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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資源班語文領域國語文乙 B組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柳品伃     

(表 10-3)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翰林五年級上下冊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外加  □抽離 3節      

三、教學對象：學障 5年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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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性，

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

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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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

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

作的重要性。 

1-Ⅲ-1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

並簡要記錄。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並口頭

簡述。(替) 
2-Ⅲ-3  靈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
巧，豐富表達內容。 

運用詞句，豐富表達內容。

(簡、減) 

2-Ⅲ-4  運用語調、表情和肢體

等變化輔助口語表達。 

不調整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

表達的效能。 

不調整。 

4-Ⅲ-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2,700

字，使用2,200字。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2000 字，使

用 1500 字。(簡) 

4-Ⅲ-2  認識文字的字形結構，

運用字的部件了解文字的字音與

字義。 

認識文字的字形結構。(簡、減) 

4-Ⅲ-4 精熟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

要領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 

不調整。 

Ac-Ⅲ-2 基礎句型結構。 

不調整。 

Ac-Ⅲ-2 基礎句型結構。 

不調整。 

Ab-Ⅲ-1 2,7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

和字義。 

25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

義。(簡) 

Ab-Ⅲ-2 2,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1700 個常用字的使用。(簡) 

Ab-Ⅲ-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

義功能。 

不調整。 

Ab-Ⅲ-5 4,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30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簡) 

Ab-Ⅲ-6 3,7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3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簡) 

Ab-Ⅲ-9 楷書形體結構要領。 

不調整。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

小說、兒童劇等。 

故事、現代散文、少年小說等。(減) 

1. 認識並正確書寫常用字與常用語

詞。 

2. 能閱讀文本，說出課文大意，並

提出想法。 

3. 能在提示下完成語意完整的造

句。 

4. 能運用數位媒體，習得基本寫作

能力並應用於生活中。 

 口頭評量 

1. 能適切的表達想

法。 

2. 能閱讀文本，並提

出想法。 

3.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

言。 

 

 紙筆評量 

1. 能認識與應用常見

標點符號。 

2. 6.能習得基本寫作

能力並應用於生活

中。 

3. 認識並正確書寫常

用字與常用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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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

法與表達效果。 

理解常見標點符號的用法與表

達效果。(簡) 

5-Ⅲ-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

文本。 

能在協助下，讀懂與能力相符

的文本。(簡)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

的內容。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

自己的想法。(簡) 

6-Ⅲ-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適

切的標點符號。 

不調整。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

寫作基本能力。 

不調整。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創作故事。(減)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報、讀

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

主。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讀書報告等格式

與寫作方法為主。(減) 

Ac-Ⅲ-3 各種複句的意義。 

不調整。 

Ac-Ⅲ-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作用。 

不調整。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 

順敘法。(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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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單元：當我們同在一

起 

第一課你我之間 

第二課風起，大家都在 

第三課廉頗與藺相如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欣賞詩歌 

5. 能了解記敘文的基本結構 

6. 透過上下文推論文本觀點 

7. 能進行短文寫作-練習詩歌仿

寫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詩歌仿寫。 

5. 能透過影片圖片欣賞詩歌。 

6. 能在部分提示下，說出上下文推論文本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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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0 週 第貳單元：生活大小事 

第四課來場快樂的桌遊 

第五課超級英雄 

第六課世足賽的贏家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認識說明文本取材、組織

與遣詞造句的特徵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在部分提示下，說出說明文本的特徵 

第 11-15週 第參單元：山的樂章 

第七課美景閒情-詩兩首 

第八課與山為鄰 

第九課窗邊的鳴聲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進行短文寫作-觀察與思考

生活經驗 

5. 能欣賞古典詩文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生活經驗寫作。 

5. 能透過圖像、影片欣賞古典詩文的美 

第 16-21週 第肆單元：平凡中的特別 

第十課敏銳觀察 

第十一課你一定會聽見的 

第十二課藍色連身裙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進行短文寫作-聲音摹寫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寫作(聲音摹寫)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 1-5 週 第壹單元：旅人筆記 

第一課鵝鑾鼻詩 

第二課山與海的交響-東

海岸鐵道 

第三課我眼中的東方之最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進行短文寫作-觀察與思考 

5. 能理解詩人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感

懷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故事寫作。 

5. 能在部分提示下，理解詩人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感懷 

第 6-10 週 第貳單元：與愛相遇 

第四課滿修女採訪記 

第五課誰該被派去非洲 

第六課幸福的味道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提取文章主旨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並透過

刪除法提取課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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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5週 第參單元：生活與學習 

第七課生活有感-詩兩首 

第八課別把重點當全部 

第九課良言一句三冬暖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進行短文寫作-敘寫遊記藉由

敘述事件，表達感受 

5. 能了解議論文本包括論點和論

據。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遊記寫作。 

5. 能在視覺提示下，說出議論文本包括論點和論據。 

第 16-21週 第肆單元：精彩故事集 

第十課擅長推理的人 

第十一課草船借箭 

第十二課三個問題 

1. 能認念、習寫該課生字 

2. 能寫出課文短句 

3. 能理解課文大意 

4. 能進行短文寫作-讀書報告的撰

寫 

5. 能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1. 運用遊戲式教學及評量方式進行精熟生字 

2. 能透過圖片視覺提示造出課文短句 

3. 運用圖像式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課文重點 

4. 能透過圖片引導及科技融入，進行讀書報告寫作。 

5. 能在部分提示下說出議論文本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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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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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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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