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分享《最後的魔法》 

實施學校:苗栗縣大南國小 

教案製作：葉雯老師 

實施對象：三年級 

一、共讀實施歷程（時間：四節課） 

（一）教學前 

1.教師先預讀故事內容。 

2.老師製作學習單。 

(二)教學中 

1.引起動機 

(1).「閱讀預測」策略教學：由書名和封面討論圖片討論這本書的可能內容。 

    1.請問為什麼是「最後的」魔法？ 

    2.你覺得這本書的魔女是個怎麼樣的魔女？ 

    3.最後的魔法應該是個怎麼樣的魔法? 

(2).關於主角「魔女」、「女巫」的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1.你印象中的魔女(女巫)是什麼樣子的? 

    2.魔女應該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3.魔女有什麼樣的配備和咒語? 

    4.說說看你印象中童話故事中「魔女」(女巫)是什麼樣子的，你印象最深可   

      課的是哪一本書中的女巫?為什麼讓她讓你印象深刻？ 

2.聲音劇場： 

(1).由教師示範朗讀，配合不同的情節、情緒變換語調。 

(2).由小朋友輪流試著用聲音朗讀來演出各段落，並由教師適時喊停加入討論。 

 

3.閱讀與討論：  

(1).魔女的魔力為什麼要消失了? 

(2).魔女覺得「好可愛」、「好漂亮」的東西是什麼，從一開始到後來有什麼轉變？ 

(3).漂亮可愛的東西不一定有用嗎? 

(4).有用的東西都不漂亮嗎? 

(5).如果你是魔女，你會用最後的魔法機會變成什麼呢? 

(6).你覺得小佑是個怎麼樣的男孩？從書中的哪裡可以看出來? 

(6).你覺得魔女的個性如何？從書中的哪裡可以看出來? 

 



4.愛的便利貼 

(1).魔女用魔法表達對小佑的心意，小佑也享用到了魔女的恩惠，可是最終小佑

並不知道魔女已經變成長椅了，請幫忙變成長椅的魔女，把心裡的話寫在便利貼

上給小佑吧！ 

(2).小佑收到信之後應該會對魔女說什麼呢?也請你代小佑寫便利貼回信給魔女

吧! 

 (三)教學後 

    由班級同學擔任小記者，採訪校內其他閱讀過此書的小朋友和師長，比較看

看其他年級的想法和自己班級的異同。 

 

二、教師操作感想 

    《最後的魔法》是一本讓人感受到善意與溫暖的書，雖然對話不多，卻能讓

小朋友從字裡行間及魔女的自言自語中感受到魔女為他人著想的性格。這本書也

顛覆小朋友心中女巫的形象，把不同故事中女巫的形象先做討論和分類，再讓小

朋友想像寫出「魔女的條件」，能引起小朋友對書中主角的好奇，也能卸除某些

孩子對寫學習單的抗拒，對中年級的孩子來說，想像仍無邊無際，所以孩子們的

態度能從：「又要寫學習單!」到「老師，我還沒寫好，等等我！」這樣的轉變也

讓老師的心情從小小的難過到受到鼓舞，書本和文字真是有力量的媒介！ 

    這本書另外也傳遞溫暖的意涵，因此在無論是班上的小朋友或其他班級學長

姐，當在問到要變成什麼樣有用的東西時，多數的人都不約而同回答「手套」、「圍

巾」、「火爐」等讓人感受到溫暖的東西，雖然書中對話不多，但那份「替他人著

想」的心意，卻在字裡行間流露，因孩子們也感受到這份情意，在魔女和小佑的

便利貼裡留下了簡短卻溫馨的字句。 

 

參、課堂照片及學生作品 

師生共讀書目中精采的故事情節 

 

 

 

 

 

 

 

 

小記者採訪其他年級閱讀心得 

 



 

小朋友用心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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