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軟體應用於國語教學領域上 

一、 軟體：Android 平台、Evernote、Google 雲端硬碟 

二、 教案 

單元名稱 詩詩入扣 教學年級 五年級 

教學節數 共 5節 設計者/教學者 吳庭耀 

教材來源 國語科南一版 第一課絕句選、第七課我扶起了一棵小樹 

自編教材：台灣新詩詩人介紹與新詩選 

能力指標 3-3-3-3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3-3-3-4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告。 

5-3-3-3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5-3-4-1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5-3-4-2能主動閱讀不同文類的文學作品。 

5-3-6-2學習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5-3-9-1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升語文認知和應用能力。 

6-3-6-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6-3-8-1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6-3-8-2能嘗試創作(如：童詩、童話等)，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學習目標 1-1能透過口語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3-3-3-3)  

1-2能使用電子科技及相關軟體呈現報告內容(3-3-3-4) 

2-1能認識新詩與古詩的不同(5-3-4-1) 

2-2能認識近代台灣新詩作家及其作品(5-3-4-2) 

2-3能了解新詩作品中所運用的修辭技法(5-3-3-3) 

2-4透過行動載具，拍攝自己喜歡的新詩作品並上傳至指定平台(5-3-9-1) 

2-5能挑選自己喜歡的新詩作品，進行簡易的分析(5-3-6-2) 

3-1運用所學之寫作技巧，創作新詩(6-3-6-1  6-3-8-1  6-3-8-2) 

設計理念 近年來，日新國小推動閱讀活動不遺餘力，今年度更榮獲教育部閱讀盤石獎。為了營造閱讀境

教，於民國一百年設置采風詩道。這條詩道不僅陳列台灣著名詩人作品，更有本校學生的創作。

有感於學生浸濡於優美環境中卻不自知，未能好好停下細細欣賞這些優秀的作品，故特別設計

此單元。不僅讓孩子認識校園文字環境，更從中領略詩文之美。 

本課程結合課文中的新詩、古詩，以及校園環境中的文字境教，帶領孩子從認識校園中的文字

環境，開展認識新詩、欣賞新詩，最後創作新詩的目標。 

教學研究 【教學重點】 

活動一 認識新詩與近體詩，了解兩者間的異同 

活動二 認識新詩詩人及其作品 

活動三至校園內尋找詩作，加以簡易分析後，透過平板電腦拍照上傳 

活動四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所尋找的新詩作品，並由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與他人分享 

活動五新詩創作活動 

 

【學生背景與經驗】 



1.本班共有 25名學生，其中兩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分別為裘馨氏症與自閉症學生。 

2.學生於中年級與五年級上學期，已於國語教材中接觸過新詩與近體詩。 

3.於本課程前，本班學生已上過平板電腦操作的初階課程，能自行運用平板電腦內的拍照功

能，亦可運用 Evernote軟體進行文書編輯。 

4.學生於教學前已經分組，2 至 3 人一組，分組採學生自由尋找同組夥伴，再推出一名作為該

組組長，以負責平板歸還與保管職責。 

5.學生有上台發表的經驗，能夠流利地透過口語表達自己的意見。 

 

【教學環境與設備】 

1.本班配有 13台平板電腦，採用 Android 系統 

2.本班教室環境設有無線網路，可供學生上網查詢資料，以及下載或上傳作業。 

3.本班教室備有單槍投影機，可供教師將學生作品呈現於螢幕上，供全體同學一同欣賞。 

4.本校采風詩道中收錄 13位台灣新詩詩人的作品，可作為教學素材。 

 

三、 成果照片 

▲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平板電腦 ▲學生練習平板電腦的照相功能 

 

▲學生認真學習平板腦的使用操作 

▲學生拍攝采風詩道上的新詩 ▲學生分組進行采風詩道學習 ▲學生在采風詩道進行討論 

 

▲學生進行新詩討論活動 

 

▲學生進行討論內容記錄 

 

▲學生邊討論邊紀錄 



▲教師於班級進行各組討論內容之發表與檢討 
 

▲教師於班級進行各組討論內容之發表與檢討 

 

▲校內自製行動學習系統 

 

▲校內自製行動學習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