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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堂腦力激盪的寫作課 

              ～我思、我想、我寫 

 

一、教學模式名稱：問思寫作教學模式 

二、思考力分析：聯想、比較、歸納、理解、評鑑、省思 

三、適用領域：語文領域 

四、資訊設備：電子白板、單槍投影、實物投影機、IRS 反饋系統 

五、設計者：賴慧珉、施秀美、李佩怡、張雅甄、林倩瑛、廖淑玲、黃淑苓 

六、教學模式架構圖 

 

 

 

 

 

 

 

 

 

 

 

 

 

 

 

 

 

 

 

 

 

 

 

 

 

實物投影機展示想法 

IRS 搶權說明想法 

小組進行歸納討論 

比較各組架構 

IRS 進行投票統計 

 

 

 

 

 

 

翻牌說明投票理由 

省思自己的作品 

釐清自己的想法 

歸納思考 評鑑票選 

比較討論 
分享想法 

腦力激盪 

進行寫作 

來一堂腦力激盪的寫作課～我思、我想、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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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模式簡介： 

情境照片 文字說明 

 

【腦力激盪】教師依據寫作主題，引導學生進行

聯想。 

(1)結構性聯想：教師給架構，學生激盪架構下

的細部概念。 

(2)非結構性聯想：學生自由聯想，教師引導歸

納成數個概念。 

 

 

【比較討論】小組練習將各種不同聯想內容進行

比較討論，歸納成寫作架構(大綱)。 

 

【歸納思考】教師展示各組寫作架構，引導學生

說明歸納的方式與原因。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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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票選】教師展示各組寫作架構，學生進行

票選。 

 

【分享想法】學生透過認知衝突、對話澄清、反

饋省思等歷程，釐清與理解架構內

涵，並進一步建構與確認自己的寫

作架構。 

 

【進行寫作】學生依據寫作架構，進行寫作。 

 

八、效益分析 

 (一)善用科技優勢，腦力激盪有活力 

 運用 IRS 反饋系統中的搶權作答，結合小組競賽機制，能夠有效激發學生在「自由聯想」

階段的發表動機，因為在這個階段的答案要求是越多越好，只要與主題有關的任何想法都可以

搶答發表。 

 (二)學習交流想法，比較歸納有依據 

 學習不是孤立的、學習也不是獨斷的。模式進行到這個階段重視的是「合作討論」，學

習夥伴們必須彼此分享想法、說明想法，學習將全班所發表出來的、眾多紛雜的想法，慢慢的

來一堂腦力激盪的寫作課～我思、我想、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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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與釐清，慢慢地整理成有條有理的架構。接著教師可以立即利用實物提示機展示各組討論

歸納的結果。科技的便利性、有效性不僅促進了討論的積極度，也呈現了想法的廣度與深度。 

 (三)激盪釐清決策，評鑑票選重思考 

 模式進行到「評鑑想法」、「分享想法」階段，科技可以迅速協助統計票選結果，也可

以運用統計結果來激發學生辯論與澄清想法。而「翻牌」則可視情況決定，教師可以讓小眾想

法有機會發表，讓學生學習尊重多元想法；也可以讓大眾想法一一發表，讓學生更精確內化自

己的想法。 

九、應用「問思寫作 教學模式」之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 語文、數學、綜合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主題名稱 熱鬧的園遊會 教學對象 六年級 

設計與 

教學者 
賴慧珉、施秀美 節次 共 6 節(模式應用為第 4 節)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校園照片、影片、網際網路、行動學習智慧教室(單槍、實物提示機、電

子白板、Hiteach 系統、學生每人一台 PAD) 

教 

學 

活 

動 

規 

畫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簡述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簡述 

1 說明文創作與應用~海報設計 5 問思寫作~熱鬧的園遊會寫作 

2 基準量與比較量~成本效益分析 6 作品自評、省思與修改。 

3 生活經營~園遊會規劃與分工   

4 問思寫作~熱鬧的園遊會寫作引導   

能 

力 

指 

標 

2-3-1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動。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3-3-2 覺察不同性別者的互動方式，展現合宜的行為。 

5-3-4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作品，擴充閱讀範圍。 

6-3-4 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6-3-2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作。 

6-N-09 能認識比、比值與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教 

學 

目 

1. 能小組合作討論，設計園遊會的遊戲內容。 

2. 能小組合作討論，完成說明文創作與應用~園遊會海報設計。 

3. 能理解成本和售價之間的比率關係，訂妥各項食品標價。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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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4. 能小組合作討論，完成園遊會當天輪班工作、各項分工規劃表。 

5. 能小組合作討論完成寫作架構。 

6. 能透過思考討論，票選最佳架構，並省思與修正自己的架構。 

教學模式 教學流程 時間 科技應用 教學評量 

 

 

 

 

 

 

 

 

 

 

 

 

 

 

 

 

 

 

 

 

 

 

 

 

 

 

 

 

 

 

 

 

 

 

 

 

 

 

 

 

 

 

 

 

 

 

教學活動一：說明文創作與應用 

一、 引導學生複習說明文的特性。 

二、 引導學生發表「海報」的內容如何「說明」清楚。 

三、 引導學生小組共同討論海報設計注意事項。 

四、 各組運用綜合課時間完成海報設計。 

 

教學活動二：基準量與比較量~成本效益分析 

一、 運用教學簡報，引導學生複習數學單元二：何謂基

準量？何謂比較量？ 

二、 引導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三、 引導學生完成園遊會販售之食物的訂價。 

 

教學活動三：生活經營~園遊會的規劃與分工 

一、 引導學生討論園遊會當天需要哪些工作人員？ 

(一) 產品組：負責各項產品標價、二手獎品整理。 

(二) 器材組：負責場地布置、復原，桌椅搬運、歸還。 

(三) 行銷組：負責活動宣傳、現場叫賣、移動式販售。 

(四) 總務組：負責點券整理、張貼、統計。 

二、 引導學生討論當天輪班班表規劃、場地動線安排。 

40 分 

 

 

 

 

 

 

 

 

 

 

40分 

 

 

 

 

 

 

 

 

 

 

40分 

 

 

 

 

 

 

 

電子白

板、 

單槍投影

機 

 

 

 

 

 

 

 

電 子 白

板、 

單槍投影

機 

 

 

 

 

 

 

 

 

電 子 白

板、單槍

投影機 

 

 

 

 

 

能說出「說

明文」的特

性。 

 

能分工完

成海報設

計。 
 

 

 

 

 

 

能理解「基

準量與比

較量」的意

義。 

 

能運用前

述概念完

成產品訂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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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激盪 

 

 

 

 

 

比較討論 

 

 

 

 

 

 

 

 

 

 

 

三、 引導學生完成各項分工。 

 

 

 

 

 

 

 

 

 

 

 

                         

教學活動四：園遊會寫作引導 

一、 腦力激盪：引導學生自由聯想與園遊會有關的任何

概念、想法、詞彙、事件…；運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

中的「搶權問答」，配合小組輪流機制，激勵更多學

生參與發表討論。 

二、 比較討論：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將所有聯想的內容，

以顏色標記的方式，進行分類，將類似概念的分成

同一類。 

 

三、 歸納思考：引導學生將分類完成的概念，透過小組

共同討論形成寫作的架構。 

(一) 這些分成同一類的各種想法，有沒有一個共同的概

念可以包含它們？ 

(二) 這些不同的概念如果要成為我們寫作的材料，要如

何去排列組合呢？ 

(三) 記敘文通常有哪些寫作的參考模式？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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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實物提示

機 

IRS 即時

反饋系統 

 

 

 

 

 

 

 

 

 

 

 

 

 

 

 

能小組討

論完成規

劃 與 分

工。 
 

 

 

 

 

 

 

 

 

 

 

 

 

 

 

 

 

 

 

 

能依據主

題進行自

由聯想與

發表。 

 

 

 

 

 

能小組合

作討論將

聯想內容

進行歸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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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思考 

 

 

 

 

 

 

 

 

 

 

 

 

 

 

 

評鑑票選 

 

 

 

 

 

 

 

 

 

 

 

 

 

 

 

1. 「原因、經過、結果」模式。 

2. 「人、事、時、地、物」模式。 

(四) 參考上面的模式，引導小組討論如何將不同的概

念， 依照合理的邏輯順序，訂出寫作的架構。 

(五) 引導小組共同討論完成寫作大綱。 

 

 

 

 

 

 

 

 

四、 評鑑票選：運用實物提示機，展示各組討論的結果。

每組可推選一位同學說明想法。 

(一) 各組說明寫作架構的邏輯思考方式。 

(二) 教師在各組架構圖上標示組別。 

(三) 全班進行最佳寫作架構投票。 

 

 

 

 

 

 

(四) 進行即時統計。 

 

五、 分享想法：教師參考統計結果，翻牌請各選項的幾

位同學分享選擇這個架構的原因、理由。其他同學

可隨機給予提問或回饋。 

 

 

 

 

 

 

 

 

 

 

 

 

 

 

 

 

 

 

 

 

 

 

 

 

 

 

 

 

 

 

 

 

 

 

 

 

 

 

 

 

 

 

 

 

 

 

 

 

 

 

 

 

能參考分

類結果，小

組討論出

寫作架構 

。 
 

 

 

 

 

 

 

 

能票選出

心中的最

佳架構。 
 

 

 

 

 

 

 

 

 

 

 

 

 

 

 

 

能說明自

己投票的

理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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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想法 

 

 

 

進行寫作 

六、 進行寫作：引導學生參考最佳架構，亦可參考各組

架構另行創作自己的架構，開始進行寫作。 

       

 

 

 

 

 

 

教學活動五：熱鬧的園遊會寫作 

    全班進行現場寫作。 

教學活動六：作品自評省思與修改後上傳。 

 

40分 

 

 

 

 

 

 

40分 

因。 
 

 

 

 

 

 

 

 

 

能完成作

文。 

能依據評

量表進行

自評與省

思修正。 

十、教學省思 

  (一)層層追問，協助學生歸納：一開始引導時，從「想法越多越好」方向來引導，透過搶權

激發動機，只要與「寫作主題」有關係的任何想法都可以，盡量讓每個孩子都能有發表的機會。

有了很多的想法之後，再透過提問收斂的方式，協助學生將龐雜的內容逐一歸類，才能找出上

層概念。 

(二)抽絲剝繭、訓練邏輯思考：上層概念可以做為寫作架構，但無法成為寫作邏輯，同時還

牽涉到寫作方式，例如順敘法？插敘法？倒敘法？不同的思考方式，就會產生不同的架構，過

於籠統的架構，學生在票選時很自然就會放棄。此時，教師在引導學生「說明票選原因」的時

候，可以協助學生釐清條理清晰與想法籠統的不同，訓練孩子批判思考的能力。 

  (三)組織取材，逐步建立架構：架構的完整性，與學生在討論時的「取材」非常有關係，同

時尚牽涉到「題目」的設定。運用此模式進學寫作引導時，建議可以先給一個大主題，待學生

架構逐一浮現後，再縮小範圍，為文章訂立更為明確的題目。 

  (四)拋磚引玉，再次修正省思：這個寫作引導過程有「拋磚引玉」的作用，且有時票選結果

也會有遺珠之憾。因此建議課堂討論結束後，讓學生回家寫下自己的寫作大綱(可參考小組討

論或票選結果)，如此不但可讓孩子有沉澱思考的機會，真正寫

作的時候，也比較有依據。教師可以將所有各組討論出來的架

構都提供給學生參考，幫助學生再次去蕪存菁，重新修正與思

考出自己的寫作架構來。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