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區服務（中西區成功國小）各校提問單 1010411 

年

級

別 

問題 
負責回覆

人員 
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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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銘鴻 

陳春蓮 

1. 建議利運用一種「可以重複學習」的機制，例如

利用網站（標點符號網站）。老師教過後，還可

用來進行補救教學，學生也可以進行自行反覆學

習輔導。 

2. 教育部的標點符號筆順學習網（在筆順學習網

內），或南安國小標點符號學習網（網址：

http://naes.tnc.edu.tw/html/tra_chi/information/s

tudying/punctuation/index.htm 或是 GOOGLE 一

下，應該都可以找到相關資源。 

3. 有效的方法必須具備「理解」、「練習」、「應用」

三個元素。請老師掌握此三個要素進行（補救）

教學。 

4. 參考書籍： 

標點符號歷險記  

作者：周姚萍 繪者：羅安琍 

出版社：小魯文化  

出版日期：2008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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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蓮 1. 照樣寫短語的寫作練習，視教學目標而定。教學

指引僅供參考，學年教師可共同討論評分規範，

慎思照樣寫短語的教學目標為何。 

2. 以低年級的學生的學習而言，照樣寫短語的詞性

對應通順就好，無須過於嚴謹要求。重點在於教

學過程，如何讓孩子真正學到照樣寫的意義，而

非學習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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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蓮 1. 建議老師舉實例說明「的」、「得」的用法，透過

語境的脈絡，增加學童的語文認知。由生活經驗

習得正確用法，久而久之，自然能夠分辨使用時

機。簡單的辨認:如果可以，教導孩子使用閩南

語發音分辨。 

2. 不建議對低年級的孩子實施「的」、「得」兩字的

測驗，若需測驗，亦請使用有情境的句子，不宜

單考「的」、「得」字。 

(1)的: 形容詞、副詞 



 

 

(2)得: 動詞後(跑得很快)、因程度而引發的動作(高

興得跳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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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銘鴻 1. 建議使用「部首歸類」的學習策略，一開始會花

比較多的學習時間，但是慢慢的就可以省掉很多

教生字的時間，而且「部首」是一個有意義的單

元，比起教「部件」要有效的多。 

2. 亦建議將課文做統整設計，進行有效教學。整體

性的學習，孩子容易習得更多的生字、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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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銘鴻 1. 課文生字的難易度應該是依照「字頻表」所統計

常用字出現的頻率而定。依字頻表「讀」字的字

頻編號是 399，「賣」字的編號是 752。所以先教

「讀」是可以的。 

2. 依前述「部首歸類」的教學策略，先教那個字並

不會造成學習困擾，重要的是要掌握中文字「意

義單元」的教學。即使老師在教「讀」字時還沒

有教過「賣」字，不妨一起教，這樣未來教到時

也可以省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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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銘鴻 1. 糾正的原則是要讓學生切記筆順是有一定的意

義的，這是中文字由「圖」演變到「字」的重要

關鍵。中文字如果每個字都要用「畫」的，寫字

會越來越慢，跟不上別人的速度。 

2. 筆順跟硬筆字以及書法的學習有很大的關係，沒

有建立筆順的觀念，在書法的學習上會造成很大

的困擾。（雖然書法的筆順不等同於硬筆字的筆

順，但是 97%以上是相同的） 

3. 結構的部分還是要強調「部首歸類」的教學策

略，才能幫學生有效的記住生字。 

4. 提供參考網站: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

習網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c

haracter.do 

網站內容整合筆順教學、電子辭典、標準字體教

師手冊，可於課堂教學中運用，若有電子白板亦

能運用網站筆順練習功能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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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蓮 1. 句型、照樣造句可透過小組討論發表，一組說出

一個答案，全班就有幾個共同的答案了，學生可

個人多思考幾個答案。 

2. 抄答案，寫得快，忘得更快。與其讓學生背三個

答案，不如請他好好想出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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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予鷹架提示，請低成就學生接寫完成句子。 

4. 能不抄就盡量不抄，抄習慣了，很難不抄。 

5. 上課時學習過篇章、段落、句子後，可以先拆解

句型，先分析句子是由那些語詞(詞性)組成的，

讓學生知道句子的重點，並且可先由教師示範造

句，再次強調「照樣」造句應把握的重點為何？

若學生無法一時完整照樣造句，可先讓學生由模

仿短語著手。 

6. 教師應審視讓學生照樣造句的句子。是否真有意

義？部分考題或習作的句子並不優美，且不易在

既有句型中仿作，若勉強要學生「照樣」造句，

這樣的練習對於活化學生句型運用的助益有待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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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慧珍 1. 建議可以選定幾個新詞，請學生利用這幾個新詞

組合成一段文字。（字數由老師可以給予限定字

數，避免得學生書寫過於簡略。） 

2. 多運用新詞做造句練習，讓學生熟練新詞的用

法。 

3. 日常生活有機會用到時，老師要隨機教學，常常

說出那些新詞，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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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啟丞 1. 教學指引並無需送審，所以內容的正確性與否不

易辨別，如欲使用，請經過查證。 

2. 目前的小學課文，多為敘述性文章，亦有抒情兼

記敘、夾敘夾議……等等文本，教學者應活用專

業技能，進行教學設計，不宜依賴固定格式進行

教學，避免學生產生學習不耐症。 

3. 97 年微調過的國語文課綱已將「文體」修改成

「文章表述方式」，並特別將文類（詩歌、散文、

小說、戲劇）相關能力指標區分出來。建議教師

於教學時即可針對教材內容之不同表述方式（敘

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加以提示，不需

每課教材即需硬規類屬哪一種文體，可避免衍生

教學困擾，亦不會讓學生的學習概念停留在舊的

思維中。產生一篇文章只採用一種表述方式寫作

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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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討論」式的教學各個學習領域皆可運用，並不

僅止於使用在「閱讀文本」上。雖然說「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遠」，然而，亦有人說「盡

信書不如無書」。具體的討論模式可由教師的學習

社群做起，親身經歷「討論」過程，並藉由討論

形成課文的「教學設計」，常而久之，將可達到一

舉兩得之益。 



 

 

 

2.建議多利用課餘參加增能研習、產出型工作坊，

培育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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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課前的預習學生課前的預習學生課前的預習學生課前的預習」」」」應視教師教學設計有所變化應視教師教學設計有所變化應視教師教學設計有所變化應視教師教學設計有所變化，，，，

若是教師需要教材中納入若是教師需要教材中納入若是教師需要教材中納入若是教師需要教材中納入「「「「學生課前預習技巧學生課前預習技巧學生課前預習技巧學生課前預習技巧」，」，」，」，

可透過出版社可透過出版社可透過出版社可透過出版社業務員傳達教學需求業務員傳達教學需求業務員傳達教學需求業務員傳達教學需求。。。。然而然而然而然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的設計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是教師專業知能的展的設計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是教師專業知能的展的設計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是教師專業知能的展的設計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是教師專業知能的展

現現現現，，，，若一味依賴出版設的給予若一味依賴出版設的給予若一味依賴出版設的給予若一味依賴出版設的給予，，，，恐會造成教師專恐會造成教師專恐會造成教師專恐會造成教師專

業能力被質疑的後果業能力被質疑的後果業能力被質疑的後果業能力被質疑的後果，，，，敬敬敬敬請三思請三思請三思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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