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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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學期 下學期 

單元名稱 主題二：名人小傳 課名 

第四課  亞洲鐵人—楊傳廣 

第五課  童話大師—安徒生 

第六課  管寧割席 

設計者 苗栗縣銅鑼國小 陳惠珍老師 

主題導讀 

    本單元的主題為「名人小傳」。共介紹亞洲鐵人楊傳廣、童話大

師—安徒生及管寧三位，分別是運動達人、童話達人和讀書達人。 

  亞洲鐵人—楊傳廣一文中，努力與汗水造就亞洲鐵人楊傳廣，

他從小就喜歡跑步，長大後在訓練跳遠的過程中努力不懈、犧牲休

息時間，希望能在亞運奪標;因努力練習，終於在第二屆亞運創造佳

績，在 1960年羅馬奧運上獲得銀牌，後來更加密集練習，終於在 1963

年刷新世界十項運動紀錄。 

  童話大師—安徒生一文中，出生於丹麥的安徒生創作了許多家

喻戶曉的童話故事，在父母自由教育之下，從文學中找出屬於自己

的一片天，一開始雖然作品沒受到重視;但他能持續創作，最後終於

獲得大家肯定;除了寫作之外他還喜歡旅行，因為旅行可以帶來靈

感，多閱讀童話故事，能感受作家無限創意。 

  管寧割席一文中，藉由管寧和華歆不同的讀書態度，來彰顯慎

選朋友的重要，要用正確的態度做事和求學問，並保持專注和努力。 

    多閱讀名人傳記，學習其做人處事、讀書為學的態度。 

基本學習內容 教學目標 

【字詞】 

1.利用常用國字 1,800 字造詞，並  

   說明字義和詞義。 

2.根據語境，選擇正確的常用國字  

  1,800 字及常用語詞 3,000 個。 

【句子】 

1.朗讀出句子所要表達的情感。 

2.透過上下文，分析與歸納句意。 

【篇章】 

1.描述篇章內容並表達想法或感受。 

2.理解文章主旨。 

3.運用擴寫方式寫作。 

【認知】 

1.能正確使用本單元所學的國字和語 

   詞。 

2.能運用「金」、「牛」和「目」字的部

件組合認識相關字群並進行造詞。 

3.能經由詞彙教學，學習更多的相關詞

彙，並在不同的語境脈絡中，選出正

確的的語詞。 

4.能運用詞彙網進行「關鍵詞」的擴散

式與垂直式聯想，並將之撰寫成一篇

小短文。 

5.能讀出句子所要表達的情感。 



30 

 

4.自我修正作品中有明顯錯誤的地    

  方。 

6.能透過提問理解篇章內容。 

7.能運用擴寫方式寫作並自我修正作   

品中有明顯錯誤的地方。 

【情意】 

1. 能多閱讀童話故事，感受作家無限創

意。 

【技能】 

1.能培養正確讀書習慣。 

教學策略 

  補救教學的學生是一個異質性很高的群體，因此在課程設計是依據學生需

補救的能力進行，對於程度較好的學生可多著墨於閱讀提問的引導；對於字詞

認識仍不足的學生便可加強部件教學與詞彙擴展的學習。任何一種理解策略的

精熟是需要長時間且經常的練習才能精熟內化，故本課程的編寫原則如下： 

一、閱讀理解： 

  在文本的閱讀理解提問,除了基本的文章表面訊息提取外，亦適時加入詮釋

整合及比較評價的提問。先從標題預測提問開始，讓學生對內容有一定的猜測，

再透過閱讀找出主要角色，主要事件，並連結角色和發生的事件，來理解文章

的內容，進而重述故事，以概括全文大意。為求學生能深度理解文本，從讀者

角度對文章中人物提出「特質」的解析，並引導學生能言之有據，清楚指出證

據的出處段落；復從作者的角度檢視其創作的意圖。操作時學生若回答不出來，

老師可適時給予鷹架，如再一次示範，或換句話說、或縮小段落範圍給予線索，

或給予選項選擇。 

二、字詞教學： 

（一）部件教學： 

  識字是理解的基礎，中文字中約八成左右是形聲字，學生若能習得簡單的

構字規則，瞭解一個中文字通常可被拆解成不同部件，而且不同部件會出現的

位置是一定的。一個字的左邊部件（部首）通常是表達意義、右邊部件（聲旁）

代表發音。透過此規則循序漸進的教授，有助於學習低成就學生獨自閱讀時若

遇到不認識的字，可以分析，猜測其發音以及其意義，同時增加記憶該字的機

率。所以本課程以常見的部件為核心部件進行文本內生字及延伸相關字群的教

學，以鞏固及提升學生識字量。 

（二）形近字教學： 

  能區辨由核心部件所組合相似的字，以減少學生在字形上的混淆，鼓勵學

生造詞，除分析字形外，老師宜透過造句解釋說明該字詞的意思與用法，並設

計語境完整的題目，讓學生進行練習。 

（三）相似相反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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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課文中的重要語詞為主，進行相似相反詞教學，並在不同的語境中練習

運用。 

（四）詞彙網的運用： 

  運用對字詞的聯想力，讓學生啟動先備知識，擴展其詞彙量。 

1.擴散式聯想： 

  選定文中一關鍵詞為核心詞彙，請學生自由聯想，記錄所聯想到的語詞後，

請學生進行語詞分類，並說明分類的依據，啟動學生深一層次的思考。 

2.垂直式聯想： 

  選定文中一關鍵詞為核心詞彙，請學生垂直式聯想，後一個語詞是從前一

個語詞所聯想而來的，彼此之間有一定的關係，記錄所聯想到的語詞後，以便

請學生於寫作練習中以該核心詞彙進行短文習寫，在有關聯脈絡的聯想下，進

行讀寫的練習。 

三、句型教學： 

  以本冊第一課文字的魔法中的句型為例：請學生先回到課文中的段落找到

該句型所在，讓學生透過語境脈絡來認識「……雖然……但……」的用法，接

著老師說明「……雖然……但…… 」的用法；再透過先給前一個分句的訊息，

請學生依據前一個分句的訊息來完成後一個分句的內容；接著給後一個分句的

訊息，請學生依據後一個分句的訊息來推論前一個分句的可能答案，經過多次

練習後，最後請學生獨立完成「……雖然……但……」的造句。 

四、寫作練習： 

  利用本課練習的語詞聯想，分別各寫成一篇小短文，作品完成後，請學生

藉由朗讀發表或同儕互評的方式偵錯，並修正。 

五、延伸閱讀： 

  每閱讀完一課或一個單元後，能有一篇與本文主題相關或結構相似的文章

作延伸閱讀及提問練習，以期學生能產生學習遷移之效。 

 

  補救教學是沒有「趕進度」的，基礎能力的養成，學習動機的建立，自我

跛足的消除和幸福自信感的建立，是引領這群孩子的關鍵。透過此課程教學能

ㄧ點ㄧ滴的積累學生的能量，讓他們在老師專業的指引下，弭平學習的落後，

達到和同儕ㄧ樣的水準，補齊學習階梯的落差。 

    

學生學習策略 

低成就學生較易有失敗的經驗，為避免「馬太效應」的發生，老師應依據

學生的程度與反應做彈性運用，以適時的提供或褪除鷹架。 

一、大聲朗讀： 

 朗讀課文時以食指指字，可增加專注力。請學生依照自己的速度大聲朗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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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將金手指（食指）放在所閱讀的文字上，隨著朗讀的速度移動手指。多

次朗讀故事有助於學生理解故事內容，讓學習不只是透過視覺學習，而是眼

睛、嘴巴、耳朵、手指及腦心等多重感官的啟動，是「五到」的學習。 

二、閱讀理解： 

  讓學生帶著任務閱讀有助於其掌握文章的重點，勝過走馬看花似的瀏覽。學

生可透過兩兩討論、小組活動，將自己找到的答案在組內分享討論，比較彼此

的異同，透過組內腦力激盪，能讓學生思緒更為清楚。 

三、字詞教學： 

    進行詞義解釋時，鼓勵學生可以肢體動作、解釋或造句進行；進行詞義區

辨或選詞填寫時，若學生無法正確回答，老師可請學生將語詞帶入句子中後唸

唸看，是否通順或感覺怪怪的，以做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