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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銘印 

提問設計 

暖

身 

1. 請寫出三個形容詞來描寫冬天? 

2.一提到雪，你會聯想到什麼？ 

基

礎 

二、基礎題：依照提示，灰框為第一層，方框為第二層，雙底線為第三

層，曲線是第四層，虛線是第五層，在課本上圈出心智圖的關鍵詞。 

Q0【課文結構】    文體：(                     ) 

意義

段 

愛上雪的

（        ） 

（    ） 

有關雪的夢想 

對雪的

(         ) 

對雪的

想法 

自然

段 

1-4    

Q1-1作者第一次看見雪，是在小學一年級的一張耶誕卡上。這張聖誕卡

上有什麼畫面？ 

答：畫面有一個銀白色的(       )，屋頂下是一扇透著濛濛

(             )的窗戶，小姐姐看窗外(               )。 

Q1-1-1文本「神奇中帶著寧和的雪之光，像一個永恆的銘印，深入了我所

營造的夢幻城堡。」依上下文本，請問「神奇中帶著寧和的雪之光」是指

什麼？ 

答:那個(          )的斜屋頂(               ),原來頂上鋪了一層細

微的(                    ),製造出(        )的效果。 

Q2作者童年對雪有什麼夢想? 

答:乘坐(             )，當馬蹄掩入雪地，馬脖子上的(        )立刻

響起。作者戴（          ）和（         ），依偎在（      ）懷

裡，在（        ）裡馳騁，白雪像（                ），給世界捎

來（          ）。 

Q3-1作者說自己是一個典型的亞熱帶人，很怕冷。請問他對雪的嚮往有因

此受限嗎？請從文本找出支持你說法的理由或文句。 

作者對雪的嚮往，(        )因為怕冷而受到限制。 

支持的文句：我對雪的嚮往，事實上是抽離了「(               )」

的客觀環境，只憑一個「（        ）」的觀點來感覺。 

Q3-2作者如何滿足自己對雪的嚮往（方法）? 



答:每一到冬天，就去逛(       )，欣賞各式各樣的（          )， 

翻新月曆上世界各國風光的(              ) 

觀賞(                  )裡既有(          )又有(           ) 

的雪地故事，使他更具有身歷其境之感。 

Q4在文末，作者覺得「雪」有哪些想法? 

雪像

（            ） 

吸掉（           ） 

雪像

（            ） 

吃掉（           ） 

冷卻

（            ） 

讓人（         ）錯誤，保持（       ）的

心，像雪一樣純淨 

 

 

挑

戰 

1.連連看：作者以真實、想像交錯的方式安排全文，請找出對應的敘述。 

看到雪景耶誕卡                      

夢幻城堡                      

逛文具店欣賞雪景卡片、照片                           事實 

童年的夢想                           想像 

說自己對雪的嚮往，是抽離

「寒冷」的客觀環境，只憑

「美」來感覺。 

                     

把雪比喻成吸塵網、滅音器                      

2.綜覽全文後，你最喜歡哪一個段落對雪描述?為什麼? 

答:我最喜歡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四季摹寫練習:讀完春雨、記得螢火蟲、秋去秋來、雪的銘印等四篇課

文，換你來練習摹寫四季，寫完後，再把你的文章輸入 AＩ圖片產生器，

讓大數據分析一下你腦海中的影像吧！ 

學生表現紀錄(提問單照片/課堂照片/學生作品照片) 

  

利用 hiteach 的文字雲， 

匯集學生在暖身題中的想法。 

利用 hiteach 的挑人功能，與學生互

動，一起核對提問單基礎題的答案。 

  
參閱基礎題的提問，在課本中以螢光

框、方框、雙底線……圈出關鍵詞。 

依據基礎題內容或課文中圈出的關鍵

詞，學生用 XMind 畫出心智圖。 



 

 

 

學生的心智圖作品。 向小組成員分享自己的心智圖作品。 

 

 

在挑戰題中，完成四季摹寫練習後，

將自己的文章輸入到 AＩ產生器。 

學生的摹寫作品與 AＩ生成的圖。 

教師課堂省思 

經過將近一學期的引導與練習，孩子們對於「預習課文時完成提問單基礎

題➔全班一起核對基礎題的答案➔自己根據提問單在課本上圈出關鍵詞➔自

己畫心智圖➔分享心智圖」的學習流程已經熟能生巧，老師不需要太費心

思，大家都能順利完成這一連串的學習。漸漸地，我終於可以將教學目光移向

較高難度的挑戰題。 

本冊國語的第三單元以四季為主題，呈現許多名家的經典作品，所以我們



一口氣讀了春雨、記得螢火蟲、秋去秋來、雪的銘印等四篇課文，還賞析了送

孟浩然之廣陵、夏日南亭懷辛大、楓橋夜泊、秋夕、江雪等詩作，在這些作品

中，學生們進入了文學的四季，也體會了自然時序的美感。在「讀寫合一」的

教學理念下，這一次的挑戰題中，特地設計一道寫作題，讓他們模仿名家的寫

作技巧，摹寫自己心中的四季。 

為了增加孩子們寫作的動力，特地引進 AＩ當作教學利器，請學生將自己

摹寫的文章輸入 AＩ圖片產生器，讓大數據分析一下他們文字中的影像，產生

美麗的圖片。有了 AI的鼓舞，不同於往日遇到作文功課的唉聲嘆氣，孩子們

個個眼神發亮，興致勃勃。甚至吃完午餐後的休息時間，平日喧嘩嘈雜孩子個

個主動拿起平板，埋首於創作中，因此只用比平日寫作十分之一不到的時間，

便產出了一篇篇佳作。 

 



而且為了不讓自己的圖片內容太單調，連以往懶得動筆的孩子，都卯足全

力，設法多寫一些： 

 

因為挑戰題的學科本質還是在作文——練習摹寫技巧，所以我要求孩子們

一定要先產出文章，讓老師批改，確定文句敘述完整，段落摹寫確實符合教學

主題，才能讓他們拿平板，輸入自己的大作，用 AＩ產生圖片。 

但有些孩子可能平日感受度不夠，真的腦袋一片空白，無從下筆，面對這

樣的孩子，我便倒果為因，請他們先在 AI中輸入自己腦海中聯想到的關鍵

詞，讓 AＩ先產出圖片，孩子再根據圖片來看圖寫作。有了圖片的幫助，具體

化了這些孩子腦海中的想法，他們在摹寫四季時，不再覺得困難重重，不知如

何是好，反而能按圖索驥，運用「從近到遠」或「從低到高」的寫作方法，一



一摹寫圖片的內容，完成創作，獲得了許多自信心。 

 

在分享作品的過程中，孩子們發現，AI不是萬能，它很容易誤解了文章

中的轉化擬人或譬喻句，產出如魚蝦滿天飛、櫻花樹長出已經剝好皮的荔枝、

人長出松鼠尾巴……等怪異圖片，讓全班忍不住哄堂大笑，停不下來。 

 



經過這一次的學習活動，孩子們深刻體認到，AI雖然厲害，但它畢竟是

電腦，無法取代人類腦海中無窮盡的想像力，更揣摩不出人們心中各種悲喜交

融的情感世界，所以文學創作或欣賞，還是要自己踏實學習，才能有所收穫。 

而我也因為這一次成功的教學經驗，不再視 AI為畏途。「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任何先進的科技軟體，只要能運用得宜，不失學科本質，都能成為老

師的教學得力助手吧！ 

我的疑問 

在提問單基礎題的鷹架下，班上的學生已經能自己在課本上圈出關鍵詞，

順利畫出心智圖。孩子們也清楚明白的告訴我，他們的心智圖主要是看提問

單，再參考自己圈的關鍵詞畫出來的。那麼接下來呢？要如何逐步撤除鷹架？

如何讓孩子不需要提問單的基礎題，就能找到文本的關鍵詞呢？衷心的期盼，

在寒假的課程裡，大叔能針對這個疑問為我們開示，謝謝！ 

 

※每月五號前上傳前一月課堂實踐歷程到雲端個人檔案夾 

※檔案名稱：姓名+月份課堂實踐歷程，例：王大叔九月份課堂實踐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