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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資源班語文領域國語文 3A組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表 10-3) 

                                                                                       設計者：  陳聖愛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三年級康軒版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外加  □抽離  2  節      

三、教學對象：EX-學障 3年級 1人﹑自閉症 3年級 1人共 2人    

四、核心素養﹑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調整後領綱學習表現 調整後領綱學習內容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

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 

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

活問題。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

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

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

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

與增進公民意識。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見。 

(無調整) 

1-II-3 

聽懂適合程度的故事、記敘文，並複誦聆

聽內容要點。(簡、減)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

效能。(無調整) 

4-Ⅱ-1 

認識學習階段相符文本中常用國字 1000

字，使用 1000字。(減)  

4-Ⅱ-3 

會利用國字語音合成學習系統，分辨字詞

義。(簡、減、替) 

4-Ⅱ-6 

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簡) 

5-Ⅱ-1 

在口語提示下，朗讀各類文本。(簡、減)  

5-Ⅱ-3  

結合資訊科技，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文本

中大意(簡、減、替) 

5-Ⅱ-8 

運用提問策略，增進對學習階段內文本中

重要句子的理解。(簡、減) 

6-Ⅱ-2運用視覺線索、句型策略，培養觀

察力寫作基本能力。(簡、減) 

Ad-Ⅱ-3 故事。(減) 

Ba-Ⅱ-1記敘文本。(減) 

Cb-Ⅱ-1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文化內

涵。(減)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的二拼、結合韻之生字語

詞。(簡、減) 

Ab-Ⅱ-1  

1000個學習階段相符文本中常見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簡、減) 

Ab-Ⅱ-2  

1000個習階段相符文本中常用字的使用。

(簡、減) 

Ab-Ⅱ-5  

800-1000個生活經驗相關的常用語詞認

念。(簡、減、重) 

Ab-Ⅱ-6  

800個生活經驗相關的常用語詞的使用。

(簡、減、重) 

Ac-Ⅱ-3  

生活經驗相關之基礎複句的意義。資訊科

技。(簡、替) 

Ac-II-4  

符合學習階段文本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

義。資訊科技。(簡、替)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 (減) 

1.記敘文本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無調整) 

2.抒情文本 

Bb-Ⅱ-1 自我情感的表達。(無調整) 

Bb-Ⅱ-2 人際交流的情感。(無調整) 

 

 

1. 能聽懂適合程度的故事、記敘文，並複

誦聆聽內容要點。 

2. 能運用資訊科技結合基本字詞提升表

達效能 

3. 能運用資訊科技提升注音符號拼讀和

書寫以擴充國字識字效能 

4. 能運用資訊科技認識並正確書寫常用

字與常用語詞 

5. 能在視覺線索、資訊科技系統提示下

運用基本句型，表達想法。 

6. 能閱讀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並利用

策略理解內容。 

 

1.觀察評量能專注聆聽並回答相關問題。  

2.口頭評量  

（1）能回答課文提問  

（2）在依照課文關鍵句回答課文主旨  

（3）能依照部件表音策略說出字音  

（4）能依照部首表意策略說出字意  

3.紙筆評量  

（1）能依照摘要出的關鍵詞寫出關鍵句  

 (2)能依照關鍵句書寫出句意完整的 段

落大意 

4.實作評量  

(1)能使用正確閱讀理解策略進行文本閱

讀並回答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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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 1-5 週 單元一：  

第一課 心的悄悄話  

第二課 妙故事點點名  

第三課 繞口令村 

1.能使用完整的語句口述生活事件。 

2.能利用部件引導擴充語彙，增強造詞能力。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語句理解。 

5.能依據不同的語境，填選正確的詞彙。 

6.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7.能感受、欣賞故事與繪本。 

8.能分析並歸納學習重點，並標記關鍵字詞、語句 

1.能搭配口語提示增進敘述事物的能力，並以提問方式鼓勵發表意見和想法。 

2.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 

退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3.利用部件與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認字，並擴充課外語彙。 

4.教師利用課文情境圖引導學生對應重要情境及語句，填選正確詞彙。 

5.藉由閱讀短篇故事與繪本，培養欣賞良好文學的美感經驗。 

6.提示學習內容中的關鍵字詞，讓學生反覆練習標記與歸納重點。 

第 6-10 週 單元二：  

第四課 有你陪伴  

第五課 小丑魚和海葵  

第六課 小女生 

1.能簡要說出課文各段落主旨大意。 

2.能熟悉、理解文中語詞，並擴充課外語彙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學習、欣賞故事，感受人與動物的互動，感受彼此

間真實情感。 

7 能理解課程內容，提升表達訊息的能力。 

 

1.利用心智圖引導學生簡要說出課文中各段落的主旨大意。 

2.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 

退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3.以例句說明並分辨國字的形音義，適當運用才能讓句意通順。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藉由閱讀短篇故事，並請學生發表感想。 

6.教師給予關鍵字提示，讓學生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第 11-15 週 單元三：  

第七課 淡水小鎮  

第八課 安平古堡參觀記  

第九課 馬太鞍的巴拉告 

1.能在引導下以完整句描述景點之美。 

2.能利用部件輔助認字，並擴充詞彙。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認識詩歌、記敘文、說明文，感受台灣多元的美麗

風情。 

7.能掌握學習重點，並強化個人經驗思考能力。 

 

1.教師展示與課文相關的圖片及影片，引導學生描述。 

2.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 

退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3.運用心像記憶與書空練習熟練課文中生字的字音和字形。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藉由閱讀詩歌與記敘文、說明文，培養欣賞台灣風情之美。 

6.與實際生活經驗結合，強化組織思考能力。 

第 16-21 週 單元四：  

第十課 狐狸的故事  

第十一課 巨人的花園  

第十二課 奇特的朋友 

1.能在引導下簡單說出課文故意寓意。 

2.能有生字造詞與應用的能力。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感受、欣賞歐洲經典名著，感受故事的多元風貌。 

7.能透過動作、表情感受故事主角的情緒。 

 

1.教師展示與課文相關繪本，引導學生發表感想。 

2.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退

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3. 將字的部件拆解與組合讓學生能了解基本組合字的結構，再搭配編唱「識字口訣」，例如:「口 + 少，變 

成吵」可讓學生鞏固記憶。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藉由閱讀短篇故事與繪本，透過閱讀瞭望世界，豐富視野。 

6.藉由影片及圖片，搭配說明，從中了解如何透過動作、表情描寫主角心情。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 1-5 週 單元一：  

第一課 許願  

第二課 下雨的時候  

第三課 遇見美如奶奶 

1.能用形容詞描述大自然風景、雨天情景。 

2.能選填適當的語詞完成句子。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感受、欣賞日常生活情景。 

1.請學生觀察例句圖片後，在引導下說一說圖片中人物的動作與心情。 

2.引導學生觀察題目圖片後，並討論詞意，再填入適當語詞。 

3.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退

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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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增進整理重點、提取訊息的能力 

 

5.運用感官，學會觀察的順序，成為小小生活觀察家。 

6.在教師引導下藉由劃記重點、關鍵字練習提取訊息的能力 

第 6-10 週 單元二：  

第四課 工匠之祖  

第五課 學田鼠開路  

第六課 神奇密碼 

1.能使用完整語句參與團體討論，表達意見。 

2.認識並能正確運用常用的四字語詞。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發揮想像力，體驗創意發明是生活進步泉源。 

7.能從學習內容中擷取並比對關鍵訊息。 

 

1.透過觀察課文與圖片，將學生分組兩兩討論，學習看圖說故意，再自由回答物品是如何發明出來的。 

2.引導學生根據語境，理解四字語詞的意義，再藉由造句方式加以運用。 

3.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 

退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以「打扮句子更有趣」的遊戲故力學生發揮想像力，再加上動作，可以將句子描寫得更生動有趣。 

6.讀出上下兩段話，先圈選重要訊息，再比較異同處。 

第 11-15 週 單元三：  

第七課 油桐花．五月雪  

第八課 大自然的美術館  

第九課 馬臺灣的山椒魚 

1.能找出課文中各段落的重點句，並說出相互關係。 

2.能發揮想像，認識並正確運用描寫景物的語詞。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感受、欣賞詩歌、遊記描寫景物之美。 

7.能提升使用學習工具查詢語詞涵義的能力 

 

1.請學生想一想這些句子在說什麼呢?再進一步引導學生觀察、比較，從句子的關係發覺段落重點句。 

2.先從景點的名稱進行想像，並透過仔細觀察，運用感官，如:看到的樣子、聽到的內容，連結想像來習得

描寫景物的語詞。 

3.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退

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藉由閱讀詩歌、遊記，配合圖片與影片，感受景物之美。 

6.引導學生理解數位辭典搜尋步驟，來幫助理解詞義。 

第 16-20 週 單元四：  

第十課 漁夫和金魚  

第十一課 聰明的鼠鹿  

第十二課 還要跌幾次 

1.能透過個人經驗，分享生活中看過、聽過的民間故

事。 

2.能認識類疊修辭的特性，並能善用類疊完成句子 

3.能正確認念並書寫常用字和常用語詞。 

4.能辨識常用國字的形音義，增進閱讀效能。 

5.能認識常用標點符號，並正確運用於造句中。 

6.能感受、欣賞民間故事與繪本之美。 

7.能培養學生利用句型來描述情境的能力。 

 

1.以口頭鼓勵與增強的方式，請學生分享看過的民間故事。 

2.利用生活經驗，教師引導下用類疊的方法形容教室裡的一個事物，並能運用類疊修辭在口述與寫作中。 

3.使用生字卡以部件拆解方式強化對字型結構的認識；提供視覺線索利於學生描寫，再逐步減少提示至 

退除；用電子書示範並練習國字正確筆順，幫助學生記憶國字字形。 

4.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如標記重點語句、手指念讀與簡易心智圖；使用文章結構教學法，瞭解主角、時間、 

地點與事件的要素。 

5.藉由閱讀民間故事與繪本，豐富想像，理解有趣的典故。 

6.教師先帶領學生複習句型的基本結構，再觀察情境圖片，並練習用句型完成句子。 

備註： 

1. 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2. 接受巡迴輔導學生領域課程亦使用本表格，請巡迴輔導教師填寫後交給受巡迴輔導學校併入該校課程計畫。 

3. 5-6年級採用九年一貫課程者，領域核心素養無需填寫，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請自行修改為能力指標/調整後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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