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高中部國文科】第二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應出席 19人，列席 0人；實際出席 16人，列席 0人（見簽到表） 

肆、主  席：徐筱薇 

伍、紀  錄：楊浩偉 

陸、會議內容： 

  本次教學研究會係與「國語文學科中心」合作，由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國文科教

師陳麗明與梁淑玲親臨本校，交流「跨科素養課程設計──以非連續文本為例」的箇中要義

及其實務經驗。 

  首先，陳麗明老師指出，雖然「跨領域」是當前的教育趨勢，然其精神實踐著實令現場

教師備感難為。面臨「高中教學現場國文授課時數降低」，與「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內容並未減

少」之雙重壓力下，學生的先備知識認知不清且架構不明，教師實難深究和說明文本細節，

遑論於教學與命題等面向施展「跨領域」的引導與對照。只是，目前教育思潮以「跨領域」

為主流，且將持續影響教學現場的發展方向，本次教學研究會便期盼透過考題中「非連續文

本」的相關思考，並連結實際教學經驗分享，發皇金針度人之效。 

  依據大學教授對於高中端「部定必修」重要性之問卷回饋，陳麗明老師說明，從「國語

文」、「英語文」、「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等科目，在調查結果中名列前茅，可推知「實

用」是大學端相當重視的學科本質，而「表達能力」恰為國文學科對應於此的學習關鍵。復

經釐析「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在這樣的傳統習俗裡，我看見……」的考生作答

狀況，陳麗明老師發現，學生在多年語文課程訓練下，其聽、說、讀、寫能力是否確實加以

落實實踐，且學生對「目標讀者」（課堂教師或閱卷教授）之預測，是否會讓其缺乏勇氣去自

由選擇書寫題材，著實令人好奇。 

  其次，透過上述現象觀察，或可印證學生「學習」的三種樣態──想學（具有學習動機

與態度）、會學（了解學習方法和技巧），及能學（具備先天與生俱來的智商，或擁有後天有

利學習的環境）。對此，陳麗明老師以佐藤學「挑戰學習的學生絕不會垮掉」一語為例，指出

「想學」是教學現場裡，影響學生學習最重要的樞紐，而「跨領域」的元素，正足以萌發學

生想要學習的動機，讓學生即便處於周遭不利於他的環境，仍能持續學習，不會逃跑。 

再者，為俾利於命題中實踐「跨領域」精神，陳麗明老師指出，教師須掌握「基本題」

與「素養題」的明確定義。前者以學科基本知識為主，後者則可分為三種情境──生活經驗

與真實情境是解題時思考脈絡和必要考量之「日常生活」題型、以學術論文和研究理論為題

幹素材之「學術探究」題型，及涵蓋文本基礎理解與精進分析等面向之「學習脈絡」題型。

此外，在一份形式俱足且內容完整的試題中，相較於著重文字段落起承轉合之「連續文本」，



以「圖表」或「照片」為題幹形式的「非連續文本」亦不可少。準此，陳麗明老師提醒，切

忌讓素養導向試題中的情境淪於表面化，且「閱讀材料多寡」當與「相應命題數量」確實連

結。同時，針對題幹字數，她也建議文言文章約兩百字，白話文章約四百字，題組則以該類

文章字數乘以兩倍為度。 

另一方面，為使學生能夠確實理解文本的訊息內容，並推論作者從中所欲傳達之涵義旨

趣，陳麗明老師分享，在閱讀策略教學時，教師可善用「有效提問四層次」（直接提取、直接

推論、詮釋整合，及比較評估），並執行「問好問題五方法」（仔細觀察、提出證據、觀點解

釋、連結比較，及討論辯證）。綜上所述，學生必須有閱讀的耐心，清楚文本內容，可以連結

自身，能夠結合其他可遷移的經驗，且與教師相互討論作者寫作技巧與訊息之完整性，均為

箇中法門。同時，為問出好問題，學生倘能確實掌握文本的「核心概念」，在閱讀過程中逐步

以層次和邏輯梳理文章概念與事實，方可達致此一境界。 

承上所述，陳麗明老師指出，教師可以此當作教學主軸，善用教科書所選錄的「連續文

本」為基礎，讓學生練習將之轉化為圖表形式之「非連續文本」（如直方圖、長條圖、圓餅圖

及折線圖等），除了藉此讓學生能迅速理解與統整「非連續文本」的判讀過程，亦可從中增強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閱讀興趣。如是教學策略，無疑印證杜威《明日學校：杜威論學校教育》

中所云：「你的學生飽讀詩書，而我的學生則充滿無知，但他們之間的差別就是：你的學生記

下了許多的地圖，而我的學生則是繪製那些地圖的人」。意即，對學生而言，當前的學習重點

正是在自由的氛圍中，懂得且運用解決問題之策略。 

最後，梁淑玲老師帶領與會人員，以「Pride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為例，進行「圖解世

界」之小組作業實地演練。在「圖解世界」活動中，各組成員須解讀三張圖表，找出彼此之

間的關聯；關聯之間，應結合聯合國提出之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安排圖表順序，

聯想箇中內容。進而描述一個合理的現象或事件，並從中發現問題，設想解決之道。對此，

梁淑玲老師指出，因「Pride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所提供之資訊可信度較高，可做為教師命

題時減省時間且證據有力的資源。此外，各組所選擇的「永續發展目標」端賴成員之詮釋而

定，惟在描述過程中宜將論點逐漸聚焦收縮，貼近核心，最終形成一個完整且詳細的主張，

此即教師執行該教學活動時，應當特別留意的關鍵。 

柒、散  會：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3時 30分 

 

備註： 

1. 學年度學期別：視實際情形調整。 

2. 部別：可視需要輸入高中部或國中部。 

3. 主席、記錄輸入姓名不簽名。 

4. 業務報告、提案討論之名稱可視實際情形微調。 

5. 請注意記錄（動詞）與紀錄（名詞）之區別。 

 

 



  

陳麗明老師開場引言 陳麗明老師說明「跨領域概念」 

  

梁淑玲老師介紹「圖解世界」教學活動 與會老師實地演練「圖解世界」教學活動 

  

與會老師實地演練「圖解世界」教學活動 陳麗明老師與梁淑玲老師和與會老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