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新桃園」閱讀教育計畫－ 

110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摘要說明及閱讀教學設計表 

桃園市龍潭國民中學  閱讀教學活動設計 

適合年級 閱讀教學組：□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國中：7-9年級 

參賽者姓名 周亞霓、黃秋琴、黃議葦 

領域類別 語文領域 學科名稱 國文科 

議題融入 生命教育 

單元名稱 從《小王子》學會愛─小說閱讀策略教學 

設計理念     在一次國文課後，學生來臺前詢問：「老師，課本中的小說與記敘文差別

在哪？」，這才驚覺在課本選文中，除了節錄零星幾篇單軸線的現代小說片

段，更多的是記敘與議論散文。即使平日圖書館中，學生最常借閱的就是小

說，卻從未帶著學生有架構地細讀多軸線的小說，挖掘文句中的精采處，實在

太可惜！因此決定以小說出發設計系列課程。 

    在決定教材文本時，有意地選擇「愛情的結束」為主題，有鑑於學生正處

於自我探索與人際關係發展的關鍵期，又時常耳聞社會中的恐怖情人事件，因

此選了多軸線長篇小說《小王子》中的兩個軸，希望能和孩子們談談這些國文

課的「懸缺課程」，進行以下的課程設計： 

 
⚫ 愛情怎麼了嗎？-情節概覽：從教師引導➔學生合作學習，透過「開端→

發展→高潮→結束」初步分析文本情節。且兩支線的情節「高潮」皆為小

王子的離開。然而，現實中恐怖情人的產生，往往也都是因為無法接受、

處受分手這件事，所以透過帶領學生在文中的前後線索找出小王子離開對

方的原因，進而探討生活中愛情結束的原因與分手是否有對錯。 

⚫ 誰是受害者？-角色形象分析：透過擷取文中關於角色的「形容詞」與推

理角色「動作」與「對話」反映出的個性，更進一步歸納、詮釋與評鑑角

色形象，再將角色形象連結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或社會事件中的真實人物，

具體化抽象的角色形象。並從兩支線中重複出現的角色─小王子，比較其

形象的差異，進而帶領學生探討小王子在兩次「愛情的結束」時，是否有

好好「談分手」。 

⚫ 愛情你比我想得更加偉大─細節分析：透過判斷小說的「情節模式」聚焦

閱讀重點，透過步驟化梳理文中先後順序，將兩條支線情節交織、貫通。

並以小說常見的情節流程「困境➔學習➔成長」來貫通小王子從困境─懷

疑自己對玫瑰的愛，透過豢養狐狸中學習，理解他對於玫瑰的愛是於相處



與付出中奠定，這個歷程中小王子初始對於愛情的模糊理解，正如同我們

的學生，故也藉由小王子愛情的昇華，帶領學生思考，在愛情難免遇到困

境，而困境往往是成長的機會。 

⚫ 愛情小說自修室─迷你閱讀專題研究：在系列課程中除了教師安排的學習

內容，亦將課程留點白，透過「KWLH」策略與「e-PIRLS數位閱讀能力」

引導學生從課程內容中發想延伸研究專題，運用資訊搜尋能力組織並進行

發表，發揮自學力成為自發主動的終身學習者。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

以記錄、歸納。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

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

內容。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

特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

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Ⅳ-6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

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核

心

素

養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

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

觀，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

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

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

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

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

與互動。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

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

素養。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

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

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

共議題的興趣。 

國-J-C2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

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

容的能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

關係。 

 

學

習

內

容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

析。 

Ad-Ⅳ-2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

本。 

Ba-Ⅳ-2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Bb-Ⅳ-1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 

Bb-Ⅳ-3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欲達成之閱讀

能力指標 

■直接提取能力        ■直接推論能力 

■詮釋、整合觀點及訊息能力  ■檢驗、評估與批判文中內容訊息能力 

■加入 ePIRLS指標 

學習目標 

愛情

結束

的原

因 

形

式 

1.學生能依據「開端→發展→高潮→結束」的故事結構進

行分析小說情節。 

2.學生能藉由文中的線索推理情節發展的因果。 

教

學

節

數 

共五節 

內

容 

3.學生能藉由小王子離開對方的原因，進而探討生活中愛

情結束的原因與分手是否有對錯。 

愛情

的好

聚好

散 

形

式 

4.學生能擷取文中關於角色的「形容詞」與推理角色「動

作」與「對話」反映出的個性。 

5.學生能透過文字歸納、詮釋與評鑑角色形象。 

6.學生能將角色形象連結生活中或社會中的人物。 

內

容 

7.學生能透過比較小王子兩章中形象的差異，進而帶領學

生探討如何好好「談分手」。 

愛情

的困

境與

成長 

形

式 

8.學生能判斷小說的「情節模式」聚焦閱讀重點。 

9.學生能參照前後章節，統整出角色先後的成長。 

內

容 

10.學生能透過小王子對於愛情的模糊理解，思考愛的精

神層面與表象層面之差異。 

11.學生能了解愛情中的困境往往是成長的機會。 



愛情

的延

伸探

討 

形

式 

12.學生能運用資訊搜尋能力，進行延伸專題研究。 

內

容 

13.學生能探究自己感興趣的議題，成為自發主動的終身

學習者。 

教材來源 《小王子》安托萬·德·聖修伯里 選章(以下簡稱為〈小王子與玫瑰花〉與〈小王子與狐狸〉) 

教學設備 電子白板(或 ppt)、小白板、白板筆、學習單(附件五~八) 

教學流程 

目標號碼 
教學活動步驟 時間

分配 

注意事項 

第一節 

愛情怎麼了

嗎？- 

內容概覽 

 

 

 

 

 

 

 

 

 

 

 

 

 

 

1.學生能依

據「開端→

發展→高潮

→結束」的

故事結構進

行分析小說

情節。 

 

 

 

 

 

 

 

 

 

 

 

 

一、準備活動 

1. 單元教學目標：透過教師示範，學生實作

掌握小說的角色與情節，並探討生活中愛

情結束的原因與分手是否有對錯。。 

2. 教師發下一人一份小說文本，學生分成四

至五人一組的異質性學生小組。 

3. 引起動機─聚焦主題「愛情」、「小說」： 

(1) 「小說」：複習在國文課曾學過的小說

課文，進而提問：有沒有覺得國文課

的小說讀起來和散文很像？因為國文

課文的小說皆為選篇且單軸線，所以

本次選文選擇軸線較複雜的文本。 

(2) 「愛情」：愛情一直都是學校較少提及

的，但社會上卻有許多恐怖情人，今

天除了要談愛情，更重要的是透過小

說談「愛情的離開」。 

   我們今天就是要透過閱讀《小王子》的這兩

章，來看看他們的愛情怎麼了嗎？ 

二、發展活動 

Ｔ→Ｓ 

1. 學生先寧靜閱讀〈小王子與玫瑰花〉。 

2.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文本中的角色並總結故

事大意。 

3. 教師說明小說故事結構中「開端」、「發

展」、「高潮」與「結束」的定義。 

4. 教師引導學生將文本依據「開端→發展→

高潮→結束」切成四大區塊。 

5. 教師請學生再次總結「開端→發展→高潮

→結束」各階段的主旨。 

 

 

５ 

 

 

 

 

 

 

 

 

 

 

 

 

 

 

 

 

１５ 

 

 

 

 

 

 

 

 

 

 

 

 

 

 

 

 

 

 

 

 

 

 

 

 

 

 

【學生寧靜閱讀】 

 

 
➔為方便學生概覽全

文，已事先將多頁的

小說內文剪貼至 B4紙

上，方便學生閱讀與

前後文對照。 

 

 

 

教學省思：由於小說

文本較長，而本節閱

讀策略的教學重點在

於情節的切分，故為

避免學生對於內容掌

握的起點不一，所以

初步閱讀後，教師引

導學生先統整內容大

意。 

 

 

 

 



 

 

 

 

 

 

 

 

 

 

 

 

 

 

 

 

 

 

 

 

 

 

 

2.學生能藉

由前後文的

線索推理出

情節發展的

因果關係。 

 

3.學生能藉

由小王子離

開對方的原

因，進而探

討生活中愛

情結束的原

因與分手是

否有對錯。 

Ｓ→Ｓ 

1. 學生先寧靜閱讀〈小王子與狐狸〉，並在閱

讀時，使用螢光筆標記角色。 

2.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文本中的角色並總結故

事大意。 

3. 教師請學生先獨自切分「開端→發展→高

潮→結束」四大區塊。 

4. 教師請學生組內相互比對區塊分界，並透

過小組討論，總結「開端→發展→高潮→

結束」各階段的主旨。 

5. 教師隨機請各組的同學將小組回報答案，

組間比對答案並加分。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兩章小說的內容概覽，

並點出這兩章的高潮都在於「離別」，它們

的愛情怎麼了嗎？ 

⚫ 學生：〈小王子與玫瑰花〉是因為無法

看到對方的優點，只看到對方的缺

點；〈小王子與狐狸〉是因為在錯誤的

時間遇到對的人。 

⚫ 教師：所以一段感情的結束，有時可

能只是因為兩人不適合或時機錯誤。

那現實生活中感情結束的原因還有哪

些？有些負面的分手案例中，錯的是

分手這件事還是分手的原因？ 

２０ 

 

 

 

 

 

 

 

 

 

 

 

 

 

 

 

 

 

 

 

 

 

 

 

 

５ 

【教師講解結構區分

概念】 

 
 

 

【個人思考】 

 
 

 

【小組討論】 

 
 

 

 

 

教學省思： 

1.本次選的兩章教材

在情節脈絡上頗為一

致，故在 T➔S、S➔S

的引導操作中，學生

的遷移較順利。 

2.高潮皆在於「離

別」，對於議題的聚焦

起到了很好的「對

比」作用。 

第二節 

誰是受害

者？- 

角色形象分

析 

 

 

 

一、準備活動 

1. 單元教學目標：透過教師示範，學生實作

透過小說情節掌握角色形象，並探討如何

好好「談分手」。 

2. 發下上節學習單，複習閱讀小說的要點：

情節與角色。 

3. 引起動機─聚焦主題「誰是受害者？-角色

形象」：我們上節課簡單了解了兩章的內

 

2 

 

 

 

 

 

 

教學省思：本節學習難

點在於角色形象「抽

象」，對於國中生來說

可能挑戰度較大，故在

教學時作了以下調整： 

1.化繁為簡：以較明

確、好擷取的「形容

詞」、「動作」與「對

話」為形象的切入點。



 

 

 

 

 

 

 

 

4.學生能擷

取文中關於

角色的形容

詞與推理角

色動作與對

話反映出的

個性。 

 

 

 

 

 

 

 

 

 

 

 

 

 

 

 

 

 

 

 

 

 

5.學生能夠

過文字歸

納、詮釋與

評鑑角色形

象。 

6.學生能將

角色形象連

結現實生活

中的經驗或

社會人物。 

容，我們現在要開始把兩章內容交織起來

看。上次談到愛情結束的原因，其實在需

多真實案例中，分手會造成傷害除了原

因，有些是因為「方式」，所以我們這節來

透過文中角色形象與對話、動作來思考小

王子在兩次「愛情的結束」時，是否有好

好「談分手」。 

二、發展活動 

(一) 擷取角色訊息 

Ｔ→Ｓ 

1.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可以從文本的哪些地方

歸納角色形象？形容詞、動作與對話。 

2. 教師請學生再次閱讀〈小王子與狐狸〉，並

使用兩種不同

顏色的筆，將

小王子與狐狸

的「形容

詞」、「動作」

與「對話」分

別標記。 

3. 教師引導學生

統整主角「形

容詞」、「動作」與「對話」。 

Ｓ→Ｓ 

1. 教師請學生再次閱讀〈小王子與玫瑰花〉，

並使用兩種不同顏色的筆，將小王子與玫

瑰花的「形容詞」、「動作」與「對話」分

別標記。 

2. 教師指派各組一位學生帶領組內討論，進

行主角「形容詞」、「動作」與「對話」的

形象統整。 

3. 教師請各組回報統整出的角色形象與文句

佐證，並依據答案數進行小組加分。 

(二) 詮釋角色形象 

1. 教師請學生根

據摘要出的角

色相關資訊，

以一句話總結

角色形象。 

2. 教師請學生根

據總結出的形

象，將角色連

 

 

 

 

 

 

 

 

 

 

25 

 

 

 

 

 

 

 

 

 

 

 

 

 

 

 

 

 

 

 

 

 

 

 

 

 

15 

 

 

 

 

 

 

 

 

 

➔但「動作」與「對

話」的推理，學生較無

法判讀對話語氣，須經

老師朗讀協助對話語氣

判讀。 

2.教材分配：由於〈小

王子與狐狸〉一篇的篇

幅較長，且形容詞較

少，對話、動作較多，

故以此篇為教師引導文

本，較多形容詞的〈小

王子與玫瑰花〉為小組

合作之文本，以降低學

習任務難度。 

3.調整次序：原設計的

人物形象教學流程為

「摘要➔詮釋➔聯

想」，但考慮到學習難

點在於「摘要」，故調

整原次序，教師引導完

〈小王子與狐狸〉的人

物形「摘要」，立即讓

學生小組操作，之後再

兩篇一起「詮釋➔聯

想」。 

【學生劃記角色相關形

容詞】 

 
【學生小組作品】 

 
【學生作品】 

 



 

 

 

 

 

 

 

 

7.學生能透

過比較小王

子兩章中形

象的差異，

進而帶領學

生探討如何

好好「談分

手」。 

結至生活情境中曾經遇過的經驗或曾聽過

的社會事件人物。 

3. 教師請學生小組內分享並統整答案回報教

師，教師朗讀學生所詮釋讀形象，請台下

學生小組舉牌回答詮釋的是哪位角色？答

對的組別皆加 1分，出題組別依據答對組

別數決定加幾分(答對組別越多，代表該組

有抓到角色核心形象)。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三個主角的形象，點出

重疊角色小王子的不同關係中的形象差

異，進一步引出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小王

子與狐狸、玫瑰花相處與告別時，小王子

的舉動與對話，和狐狸與玫瑰花的反應正

好成為對比，藉此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好好

「談分手」，會使雙方的傷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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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五組中只有

一組的詮釋無人答對，

因其不是選擇角色的典

型形象，選擇了三個角

色的共同特性：「熱心

好奇」 

 
➔藉此向同學說明詮釋

角色時應掌握角色的核

心形象。 

第三節 

愛情你比我

想得更加偉

大 

─ 

細節分析 

 

 

 

 

 

 

 

 

8.學生能判

斷小說的

「情節模

式」聚焦閱

讀重點。 

 

 

 

 

 

 

 

 

 

 

一、準備活動 

1. 單元教學目標：透過判別「情節模式」，將

兩章情節交織，並理解情節重點在於角色

的「成長與改變」。 

2. 引起動機─聚焦主題「愛情你比我想得更

加偉大─細節分析」：前兩節課，我們分別

看了「情節」與「角色」，也看到了同個角

色在不同情節中的差異，今天就讓我們來

細讀、貫通這兩章的內容，來看小王子為

什麼變了？以及要教會我們什麼吧！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舉例說明兩種模式的差異： 

⚫ 「單元劇」： 

教師：所謂的「單元劇」就像同學看過的

哆啦 A夢、蠟筆小新，裡面的時間軸有沒

有意義？角色會隨之長大嗎？ 

學生：不會~ 

教師：那單集的內容是否會影響到未來集

數的內容？比如說大雄這集手受傷，下一

集會延續傷勢嗎？ 

學生：不會~ 

教師：所以單元劇的特點在於「角色不因

時間改變、各軸情節亦不互相影響」，此

時閱讀重點在於「單集內容與諭示」。 

 

２ 

 

 

 

 

 

 

 

 

 

１５ 

 

 

 

 

 

 

 

 

 

 

 

 

 

 

 

 

 

 

 

 

 

 

 

 

 

 

 

 

 
➔聽完教師講解定

義，學生皆能辨別

《小王子》的劇情模

式。 

 

教學省思： 

在國中階段，課文皆

是「單軸線小說」，對

於情節的分析大多只

用「開端→發展→高

潮→結束」來切分統



 

 

 

 

 

 

 

 

 

 

 

 

 

 

 

 

 

 

 

 

 

 

 

 

 

 

 

 

 

 

 

 

 

 

 

 

 

9.學生能參

照前後章

節，統整出

角色先後的

成長。 

 

 

 

 

⚫ 「連續劇」： 

教師：各位同學在家中有沒有陪家人看過

風水世家、夜市人生這類的連續劇？通常

裡面或多軸線還是單軸線？ 

學生：多軸線，劇情超級複雜。 

教師：那裡面的時間有意義嗎？角色會隨

之長大嗎？ 

學生：會~ 

教師：那單集的內容是否會影響到未來集

數的內容？比如說這個角色死掉，會不會

影響之後的劇情？ 

學生：會影響~ 

教師：所以連續劇的特點在於「角色因時

間改變、各軸情節可以產生影響」，此時

閱讀重點在於「角色的改變與成長」。 

2. 教師提問：請問《小王子》各章間的關係

是屬於「單元劇」還是「連續劇」呢？學

生小組討論三十秒。學生答：「連續劇」 

3. 教師接續提問：既然是「連續劇」，請問小

王子事先遇到玫瑰花還是狐狸呢？為什

麼？學生小組討論一分鐘。 

學生答：先遇到玫瑰花，因為在小王子遇

到狐狸時，他正因為玫瑰花並非獨一無二

而傷心。 

4. 教師接續提問：我們剛剛提到「連續劇」

的閱讀重點為「角色的改變與成長」，請問

你覺得這兩章要處裡的是哪個角色的成

長？為什麼？學生小組討論兩分鐘。 

學生答：小王子，因為他兩章都有出現，

而且在〈小王子與狐狸〉的結尾，小王子

對於玫瑰花的看法改變了。 

5. 教師請學生運用「困境→學習→成長」的

脈絡，再次串聯故事情節。 

(1) 困境： 

教師提問：在這兩章中，小王子遇到一

個困境是他十分傷心，請問是什麼？小

組討論５分鐘。 

學生１答：被玫瑰花欺騙。 

學生２答：發現玫瑰不是獨一無二。 

教師進一步引導：因為小王子的愛建立

在對方獨一無二的外在，所以當小王子

發現玫瑰不是獨一無二，他會怎麼樣？ 

學生３答：懷疑自己的愛。 

(2) 學習： 

教師提問：他在之後的事件中，他如何

解決「被欺騙」與「懷疑自己的愛」

 

 

 

 

 

 

 

 

 

 

 

 

 

 

 

 

 

 

 

 

 

 

 

 

 

 

 

 

 

 

 

２５ 

 

 

 

 

 

 

 

 

 

 

 

 

 

 

整情節，但在「多軸

線小說」閱讀時，此

方法卻不能將各軸間

連結。故筆者以「單

元劇」與「連續劇」

為分類，引導學生閱

讀重點，一是：因小

說與影視作品息息相

關，二是：這二詞對

於學生較好理解。 

 

 

 

 

教學省思： 

所有學生皆能找出時

間先後，但在回答

「為什麼？」時，少

數回答因果邏輯不

通，例： 

有學生答：「先遇到玫

瑰花，因為小王子比

較愛玫瑰花。」 

➔即可反問：「時間

先後與愛的深淺有必

然關係嗎？」藉此訓

練學生推理能力。 

 

 

【學生作品】 

 

 

 



10.學生能透

過小王子對

於愛情的模

糊理解，思

考愛的精神

層面與表象

層面之差

異。 

 

11.學生能了

解愛情中的

困境往往是

成長的機會 

呢？小組討論５分鐘。 

(3) 成長： 

教師總結學生答案：一開始小王子在意

外表上的獨一無二的愛，只是從「物

質」的層面討論，但經豢養的歷程，他

發現玫瑰花還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兩人

的回憶，這分愛昇華到「精神」層面。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小王子在這兩章節先後

的成長，愛情的失敗與結束可能是一個很

大的困境，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學到了什

麼？因為遇到困境，所以成長，所以讓我

們成為更好的人。 

2. 回家作業：如果成長後的小王子再次遇到

玫瑰花或狐狸，請寫下你覺得會產生什麼

不同的結果？ 

 

 

 

 

 

 

 

３ 

 

 

第四節~第

五節 

愛情小說自

修室─迷你

閱讀專題研

究 

 

 

 

 

 

 

 

 

 

12.學生能運

用資訊搜尋

能力，進行

延伸研究。 

13.學生能探

究自己感興

趣的議題，

成為自發主

動的終身學

習者。 

 

 

 

 

 

一、準備活動 

1. 本節教學目標：學生自發學習，透過 e-

PIRLS數位閱讀能力，進行專題研究。 

2. 引起動機─聚焦主題「愛情小說自修室─

迷你閱讀專題研究」：我們在之前的課堂中

了解了「小說閱讀」要透過角色形象與情

節模式進行深入的閱讀；也透過小說文

本，初探愛情離別的原因、好好談分手與

透過困境的情感昇華。之前的課程都是老

師安排你們學習的內容，「小說閱讀」與

「愛情」兩個主題，相信你們還有許多想

了解的，接下來的兩節課，老師希望你們

能展現「自學力」，解決你的好奇！ 

二、準備活動 

★教師運用「KWLH」策略與 e-PIRLS數位閱讀

能力引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 

1. 教師請學生思考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 

2. 教師請學生依據自己的研究方向，找尋志

同道合的夥伴。每組不可超過五人，亦可

一人為一組。 

3. 定義議題： 

(1) 教師請學生小組先思考在這個研究方

向中，我想研究什麼主題？ 

(2) 教師請學生小組總結這個主題我已經

知道什麼(K)？ 

(3) 教師請學生小組定義這個主題我想知

道什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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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依研究興趣分組】 

 
【學生搜尋資訊】 

 
【學生上台發表】 

 
 

 

 



 

 

 

 

 

 

 

 

 

 

 

 

 

 

 

 

 

 

 

 

 

 

 
4. 搜尋關鍵字：教師請學生小組討論該主題

最精要、有效的搜尋關鍵字。 

 
5. 瀏覽資訊：教師請學生小組透過有效關鍵

字，篩選出至少三個與研究問題最相關的

網頁，從已篩選出的網路資訊中選擇出最

適當、可行的資訊。 

 
6. 整合：教師請學生整合最終的有效資訊，

將資料進行比較、統整及歸納出最後的研

究結果。 

 

7. 組織與呈現：將上述研究歷程統整於小組

發表單後，小組全員上台發表研究結果。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統整今日探討的議題。 

2. 總結：「愛」是一件很健康且美好的事，許

多時候你可能不好意思和老師們討論，但

你永遠可以透過「閱讀」與「資訊搜尋能

力」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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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研究主題： 

(一)小說 

1.愛情小說的套路 

2.小說改編遊戲的劇

情差異 

3.小說動畫化後令人

失望的原因 

(二)愛情 

1.愛情的維持 

2.如何增加魅力值 

 

 

學生作品收錄於【附

件五】教學成果冊 

 

延伸學習 翰林版 八上 〈山豬學校〉、〈畫的哀傷〉、〈張釋之執法〉等小說課次。 

參考資料 朱宥勳《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朱宥勳使出人生攻擊! 》影片 

教學成效 

1. 以小喻大，消除愛情的迷霧 

本次的教學中，小王子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教材，他對於愛情的懵懂與矛

盾、對愛的不自信，正如同我們的學生。也因為小王子初始的不成熟，正

可以帶著學生逐步討論如何在愛情中成熟、成長。在每節的思考反饋中，

能看到學生的思考逐漸立體。像有學生在第一節讀完情節後認為小王子是

玫瑰花的「馬子狗」，但到第三節連結兩軸線後，他說：「如果我是小王



子，再遇到玫瑰花的話，我不會再那麼寵她，也要讓她知道愛情應該是互

相付出。」，這種成長令我感動，這種成熟見解令我尊敬。 

2. 轉虛為實，帶領學生貫通多軸線小說 

多軸線小說分析對於國中生來說學習難點很多，故在課程教學時，皆以步

驟化流程或具體的關鍵字與例子引導，如：「開端→發展→高潮→結束」

的情節分析；角色形象的「形容詞」、「動作」與「對話」；「連續劇」、「單

元劇」的情節模式；「困境→學習→成長」的常見情節脈絡，故學生在教

師引導示範後，皆進行能較明確、精準的學習遷移。 

3. 議題研究展現學生自學力 

本次議題研究課程，教師只有提供引導鷹架與指定研究內容大方向，將研

究內容全權交予學生決定。在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的研究主題，連我都

好感興趣！像是：「愛情小說的套路」、「小說動畫化後令人失望的原因」、

「如何增加魅力值」、「愛情的維持」等主題。學生在資料搜尋中，有些進

行了跨文本比較，如：小說與動畫、小說與遊戲；有些面對龐雜且沒有定

論的愛情主題，思辨資料的主客觀、尋找是否有專家言論輔證，增進自身

「媒體識讀」素養。兩節課完成的研究深度不深，但卻是素養的展現。 

4. 配合圖書館「西方經典小說」主題書展，刺激學生閱讀興趣。 

班級學生平日在圖書館時常借閱漫畫與輕小說，但經典小說卻乏人問津。

透過本次《小王子》部分章節導讀後，在帶學生導覽主題書展時，發現

《小王子》居然成為了學生與經典小說的橋樑，學生與經典小說的距離縮

短，有部分學生主動借閱以前「只敢遠觀」的經典小說。 

教學省思 

與建議 

1. 《小王子》之教材分析 

《小王子》雖為長篇小說，但各章節篇幅適中，且獨立性較高，可單獨閱

讀，亦可串聯。但文中有些敘述對於學生較為模糊難懂，需經教師解說引

導才能理解文句旨意。雖有拉近學生與經典小說距離的意外之喜，但若有

情節更清晰的文本，或許學生操作的難度會降低。 

2. 可類推的小說系列課程 

在教學設計時，為了使學習難度降低、學習內容明確，融入了許多自己歸

納設計出的流程、模式與例子。在實際操作中，發現這些流程、模式與例

子能解釋大多數的小說內容，也的確提升了學生的理解度。未來可保留以

上教學流程之閱讀理解策略，針對議題引導設計做調整，即可進行其他議

題的小說教學。 

3. 角色「形象」較抽象，學生的學習難點 

在教學設計時，意識到「形象」一詞對於學生太過抽象，因此將教學重點

放在描寫角色的「形容詞」與角色的動作與對話反映出的個性特質。在擷

取形容詞時，學生需判斷形容詞的描述對象為何者？故大多能分辨形容詞

針對的對象，但在推理角色的動作與對話時，學生遇到較大挑戰，無法判

讀對話語氣，須經老師朗讀協助對話語氣判讀；或在推理動作與對話背後

的個性與特質時，較無法清楚表達抽象的特質，須經教師總結、轉譯。 
4. 學生推理情節，易有因果邏輯誤區 

在判斷兩章節先後時，所有的學生皆正確回答孰先孰後，但當問及判斷線

索時，少數學生擷取的線索並章節先後並無因果關係，如：「玫瑰花先，

因為小王子比較愛玫瑰花。」，教師透過反詰「時間先後與愛的深淺有必

然關係嗎？」，引導學生處理邏輯誤區。 

字數統計 本教案總字數  8781   字（設計者自行初步統計，稿費核定字數經承辦學校覆核為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