果�

     但是�我發現�訊融�語⽂教學���了語⽂教學��的�景�

     ⾸先�我訓練學⽣�話��的�⼒�平��到各教室�每⼀個⼈都

�⼀�平��平�和���⼤的不同�就是�⾳和���製的功���

個功��可�讓學⽣⾃⼰去��⾃⼰的作�或作品�就����出社

會�你��服⾯試你的⼈���司�你���你的產品給你的�闆或�

客�

�位融�語⽂�學

⽂�⽵光國中 陳乃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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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的���⼀開口就��楚明⽩�除了本�的�⾳之外��

重�的就是你�話的�容和�構�是不是⼀開�就��引住你的同學

或�師�許��師和家⻑都很�⼼抖⾳��學⽣的⽣活�就�掉��

的學��間�其實�你�可��位思考��果你是抖⾳的�紅或直�

主�你是否��⼒寫得出⼀��的⽂���引�眾注意�相同的�

理�你��何介紹你的作��你的�作�是否可���你的介紹�讓

�師�繼續�下去��

      �外�學⽣繳交的作�形式更加�元���語⽂�師收作��了

不�就是學�單或短⽂寫作�但是��訊融�教學之��學⽣可�繳

交更加�元的作��發揮學⽣的�意和�⼒�例��⼗秒鐘的短影

���容是⾃⼰的��作品�加上⾃⼰的�詠��果�師收到��型

的作��不會很�奇想打開來看看學⽣的成果嗎�而且��型的作�

成果�⼜可�跟⾃���⼒相結合�

      ����是�師�在意的⼀點��學成效�其實��很�的平台

是扣緊�熟學�的��⽬�台灣���的學�平台P a G a m O平台��

就是利⽤��打怪�來�到�熟的學�平台�平台的�容�⼜跟書�

題庫結合在⼀���師�果覺得題⽬的�源不���可�⾃⼰出題�

合⾃⼰的�學�⽽且��台對於學⽣�題的�間���的錯題��都

�很�楚的�析�就���的素��向的�讀題�都跟坊間�讀品�

合作�雖��付費�但�較國�使⽤的費⽤�真的已經是佛⼼價回�

台灣���了�

      那為何許��師在疫��使⽤�卻沒��到教學成效��我們⾸

先就�先思考⼀件事�你�是⽤��的教學⽅式來�⾏�訊融�教學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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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具�其實��不同的教學�組�才��到�⼤的教學成

效���丟下去之���師����的跟家⻑溝��因為家⻑在��

求學���沒��個經驗���會�⼼成效的問題�同��了�學⽣

做題的狀況�提���間的�����跟學⽣�溝��才��到�師

⽣的平衡�

      再�來�訓練學⽣��楚�並學會�重��同學繳交作�之��

學⽣可�挑�三⾄五⼈�⾏同學之間的互評��評的本�其實就是讓

學⽣學��何��並且�完之���得給予回�����在國⽂課�

�⾏�⼀�型的教學活動�乎是不可�的事����就是���組�

讓每⼀組上台�享�其�組別在下⾯�⾏互評�但是組別上台�⼀定

�學⽣是不⽤講話��就沒��到每⼀個⼈練�的效果�

     但是�平���校�之��只�登�學�平台�就可���讓學⽣

�⾳��或上傳⾃⼰的��影��同學再彼���作��互評學⽣的

作�並給予回��每⼀個⼈都��練��話�並且��練��何給予

實�的回�和�受�並且給予實�的建議�而不是�泛的�享而已�

     �之��副眼鏡�你才會看到不同的�景�⽬��代⼀直在��變

���C H A T G P T都可���完成擷�⼀�⽂章的訊息或⼤綱��⾄

�可�提供建議給使⽤者��師的定位在哪裡��果你�是⽤傳�的

思維在課堂之中�學⽣會�法�應��未來的挑戰���改變�重�

定位��師的⾼度�定學⽣的⾼度�共�不⼀樣的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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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輔�團於  1 9 5 8  年由臺灣省政府教���設� 1 9 6 4  年頒訂

「臺灣省國⺠教�輔�⼯作計畫」提到各�市政府得組織各�市的國⺠

教�輔�團�協助各�學校訂定⻑期校�規畫�發展課�� 2 0 0 5  年教

�部為推⾏九年⼀貫教�政��組成「中�課��教學輔��詢教師團

隊」�執⾏政�宣�之外�協助各�市輔�團推�課�教學�評量�

     ⼗⼆年國教實���政�倡議教學應「�學�者為主�」�輔�團

團員的��除了宣�教�政��更重視教師的實作共學�團員的⾓⾊定

位轉�為課�設計者�主動研�者�專�課�發展者�  

      �⽵市依課�綱��學��域�重⼤教�議題�設⽴國中小輔�小

組�由國⺠中學或國⺠小學校⻑（具專��域知��先）��召�⼈�

����輔�員��各小組的主�輔�員���教學�良之國⺠中學�

國⺠小學教師��兼�輔�員�協助宣��轉�政��開發��教學�

引�各校發展課��輔�團辦理教師研������服��到校專�輔

���良教材教法���各項增�活動�提升現場教師教學品質�  

      依�本市〈�⽵市國⺠教�輔�團組織�作規�〉�輔�團團員�

於��訪視「傳�課�政������學校推⾏課�之困難��研��

��略�並協助教��各科辦理課�發展���教學之相關事宜」�

     �而輔�團的團員�責��市專�視�⼈員不同�團員為來⾃各校

借�或兼�之教師�並未被賦予⾏政督��⼒�於��訪視�僅�宣�

政��教學演��對於提升現場教師專�知�的成效⼗��限�

淺�輔�團���辣課的活動定位

⽂�國中國⽂輔�團主輔∕培�國中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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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8  課綱推⾏�輔�團應�現場教師為主��增�賦���

教學改�問題的專�對話�陪伴教師發展教學�略�協助教�現場改

�學⽣學�困境�爰����訪視活動必須轉型�貼�教學現場�輔

�團團員除了宣�教�政��更��關注⼀線教師真正�求�促成�

市��教學之成效�����⽵市國中國⽂輔�團制定��訪視轉型

的推⾏�式��略�

（⼀）輔�團的專����

      ���代變��學校��的⾓⾊由「�位責�」轉�為「典�引

�」�由校⻑��團隊�專�社群共同成⻑�從「��政治」的研�

⾓度思考�學���的重�在於教師⾃發性的研��成⻑�⼀位�的

學���者��夠協助學校教師研�學⽣問題��索問題�⽅�並提

供學�環境��續教學對話�當學校��者�學校教師共享���

利���團隊績效責��便�共同�學校轉�為學�型社群���培

�更�學���者�推�組織動��成⻑�

      輔�團團員的本�為學校教師�由於專�場域陶冶��合��團

隊中的學���者�協助宣�轉�政��研�開發��教學�協助發

展各校課��辦理教師研������服��到校專�輔���良教

材教法���各項增�活動��教師團隊社群⼀同學��  

      輔�團團員規劃學���活動��應考量現場教師�求�提供具

��晰的增�⽬��教學�略��教師建⽴良�的夥伴關��對話�

��共同檢視學⽣學�成果����動教師教學成效�  因��輔�團

團員的學����應展現教學的專����設定明確的引�⽬��提

供�效的教學�略�協助教學現場�建開放�包容的對話橋���現

場教師⼀同�����現場問題�共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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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團的專�⽀��

      真正的教師專�發展�讓教師轉為主動���問題��續��學

��關注�思�成⻑��求�步�《�五項�練》彼得�吉提到�學

�型組織是團隊成⻑的實驗室�成員建⽴終�學�的�度��求⾃我

超越��識⼼智�式並改�思維�團隊�共同願景�⽬��度匯��

�⾏��性的��思考��到釋放組織�⼒��求團隊卓越的⽬的�

      依�《�⽵市國⺠教�輔�團組織�作規�》�國教輔�團的輔

�⽅式包��專題講座���訪視�研�課��到校服��實作⼯作

坊�專�研���其中較�合學�型組織��的活動��別為���

訪視�到校服��實作⼯作坊�  

     S T A N F I E L D�為⼯作坊依活動⽬��可�成兩種�成員可�從

討論中�得結論的「理性⽬�」�或者是成員可�從討論中�得�受

��驗的「�驗⽬的」�

    ⼯作坊的實作主題�容由�⾄難�依序為�「成員�受�訊�服

�」�「成員提供主題意⾒」�「成員規劃�執⾏的責�」��者參

�⼯作坊成員的責�為���同意並�試學��訊�容�其⼆參�⼯

作坊的成員責�為提供建議����並��個⼈想法����參�⼯

作坊的成員責�為執⾏��或�⾏���擁�組織參�的完�責��  

     ⼯作坊結束��教師�何轉�課堂是關鍵��而�教師參�⼯作坊

��除�團隊辦理回�課��或是�求教師提供實作轉�課�設計�

否則⼯作坊為檢視辦理成效而填寫的回�表�容易成為⼀種「幸福�

量表」�為了��教師專�成⻑�課�規劃必須�合四個�件�包

��具�可�移的教學�略�步�明確可實踐的教材演��⿎�教師

�同伴共享實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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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輔�團辦理的專�⽀�活動中�應規劃⼀項主題�功�包

��關注教師真實課�發展�求�提供教師參��對話的經驗�評估

教師的學�績效�讓教師在參�經驗中�得結論或�驗�

      ��訪視�為輔�團����校��教學現場實境的活動�可�

試轉型為主題⼯作坊�在實踐對話中�動式�正��步轉�為學�型

組織�陪伴�市教師成⻑為共�團隊�  

（三）輔�團的專�評估�

      教學專�評估的⽬的是為了協助各�學校檢核校�的課�發展�

形�����教師參�課�的�應�檢視課�成效�並����問

題�或是未來成⻑的⽅��   

      G U S K E Y發展評估�式的���構�從活動規劃�成效評估�共

�九個�段�整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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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所��為了服�社會變⾰�輔�團��轉�為成⻑型團隊�從

「��⽅式」�「課��容」�「活動⽅式」三個⾯向思考�何⽀�

教師專�發展�包��    

     ( 1 )輔�團團員�應採學��������對話�教師共學成⻑�  

     ( 2 )輔�團課��應結合實作⼯作坊��⽀援教師轉�教學課��  

     ( 3 )輔�團活動�應�評估�式��規劃活動�並�析辦理成效�

     因��輔�團在規劃年度活動主軸�訪視轉型的�容�期��專�

成⻑�式的規劃��實⽀�教師專�發展�成⻑的⽬��  

 ※註 :部���援引⽂章作者專⽂《1 1 1年度�⽵市政府⾃⾏研�計畫》

〈�⽵市國中國語⽂輔�團辦理��訪視轉型之⾏動研�〉1 1 2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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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世�的另⼀種⽅式����是丈量世���合的刻度�

      在�⽟��師所�享的故事中�轉學讓⾃⼰�到被�擠�失去朋

友�對�⺟�只覺得「�什��哭的�」但那群揮��鳳凰木的小小�

影�在當事⼈�上�出的�卻是⼀�⼦難��合的�口�

      �不��⼈悚���為教�⼯作者�每⽇在校��學⼦的瑣事間浮

沈�必須�部就���理許�事��難免�「客�理性」奉為圭���

而�會否��在�師們眼中司�⾒慣�「沒什�⼤不了」的事��對�

個�於��年紀的��而⾔�可�是�破了�尖��不開的⼼結��

      ⽂學的⽬的�誠��師所��「找出�容易�⽇⼦的⽅法並享受

它�」�果⽣活的⿒輪�每個⼈的思維都擠���個旮旯��許我們�

為國⽂教師��夠�由⽂學��由��打開另⼀�小⾨�走出那�仄的

⾓���更加�軟的視野�看⾒更�的⽅法���學⽣們走��動�不

�的�春歲⽉�國⽂教學�且⾏且珍惜�在⽂學的阡陌中�引�學⽣向

��視�向外張��加溫「�世代」的⽣活�知�⽤真�實�的⽂字丈

量出⼈⽣的真���

（⼀）⽂學�⽣活之�

      甲�⽂中的���賞⼼�⽬的意涵�其中�重�的是「賞⼼」�而

��經驗⾒仁⾒智��會��年紀�潮�而�所改變�當代��作品或

是��的作家亦會形塑成主��準�⼤家可���學�提升�賞⼒��

是當我年輕�跟��⼈瘂弦的���學��便�掌握⼀�����受到

�的�學�來的⼼����

學會看⾒⽂學�⽣活的雙重��

                        ──�⼤師相���⽟��師講座摘�

    培�國中 李��主���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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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讓⽣活更容易

      �果⽂章⾔之�物��病呻��在仔細玩味��法�受到「�」�

不����容的真�⽴意的��表�的��三者�⼀不可�且必須�⽣

活息息相關�國⽂課志在增���讀寫��⼈溝�的�⼒��的⽂學作

品�跨越�代�出共鳴����六朝變形的小�中的李���難�⼈溝

��⼈變�的轉折�在我讀來不�淚眼���在�讀當下�我的⽣命�

結�我�忽�瞭��年輕的我就是李��曾經被�⽴���友誼而不可

得的⽣命軌跡�在�讀中得到理��

（三）�讀��寫作之�  

      寫作對我而⾔是個救贖���書寫讓⼈⽣�另⼀個想法�因寫作�

��因思考找到�結�因為知�而改����不斷鍛鍊����更加豐

富了⼈⽣�⼈⽣從�讀找到共鳴�從�讀��⽣活的���讓⼈變得更

溫���看開看�才知��何�理�較不傷⼈�不傷⼰�

     例��⼈�魯��⽂學�動��⾺利���星�的�⾳��傷的⿂

��出天���而學會�略抽�的思維�寫作是⼀種設計�從⽣活中的

問題出發�縱�是「��是從⼤的吃�是從小的吃�」�種�單的問

題����問不同的思考視野��⼈�為先吃⼤的�每⼀顆就都是那串

��中�⼤的��⼈則�只是朝三�四�沒��別��⼈則�為�果�

兄弟��⼀�吃�就�先吃⼤的�否則就只�撿�的了�

     不同的回����了不同的⽣命經驗�而�正是寫作的材��我在

⽂學小事⼀書中曾寫�「味�」⼀⽂�把�覺種種的堆疊�為讓⼈��

的視覺�主⾓把⾃⼰坐成了⺟���⽂看���味�但⼀字不�思��

卻是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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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寫作之��例

     春曉⼀���⾸五絕純�諸�覺��仗��覺寫����「不覺�

覺�覺�不覺」的正�結構巧��現�

      楊牧的細�傳�出⼼事在��間會��來����來⾃��⼀�⼼

事來的���息�

      陳列的�上歲⽉�躊�之歌�⽤牆上的⼤鐘來�代出被�代���

�世�����期�作「殘�書」�更�難���的家常⽇⼦��⽂字

傳����更勝���⽂章沒����卻�紙都是����

（五）向��視掠影的�����欲吐語

      寫作讓我們更細��看�⽣活�從⺟�的⾔��對丈夫的�歉�從

�天跟���受到⽣活的幸福�從�視��看�果�⻑者�從��互爭

坐�����種種�視⽣活�的�思�����得��看⼈世來�讀⼈

⽣�從小紮根陪伴下⼀代看到���幸福�

（六）向外張��綻放溫暖��

      在⽇本⼀場細�的⼈�來往��就⼀段難得的⼈⽣緣會�在⽇本植

物�短暫的���台灣的⼤⼈回贈照��在⽇本的孩童回信傳�意��

出⼗�意外的溫暖���而�間�教會我��⾳再是�弱��是該掙扎

��出來 !在�世�都在�動的年代�我們該為世�的���為⼈⽣的�

�而�⼒���⼒做⼀個更�的⼈�關⼼�共的事��

     期�⼤家�常常抬頭看看天�俯⾸想想⼈�⽇⼦才�活得�滋�

味�看⾒許���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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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記-01】 2022年08 ⽉09 ⽇ 紀�者�林��

⼀�課�主題�議論⽂讀寫素�──⽂�知識+讀寫�略

⼆�講師�臺中教�⼤學  楊裕貿教授

三�課��介�

（⼀）⽂���   

        1 .記敘⽂��明⽂�議論⽂�抒�⽂�四種⽂��加上應⽤⽂

           (依照外在格式判別�其�容可包��上四種⽂� )�

        2 .所��裁都可�寫⼈�事�物�景�

           �明⽂�議論⽂增加⼀��理�

        3 .議論⽂�別� (論⼈�論事�論物�論景 )�論理�

（⼆）回�部�課綱����⽂�不相��宜�正���

        (�記敘⽂�抒�⽂為例 )�

四�教學�略�

  (⼀ )�議論⽂為基礎的�讀�寫作�略

       1 .�讀技���讀→跳讀�略

       2 .寫作�別⼈的話�⾃⼰的話�相�的話��結的話 (正���合 )

  (⼆ )�識議論⽂�構表 /議論⽂三�素�論��論��論證

  (三 )�明⽂�判定⽅式

       1 .�讀��試��⽂章�容���並從不同性質的�容�例�寡

          來判定⽂��技巧�下��事實�事件加上括���個⼈的�

          受�思想�論�畫上�線�

       2 .⽤⾃⼰故事（獨⾓�）�出��為記敘⽂��抒�的�容�

          例�於記敘�則是抒�⽂�  ⽤⼰例��例（�別⼈來幫��故

          事�講�理）�出⾃⼰的思想論��判斷為議論⽂�

       3 .�準結構�記敘⽂→���明⽂→知�議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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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議論⽂段�主�結構�析 :�做�間的主⼈⼀⽂為例

       1 .�⽂章表格��依�段��隔�找出段�的主結構�論�段�  

          論�段�⽅法段�重申論�段�再�段�層����結構��  

          論�段為例�⾃⼰的話 (正 )�別⼈的話 (正 )�相�的話 (� )��

          結的話 (合 )�

       2 .�⽅法段的主題句��出來�可�仿作練��

       3 .�⽤銜�句意的關鍵字詞����詞�轉折詞����當而�

          變�的�⽤�使⽂句的�現⽅式更豐富�

  (五 )議論⽂�寫�� :教學實��明

       1 .每��主題 (合作�惜��勤奮�誠實 . . . . . . )

          製作名⾔佳句學�單�每張�五句�包��     

          三句⽂⾔⽂�兩句 (西洋 )⽩話⽂�

       2 .禮拜⼀發�每天�⼀句 (兩兩檢核 )�

       3 .禮拜五教寫開頭 ( 2 5  �鐘 )�結尾段 ( 1 5  �鐘 )�

       4 .再找⼀天發下故事單 (⼀�或兩� )� ( 2 0  �鐘 )��學⽣畫出  

          ( 1 )什�⼈  

          ( 2 )做什�事  

          ( 3 )結果�⽂末寫出小結 (可知�可⾒ . . . . . . )�

       5 .拿出作⽂� :依序抄寫�⼀段�故事段�結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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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記-02】 2022年08 ⽉10 ⽇ 紀�者�顏��

⼀�課�主題�素��向課�設計⼯作坊

⼆�講師��信賢教授

三�課��介�

（⼀）�例�討�素��向原則

     1 .�明素��向課�設計的核⼼價值�設計原則�

       （1）�明⼗⼆年國教課�綱�中�域∕課�科⽬綱�的核⼼價值

              和設計理��是�學⽣為獨⽴思考的學�主��教�學⽣使

              ⽤⽅法��略來�⾏���

       （2）課�設計��學�⽬��明確���提問�學��略�學�

              ���放在���的整�課�中��單⼀�略教學�使⽤�

     2 .討論�例�國小五年��學�域「�率�百�率���部�量和�

                      �量的關�」�型課�教��

四�教學�略�

（⼀）�型課�設計重��

     1 .掌握學科�����明確的學�⽬��學�主軸�意義價值�

     2 .�結⽣活�境��⽤具�可��的事件來�結抽����

     3 .可�移的�⼒�教�學⽣�⽤思考�略�應⽤在不同的�境中�

     4 .�元的整合�讓學⽣應⽤�得的各種⼯具�⾃由展現學�成果�

     5 .補��教授�每位團員針對國小五年��學�域「�率�百�率�

        ��部�量和��量的關�」�型課�教��提出三個想法並寫在

        便利貼上�輪�發表完���⾏���整理����性�再下�

        題���成四項重��不僅讓⼈���刻�⾺上就可�住教學活動    

        設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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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的⽬�是�動思考

     1 .�讓學⽣�⾏�度學��即�意義�可開展思考�

     2 .先「⽬��向」（�終為�）�再兼�「�境」和「��」�

（附��信賢�授提供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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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記-03】 2022年10 ⽉19 ⽇   紀�者�林��

⼀�課�主題�素��向⽂本�析

⼆�講師�品學堂∕袁瑞�主�

      主���⽵市⽴培�國中∕王���師

三�課��介�

（⼀）�⽂本轉�成�讀素�的命題�

（⼆）作者���讀世�形成���組織訊息��寫⽂本�傳�思維�

         讀者���讀⽂本�整���試�理�作者思維��知�

（三）命題�析�

        1 .��斯年校⻑〈⽂⼈的��〉⼀⽂���命題������

        2 .��設計�掌握命題���先確�正���再�相����括�

        3 .命題�略���〈⽂本�析�提問設計�南〉⽂本轉�命題�

        4 .⽂本�析�記敘⽂�議論⽂��明⽂理�層��命題���析�

四�教學�略�

  (⼀ )命題檢核思維�

        1 .先想題幹敘�是否�焦考��  

        2 .再想�項�容是否明確�  

        3 .思考�出正�的���        

  (⼆ )�項設計思維�

       四個�項��� :相���的語����的�讀理�����果命

       題是�整�釋設計��項應該讓學⽣判讀訊息��重��釋���

       再對照題幹�

（三 )�項設計⽅式�

       根�題幹的「考�」�擇相關詞彙�各�項的詞彙�列�⼀�性�

       例��寫作⼿法�對���間�寫�引例技巧�⽂本�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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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略�

      1 .每�⽂章都�很�訊息可�設計擷�題�但設計擷�題��應考

         �所擷�的訊息�理��⽂主�的關鍵�度為何�盡量不設計負  

         向題�

      2 .命題�不先預設想出何種�型的題⽬��擷�訊息��整�釋�

         省思評���而應�先考量⽂本�哪�重�訊息���命題希�

         測驗學⽣哪⼀個�讀向度�

      3 .命題原則�正向題�題幹敘明考��考�為⽂本重�訊息或�協

         助學⽣理�主���項為同⼀��或��的理����命題��

         根�題幹的考��擇相關詞彙�各�項的詞彙�列��⼀�性�

         ⾄於���項�更仔細�析並設計�

      4 .設計提問���評估學⽣先�知識��⼒�先思考�學⽣可�讀

         �作品嗎�學⽣�錯�是學⽣讀不��項��是讀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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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記-04】 2022年12 ⽉14 ⽇   紀�者�顏��

⼀�課�主題�會考�項�⼒命題�略

⼆�講師���市江�國中∕陳���師

三�課��介�

     因應⾼中學⽣須具�的�⼒���會考��出��⼒��⽣活�境

中的問題���獨⽴⾯對學��境（⾼中課�）�⾏思考的學⽣�

四�教學�略�

  (⼀ )命題�略

  1 .素�命題的注意事項�

    ( 1 )同樣材�可���種玩法�

    ( 2 )評量設計須�合評量⽬��

  2 .光�命題⼤變��

    ( 1 )⽤雙向細⽬表設定段考��各課題�和���

    ( 2 )「�詞」⽂章�設計冗⾔�詞���詞�恰當詞語�題型�

    ( 3 )⽤��素材考名⾔佳句�下�題�題型�

    ( 4 )考⽂中畫線⽂句的理��

  3 .寫作測驗的評量設計�

    ( 1 )題⽬�引��明�⾯�加上每⼀段可�敘寫的主����

    ( 2 )為學⽣�寫作鷹��使⽂章的敘���焦主題�

  (⼆ )⽂⾔⽂教學�略

       教�學⽣切句⼦�補主詞�檢索�⽤訊息做�結��而推論⾏為

��的動���析抽�����教�學⽣��題⽬的�項去剔除不�

合⽂意的詞語�推論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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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記-05】 2022年12 ⽉28 ⽇   紀�者�林��

從會考題來�伸�設計讓學⽣練�的題⽬�

�⽤�⽂�講義�尤其是�作的成語和⽂句�加強形⾳義�正�⼒�

「同⾳字�較」是學⽣較不熟���對率較�的題型�

字⾳題型出題宜參考��本 (�訂⾳ )�教學�可提�學⽣�別�註單

⾳字���訂之�變成單⾳的字�另外��⾳字的�對率相對較��

易�讀字和形�字之�⾳可參考會考題型�練��

字義題型的⽂⾔字詞�對率相對較��建議厚植對字義的理��且�

先掌握本義�另外�詞性不同��釋�不同�亦為�題判斷⽅式之

⼀�⾼命題率試題�「為」�「於」�「⾒」��再加上�伸相關�

�來�析字義�

⼀�課�主題�語⽂知識增�課�

⼆�講師��⽵市建功⾼中∕李���師

三�課��介�

   1 .�何��學⽣準�會考形⾳義 (�基測�會考題型為例 )

   2 .�析字⾳字形字義之命題�型

   3 .�明考�����伸教學

   4 .�析⾼命題率試題

   5 .常⽤⼯具書�線上�源�享

   ( 1 )⼯具書 :《國語辭典��本》�《重�國語辭典�訂本》�字典�

   ( 2 )⼀字�⾳�訂�本 :  

      1 0 9年《國中小國語⽂教科書⽤字�訂成果 (暫訂稿 )》�

      教�部終�教�司語⽂成果��

四�教學�略�

1 .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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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主題�會考作⽂��動 /會考作⽂�翻轉

⼆�講師��江⼤學師�培�中⼼陳淑��師

三�課��介�

      �論�師�⼀年來對會考作⽂的��研�和想法〈素��向的「正

常⾨� +�常合�」〉會考寫作命題趨��從 1 0 3年 - 1 1 1年�不外乎

「�性�知性�假設」�三⼤�型題⽬�

     (⼀ )�者�之動 :���環�發展到�⾯�相�相成

     (⼆ )�常合� (�於奇 )�

          ���常合��另闢�徑�展現����合素��向�

     (三 )正常⾨� (�於正 )�

          不論學⽣�度為何�都建議從正常⾨�開�教學�

     (四 )會考作⽂�翻轉�

         從1 0 6年�的會考題⽬可知命題引��漸走向「素��向」�

         暗�或明�學⽣可�「�」�「�常合�」�「翻�」�書寫�

         轉折��真�⾎淚的⽂章�即�求學⽣��⽣活中合理的思��

         並且在陽光�正向�積�的論�之外��識翻�⽂章的結構��

         由�向思維���個⼈的論����

四�課����   

 【研��記-06】 2023年02⽉22 ⽇   紀�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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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略�

   （⼀）素��向作⽂寫作�略

          從⽣活�境���找出問題�發⽣問題或發現問題�從卡關

         （��⼰⼼�事�願�）到  破關 (��問題 )�  �〈捨不得〉

          會考作⽂題⽬為例�

     (⼆ )  素��向的寫作構思��

          1 .從�去經驗���提出現�個⼈看法��展�未來為結尾�

          2 .六��作⽂往往�包� :

             常識 (個⼈⽣活��的⼀�經驗或�殊經驗 )

             知識 (個⼈⾒�中所知所⾒的名⼈�名⾔ )

             ⾒識 (未來展��獨到⾒��⼈⽣智�哲理 )�

          3 .�幅恰當��容豐富的⽂章�都應包��去的經驗 (常識 )�

             現在的想法 (知識 )和未來 (⾒識 )的展��

          4 .�＜我想開設⼀家�樣的店＞會考作⽂為例�假設�的作⽂

             題⽬�果直�從未來�做的�想做的�現在未發⽣的寫��

             是很難寫到8 0 0字的�

          5 .六��樣卷�乎都�從�去經驗寫�����客家福��店

             和�⼦店�兩�作⽂為例�⽂字和畫⾯的�理技巧�佳�從

             �去所⾒所��再寫到現在的看法����⼀步思考未來�  

             �何打�出更��更理想的店家�

          6 .寫作因而可⾒�����構思��從檢討�去��層寫到�

             ��來�從卡關到破關�⼀步步是��絡可�的�

    

111學年度新竹市國語文領域輔導團國中組 

素養導向課程與命題成果集

3 9



    (三 )  寫作訓練的步�

          1 .�年��

             先�測診斷�引�學⽣��語詞��識段�結構的���

          2 .九年��

             ( 1 )  ��⽂�焦主題���並檢視作者書寫���可參照�

                  綱��的「仿寫」�「改寫」�

             ( 2 )「仿寫」�仿其章法結構 (形式 )�

             ( 3 )「改寫」�改其⽴意�材 (�容 )�

             ( 4 )�⽂應拿捏難易度�讓學⽣可�學��可�企��

             ( 5 )會考六��樣卷可�做為仿寫的對��

          3 .順序�⽴意思想→布局章法→�材→�詞�句

    (四 )  教學準�

          1 .準�各⾊原⼦�和�光���學⽣⼀��讀樣卷�先⽤��

             畫出翻�四段論 (�承轉合 )的部��再⽤����知識性字

             句�⽤紅�畫線�現⽂章重����畫出�辭�⽤ (意� )�

             �⾊�光�畫下⽴意思想的⽂句或段��

          2 .�⼀堂課�1 1 1年會考六��的四�樣卷 (之九�之⼀�之

             三�之� )作為教學�例��兩��定「�做�得」��三

             �對「�做�得」��質�的�度��四�則是推翻了「�

             做�得」的�法�依�1 .的���明���學⽣�作�完成

             之九和之⼀�兩��⽂的�讀和�析�

          3 .�⼆堂課讓學⽣依�上�練��核對之三和之��兩��

             �三�的意���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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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效評估�

    （⼀）研�回�表�意度�計��

          「�常不同意」⾄「�常同意」依序為�字1 - 5��

    （⼆）研�成效�明�

           1 .翻�作⽂寫作很�挑戰性��果可�共同�課�提供學⽣

             �合�⽤��⼀�三���引�寫作練��現學現⽤���

             ��為實�成果�對於學⽣寫作�⼒�很⼤的幫助�

           2 .翻�的寫法教學超�棒���學⽣看樣卷��段�畫出重

             ��意���扣題�⽅式的教學��⼈躍躍欲試�真的是從

             �師�上學得了��招�希��切實�提升學⽣的作⽂�思

             ��⼒�

          3 .�「轉〈轉折〉」才顯得出層��更�助��⽂章的⽴意�

             �「�〈細������〉」才刻劃得出⼈物形����得  

             出環境����外�「�昔�������承轉合」結構布

             局��必須了�於⼼�才�根�寫作題⽬��袋裡的材��

            想法�做出��當的布局設計��外�為了讓�下的故事�

            讀者���刻�細�的��功夫便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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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寫知性題�「���」�「�承轉合〈議論�組〉」�  未

            來國中會考作⽂��⾼中國寫��先「�讀⽂本」�理�  �

            做�析並�理�寫出來���個⼈的獨⽴���  

        5 .��幫助的是作⽂6���例的�析��楚明確�對於��  學

          ⽣很�幫助��是���放��話�度�並且�練��  焦�可

           �在�收上就�更�效率�  

        6 .希���線上研��可�⼀開�就給出⾜夠的會議室�間（�

          量）��免�掉講師的演講���主辦⽅�⾟�了�研��盡

          量�採��式線上辦理��較不⽤⾈⾞�頓�而且看投影�常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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