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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閱讀策略指導教案 
設計者：蔡欣芸 

綱要編號 閱-6-3 綱要構面 閱讀素養 

主題 閱讀的策略 授課年級 三年級 

年級主題 預測與連結(溶解了嗎?) 教學者 蔡欣芸 

教學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63 頁~65 頁)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活動人數 27 人 

活動場地  E 化教室 

教學

資源 

 電子白板、實驗器材、預測學習單 

教 

 

學 

 

研 

 

究 

 

一、教材分析  

(一)設計理念： 

1. 預測策略：預測策略可以幫助孩子對文本產生興趣。當孩子學會了在閱讀時運用預測

策略，他們更能投入文本中，尋求文本中的新的訊息，去確認或修正已做的預測。這

種持續做預測、修正、確認的過程，孩子不但 主動參與閱讀的歷程，同時回想故事以

及理解故事的技巧也進步了。 

2. 連結策略：在閱讀時，讀者會尋找與自我本身的連結，這樣的過程讓閱讀變成了更有

趣、更具有資訊性的經驗。 

(二)教學重點： 

1.教師在介紹閱讀策略時，自己要先透過「放聲思考」示範如何找出文本中的線索。 

2. 介紹閱讀策略時，透過引發孩子生活中的舊經驗或先備知識，更能達成教學目標。 

3. 在進行策略練習時，要先由老師示範策略在閱讀時的應用，並以明示的方式直接介紹

各策略，之後要給孩子多次練習及評鑑的機會，接著師生更要共同檢視、評量是否能

轉化所學策略於不同的文本中。 

 

能  力  指  標 教  學  目  標 

[語]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進閱讀

的能力。 

 

[自然]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

測可能發生的事。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

質的不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

並應用這些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

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1.能應用文本線索和舊經驗預測故事的發展 

2.能尋找文本與自我本身，還有與世界以及與其他

文本的連結  

3.能評估閱讀策略對於自己理解文本的助益。 

4.能運用感官辨認食鹽的性質與加入水中後的變

化。 

5.能利用觀察與實驗操作，察覺有些物質會溶於

水，有些不會溶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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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說明 評量方式 

壹、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電子白板、實驗器材、預測學習單 

貳、發展活動： 

（一）討論什麼是「預測」？ 

◎「預測」就是根據線索和舊經驗去猜接下來事情的發

展。 

（二）利用實驗的解說帶入文本 

◎討論實驗中什麼是溶解現象？ 

當食鹽加入水中，會慢慢消失看不見。像食鹽均勻散布

在水中的這種情形，就是一種「溶解現象」。 

（三） 介紹閱讀時如何利用「已經知道的」以及「文

本」線索，做事件發展的「預測」 

◎請學生翻開課本 64、65 頁，觀察五種物質的圖片，

預測物質是否會溶解於水中，並寫預測學習單。 

（四）小組做實驗討論 

◎透過實驗，請小組討論並說說看是否與原先預測的一

樣。 

參、綜合活動： 

（一）做完實驗後，運用「連結」的策略，強化閱讀的

體驗 

◎請學生連結舊經驗與其他物質線索預測接下來實驗

發展。 

《第一節課  結束》 

 

 

 
 

鼓勵學生說出生

活中使用的預測

策略 

 

 

 

 

 

 

引導孩子由生活

經驗，連結至閱

讀經驗 

 

 

 

 

由生活中的「預

測」經驗，連結

至閱讀經驗 

 

 

 

 

 
 

 

 

 

 

能說出生活中使用的

預測策略 

 

 

 

 

能利用經驗或既有知

識去預測接下來事件

的 

 

能操作實驗了解物質

的變化 

 

 

 

能跟著老師的引導練

習預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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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學習單 

◎先觀察物質，再依照你的經驗做預測 

 預測 

會不會溶解 

結果 

會不會溶解 

食鹽 □會  □不會 □會  □不會 

胡椒粒 □會  □不會 □會  □不會 

麵粉 □會  □不會 □會  □不會 

辣椒粉 □會  □不會 □會  □不會 

砂糖 □會  □不會 □會  □不會 

 

 

 

  

物品 

觀察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