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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立與合作模式

• 發展背景

–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社會科只有三節

–彈性節數→彈性學習課程

• 統整性探究課程

• 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其他類課程



團隊建立與合作模式

–本校學生學習的困難

• 本校升學導向的性質較強烈

• 學生過度依賴教師所給予的內容

• 基礎的課本內容無法自我學習

• 無法抓住文章重點與脈絡

–閱讀是本校的校本課程

• 過去多由國文領域進行教學，多為閱讀技巧與文意
探究

• 社會領域應透過閱讀培養思辨與實踐能力



團隊建立與合作模式

• 發展歷程
– 105學年度

• 取得科內共識，以閱讀素養作為彈性課程

• 各科派出一至兩名作為核心小組討論課程

• 舉辦研習：閱讀素養之課程與教學設計

– 106學年度
• 將七年級的社會科中的一節彈性時數（歷史）試作

• 由四位教師進行合作，歷史兩人、地理一人、公民
一人

• 舉辦研習：非選擇題與閱讀素養評量



團隊建立與合作模式

• 合作模式

–課程教材自編，但會有範本讓每個老師進行修
改，每個老師能依自己需求更換內容

–所有資料彼此看過並共享，有需求就開會

–兩種運作模式

• 自己本科課程+社會領域閱讀（歷史、地理）

• 僅有社會領域閱讀課程，未上自己本科課程（公民）



課程規劃與設計

•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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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與設計

• 七年級社會領域閱讀課目標

–透過社會領域文本發展學生擷取重點、關鍵字
與摘要的閱讀能力

–發展學生轉化文本為結構圖的技術與能力

• 階層圖、分析矩陣、魚骨圖、因果序列、權衡秤

–提升學生閱讀技巧，並透過文本進行反思、批
判與行動能力



課程規劃與設計

• 七年級上學期

–認識文本類型

–擷取重點與關鍵字

–文章摘要

–結構圖

• 階層圖

• 分析矩陣

• 魚骨圖

–綜合練習

• 七年級下學期

–認識非連續文本

–結構圖

• 因果序列

• 權衡秤

–綜合練習



課程內容示例

• 課程demo

• 文本類型與閱讀任務1

• 重點、關鍵字與閱讀任務2（配合段考）

• 文章摘要與閱讀任務3、4

• 文本結構圖：階層圖與閱讀任務5



課程demo



課程demo

• 作為各個教師在準備的基本教材之一

• 確保大家上課內容的一致性

• 作為學生上課的講義或是學習方向

• 每個老師可以根據demo內容去增加或調整
裡面的例子



文本類型與閱讀任務1











邊讀邊自我提問
我的任務是什麼

記下關鍵字與重
要概念筆記策略

說出文章中的主
要重點

大意、主旨、
主要概念

從文意去推敲作
者的思考或目的

理解、
推論



重點、關鍵字與閱讀任務2

• 為什麼要做摘要？

–將文本或經驗以最少的數字或有效率的方式加
以重述

–形式：文字、口述、藝術表達、視覺傳達、肢
體動作、音樂、集體或個別創作

–閱讀理解以文字摘要為基礎，但不限於文字

–摘要是將文本的主要概念與重要元素重新組合
與歸納，是學習如何刪除資訊、替換（重組）
資訊、保存關鍵資訊的過程



重點、關鍵字與閱讀任務2



重點、關鍵字與閱讀任務2





賽夏族矮靈祭起源的傳說

• 在臺灣原住民各族中，賽夏族的矮靈祭是較為特殊
的祭典。

• 據說矮靈祭是源自古時賽夏族人與矮人的恩怨。相
傳有一群身高不到90公分的矮人居住在Maybalay山
（今新竹五峰鄉上坪溪上游），他們教導賽夏族人
耕種技術及歌謠。然而，矮人卻常藉機欺負賽夏族
的婦女，引起賽夏族男子的忿怒與不滿。於是，他
們偷偷把矮人回家途中常爬上去休息的樹先砍斷一
半，再用泥巴將樹的缺口填起。最後，除了兩個老
人外，其他爬到樹上休息的矮人們都因樹斷而墜入
溪谷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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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矮人死後，賽夏族的作物就年年歉收，他們
認為是矮靈作祟所致，於是每年舉行矮靈祭。
在秋收之後的月圓夜裡（農曆10月15日），賽
夏族人不斷地唱歌、跳舞，邀請矮靈歸來與賽
夏族人同樂，並在歌舞中請求矮靈原諒。

• 因為矮靈祭是賽夏族人對矮靈懺悔所舉行的祭
典，所以儀式是神聖而敬畏。在矮靈祭中並沒
有花俏的動作與舞步，大都是強調整體性的踏
步。在徹夜不停的迎靈、娛靈、送靈的歌舞中，
賽夏族人重新喚起祖先留下的訓示，也流傳了
血脈中千年不變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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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在臺灣留下什麼？

• 大約400年前，荷蘭人曾統治臺灣，後來因
為被鄭成功打敗而離開。荷蘭統治臺灣雖
僅有38年（1624～1662），卻在臺灣留下
許多事物。

• 在建築方面有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以
及驅逐西班牙人後在淡水重建的紅毛城。
文字方面則有「新港文」，這是臺灣目前
發現最早的文字，直到19世紀前期，仍被
書寫在土地買賣契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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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荷蘭統治臺灣是有其經濟目的。因此，統
治臺灣初期就從其殖民地爪哇大量引進經濟作物，
主要有蓮霧、檬果（土芒果）、釋迦、番石榴（土
芭樂），以及豌豆（荷蘭豆）、甘藍等，這些蔬果
後來對於臺灣農業經濟的發展貢獻很大。

• 我們現在在市場中常見的蔬果，竟然是400年前荷
蘭人引進臺灣的，可見「歷史」就在我們身邊。又
如嘉義市蘭井街，有一口「紅毛井」，相傳就是荷
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於1657年所開鑿的大井，這口
「紅毛井」，在清朝乾隆年間還曾被列為諸羅八景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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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在臺灣留下什麼？

• 大約400年前，荷蘭人曾統治臺灣，後來因
為被鄭成功打敗而離開。荷蘭統治臺灣雖
僅有38年（1624～1662），卻在臺灣留下
許多事物。

• 在建築方面有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以
及驅逐西班牙人後在淡水重建的紅毛城。
文字方面則有「新港文」，這是臺灣目前
發現最早的文字，直到19世紀前期，仍被
書寫在土地買賣契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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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與閱讀任務3、4
等級 評分規準

A++ 1.內容符合原意且正確
2.能回答重要核心問題且比例分配適當
3.語句順暢，文法正確
4.篇幅落在10%~25%之間

A+ 1.內容符合原意且正確
2.能回答重要核心問題且比例分配適當
3.語句略有不順或文法有錯，但不影響整體意思
4.篇幅落在10%~25%之間

A 1.內容符合原意且正確
2.能回答核心問題但比例略有偏差
3.語句略有不順或文法有錯，但不影響整體意思
4.篇幅略多或略少

B 1.內容與原作者意思略有不同
2.能回答核心問題但比例有偏差
3.語句不順或文法有錯，有影響閱讀
4.篇幅略多或略少

C 1.內容偏離原作者意思
2.無法回答核心問題
3.語句不順或文法有錯，足以整體意思
4.篇幅太多或太少





文本結構圖：階層圖與閱讀任務5



文本結構圖：階層圖與閱讀任務5



文本結構圖：階層圖與閱讀任務5



教學困難與省思

• 兩種模式間的差異各有優缺點
–本科+閱讀：對學生熟悉度較高，班級經營佳

–本科與閱讀分離：課程有較充裕的時間

• 學生普遍閱讀能力不佳，差異度大，因此
還在基礎閱讀能力的培養

• 由於課程需要經過討論、報告，因此常無
法在預定進度中完成

• 課前的備課資料繁重，課後學生作業也很
多，老師要有更多的研習進修



教學困難與省思

• 建議

–隨著班級與學生狀況彈性調整進度，不求快，
但要求精確

–閱讀課與社會領域課程共同配課

–一個教師最多不要超過六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