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文教育電子報》第十二期發刊囉！ 

本期教育電子報以「說明文本的教學與評量」為主題，語教專欄邀請陳欣希

教授，以「說明文之教學方式與評量重點」為題，闡釋「說明文本的教與學」之

重點與方向；並收錄《中國語文月刊》 740 期戚桐欣教授「每日一字‧夏」的文

章，深度說明「夏.mp4」裡面的識字卡，介紹「古今中文、中文易化」，豐富中

文教學的內容。桃園市國中國文輔導團蔡淑梓老師和苗栗縣新南國小吳振豪老

師，分別從國中和國小端的教學現場分享「說明文本教學與評量」的課堂實踐經

驗。花蓮縣國小國語文輔導團召集人陳素貂校長則是分享縣內積極推動「國語文

領綱宣講」的經驗。現在，邀請您一同走進這份屬於我們的電子報喔！ 

本團電子報與《中國語文月刊》合作發行 

更多中國語文資訊請上《中國語文月刊臉書專頁》 

 
1

 
➥返回首頁



欣希認為：只要回答下方問題，就能掌握「說明文」之「教學方式」與「評

量重點」了！ 

一、說明性的文本對我們有何重要？ 

二、說明性的文本常具有什麼特徵？ 

三、讀懂說明文需要具備什麼能力？ 

其實，國小、國中、高中職階段的學習素材大多是說明文；生活所需要的資

訊也大多是以說明文的方式呈現。 

一般而言，讀者閱讀說明文的目的常是「獲取知識」，所以作者也會透過「顯

而易見」的方式以讓讀者接收訊息。如：「篇名」常指出文章敘寫的對象及範圍

或是「作者的觀點、「標題」呈現意義段落的重點、「圖像」大多是理念的象徵（例

如：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表格」整理訊息之間的關係、

「圖表」則以視覺化符號呈現數據之間的關係。 

除此之外，作者在說明事物、事理時，常會以下定義、舉例、分類、比較的

手法呈現；文字間也常有粗體、斜線、底線和上下引號來標示關鍵詞，更別說常

將重點摘要於文章的首、末段了。 

由此可知，閱讀說明文時，若能先快速瀏覽，留意到「篇名」以及「標題之

間的關係」，即可掌握全文的主要概念與書寫邏輯。接著，讀首、末段，再讀圖、

表以及鄰近的文字。之後，再擇重點細讀。 

如何？作者的安排真的很「顯而易見」吧！ 

對說明文有豐富閱讀經驗的讀者而言，的確是很容易掌握文本特徵以幫助自

己理解；反之，別說理解，連「想」閱讀，都有點挑戰性了！

所以，說明文的教學重點，除了「問好問題」引領學生理解該文本的重點與

特色以外，還是要教「方法策略」並「讓學習能應用於生活中」。如此，即使沒

有老師在旁引導，讓學生也有獨自閱讀的能力，感受到「我竟然讀得懂……」、感

受到「知識的增長」、並感受到「學習與生活的關聯」！ 

要從「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到「學生漸能自學」，只需掌握四個小訣竅：相

似經驗以建立基模、外顯思考以明示步驟、釋放責任以穩定能力、視覺線索以提

醒學習。至於，具體引導國中、國小學生的引導步驟，請參考國語日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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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泡泡】 

http://blog.roodo.com/hsinhsi/archives/65779863.html 

【思考泡泡】 

http://blog.roodo.com/hsinhsi/archives/cat_4283602.html 

＊素養導向的閱讀課 06_知識繪本的素養引導_動物洗澡。 

國語日報 107.03.20.。 

＊素養導向的閱讀課 08_科普讀物的素養引導_超級城市選拔賽。 

國語日報 107.07.10.。 

＊素養導向的閱讀課 09_知識性讀物_閱讀紀錄單設計_蟲洞書簡。 

國語日報 107.08.21.。 

＊素養導向的閱讀課 13_運用閱讀策略，理解知識性文本。 

國語日報 107.12.11.。 

既然，說明文的教學除了要帶理解、還要帶策略的學習，那麼，評量的重點

呢？除了評量「理解」以外，至少要評量「方法」，若可再加入「應用」！以下，

呈現「臺北市 107 學年度 閱讀知識王」的部分題目讓大家參考，完整資料（含

學生回饋、媒體報導）請至部落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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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泡泡】 

http://blog.roodo.com/hsinhsi/archives/65779863.htm 

一、《中國語文》是「筆紙時期」的刊物，只能發表文字、圖表，Facebook

是「資訊時期」的刊物（互聯網），可以發表文字、圖表、影音、動畫、直播、舉

辦教學活動……，《每日一字‧夏》原稿是在 Facebook發表的「夏.mp4」，在Google

輸入戚桐欣 Facebook 就找到了，檔案永遠典藏在 Facebook，兩岸、世界使用

中文的人用電腦、手機都可以下載、選用。《中國語文》轉載「夏.mp4」裡面的

識字卡，介紹「古今中文、中文易化」，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各獻所長，各盡所

能，共同增加中文教學的內容，不要泥於「標準字體、標準筆形、標準筆順」，

不要泥於「規範漢字、五筆筆形、五筆筆順」，共同讓《中國語文》成為中文從

「筆紙時期」渡往「資訊時期」的大郵輪，普渡眾生。 

二、「資訊時期」的「書法、書本、講堂、教本」都改變了： 

（一）書法：調整「永字八法」為「中易八碼」1 2 3 4 5 6 7 8，「書法」就

是「輸入、教學、檢索、排序、查字典」的方法，「偏傍、聲韻」是更有效率的

「輸入、教學、檢索、排序、查字典」的方法，中文拼音＋中文拼形＝虛擬中文，

ASCII 在那裡，中文就在那裡，用電腦輸入中文「成語、辭、句」時，一字一鍵，

一鍵一字，不會提筆忘字，不會誤用錯字、別字。 

（二）書本：《語文》是大陸的小學課本，教育部出版，《易‧語文》是衍生的

著作，紙印書本由著者出版、發行，軟件書本在相關的互聯網上。在採用《語文》

之前，著者曾經行文給「康軒、南一、翰林」，希望採用各家課本使用的「生字」，

三家書局都不回應，礙於這些課本的著作權為各家書局私有，不能不改用《語文》。 

（三）講堂：講堂在虛擬世界——「兩岸世界『第二次書同文』共智社群」

WeChat ， 共 同 切 磋 、 精 進 ， 歡 迎 入 群 ， 請 與 群 主 馮 壽 忠 教 授 

nqwy1234@msn.com 聯絡。「群主」是大陸為因應互聯網時代而定的名稱、規

定，把責任、權力交給群主，群主把不守規定的人及時趕出群去，否則，政府處

分群主，不處分群眾。 

（四）教本：《語文》的特點是中文教學從「形」入門——不是從「漢語拼

音、注音符號」入門，講第 01—14 課之前先講 60 個單字——大部分是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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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請點此文字

修。每一張識字卡的

版面、存放資料的位置都固定，井然有序，學了第一張，其它一百張、一千張、一萬

張……都一樣。 

 

四、古今中文‧夏： 

講「古今中文」的版面、存放資料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有四個位置，左上角 4000

年前的甲骨文，右上角 3000 年前的金鼎文，中間是解說甲骨文、金鼎文的資料。左

下角 2000 年前的篆，第一次書同文；右下角向量字型「中文.ttf ©」，第二次書同文；

中間是解說「前筆紙時期」第一次書同文、「後筆紙時期」第二次書同文的資料。兩

次書同文之間是「筆紙時期」，用毛筆在紙上寫的字是「楷」，有「正書、行書、草書」，

不必書同文，不可能書同文，臺灣訂「標準字體」，大陸訂「規範漢字」，都是錯！錯！

錯。著者用影音檔講「夏」的資料在 Facebook，歡迎瀏覽、批評、指正。 

 

五、中文易字‧夏： 

講「中文易字」的版面、存放資料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分兩部份：上面的大字是

用向量字型檔「中文.ttf ©」顯示的「易」字，可以看到「偏傍、筆形、筆順、書法、

輸入、教學、檢索、排序、查字典的方法」；下面一列小字是可以輸入中文的方法，

包含英文、漢語拼音、中文拼音、中文拼形（中文書法：用 1 2 3 4 5 6 7 8 表示筆

形、筆順的方法），中文拼音＋中文拼形＝虛擬中文，ASCII 在那裡，中文就在那裡，

中文已經超越英文。講「偏傍、筆形、筆順、書法、輸入、教學、檢索、排序、查字

典的方法」的影音檔在 Facebook，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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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文.ttf ©： 

《易‧語文》使用的字是「後筆紙時期」的向量字型「易」字，檔案是 

「中文.ttf ©」，這種字可以看到「偏傍、筆形、筆順、書法、輸入、教學、檢索、

排序、查字典的方法」，「中文易字、簡化漢字」，可以參考、對照著學習。「標準

字體、規範漢字」不講「字源、字理」，不講「書法、易化」，「中文.ttf ©」講「字

源、字理、書法、易化」，兼顧「前筆紙時期、後筆紙時期」，感謝《中國語文學

會》各位理監事關心，感謝《中國語文》編審委員，讓我在《中國語文》發表「中

文易化‧第二次書同文」這一類文件，希望大家批評、指教。 

識字卡．夏 

最上面一列兩個大圖，初學中文者必

修，左面的圖講「古今中文」，右面的圖

講「中文易化」，下面幾列小圖，選修。

每一張識字卡的版面、存放資料的位置都

固定。 

古今中文．夏 

左上角甲骨文，右上角金鼎文，

左下角篆（第一次書同文），右下角易

（第二次書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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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易化．夏 

上面大字是「易」字，可以看到

「偏傍、筆形、筆順、書法、輸入、

教學、檢索、排序、查字典的方法」；

下面小字是可以輸入中文的方法，

包含英文、漢語拼音、中文拼音、中

文拼形，中文拼音＋中文拼形＝虛

擬中文，ASCII 在那裡，中文就在那

裡，中文已經超越英文。後筆紙時期的向量字型「易」，檔案是「中文.ttf ©」 

《易 ‧ 語文》使用的字是「後筆紙時期」的向量字型「易」字

，檔案是「中文.ttf ©」，可以直接看到「偏傍、筆形、筆順、書法、輸入、教學、

檢索、排序、查字典的方法」，「中文易字、簡化漢字」，可以參考、對照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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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學生練習作業一    圖二 學生練習作業二     圖三 學生練習作業三 

 
 
 
 
 
 
 

生活中處處可見與說明文相關的素材，例如：各種表單的填寫方式、各項活

動的參與條件、不同電器用品的使用說明及注意事項、法律對個人或團體的要求

規範等等，可見說明文的閱讀資料，在生活中俯拾即是。所以國中階段說明文的

教學，如果能與生活密切且廣泛連結，將可以使學習充滿意義感與吸引力。說明

文的呈現方式非常多元，有些甚至充滿創意元素，所以說明文閱讀能力的提升，

除了文字的閱讀，各種常見統計圖表、圖片、表格的解讀與統整，也是學習過程

中重要的一環。 

基於以上想法，此次嘗試設計的課程以 107年的第 16案公投議題為開端，

結合各種發電能源的資料閱讀，讓學生針對臺灣目前的能源政策，發表個人看法。

課程的進行流程如下：課前先發下各種發電能源的資料，讓學生在課前自行閱讀

相關內容，老師告知學生閱讀說明文時，應先注意大標題及小標題的訊息，了解

全文架構後，再仔細閱讀內容的細節，也可以在閱讀過程中，練習使用不同顏色

標示出不同層次的重點內容。請學生自行回家閱讀、畫重點，並將資料內容以表

格或各種類型的架構圖加以歸納整理後，帶至課堂中進行搶答、討論與發表。最

後希望每位同學能以書面資料或上台發表的方式，針對臺灣能源政策，提出個人

的看法。 

因為學生之前在其它課堂中已經有繪製心智圖的學習經驗，加上明確掌握說

明文大小標題的關鍵，所以呈現出來的整理圖表架構完整、層次分明、各具特色，

令人眼睛為之一亮，驚喜連連！以下列舉數位學生實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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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課程的進行以下列兩張簡報開場，讓學生解讀 107年公投案第 16案

的條文內容，並陳述自己目前的立場與看法。 
 
 
 
 
 
 
 
 
 

接著讓學生觀看兩段影片，說明影片內容對於核能發電的觀點有哪些不同角

度。然後進行下列圖表資料解讀，從中學習圓形圖與百分比堆疊直條圖的閱讀注

意事項，並請各組討論後，將圖表內容轉譯成相關文字的說明。 
 
 
 
 
 
 
 

    圖四 其他國家的發電結構                 圖五 臺灣發電量結構 
 
 
 
 
 
 
 
 

    圖六 百分比堆疊直條圖              圖七 發一度電，你願意花多少錢？ 
 

除了各種發電能源的文字及圖表資料解讀分析，也帶領同學們思考生活中電

費的現實因素，以及制定政策時其它相關的考慮因素。最後再回到一開始的公投

議題，讓同學比對自己在課前與課後的投票因素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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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發表閱讀到的訊息       ▲學生發表制定能源政策應考慮的因素 
 
 
 
 
 
 
 
 
 

                     ▲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與理由 
 

說明文的寫作目的在於把某種事物、現象或道理解說清楚，讓讀者清楚的理

解；而學生的學習表現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如何將生活周遭各種訊息正確解讀，適切表達個人看法，培養參與公共議題

的素養，說明文的學習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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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語文課本是學童在學校學習時主要閱讀的文本，其文章性質以記敘文本

和說明文本兩類為主。陳海泓（2011：29）歸納指出，國小學童在說明文本的

學習效果比記敘文本差的可能原因有四，一為說明文不像記敘文內容有可預測的

順序或組織方式；二為說明文常非單一結構呈現，其內容組織往往是較複雜的；

三為學生在閱讀說明文時常需擁有更多的先備知識；四為學生對說明文的結構和

概念具備極少的基模和知識。因此，為了即早發展學生未來與說明文本互動時所

需的閱讀策略，在國小階段就教導學生如何閱讀說明文，可說是國小語文教學活

動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說明文本的學習內容在 108 課綱中的第二學習階段便有明確規範，包括說

明文本是指具邏輯、客觀、理性的內容，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文本，而這

些文本多以描述、列舉、因果等寫作手法呈現，有時會有數據、圖表、圖片、工

具列等輔助說明。到了第三學習階段，增加問題解決與比較的寫作手法外，教師

也須教導學生習得說明文本的結構。 

現行三家出版社所編輯的各年級國語課本中，各冊說明文本篇數鮮少超過二

課，因此在有限的篇章中又須培養學生習得各種說明文本常見的寫作手法與結構

類型，對第一線教學者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 

國內外研究多支持，教師若能運用思考地圖(Thinking Maps)彰顯說明文本

的寫作手法與脈絡架構，是有助於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思考地圖由美國學

者 Hyerle 於 1993 年提出，後來經由實證研究發現八種思考圖像能有效提升教

師教學效率與改善學生學習成果。此外，思考地圖能當作一種轉換教學、學習和

評量三者間的工具（Hyerle，2011：204-205）。思考地圖讓思考看得見，於是

能成為師生間的溝通語言，它評斷的不只是學到什麼，也包含如何學，最終教師

可以真正達到評量自己所教的內容。 

思考地圖與說明文本寫作手法之對應表如表一，並以 107 學年度翰林版五

年級上學期閱讀樂園一「不一樣的房子」為例進行實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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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思考地圖與說明文本寫作手法之對應表 

寫作

手法 
對應之思考地圖 

列舉 

＊流程圖—列舉事件具

有順序或進程關係。 

 

＊樹狀圖—列舉事

件有組織分類概念。 

 

＊括弧圖—列舉事

件是指部分與整體關

係。 

 

描述 
＊泡泡圖—用以說明主

體與細節間的描述關係 

＊橋接圖—用以說明事件間的

推論關係 

比較 ＊雙泡泡圖—用以說明兩件事物比較結果 

問題

解決 ＊多流程圖—用以說明事物之單因果或多因果之關係 

因果 

 

「不一樣的房子」是一篇事物類說明文本，主要在說明人類所居住的房子，

會因為各地方不同的環境特徵而影響建築方式，最後蓋出各具特色的房子。本課

除了首、尾段，中間列舉了五個例子作為支持說明用。首、尾段內容屬單因果關

係，可以用多流程圖表示，而採用泡泡圖是為了表示五種房子與各細節描述的關

係（如圖一）。 

 

 

 

 

 

 

 

 

 

 

 

圖一 五種房子與各細節描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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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如下： 

◆ 師生共構首、尾段因果關係(氣候環境→建築方式→房子特色)，並作為摘

取五種房子的各細節描述。 

◆ 教師示範運用泡泡圖組織窯洞及其細節，最後完成段落大意。 

◆ 教師提供半鷹架，帶著學生完成蒙古包的泡泡圖與段落大意。 

◆ 學生自行操作(個人或小組)完成冰屋與高腳屋的泡泡圖與段落大意。 

◆ 合掌造可作為本教學的形成性評量。 

◆ 教師歸納此說明文本的寫作手法是列舉和描述，而全課是屬在同一個概

念下舉數個例子作為說明的結構。 

◆ 教師提供結構相仿的文本讓學生分析，並透過學生所繪製的思考地圖判

讀學生的思維脈絡，並作為下一次教學設計的基礎。 

運用思考地圖彰顯說明文本篇章脈絡，不但讓思考可見，還能操作與討論。

學生繪製思考地圖同時，教師可以透過學生提取訊息的量評估其文意理解能力；

藉由組織訊息的位階關係評估其推論理解能力；組創段落大意或全課大意則是評

估其詮釋整合的能力。一個小小的圖式，同時可作為教學、學習與評量之用，可

說是一兼二顧的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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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108 課綱的上路，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積極推動總綱、領綱的宣講，讓

108 學年度的新課綱在積極推動實施的當下，為了我們未來孩子的成長，建立終

身學習者的概念，改變教師一貫教學的方法與策略，所以國小國語文領綱的宣講，

就落在輔導團員的肩上，我們也責無旁貸的扛起這個重責大任。希望透過這波的

宣講，老師們能徹底了解領綱的內涵，為了這次的宣講，輔導團員特別規劃了共

備時間，整理符合 108 課綱的精神，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107 學年度

進行了六場次的宣講，獲得現場老師滿滿的掌聲，讓我們好受感動。 

共備是一個非常棒的過程，輔導員本身就是在領域上具備非常突出的專業背

景，所以輔導員經過領綱種子講師培訓後，都有自己對領綱推動的見解和看法，

藉此機會，大家集思廣益。將宣講內容做統整，並設計宣講過程中，針對領綱的

重點，以活動式的方式進行，讓參與研習的老師，透過自主、溝通、共好的模式，

在領綱宣講之前，我們說明這場研習就比喻坐雲霄飛車的模式，是場燒腦又緊張

刺激的研習活動，要專注學習。 

這次領綱宣講，我們團設計了總綱抽抽樂，先用總綱圖卡的方式進行組內分

享，藉此了解學員對總綱的認識。除了要理解，還要類化，藉此讓每個人都有發

言的機會。接著分組進行國語文領綱重要內涵-核心素養的閱讀與書寫，讓團員

分組上台將閱讀的重點分享。然後進行分組閱讀國語文領綱學習重點—學習表

現，以蜜蜂館跑桌的方式，進行跑桌報告，每組的女王蜂留在組內介紹自己組內

研讀的成果，其他工蜂要到別組去聽其他組的報告，聽完後還要回來分享給其他

組員了解。最後進行實施要點的部分，也是藉由分配各組的任務，完成領綱內容

的閱讀。所有內容都是經過參與的教師親自的閱讀與分享，講師只是扮演引導者

的角色，比直接宣講，感覺更容易打動現場教師對領綱的接受度。 

待領綱宣講完畢後，我們設計了 kahoot 的後測練習，老師們終於可以拿出

手機玩遊戲了，輔導團員設計了一些題目，去讓老師利用手機操作回答上課提到

的內容。真的，老師們非常專注的學習，感覺很棒。最後我們介紹輔導團開發的

「聽的魔法術」，再請老師們發言，今天參與研習的收穫、疑惑和感想，老師們

除了表達這種模式的研習，讓他們能實際去理解以外，還非常讚賞「聽的魔法術」

有可以參考訓練聽力的實際教學影片，收穫滿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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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團內夥伴群策群力的規劃與努力，讓領綱宣講能慢慢深入教師的心裡，

化行動為信心，期待 108 課綱能安全而穩定的上路。 

 

 

 

 

 

 

 

 

  ▲學員發表對領綱核心素養的理解       ▲小組討論學習表現的序階性 

 

 

 

 

 

 

 

 

 

▲小組專注討論領綱內容               ▲學員進行實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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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彰顯學生的主體性，提供主動探索學習的機會，將

學習主導權落實在學生身上，在學習科技創新與網路資源日益豐

富的數位時代，更激發出自主學習的各種可能性，也翻轉教室中

的風景。如何運用教學策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使學生樂於學習

並積極參與，增進學習效能，以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精神，培養主動自發的自主學習者，其重要性日增，因此，教

育脈動第 15 期以「自主學習」為主題，由不同視野探討此議題，

一起探究自主學習的內涵。 

更多資訊請至：https://bit.ly/2I6Y9bR 

 

這次國語文課綱與過去課綱相比有何不同？

變革為何？中小學教師該如何因應這次變革？

為何要改變？新課綱為國語文課程設計提供了哪

些思考面向？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邀請國家教

育研究院蔡曉楓助理研究員及高中

國文學科中心陳麗明執行秘書，以

「新課綱國語文的介紹」為題，進行

詳細而深入的解說， 

一起來線上收聽吧！ 

王溢嘉先生是臺灣暢銷散文作家，畢業於臺
灣大學醫學，曾從醫 2 個月，但因為對寫作的喜
愛，王溢嘉毅然決然放棄本學的醫科，改而從事
全職作家。王溢嘉的多本散文著作，名列多個網
路書店的暢銷排行，其中《蟲洞書簡》以及 

《青春第二課》2 本書，為王溢嘉專為年輕人所寫，內容淺顯易懂、敘事獨特，相當受年輕學子的喜愛。
在國中小的國語文課本中收錄許多王溢嘉先生的作品，讓我們一起來認識「用青春故事啟發青春的作
家──王溢嘉」！ 
更多資訊請至：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330007&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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