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救教學補充教材國民小學國語文學習領域 

【主題導讀】 

年級 三年級 學期 下學期 

單元名稱 主題一：話我家鄉 課名 

第一課 鹿港小鎮 

第二課 我的家鄉 

第三課 港都風情畫 

設計者 宜蘭縣光復國小/陳惠如 

主題導讀 

本單元在介紹台灣各地都有豐富的人文特色與地理環境，請小朋友

跟著作者的腳步來認識我們家鄉的故事喔！ 

三年級部分學生未能確實理解排比修辭的意義，且在運用排比修辭

造出句意通順的並列句有困難；對於轉折句型，未能正確理解複句

中前後句的關聯，也無法正確使用並列句型；已讀懂文章的大概意

思，但針對指示代名詞部分仍有些許模糊概念待澄清。 

因此本單元將透過教學活動安排，發展學生能藉由課文各段落之文

句篇章理解段落大意；能確實理解排比修辭的意義；並且造出句意

通順的並列句、轉折句型並理解指示代名詞的意思。 

基本學習內容 教學目標 

1. 三年級-篇章-閱讀-理解段落大意 

2. 三年級-書寫-寫出合理通順的句

子。 

3. 句子-閱讀-讀出段落中上下文句

間的關係。 

4. 篇章-閱讀-理解段落大意 

1. 能藉由課文各段落之文句篇章理解

段落大意 

2. 能確實理解排比修辭的意義，並且運

用排比修辭造出句意通順的並列句。 

3. 已學過轉折句型，但未能正確理解複

句中前後句的關聯，也無法正確使用

並列句型。 

4. 已讀懂文章的大概意思，但針對指示

代名詞部分仍有些許模糊概念待澄

清 

教學策略 學生學習策略 

一、 提綱挈領 

1. 鹿港小鎮以韻文詩歌的方式讓大

家來認識鹿港小鎮的地理位置、廟

宇古蹟及特色小吃。 

2. 我的家鄉-關山鎮有親水公園、環

鎮自行車道、油菜花田及關山米，

雖然它只是一個鄉間小鎮，卻是我

心目中最美麗的地方。 

一、 想一想、說一說 

1. 學生能依說出並畫出鹿港小鎮的地

理位置、廟宇古蹟及特色小吃，作者

為什麼要這樣介紹呢？ 

2. 為什麼關山鎮是作者心目中最美麗

的地方（親水公園、環鎮自行車道、

油菜花田及關山米，雖然它只是一個

鄉間小鎮……），作者為什麼要這樣



3. 小朋友！你有去過高雄旗津嗎？

旗津的知名景點-旗後天后宮、旗

津燈塔以及美味的海產，都是旗津

不容錯過的特色喔！ 

課文朗讀、初步理解課文 

 

二、 課文默讀，依教學重點指導學

生找出詞語或句子學習重點 

三、 重要詞句的理解與運用 

並列句、轉折句型、指示代名詞 

如：轉折複句 

引導學生套用「雖然……卻是」的

句型，練習造出句意通順的轉折

句，並讓學生自由發表。當學生在

發表句子時，如果有句意不通順或

用法錯誤的情形發生，教師可及時

口頭予以修正，以加強學生印象。 

安排？ 

3. 小朋友！你有去過高雄旗津嗎？旗

津的知名景點-旗後天后宮、旗津燈

塔以及美味的海產，都是旗津不容錯

過的特色喔！ 
 

二、 能至少圈出重要的語詞與句子。 
 

三、 能依課程要求造出通順的句子。 

 

 

 

 

 

 

 

 

 

 

 

 

 

 

 

 

 

 

 

 



補救教學補充教材  國民小學國語文學習領域 

年級 三年級 學期 下學期 

單元名稱：  主題：話我家鄉 課      名  第一課：鹿港小鎮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小補救教材 

台北市國語實小教師

編寫  

教學時間 1節 

設計者 宜蘭縣光復國小/教師曾俊榮 

學生學習分

析 
已學過排比修辭，但未能正確理解並使用排比修辭。 

基本學習內

容 
三年級-書寫-寫出合理通順的句子。 

教學目標 
能確實理解排比修辭的意義，並且運用排比修辭造出句意通順的並列

句。 

教材分析 

本課體裁雖是新詩，但細究其每個段落的寫法，其實很類似七言絕

句，只是格律對仗上沒有那麼完整。 

相較於其餘段落，本課第三段在形式上的排列相當整齊，奇數句都

是「（主詞省略）+地方副詞+動詞」，偶數句則針對奇數句加以補充說

明，因此可以透過詞語替換和整句仿寫的練習，來增強學生對於排比

修辭的概念。 

本教案的設計即是以此為發想，指導學生經由練習後，能運用排比

修辭寫初句意通順的並列句。 
 

 

 

 

 

 

 

 

 

 

 

 

 

 

 

 

 

 

 

 

 



 

教學目

標 

教學策

略 
教學活動 評量 

能 夠 完

整 寫 出

合 理 通

順 的 並

列句 

 

 

 

 

熟 習 課

文內容 

 

 

分 辨 詞

性 

 

 

 

 

 

 

 

討 論 語

詞 的 關

聯性 

 

 

 

教材〈鹿港小鎮〉第三段內容如下： 

「九曲巷內走迷宮，半邊井旁故事多。 

  十宜樓上好風光，迎風品茶話家常。」 

壹、準備活動 

1.帶領學生朗誦此段課文。 

2.準備相關圖片並展示給學生欣賞，讓學生能

藉由圖片加強與文句的連結。 

貳、教學活動 

1.請學生將四個句子中的名詞圈選出來，有「九

曲巷」、「迷宮」、「半邊井」、「故事」、「十宜樓」、

「風光」、「風」、「茶」、「家常」。由於名詞類別

較多，當學生無法判別某些字詞是否為名詞

時，老師可在旁協助，但至少讓學生能獨立選

出「九曲巷」、「十宜樓」兩詞。 

2.問學生「九曲巷」、「十宜樓」所代表的是哪

個類別的名詞。為避免問題較抽象，老師可先

準備數個答案讓學生選擇（如：人名、地名、

動植物名、物品名）。 

3.配合圖片引導學生，使其了解在「九曲巷」、

「十宜樓」能看到的景色和做的事情。 

4.請學生依其生活經驗，想出能替換「九曲

巷」、「十宜樓」的名詞作為主詞，並依照其選

用的名詞，說出能在這些地方看到的景色和做

的事情。 

參、綜合活動 

1.引導學生按照課文句子，利用他所想到的詞

彙加以仿寫。當學生在造句時，需提醒學生地

點、景色與事情的關聯性，寫出的句子才會通

順；同時得注意使用排比修辭時，句子間的比

重必須均衡，句型必須相同，才能顯現出排比

修辭特有的節奏感。 

 

 

 

 

能正確

唸出課

文並安

靜欣賞

圖片。 

能至少

圈出主

要的名

詞。 

 

 

能說出

名詞的

類別。 

 

 

口頭回

饋。 

 

 

能造出

通順的

句子。 

 

 

 

 

 



補救教學補充教材  國民小學國語文學習領域 

年級 三年級 學期 下學期 

單元名稱：  主題：話我家鄉 課      名  第二課：我的家鄉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小補救教材 

台北市國語實小教師

編寫  

教學時間 1節 

設計者 宜蘭縣光復國小/教師曾俊榮 

學生學習分

析 

已學過轉折句型，但未能正確理解複句中前後句的關聯，也無法正確

使用並列句型。 

基本學習內

容 
三年級-句子-閱讀-讀出段落中上下文句間的關係。 

教學目標 
1.能夠確實判斷出一個轉折複句中，前後句之間的關係。 

2.能夠適當運用轉折句型造句。 

教材分析 

本課〈我的家鄉〉書寫主體是臺東縣關山鎮，作者開門見山，首段

首句即點出家鄉是臺東縣關山鎮，接著是簡單幾句環境描述。 

接下來二、三、四段分別就景點、景色及特產加以介紹，景點是親

水公園和環鎮自行車道，景色是冬季的油菜花田，特產則是稻米。 

末段則是簡單幾句感想，呼應首段對於關山鎮的描述——雖不繁

榮，卻是作者心目中最美麗的地方。 

 

 

 

 

 

 

 

 

 

 

 

 

 

 

 

 

 

 

 

 

 

 

 



 

教學目

標 

教學策

略 
教學活動 評量 

能夠正

確分辨

轉折複

句中，上

下兩句

的關係 

 

 

 

 

熟 習 課

文內容 

探討詞

義 

的差異 

 

 

 

 

探討詞

義的差

異 

 

 

 

 

 

 

 

 

 

歸納轉

折句型

的重點 

 

 

 

教材〈我的家鄉〉最後一段，內容如下： 

「雖然我的家鄉只是一個鄉間小鎮，不如大都

市繁華熱鬧，卻是我心目中最美麗的地方。」 

壹、 準備活動 

1.帶領學生朗誦此段課文。 

貳、教學活動 

1.這個轉折複句中有四個地方名詞——「我的

家鄉」、「鄉間小鎮」、「大都市」、「最美麗的地

方」，請學生分辨，哪一個名詞是這個轉折複句

的主詞。如果學生無法順利選出「我的家鄉」，

可以提示學生，除了倒裝句之外，一般句子的

主詞一開始就會寫出來了，而「鄉間小鎮」和

「大都市」，則是用來補充說明而已。 

2.請學生比較「鄉間小鎮」與「大都市」兩個

地點的性質，此時可配合圖片來加深學生的印

象，讓學生了解兩者間有很大的不同。 

3.讓學生自由發表，較喜歡「鄉間小鎮」或「大

都市」，並說出原因。（一般學生會選擇大都市，

因為有較高的便利性與娛樂性。） 

4.請學生自由發表，既然多數人都喜歡大都

市，為何作者卻認為一個鄉間小鎮，是最美麗

的地方？（若學生沒辦法正確回答，則可以提

示學生「家鄉」對每個人而言，都是獨一無二

的；而都市的熱鬧繁華，很容易被其他地點取

代。） 

5.歸納前四個活動的內容，提示學生轉折複句

的寫作重點，在於主詞選定後，利用複句加以

補充說明，且上下兩句的內容必須有明顯的反

差，才能夠凸顯「轉折」句型。 

參、綜合活動 

1.引導學生套用「雖然……卻是」的句型，練

習造出句意通順的轉折句，並讓學生自由發

表。當學生在發表句子時，如果有句意不通順

或用法錯誤的情形發生，教師可及時口頭予以

修正，以加強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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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補充教材  國民小學國語文學習領域 

年級 三年級 學期 下 

單元

名稱 

主題：港都風情畫 課名 港都風情畫 

教材

來源 

教育部國小補救教材 

台北市國語實小教師編寫 

教學時間 1節 

設計

者 

宜蘭縣光復國小陳惠如 

學生

學習

分析 

已讀懂文章的大概意思，但針對指示代名詞部分仍有些許模糊概念待澄

清 

基本

學習

內容 

三年級-篇章-閱讀-理解段落大意 

教學

目標 

透過推論方式，連結線索找出指示代名詞之正確對應關係。 

教材

分析 

本課文章重點雖為旗津地區之景點介紹，但本教案將著重於指示代

名詞之推論。 

因本文書寫方式較為特殊，透過收到一封明信片導入課文主題，而

明信片與課文皆使用第一人稱書寫，唯兩者的主角並不相同但文章牽涉

的人物卻息息相關。 

因此，本教案將以此明信片所使用之相關名詞，帶領學生了解文章

角色之關係並理解明信片內文之段落大意。 
 

教學目標 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 評量 

理解段落

大意 

 

 

 

 

 

 

 

 

 

 

 

 

 

熟悉文章

內容 

 

找出代表

人物的語

明信片內文如下： 

親愛的老師： 

    您好嗎？轉學後，常常想起在台中的

生活，我非常想念您和同學們！希望大家

一切都好！ 

    上個星期，我和家人到高雄旗津散

心，帶回來一些明信片，寄給您和同學們

一起欣賞。敬祝 

健康平安 

                      學生 小真敬上 

九月九日 

 

壹、準備活動 

一、請學生帶著感情朗讀此段課文。 

二、找出文章中所有代表「人物」的名詞。

例如 

 

 

 

 

 

 

 

 

 

 

 

 

 

朗讀課文 

 

 

 

圈出代表



詞 

 

 

 

 

 

 

 

 

 

 

 

分析歸納

詞卡 

 

 

 

 

 

 

 

 

 

 

 

能找出相

互對應的

名詞 

 

 

 

推論線索 

 

 

 

 

 

 

 

 

 

 

 

 

 

 

 

 

 

 

 

親愛的老師： 

    您好嗎？轉學後，常常想起在台中的

生活，我非常想念您和同學們！希望大家

一切都好！ 

    上個星期，我和家人到高雄旗津散

心，帶回來一些明信片，寄給您和同學們

一起欣賞。敬祝 

健康平安 

                      學生 小真敬上 

九月九日 

 

 

 

貳、教學活動 

一、將以上圈選名詞寫成詞卡，請同學在

黑板上概略分類，並說出為什麼？ 

同學討論結果如下： 

（1）非常明確知道代表人物：小真 

（2）大概猜得到是誰：同學們、老師、

家人 

（3）要想一想才能判斷的：您、我、 

大家 

 

二、與同學討論（1）小真與其他詞卡相

比有何特殊之處，引導出專有名詞的概

念，並可順帶介紹私名號的用法。 

 

三、兩兩配對：猜一猜七個詞卡中，哪些

詞卡所代表的人物是一樣的？ 

您＝老師、我＝小真、大家＝老師和同學們 

真的是這樣嗎? 

 

四、回到文章中逐句帶領學生做推論： 

 

親愛的老師： 

收信人是親愛的還是老師，而老師是指誰的老師 
 

    您好嗎？轉學後，常常想起在台中的 
確認這裡的您，是否就是指上一句的老師 
 

生活，我非常想念您和同學們！希望大家 
我指的是此明信片的作者小真，而同學們代表的
到底是哪裡的同學，返回前一句找出關鍵詞轉學
及台中，所以同學們指的是轉學前住台中的舊同
學，亦可更精準的了解收信人：您，是指原本轉
學前住台中的老師。而大家是接續上文的您和同
學們，所以指的是老師加同學們。 

人物的名

詞 

 

 

 

 

 

 

 

 

 

 

 

 

 

能正確分

類詞卡 

 

 

 

 

口頭回答 

 

 

 

口頭回饋 

 

 

 

 

 

 

 

口頭回饋 

仔細聆聽 

 

 

 

 

 

 

 

 

 

 

口頭回饋 

 

 

 

 

 



 

 

 

 

 

 

 

 

 

能將對應

名詞帶入

文章 

 

 

 

 

 

 

 

 

 

 

 

 

 

 

 

引導學生

理解代名

詞的意義 

一切都好！ 

 

    上個星期，我和家人到高雄旗津散 
同一篇文章主詞不變，因此這裡的我仍是指小
真。而此處的家人因為和我相連，所以代表是我
的家人，也就是小真的家人。 

心，帶回來一些明信片，寄給您和同學們 
這裡的您仍代表轉學前台中的老師，同學們為轉
學前的台中同學。 

一起欣賞。敬祝 

健康平安 

                      學生 小真敬上 

 

參、綜合活動 

 

一、將對應名詞帶入文章中檢查是否符合

文意：例如：您以老師替代、我以小真替

代、大家以老師和同學們替代。 

 

親愛的老師： 

    老師好嗎？轉學後，常常想起在台中

的生活，小真非常想念老師和同學們！希

望老師和同學們一切都好！ 

    上個星期，小真和小真的家人到高雄

旗津散心，帶回來一些明信片，寄給老師

和同學們一起欣賞。敬祝 

健康平安 

                      學生 小真敬上 

九月九日 

 

二、 將「原人物名稱」代替「代名詞」

帶入文章中確實符合文意，但是缺點是什

麼，你發現了嗎？ 

三、此時應引導學生了解使用原人物名稱

雖然文意較清楚，但贅字詞較多且有重複

性過高的缺點，所以才會發展出代名詞的

用法。 

 

 

 

 

 

 

 

 

 

 

 

 

 

 

 

正確帶入

文章 

 

 

 

 

 

 

 

 

 

 

口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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