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彰化縣縣立螺陽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學校課程評鑑檢核表 

*課程評鑑檢核表係為公版，其課程評鑑細項應請各校依據實際需求內容去修改 

 

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字描

述 
1 2 3 4 5 

 
 
 
 
 
 
 

 
 

 

課程
設計 

 

 

 

 

課

程

總

體

架

構 

1. 

教育

效益 

1.1 學校課程願景，能呼應課綱之基本理念、目標，具

適切性及理想性。 

    V 由全校教

師討論，

產生呼應

課綱之願

景 

1.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規劃， 

能適合學生學習需要，獲致高學習效益。 

    V 依本校學

生特質，

由全校教

師共同決

議適合學

生學習之

節數規劃 

 

2. 

內容

結構 

2.1 含課綱及縣府規定之必備項目，如背景分析、課程

願景與目標、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節數課

程分配表、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學生畢業

考或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規劃與實施及相關附

件。 

    V 課程內容

於課綱規

定架構

下，重視

學生學習

效益 

2.2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部定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教學節數及總節數規劃符合課綱規定。 

    V 教學節數

符合規定 

2.3 適切規劃法律規定教育議題之實施方式     V 融合部定

與校訂課

程實施 

3. 

邏輯

關聯 

學校課程願景、發展特色及各類彈性學習課程

主軸，能與學校發展及社區文化等內外因素相互連結。 

    V 依據校內

外資源發

展校訂課

程 

4. 

發展

過程 

4.1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為課程發展重要參照資料。     V 課程依據

學校現況

與背景進

行每年修

正 

4.2 規劃過程具專業參與性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通過。 

    V 邀請清華

大學教授

到校指

導，與教

師共同討

論，並經

課發會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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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5. 

素養

導向 

5.1 教學單元/主題及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納入 

課綱中本教育階段納入之學習重點，包括學習內容 

及學習表現，以有效促進核心素養之達成。 

    V 完整納入

課綱之學

習重點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

能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及

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 

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V 設計素養

導向的課

程教學 

 

6. 

內容

結構 

6.1 內含課綱及縣府規定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

項目，如各年級課程目標或本教育階段領域/核

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名稱、教學重點、教學進

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元/主題內容融入議

題之內容摘要。 

    V 包含課綱

規定項目 

6.2 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合順 

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之課程組織原則。 

    V 同一學習

階段符合

課程組織

原則 

7. 

邏輯

關聯 

7.1 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時 

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彼此呼應且具邏輯關連。 

    V 教學主

題、重

點、評量

具邏輯關

聯 

7.2 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單元/主題，主題內 

容間應彼此具密切關連之統整精神；採協同教學之 

單元，應列明參與授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 

    V 跨領域主

題具統整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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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8. 

發展

過程 

8.1 規劃與設計過程蒐集、參考及評估本領域/科目

課程設計所需之重要資料，如領域/科目課綱、學校

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學生先備經驗 

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V 依課綱、

學生發展

階段設計

課程 

8.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領域/科目 

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V 課程規劃

經年段與

社群教師

討論訂定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9. 

學習

效益 

9.1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生 

之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 

    V 課程內容

符合學生

學習需要

與身心發

展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內容與活動，能提供

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及整合之充分

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 

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目標。 

    V 彈性課程

提供學生

多元學習

方式 

 

 

10. 

內容

結構 

10.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之內含項目，符合主

管機關規定，如年級課程目標、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單

元/主題內容摘要、教學進度、擬融入議題內容摘要、自

編或選用之教材或學習資源和評量方式。 

    V 彈性課程

依據課綱

規定擬定

內容 

10.2 各年級規劃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綱規定

之四大類別課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

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

及學習節數規範。 

    V 符合統整

性主題課

程、其他

類課程 

10.3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組成單元或主題，彼此間符 

合課程組織的順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原則。 

    V 符合課程

組織的順

序性、繼

續性及統

整性 

11. 

邏輯

關聯 

11.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應學 

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V 各年級教

師共同討

論訂定呼

應學校課

程願景及

發展特色

之課程 

11.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容、課程

目標、教學時間與進度及評量方式等，彼此間具相 

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V 各彈性課

程依學校

願景架構

訂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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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年

級設計由

淺入深的

課程 

 

 

12. 

發展

期程 

12.1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所蒐集且參考及評估各彈性

課程規劃所需之重要資料，如相關主題的政策文件與

研究文獻、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

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

考文獻等。 

    V 學校課程

願景、學

校背景分

析、學生

發展狀

態、其他

特色學校

課程 

12.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小組、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共

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特殊需求類課程，並經特殊教育相關法定程序通過。 

    V 邀請清華

大學教授

到校指

導、與教

師進行討

論，全校

共同訂

定，並經

課發會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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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文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實施 

 

 

 

 

 

各

課

程

實

施

準

備 

13. 

師資 

專業 

13.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科 

目及彈性學習節數課程。新設領域/科目，如科技、 

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排。 

   V  師資大致能

符應各領域

需求 

13.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新課綱專業研習或 

成長活動，對課程綱要內容有充分理解。 

    V 校內辦理多

場新課綱專

業研習，教

師對課程綱

要內容多充

分理解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 

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同備課、觀課及 

議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課程計畫及教材 

內容。 

    V 教師皆參與

專業學習社

群，每年進

行一次共同

備課、觀課

及 

議課活動 

14. 

家長 

溝通 

學校課程計畫獲主管機關備查後，上傳學校網路首

頁供學生、家長與民眾查詢。 

    V 學校網站設

置課程計畫

之連結供各

界點閱查詢 

15. 

教材 

資源 

15.1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 

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源 

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V 各領域教材

選用依教科

書評選機制

辦理；自編

教材經課發

會審查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設 

備，已規劃妥善。 

    V 教室、資訊

設備、蝴蝶

園、農耕

園、美膳坊

皆設置完成 

16. 

學習 

促進 

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果，如辦理 

課程相關之展演、競賽、活動、能力檢測、學習護 

照等。 

    V 期中或期末

進行成果展

演、運動

會、閱讀護

照、英語學

習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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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課

程

實

施

情

形 

17. 

教學

實施 

17.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教學策略及 

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精 

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程目標。 

    V 除課堂講述

以外，教師

以多元方式

進行教學活

動，如討

論、規劃、

實作、體

驗、發表等 

17.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生特質及資 

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學策略，並重視教 

學過程之適性化。 

    V 教師能依據

學生學習情

況與外在資

源調整教學

方式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

習 

18. 

評量 

回饋 

18.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量之 

內容及方法，能掌握課綱及課程計畫規劃之核心素 

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據評量結果進行學 

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V 教師能依據

評量結果調

整未來的教

學方式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 

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施。 

    V 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

定期討論全

校課程實施

情況，檢討

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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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文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效果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19. 

素養

達成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

結果表現，能達成各該領域/科目課綱訂定之本教 

育階段核心素養，並精熟各學習重點。 
   V  

多數學生

可達成該

階段之核

心素養 

19.2 各領域/科目課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

之其他非意圖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 

值。 
    V 

師生的教

學互動中

能產生正

向價值，

如互助、

信賴等 

20. 

持續 

進展 

學生在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於各年級及

學習階段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V 

學生的學

習表現隨

著學習階

段之推進

呈現持續

進展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21. 

目標

達成 

21.1 學生於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能

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 

21.2 學生在各彈性學習課程之非意圖性學習結 

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V 

學生能達

成課程預

期目標；

師生的教

學互動中

能產生正

向價值，

如互助、

信賴等 

22. 

持續 

進展 

學生於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成就表現，具持續進

展之現象。 

    V 

學生的學

習表現隨

著學習階

段之推進

呈現持續

進展，愈

高年級幅

度愈大 

課
程
總
體
架
構 

 

23. 

教育

成效 

 
學生於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

現，符合預期教育成效，展現適性教育特質。     V 

學生的學

習結果表

現達成學

校課程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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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螺陽國民小學 110 學年校訂課程評鑑 
以六年級「趣學文言文」為例 

 

螺陽國小許淑玫 
 

壹、前言 

十二年國教除了部定課程外，尚給予各校極大的課程發展空間，各校可依據自身的條件

與社區特色、師生特性、學生需求等建構專屬的校訂課程。然，108新課綱的執行，不僅重

視學校總體課程之建構，落實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之實施，更重視足以檢核、了解與修正課

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效果之課程評鑑。對學校而言，課程評鑑的目的在確保及持續改進

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協助評估課程實施以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本校以往僅針對總體課程計劃進行一年一度之評鑑，對於部定課程之領域教學以及校訂

課程之實施情況和學習效果等，並未進行有系統且足以提供即時反饋之評鑑。爰於課程評鑑

是課程發展之重要基石，本學年度開始嘗試校訂課程之評鑑，選擇六年級新發展的校訂課程

「趣學文言文」做為課程評鑑案例，一方面透過評鑑反饋於課程設計與實施中，再則，透過

整理評鑑歷程，冀能提供其他課程方案未來進行課程評鑑之參酌。 

 

貳、評鑑對象 
一、課程名稱：六年級校訂課程「趣學文言文」 

「趣學文言文」課程為本校今年度發展的「悅讀饗宴」校訂課程之一，實施年級為六年

級學生。本課程方案於 110學年度開始發展，呼應學校願景「樂效學習」，目的係讓六年級

學生於進入國中階段前提早接觸文言文，並能在教師有策略的引導下，對原本艱澀的文言文

產生興趣，進而樂學，為國中階段語文領域之文言文學習做好最佳準備。圖一為本課程方案

與學校願景關係圖。 

二、課程設計理念 

「趣學文言文」課程呼應本校願景，以培養學生「樂效學習」為軸，力求「有趣」和

「有效」雙軌並進，讓學生從文言文的學習中，感受古人的用字遣詞與生活智慧。在教學設

計上跳脫傳統記誦抄寫模式，以閱讀理解策略為基，運用預測下文、推論以及提問三個策

略，引導學生有效又有趣的學習，並設計「文言文接寫」任務，培養語用的閱讀素養。此

外，本課程強調和國中學習接軌，在教材部份除了以故事體為主，由淺入深外，也在下學期

的課程中，適度選用國中階段較簡單的文言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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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校訂課程「趣學文言文」與學校願景關係圖 

參、課程發展與評鑑系統 

「趣學文言文」的課程設計發軔於本校校長，復偕同校內團隊成員一起討論調整，完成

整個課程方案，經課發會通過後進入課程實施，開始教師的運作課程。成員除了全力投入觀

議課之外，尚諮詢外部專家，冀解課堂實施之惑，從中調整與規劃更適於學生之教學。在課

程實施過程中，兼含課程效果之同步檢視與資料蒐集，透過觀察、學生學習表現、家長回

饋、學生態度以及持續進行社群共備討論等多元方式，了解學生之經驗課程，統整多元可信

資料，做為課程反饋與調整之基礎。 

綜言之，從課程設計到課程實施、課程效果等，看似三個不同階段，其實是相互交織，

彼此互融的循環過程。一個成熟的課程發展，必然包含設計、實施以及效果之持續檢核、評

鑑、反思與調整。而在評鑑過程中，打破固有成見與單一觀點，保持多元的資料來源是有效

評鑑的要素，在評鑑之後，需將評鑑結果運用於課程修正與發展，以確保課程品質，冀能更

符應學生學習所需。圖二為本校課程發展與評鑑歷程關係圖，從圖二可知，透過評鑑人員的

多元參與（諸如社群討論、共備、觀議課、學生回饋、課發會審查等），可蒐集到文件、觀

察、問卷等評鑑資料進行統整分析，根據結果與發現，再進行課程的修正，整個循環過程體

現了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 

類別 
年級 

課程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統整性 

主題 

探究 

蝴稻螺陽 蝴稻笑 CC 有蝴來稻 食立鄉同 食時在在 耕讀樂生活 躬耕樂稻 

悅讀饗宴 
悅讀新視界 悅閱欲試 英閱響曲 英閱同繪 暢遊書海 趣學文言文 

書海遊踪 

其他類 

課程 

螺陽 

大小事 

營養教育、防災宣導、生命的勇士、人權教育、交通安全、租稅宣導、「運

動、健康我最型」、環境教育、藝術饗宴、服務學習、反毒宣導、防溺宣

導、生命教育、法律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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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課程發展與評鑑系統圖（修改自周淑卿教授課程評鑑工作坊資料） 

肆、課程評鑑的規劃 

一、評鑑人員與時程 

「趣學文言文」是螺陽國小 110學年度新發展的課程，主要課程設計者是許淑玫校長，

為了力求課程能貼近學生能力及學習需求，為了讓校內教師能一起理解參與這套課程，校內

組成閱讀教學社群，主要成員包含校長、六年級兩位級任教師和對閱讀極富興趣的組長。 

閱讀教學社群透過觀議課及定期共備討論，再經由完整的課程評鑑來檢核本課程的可行

性，增進課程的完整度及可用度。課程評鑑的項目主要分為課程設計、課程實施以及課程效

果三者。評鑑人員主要為教學者、閱讀教學社群成員和課發會成員，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尚

邀請外部專家諮詢與指導，整個評鑑時程分布如表一所列： 

 

表一：「趣學文言文」課程評鑑實施期程 

 

 

 

評鑑人員：○1 教學者 ○2 閱讀教學社群人員 ○3 課發會成員 
 

時間 

項目 

110 年 

7 月 

110 年 

8 月 
110 年 

9 月 
110 年 

10 月 
110 年 

11 月 
110 年 

12 月 
111 年 

1 月 
111 年 

2 月 
111 年 

3 月 

111 年 

4 月 
111 年 

5 月 

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            

課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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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工具與評鑑執行 

要落實完整的課程評鑑，需要規劃多元的評鑑工具，以蒐集到豐富、具深度和廣度的評

鑑資料。根據圖二（課程發展與評鑑系統圖）及表一（課程評鑑實施期程），統整出「趣學

文言文」方案的課程評鑑執行一覽表，其中含括不同層面的評鑑時程、評鑑重點、評鑑人

員、相關會議或行動、評鑑工具、資料蒐集以及評鑑結果之運用等，詳如表二所列： 

表二：「趣學文言文」校訂課程評鑑執行一覽表 

評鑑 

對象 

評鑑 

層面 

評鑑 

時程 

評鑑重點 評鑑 

人員 

會議 

或行動 

評鑑 

工具 

資料 

蒐集 

評鑑結

果運用 

 

校 

訂 

課 

程 

方 

案 

： 

趣 

學 

文 

言 

文 

 

課程

設計 

 

○1 110 年

7-9 月 

○2 111 年

1-2 月 

 

 

詳 如 課 程

設 計 評 鑑

表 

○1 閱 讀

教 學 社

群教師；

○2 課 發

會成員 

○1 社 群

共 備 會

議；○2 課

發會；○3

課 程 評

鑑會議 

課程設

計評鑑

表 

共 備 記

錄表、教

學 設 計

與教材、 

授 課 計

畫、教學

簡報、學

習 任 務

單 

○1 調 整

課 程 與

教 學 設

計；○2 教

師 賦 權

增能。 

 

課程

實施 

 

110 年 9

月～111

年 5 月 

 

詳 如 課 程

實 施 評 鑑

表 

○1 閱 讀

教 學 社

群教師；

○2 外 部

專家 

○1 社 群

共 備 會

議；○2 觀

議 課 會

議；○3 課

程 評 鑑

會議 

課程實

施評鑑

表 

共 備 記

錄表、訪

談導師、 

授 課 札

記、觀議

課 記 錄

表、學生

學 習 歷

程資料 

 

○1 調 整

課 程 與

教 學 設

計；○2 教

師 賦 權

增能。 

 

課程

效果 

 

110 年 9

月～111

年 5 月 

 

詳 如 課 程

效 果 評 鑑

表 

○1 閱 讀

教 學 社

群教師；

○2 課 發

會成員 

○1 社 群

共 備 會

議；○2 課

程 評 鑑

會議；○3

課發會  

課程效

果評鑑

表 

 

 

學 生 學

習 任 務

單 、 作

品、態度

調查表、

家 長 質

性 回 饋

資料、社

群 討 論

記錄 

○1 調 整

課 程 與

教 學 設

計；○2 教

師 賦 權

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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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評鑑的結果 

經蒐集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效果三個層面所進行之課程評鑑所得之資料，加以分

析歸納後，綜合其結果如下： 

一、課程設計層面 

(一)評鑑資料蒐集 

課程設計層面的評鑑主要重點有四，分別為學習效益、內容結構、邏輯關聯以及發展過

程。從中評鑑「趣學文言文」課程方案中的教材內容、教學設計、評量方式以及邏輯架構等

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有否呼應學校願景與特色。本校分別於 110年 9月及 111年 2

月，由閱讀教學社群小組針對上、下學期的課程設計進行評鑑的討論與彙整，詳如表三、表

四。 

表三：螺陽國小上學期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評鑑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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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螺陽國小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評鑑彙整表  

 
 

 (二)評鑑結果與運用 

整合課程設計層面的評鑑結果，整個課程方案在學習效益上能充分符合學生的學習需

求，在教材內容及教學設計上，不僅能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更提供適切的練習促進學生的思

考、整合與發表能力。此外，在內容結構、邏輯關聯等，也能合理的安排；唯，在評量方式

上，110年 9月之評鑑討論中，建議能在多元的形成性評量之外，適度納入紙筆測驗，以期

和國中更綿密的接軌。這項建議在下學期的課程設計中已被納入和實施，提早讓學生理解未

來到國中階段，文言文的紙筆評量形式。此外，評鑑結果尚建議課程設計需因應疫情滾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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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此套課程也微調出因應疫情的線上教學模組。透過整個評鑑，我們認為「趣學文

言文」的課程設計極適合納入螺陽國小六年級的校訂課程，未來，尚需要進一步強化的重點

在於培育更多師資，以推展這套有趣又有效的課程。 

 

二、課程實施層面 

(一)評鑑資料蒐集 

課程實施層面的評鑑重點有六，分別為師資專業、教材資源、教學實施、學習促進、家

長參與以及評量回饋等。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教學者需敏覺與省思課堂當下的教學情形與

學生回應，這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評鑑資料。另，「趣學文言文」課程在上課時，都有級任導

師及校內其他教師透過觀課、議課記錄表進行觀議課，這是另一種真實而寶貴的課程評鑑資

料（如下述黃框觀課回饋與圖三示例）。 

 

 

 

 

 

 

 

 

 

 

趣讀文言文「盲子過涸溪」觀課回饋 

觀課日期：110.09.16／觀課回饋者：林通修主任 

1.充分備課：從教學簡報與學習單的製作，都可以看到教學者備課之用心，教學

簡報契合教學歷程，教學者、教學簡報與學習單三者互相呼應，促進師生的教

與學。 

2.教學流暢：教學者第一次入班，卻能與學生馬上進行有效教學互動，歸功於事

前充足的準備功夫。例如：學生桌面名牌(方便認識學生)、上課小叮嚀(建立班

級常規)、上課前簡要自我介紹(拉近師生關係)、教學簡報、學習單、課堂教學

指導語等等，都可發現教學者對一堂課的用心經營，而這部分亦呼應了充分備

課之重要性。 

3.學生任務多：在教學歷程中，教學者給予學生諸多任務，不論是個人思考、同

學互動、文章斷句或回答問題與學習單填答等，學生有一連串的任務要忙著完

成，課堂中不會有教室中的客人存在。 

4. 有效教學：每一節課的教學我們都希望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綜觀整堂課的教與

學，可以發現是一堂成功有效的教學，教學者在班級經營與教學經營上做了妥

善的準備，教學就順著教學者的設計發展，最終達成高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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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螺陽國小「趣學文言文」觀課、議課記錄表示例 

 

在課程實施之際，也需要同步進行課程效果的檢核，教師教學當下所覺察到的任何學生

回應，所蒐集的學生作品以及學習單等，都是用來改進和修正教學設計的重要依據(如圖四

示例)。  

 

 

 

 
圖四：螺陽國小「趣學文言文」學生學習歷程及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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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亦建構了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表，分別於 110年 11月及 111年 4月，由

閱讀教學社群小組針對上、下學期的課程實施進行評鑑的討論與彙整，詳如表五、

表六。 
                      表五：螺陽國小上學期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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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螺陽國小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彙整表 
 

 

 

(二)評鑑結果與運用 

整合課程實施層面的評鑑，根據教學者的省思、觀課議課記錄與討論，再加上分析學生

的學生歷程表現與作品等，本校在 110學年度上學期「趣學文言文」課程中，即已運用評鑑

所得，進行縝密的課程修正。各篇教材之教學設計係依前一次課堂教學環節所發現之境況進

行分析，再重新調整與設計教學流程，形成一個有機的循環，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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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趣學文言文」校訂課程實施評鑑循環階段圖 

 

 

教學策略(盲子過涸渓) 

‧預測下文、推論、提問 

‧分組合作學習、完成任務單 
課程實施 

監控與檢核課程效果 

分析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 

‧學生對預測下文感興趣，但流於天

馬行空，對閱讀理解成效較小。 

‧預設目標與策略結果發生差距。 

發展新理解： 

‧引導學生比對自己的預測與

原文之差異，並增加自訂標

題之策略，以提昇文本理解 

 

修正教學策略(犬銜肉、截竿入城) 

‧預測下文與比對、推論、提問、自訂標題 

‧分組合作學習、完成任務單 
‧建立信心：營造溫暖情境、提供正向回饋 

課程實施 

監控與檢核課程效果 

分析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 

‧自訂標題提昇理解度，但文言文朗

讀流暢性未提昇。 

 

發展新理解： 

‧文言文句構與白話文不同，有

些學生雖能理解大意，但無法

精確唸出句子。 

 

修正教學策略(正夫綱) 

‧預測下文、推論、提問、自訂標題、切句子 

‧分組合作學習、完成任務單 

‧建立信心：營造溫暖情境、提供正向回饋 
課程實施 

監控與檢核課程效果 

分析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 

‧ 切句子提昇文言文朗讀流暢性 

發展新理解： 

•學生文言文語感提昇，可規劃挑戰

任務，鼓勵學生嘗試接寫文言文 

修正教學策略(鍾家兄弟巧應答)： 

‧單一詞彙理解「之」字教學 

‧預測下文、推論、提問、切句子及接寫文言文 

‧分組合作學習、完成任務單 

 

課程實施 

監控與檢核課程效果 

趣學文言文 110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設計 (含 5 篇教材、授課計劃、學習任務單、簡報) 

一、教材：盲子過涸溪、犬銜肉、截竿入城、正夫綱、鍾家兄弟巧應答。 

二、主要教學策略：以閱讀理解策略為主軸，含預測、提問、推論等，再根據課程實施情形，逐步調整。 

三、教具：學習單、簡報、單槍、電腦、壁報紙、彩色筆等。 



18  

三、課程效果層面 

(一)評鑑資料蒐集 

課程效果層面的評鑑重點有二，分別為（一）學生在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符

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二）學生在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具持續進展成

效。本課程強調有趣又有效的學習，預期的課程目標含括下述六者： 

○1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語文領綱 5-Ⅱ-8） 

○2 能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語文領綱 5-Ⅲ-1） 

○3 能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語文領綱 5-Ⅲ-3） 

    ○4 能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點。（語文領綱 5-Ⅲ-

8） 

   ○5 能對文言文產生學習興趣。 

   ○6 能嘗試用文言文表達想法。 

 

此外，在課程效果評鑑上，尚持續蒐集學生學習任務單、作品、學生態度調查表（如圖

六）、家長回饋質性資料（如圖七），透過社群討論進行整合分析，以評估本課程之整體效

果。 

 

 

 

 

 

 

 

 

 

 

 

 
圖六：「趣學文言文」學生學習態度調查示例 

 

 
 

圖七：「趣學文言文」家長態度調查示例 

 

在「趣學文言文」課程設計之初，即於每一篇文言文教學中規劃「文言文閱讀流暢度認

證」，請學生回家後將課堂所學之文言文朗誦給家長聽，並由家長勾選流暢與否，再與予孩

子一句鼓勵的話（如圖八示例）。此一規劃不僅提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也開啟親子共學，

讓家長了解及參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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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螺陽國小「趣讀文言文」閱讀流暢度認證 

 

在 110學年度上學期第五篇文言文教學結束之際，我們尚透過「文言文閱讀流暢度認證

表」請家長提供對螺陽國小推展文言文教學的看法，本校六年級共兩班，計 36位學生，除

了 4位家長空白未填之外，其他 32家長皆對本校「趣學文言文」課程給予積極正面回饋，

肯定比例高達 92％。玆繪製家長意見統計圖如下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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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家長對「趣學文言文」校訂課程的意見統計圖 

 

另外，將家長質性回饋描述依其原文繕打，臚列如下： 

 

家 

長 

質 

性 

回 

饋 

描

述

共 

32 

人 

：

原 

文 

呈 

現 

 

 

1.可以令孩子們對文學有更深的了解。 

2.這是個很棒的課程。 

3.很棒！讓孩子把文言文基本功底能打扎實，有利於國中階段後語文學習提高。 

4.可以提升孩子的國語文能力，很棒！ 

5.有利於提高寫作水平。 

6.讓孩子增加學習知識。 

7.為國一的國文課程超前部屬，非常有遠見。 

8.這個課程學習很好。 

9.我覺得可以選一些有成語出處的文言文。 

10.很棒，繼續推展。 

11.超好的一項教學，對小孩的閱讀能力加強很多、受益良多。 

12.推展文言文教學很棒！可以讓孩子了解中文字的寓意深廣，更可讓孩子比較古

今用語之差異，提升孩子用字遣詞的美感與修飾。 

13.讓孩子了解文字的深奧。 

14.我覺得很棒！因為到了國中或許也會遇到，讓孩子有印象，以後遇到了就會知

道，感謝校長。 

15.很好，能讓小孩閱讀不一樣的文章，很棒的課程。 

16.這是個很棒的題材，從有趣的教學方式引導孩子們學習古人的智慧，看見孩子

樂於學習，真的不簡單，謝謝學校的用心。 

17.很棒的教學，讓孩子學習文言文，更了解中華文化。 

18.很棒，可以增強孩子的語文素質，更可認識中華語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19.很用心，感謝學校的努力。 

20.挺好的。 

21.Good。 

22.好。 

23.函潔覺得很有意思，我也覺得很棒，相信對於六年級即將上國中的孩子，更熱

愛文學。 

24.校長教文言文，孩子都聽得懂是一件很棒的事，謝謝校長。 

25.持續學習文言文對孩子有一定的幫助，提升興趣。 

26.很少有國小在教文言文，很幸運讓她上螺陽國小，也謝謝老師和校長讓他們預

習文言文。 

27.很棒，可以讓孩子學習更多。 

28.很棒，孩子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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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可以提昇語文程度。 

30.很棒，讓文言文變得有趣不陌生。 

31.孩子回家會分享文言文的學習，也讀得很流暢，感謝學校很用心。 

32.提早學習文言文，比較沒有壓力，也學得有樂趣。 

除了上述，本校亦依據彈性學習課程效果評鑑表，分別於 110年 12月及 111年 5月，

由閱讀教學社群小組針對上、下學期的課程效果進行統合性的評鑑討論與彙整，詳如表七、

表八所示。 

表七：螺陽國小上學期彈性學習「課程效果」評鑑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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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螺陽國小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效果」評鑑彙整表 

 

 
 

(二)評鑑結果與運用 

整合課程效果層面的評鑑，可以發現在上學期的部份，學生在文言文課程中的學習表現

泰半皆能達到預期的課程目標。唯，對於某些較艱澀的文言文字詞仍感困難，無法在朗讀中

表達出適切的抑揚頓挫；此外，在選材上閱讀教學小組亦發現宜強化教材的深度，建議選用

一～兩篇國中文本，一來，可透過稍具長度與深度之文言文，引導學生理解文中背後隱含的

訊息或觀點，二來，則協助學生培養文言文基礎能力，提早與國中課程接軌。 

基上，在第二學期的課程設計和課程實施中，即加入國中文本〈王藍田食雞子〉和〈張

釋之執法〉，復強化閱讀理解推論教學及切句訓練，並規劃分組朗讀比賽，有效的解決了上

學期所面臨的困境，並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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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根據評鑑結果的課程規劃 

綜合本學年在課程設計、課程實施以及課程效果三層面的整體評鑑，透過持續的省思、

微調乃至修正與重新設計，我們驗證了課程評鑑確實能為教學和課程發展帶來正向的促進作

用。 

有了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基礎，未來在 111學年度的「趣學文言文」方

案，我們有更成熟、更有效的規劃。首先，在教材上，預計教授 10篇文言文，上、下學期

各 5篇，選材以故事體為主，由淺入深，下學期加選 2篇國中文本。其次，教學策略以預

測、推論、提問、切句訓練、訂標題及接寫文言文為主，以提昇學生的閱讀理解及學習樂

趣，呼應本校「樂效學習」之願景。再者，在評量方面採用多元的形成性評量，再佐以期末

紙筆評量、文白改寫和朗讀比賽等方式，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尚會持續透過文言文朗讀流暢

度認證計劃，提昇家長對本課程的參與及認同。整個課程方案分為上、下學期，簡扼統整如

表九、表十所列： 

 

表九：111學年度上學期「趣學文言文」課程方案簡表 

 

教材（篇名） 教學策略 形成性評量方式 教學節數 

1.盲子過涸溪 預測、推論、提問、切句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2.犬銜肉 預測、推論、提問、切句、

接寫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3.截竿入城 預測、推論、提問、切句、

訂標題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4.正夫綱 預測、推論、提問、切句、

訂標題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5.鍾家兄弟巧 

應答 

預測、推論、提問、切句、

接寫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總結性評量  ○1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 

○2 〈盲子過涸溪〉文言文改寫成白話文寫作比賽 

○3 文言文分組朗讀比賽 

3 

本課程預計 8 節課，授課教師可視學生表現及需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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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111學年度下學期「趣學文言文」課程方案簡表 

教材（篇名） 教學策略 形成性評量方式 教學節數 

1.自相矛盾 預測、字詞推論、提

問、切句、訂標題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2. 王戎辨苦李 預測、推論、提問、切

句、接寫段落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1 

3.楊氏之子 預測、推論、提問、切

句、文言文小樂改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2 

4.王藍田食雞子 預測、字詞推論、提

問、切句、訂標題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2 

5.張釋之執法 預測、字詞推論、提

問、切句、訂標題 

學習單品質、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及發表投入情形 
2 

總結性評量 ○1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 

○2 〈楊氏之子〉文言文改寫成白話文寫作比賽 

○3 文言文分組朗讀比賽 

3 

本課程預計 11 節課，授課教師可視學生表現及需求進行調整 

 

 

柒、評鑑省思—走向沒有終點的旅途 

細細回首，是為了要走更遠的路！ 

行文至此，音樂流瀉於清冷的空氣之中，在電腦前方享受著「Proud of You」這首歌

曲，腦中不斷迴盪著「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這真是此刻心情的最佳寫照。 

走過這整個課程評鑑歷程，回首來時路，除了滿溢豐收之喜外，更有著一份勇於面對挑

戰與更新的驕傲與榮耀。尤其在此過程中，意外發現教學生涯中從未關注過的「文言文切

句」問題，更讓這份旅途充滿了「以學生為師」的驚喜與趣味。 

在撰寫這份評鑑報告期間，一直自問「這個評鑑結束了嗎？」。在不斷追問與尋繹中，

學生上課的快樂臉龐、閱讀教學社群夥伴們觀課、議課時的專注神情，幕幕一一湧現腦海。 

評鑑，是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評鑑，也是為了剖析課程與教學的迷思；評鑑，更是為

了走向更精實的課程。每次評鑑之後，循著走過的足跡細細做一番省思，總能意外地挖掘到

一開始在課程設計未曾觸碰的思維，發現到課程實施過程中被無心忽略的重要決定。 

原來，評鑑從沒有結束的一天，這個旅途中所看、所思、所感、所行，交織著太多的學

習、感恩與感動，早已經為前方的課程發展旅程創造與備妥了整裝待發的豐富行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