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領域選書會議紀錄 

壹、討論事項 

 

一、七升八版本是否沿用? 

1.七年級老師針對南一版本使用情形做說明。 

2.全體表決是否同意更換版本，採無記名投票。 

投票結果 : 同意更換原使用版本(南一版) 

總出席人數 18人，同意更換版本有 12票，不同意更

換版本有 5票，廢票 1票。 

3.討論其他兩個版本編寫情形。 

4.填寫評分單。 

5.評分結果 : 使用翰林版。 

 

二、七年級版本選書 

1.討論各版本編寫情形。 

2.填寫評分單。 

3.評分結果 : 使用康軒版。 

 

三、七升八彈性課程討論 

1.彈性課程編寫說明。 

2.四種課程主題表決 

3.決議結果:以延伸閱讀為主軸，分白話文本閱讀、

古典文學閱讀、七八年級主題周及文青手作課 

 

貳、臨時動議 

 

參、散會 
 



桃園市立楊梅國中 109年度國中國文 

八年級教科書換版報告及銜接計畫 

壹、 緣由 

     108 學年度七年級選用「南一版」國中國文教科書，實際教學後發現並不

適用，造成教學上的諸多困擾，為避免耽誤學生學習，擬於 109 年學年度八年

級更換為「翰林版」國中國文。 

貳、 原使用版本(南一)分析 

     整體而言，南一版的教科書經過一整學年的使用，有以下缺失: 

一、 選文架構方面 : 為配合南一設計的讀寫合一架構，南一版選文在實際的

操作上產生了以下問題 : 

1. 選文的代表性不足 : 部分選文雖符合其讀寫合一的架構，但實際上缺乏

代表性與文采，深度不足，無法在七年級開始就奠基學生的語文能力。 

2. 選文的難易差異大 : 選文的規劃，應該由易而難，由淺而深，方便學生

吸收，但為符合其讀寫合一的架構，難度較深的課文因而提前學習。例

如 :第一冊第五課瑞穗的靜夜用詞較艱深，情感表達也比較抽象，造成教

學現場，學生不易集中精神學習，老師教學負擔大的情形。 

3. 文言選文篇數過少 : 上下兩冊文言文只有一篇放在正課 ，其餘多篇經典         

文言文放於正課後的延伸閱讀，但是卻沒有適當的注釋或翻譯，老師若是

逐字講解，就會有時間上的壓力；若是學生自學，恐怕不易也沒有成效。 



二、 教材設計方面 :  

1. 應用練習操作耗時 : 應用練習多用文本分析表格及手寫題型，操作起來       

較為耗時，且七年級學生不易理解。 

2. 習作練習題難度高: 習作練習題的選項設計常出現需用到八、九年級才

會學到的語文知識的情形，若是適度出現，屬於合理補充的範圍；若是

頻率過高，容易形成老師教學的負擔與學生文意理解上的困擾。 

3. 習作作文題目古板 : 相較於近年來多元且活潑的會考作文題目，習作的            

作文設計傳統，缺乏給學生相關的練習機會。 

三、 周邊資源方面  :  

1. 檔案資源編輯粗糙 : 檔案資源大改版，編輯因倉促而略顯粗糙。例如第

二冊自學(二)食蔥有時點選相關檔案，卻出現背影一文的資料，形成老

師備課的困擾。 

2. 備課用書編輯粗糙 : 備課用書收錄的資料雖多，但過於龐雜，且標示位

置略顯凌亂，使用不便。 

參、 改選版本(翰林)評比 

 109 學年度國文科選書會議，七年級老師針對南一版本使用情形說明。

全體表決是否同意更換版本，採無記名投票。投票結果 : 同意更換原使用

版本(南一版)。後經全體填寫評分單，決議更換七升八國文版本為翰林版。

相關評比如下 : 



一、 選文架構方面 : 

1. 選文架構嚴謹穩當 : 選文能配合學生認知程度規劃教材難易度，符合

老師教學慣性，同時能給予師生時間充分複習。 

2. 選文規劃由淺入深 : 選文內容能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不會造成學生的

挫敗感。而且選文豐富，兼顧經典與多元議題，能使學生保持學習的興

趣。 

3. 自選選文豐富多元 : 自選選文包含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流變介紹，以及

跨領域閱讀素養文本，循序漸進培養學生閱讀能力，擴大其閱讀視野。 

二、 教材設計方面 : 

1. 奠定語文學習根基 : 設定在六冊的課本與習作中可以讓學生完整學到

國中生應懂的 800-1000 則成語，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 

2. 引導掌握會考趨勢 : 課本的應用練習與習作的題型設計涵蓋會考題型

設計的三個向度 : 情境化、跨學科領域、整合運用能力。使學生在平

時的練習中就能掌握會考趨勢。 

3. 教導寫作循序漸進 ； 每冊習作會搭配數篇「點線面寫作策略」，使學

生由字詞、句子、段落，進而完成篇章，循序漸進學會寫作技巧。 

三、 周邊資源方面 :    

1. 備課用書資源豐富 ： 備課資料依照課前、課中、課後的進度做規劃，

操作方式明確，分類清晰，利於老師使用。 



2. 3C 周邊資源豐富 : 光碟、電子書、PPT、教學影片等設計新穎，能適時

更新，幫助學生快速理解，方便教師教學。網路資源舉凡國文線上聆聽

網、學習吧網站、孔子點點名遊戲網等，提供老師彈性使用。 

     整體而言，七升八翰林版國文經過全體國文老師的評分，票選為更新

版本，在選文架構方面、教材設計方面、周邊資源方面，較能符合本校師生

的需求。 

肆、 銜接計畫   

一、 108 南一版與翰林版七年級選文比較 

冊

次 

南一 翰林 

 課次 課次 

第 

一 

冊 

第一課 夏夜 第一課 夏夜 

第二課  絕句選 第二課  論語選 

 
第三課  紙船印象 第三課  雅量 

【自學一】 故鄉的桂花雨 【自學一】 先秦寓言選 

語文常識一 標點符號使用法 語文常識一 標點符號使用法 

 

第四課 吃冰的滋味 第四課 母親的教誨 

第五課  瑞穗的靜夜 第五課  兒時記趣 

第六課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第六課  背影 

【自學二】 暑假作業 【自學二】 貪睡的長頸鹿 



語文常識二 工具書使用法語資料

檢索 

語文常識二 閱讀導航與資訊檢索 

 

第七課  論語選 第七課  心囚 

第八課  鮭魚產卵，力爭上游 第八課  無心的錯誤 

第九課  飛翔的舞者 第九課  音樂家與職籃巨星 

  第十課 藍色串珠項鍊 

【自學三】

  

茶葉的分類 【自學三】

  

五歲的蚊帳大使 

第 

二 

冊 

第一課 負荷 第一課 小詩選 

 

第二課  律師選 

 

第二課  石虎是我們的龍貓 

 
第三課  背影 第三課  聲音鐘 

【自學一】 示愛 【自學一】 六朝志怪小說選 

語文常識一 認識漢字的造字法則 

 

語文常識一 漢字的結構 

 

第四課 落花生的性格 第四課 森林最優美的一天 

第五課  土芭樂的生存之道 第五課  近體詩選 

第六課  溪頭的竹子 第六課  紙船印象 

【自學二】 食蔥有時 【自學二】 放天燈是傳統，還是

為山林製造更多垃

圾？ 語文常識二 書法欣賞 

 

語文常識二 漢字的流變與書法欣

賞 

 第七課  謝天 第七課  孩子的鐘塔 

第八課  視力與偏見 第八課  五柳先生傳 

第九課  劉墉寓言作品選  

 

第九課  謝天 

  第十課 貓的天堂 

【自學三】

  

特調一杯人生咖啡 【自學三】 越南女兒‧臺灣母親 



 

二、 需要銜接的部分   

1. 文言文本的部分 : 翰林版七年級的文言文選文多元豐富，為補足原南

一版本文言的不足，建議補充五柳先生傳、六朝志人小說選、 六朝志

怪小說選。 

2. 白話文本的部分 : 翰林版第八冊第三課故鄉的桂花雨在南一版第一冊

【自學一】已經上過，而翰林版第一冊第六課為胡適的母親的教誨，胡

適乃白話文學之父，故其經典之作母親的教誨建議取代翰林版第八冊

第三課故鄉的桂花雨一文。 

三、 銜接計畫   

1. 可運用的銜接時間 : 八年級的國文彈性時間。 

2. 建議補充的銜接選文 : 五柳先生傳、母親的教誨、六朝志人小說選 

、六朝志怪小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