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彈性課程素養導向精進歷程 
                ~從文心雕龍到閱思龍門 



希望透過循序漸進的引導方式 
開拓學生閱讀視野，厚植寫作能力 

節數 

課程 

目標 

設計 

理念 

A 

B 

C 
一份有系統的國中三年閱讀與寫作教材，
以主題的方式規畫 
每一冊的大主題之下並有小單元主題 

六學期 
每週一節 



跨域 

素養導向 

統整性 

主題式 



閱讀 

與 

寫作 

01 

02 

05 

04 

03 

06 

七上「寫作基本功」 
熟悉各種文體及基本寫作要領 
閱讀~吃喝玩樂Happy GO 九年級「寫作大觀 園」 

將歷屆每一篇基測、會考作文進行
分析引導 
掌握寫作測驗的命題趨勢及方向 

七下「寫作魔法師」 
強化寫作的各種實用修辭技巧
為文章增色 
閱讀~子虛烏有．鬼話連篇 

 
八上「寫作變裝秀」 
練習各種新式作文題型 
藉以活化寫作技能 
閱讀~故事．台北．城 

 

八下「寫作進化論」 
深化寫作的進階能力 
並為會考寫作暖身 
閱讀~纏綿悱惻．情話綿綿 



愉閱龍門 
Reading 

01 

02 

03 
培養閱讀思辨的能力，從個人出發，透過認識龍門、 
遇見大安、探索臺北、看見臺灣、放眼世界、思考未來
循序漸進的主軸，進一步參與公眾事務，尊重多元文化，
放眼世界，具備國際觀 

設計 

理念 

文心雕龍 
Writing 

畫龍點睛 
Making 



「統」「讀」大未來 

網羅台北 

閱讀  
素養  龍門說書人 7  

上  
 圖謀大安 

7  
下  透析台北 

８  
上  圖解台灣 ８  

下  

讀你 
在世界的角落 

９  
上  

乘坐閱讀 
時光機 
發現未來 
FUN城市 

９  
下  

圖書館
利用  愛上龍門圖書館 

7  
上  出版大安 7  

下  
8  
上  

資訊  
利用  探究台灣 

8  
下  

世界「搜」「取」家 9  
上  

9  
下  

▎愉閱龍門  

6 

108課綱彈性課程~閱思龍門學習內容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7上 

7下 

8上 

8下 

9上 

9下 

108課綱彈性課程~閱思龍門學習內容  ▎文心雕龍  

小魚兒探龍門 
龍門二三事 

大安散策—人文篇 
大安散策—自然篇 

故事．臺北．人 
光點．臺北．城 

寶島戀真情 
臺灣議言堂 

指掌探世界 
舌尖上的世界 

Hi，未來! 
未來，continue……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7上 

7下 

8上 

8下 

9上 

9下 

108課綱彈性課程~閱思龍門學習內容  ▎畫龍點睛  

龍門 BOOK 思義 
歌 SONG 龍門  

大安明信片 
歌 SONG 大安  

臺北文青打卡趣 
歌 SONG 臺北 

臺灣文青打卡趣 
歌 SONG 臺灣 

讀你，在世界的角落 
歌 SONG 世界 

預見未來的自己 
歌 SONG 未來 

















分組共備   研習增能 

困難點 

改變歷程  

解決困難的方式 

此歷程的心得 

跨域課程內容非學科專業 

規劃課程   討論設計內容  耗時費心 

因應時代需求   師生共同成長 



Thank You! 





學校現況分析

班別 總計 普通班
特殊班
資源班

特殊班
資優班

特教班
自足式

藝術
才能班

體育班
學習
資源班

班級數 68 61 2 1 3 0 0 1

學生數 1,898 1,870 56 88 29 0 0 8



學 校 願 景

成為一所培育「有愛用心，多元菁英，創新服務」的優質學校。

學生－多元菁英：發展多元智能，提升自我價值，培育五育E世代。

教師－專業創新：強化專業知能，創新精緻教學，把每個孩子帶上來。

行政－卓越服務：行政團隊合作，提供卓越服務，建構安全學習環境。

家長－愛心奉獻：參與學校事務，豐富教學資源，提供優質志工服務。



「以學生為中心」學校課程發展願景圖

核心價值
(core value)
合作.創新.
精緻.深化.

合作

創新

以學生為中心

健體
綜合

藝術

科技

任務(Mission )
行政資源引入
教師合作傳承
家長有愛用心
課程精緻多元
教學創新深化



介壽國中課程目標圖





介壽國中校本核心素養指標

校本核心素養 校本核心素養指標 對應總綱核心素養

品格力
1-1能覺察自我成長歷程，並探索生涯發展。
1-2能關心理解他人，並建立良好互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閱讀力
2-1能運用閱讀策略進行文本的理解。
2-2能從多元觀點進行省思、欣賞與表達。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知識力
3-1能主動自發投入各項學習活動。
3-2能於生活中妥善運用科技與媒體。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思考力
4-1能發現問題，並做思考與分析。
4-2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與行動，解決問題。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創造力
5-1能透過語言、文字或創作，傳達想法。
5-2能觀察、理解現象，進行創造再造。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移動力
6-1能欣賞與理解多元文化。
6-2能關懷在地與國際各項議題，參與公民行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評鑑的意義

教師系統地收集課程相關資訊，經由

持續不斷的反思、對話與多元參與，

以確保學校課程發展品質，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摘自丁一顧教授課程評鑑研習簡報)



109學年度課程評鑑增能研習

109.11.23 校訂課程實作評量

國立臺北大學吳璧純教授

110.04.06 課程評鑑增能研習

臺北市立大學丁一顧教授



評鑑
小組

課發會

介壽國中課程評鑑歷程

擬訂計畫 審議評鑑結果成立小組

執行評鑑

課發會

分析報告

檢討改善

分析報告



課程評鑑內容與指標1/2

一、課程規劃
1.課程宣導與專業發展

2.組織建置與成員參與

3.學校課程計畫的規劃

二、課程設計
1.課程目標的訂定與架構

2.教學策略與資源

3.學習評量

4.教學材料的編選



課程評鑑內容與指標2/2

三、課程實施
1.教學準備

2.教學實施

3.教學評量

四、成效評估
1.教師教學成效

2.學生學習表現



1.領域內教師共同決定其中兩個向度做為

本學年度的課程評鑑重點。

2.各領域各自決定想以其中兩個向度做為

本學年度的課程評鑑重點。

一、課程規劃

三、課程實施

二、課程設計

四、成效評估
課程評鑑
四大向度



規畫

執行

反思

調整

透過領域對話修正課程內容



教師 課發會各領域

課程評鑑結果應用在於精進課程

評鑑結果

課程規劃、
設計、實施
與成效評估

課程、
教學與評量

修正計畫
與發展方向



介壽國中校訂彈性課程藍圖

7服務壽喜

8 服路壽喜

9 文旅漫遊

7 臺灣圖像

9 生活高手

9 鑑古知今

8 9

探究與實作

7 介壽心說唱

8 世「介］面面觀

9 人物放大鏡

7 活力動算

8「乘」幾何「時」

9 似曾相似

7 8

通識課程

7 8

多元菁英

以一門課一單元為範例進行課程評鑑分享



Design inspiration For presentation

閱讀力.品格力

思考力.創造力

知識力.移動力

報導文學
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寫景手法
大塊文章歌詠天地

典範人物
生命典範追求至善

海洋議題
我們的海我們的洋

活動企劃
生活綠行動一起愛地球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大綱



教師針對七年級服路壽喜「報導文學—這個社會發生

啥麼事？」進行「三、課程實施」、「四、成效評估」

兩大向度課程評鑑之專業對話

一、課程規劃

三、課程實施

二、課程設計

四、成效評估七年級
服路壽喜



三、課程實施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量的描述1/2

3-1 教學準備 4

3-2 教學實施 4.3

3-3 教學評量 4.7

在1 2 3 4 5 五個配分中圈選實際達成情形，3是普通，分數越高越正向。

報導文學—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四、成效評估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量的描述2/2

4-1 教師教學成效 5

4-2 學生學習表現 4

在1 2 3 4 5 五個配分中圈選實際達成情形，3是普通，分數越高越正向。

報導文學—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質的描述1/4

學生對「報導文學」

的形式仍不夠了解，

在操作時就能發現

學生的問題所在。

對「報導文學」的

定義做更清楚及更

進一步的說明。

三、課程實施

待改善問題 改善策略

報導文學—

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三、課程實施

1.配合學校路跑活動

的實施。

2.請學生運用教材上

所習得的能力，進

行「報導文學」的

實作。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質的描述2/4

學生對「報導文學」

的形式仍不夠了解，

在操作時就能發現

學生的問題所在。

成果與特色
遭遇困難

與待改進事項

報導文學—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質的描述3/4

1.在學生的作品中，

同一事件有眾多版本，

可見未經查證。

2.只有「報導」，沒有

「文學」。

1.特別強調報導應重視其

「真實性」，不可未經

求證就「報導」。

2.將較有「文學性」的佳

作跟學生分享，讓學生

了解其中的差別。

四、成效評估

待改善問題 改善策略

報導文學—

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四、成效評估

1.學生實作的反饋。

2.學生實作的分享。

七年級服路壽喜課程評鑑 質的描述4/4

1.在學生的作品中，

同一事件有眾多

版本，可見未經

查證。

2.只有「報導」，

沒有「文學」。

成果與特色
遭遇困難

與待改進事項

報導文學—這個社會發生啥麼事？



持續

教師對話

關注

學生學習

課程評鑑的落實

讓課程評鑑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份



感謝指導

介壽國中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AKE生命教育

彈性課程



AKE生命教育-彈性課程

全校老師齊心努力
發展課程翻轉中山

老師們說：「只要對孩子們有幫助，

我們願意！」



發展與歷程

AKE生命教育-彈性課程

訂定明確的課程願景與課程架構

創建優質的專業領導與課程發展機制

規劃完善的課程方案與計畫

設計合宜的課程內容與學習

增進有效的課程管理與教師動能

推動妥適的課程運作與學習評量

落實適切的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發揮完整的課程鑑成效與運用

課程規劃

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

課程評鑑



發展與歷程

困頓期(98學年以前）－校園盤點

醞釀期(98-101)－建立校本課程

單領域跨科發
想

綜合活動教師
4人

奠基期(102-103)－推動閱讀課程

蓄積能量

集結人心

綜合+國文8人

萌芽期(104-105)－亮點課程

課程對話

主題式合作

綜合+國文+生
物+音樂10人

開展期(106-107)－三創課程

引進國際教育

跨領域主題合
作

綜合+國文+自
然+英文+地理
+藝文+體育+
科技16人

精緻期(108-)
－AKE課程

統整大概念、

發展主軸課程

綜合+國文+自
然＋數學+英
文+地理+歷史
+藝文+健體+
科技25人

中山曾經「風
華」亦曾歷經
「風霜」

學生素質差
學習成效低落

AKE生命教育-彈性課程
涵養謙卑柔和的生命情懷

培養自律自信尊重關懷的生命態度



課程願景：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愛
Love

人與群體
Interaction

人與自己
Features

人與環境
Environment



課程設計



成立核心團隊
先鋒社群 教學輔導教師社群課程實施



格子趣教師專業社群
嘿!社會教師專業社群

先鋒教師專業社群



    

國文<格子趣>11人 英語<Reading Fun>8人 數學<數林大探索>8人 藝文<藝言堂>3人 

 

 

  

社會<嘿!社會>7人 自然<悟裡看化>9人 健體<樂活人生>6人 綜合<綠活傳愛>6人 

 

    

國文<格子趣>11人 英語<Reading Fun>8人 數學<數林大探索>8人 藝文<藝言堂>3人 

 

 

  

社會<嘿!社會>7人 自然<悟裡看化>9人 健體<樂活人生>6人 綜合<綠活傳愛>6人 

 



每學年研習約150場次

教專初階 92%,教專進階20%

教學輔導教師12位

跨領域社群
9團隊

跨領域核心社群12人



108課綱
素養導向的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課程評鑑

先鋒社群教師跨領域微課程發表

各領域領召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示例發表

各領域代表彈性學習課程架構發表

教師培力增能



充
分
掌
握

學
生
起
點
行
為

靈
活
運
用

多
元
教
學
與
評
量

差異化教學 補救教學 多元評量

行動學習 提問教學 探索體驗

實驗實作 自主學習 翻轉教室



課程結構圖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課程

樂舞藝廊書海領航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悠遊書海添新衣

好書戲劇

美麗印記藏書心

美學展演

聖誕報佳音

班班音樂會

創意伸展台

溝通
創作

人
與
環
境

藝術
展演

人
與
群
體

藝術公民 人與自己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每位學生自選已閱讀過且喜愛的書籍，用主觀創作的視角重新設計演繹書本。

悠遊書海添新衣（國文＋藝術）

藉由熟讀該書中
的內容及故事架
構後，將理解並
且認為精華的部
份化成文字

練習篩選從書籍
的章節中，摘錄
可作為此書重要
的精神主軸，成
為書衣震撼人心
的兩三句話

體會並理解書中
角色的生命情懷
或生活困境，嘗
試將故事與自我
的真實生命經驗

做連結

以手繪、剪貼、
拼貼或複合媒材
的方式結合上述
的精要文字，結
合成一本書衣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透過有系統且有趣的方式引導學生，激發
他們對自選創作題材充滿熱情與創作欲，
學生學習表現回饋給我無法預期的驚艷成
果。

── 視覺藝術李昇洋老師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賦予書本全新的外衣，喚醒書中的人事物再一次粉墨登場，並讓我們細細品味故事與情境之美！

書海領航系列課程（語文領域＋藝術領域）



•12月的街道飄揚濃厚的聖誕氣息，讓我們也用音樂傳遞溫馨與祝福吧！。

聖誕報佳音 （表演藝術＋音樂）

學生度過聖誕節
的經驗，引導學
生更深入認識聖
誕節的涵義，認
識報佳音的由來。

欣賞經典的聖誕
歌曲~JINGLE 

BELLS、JOY TO 
THE WORLD 、平
安夜等，認識作
曲家並了解樂曲

的內涵

習唱聖誕歌曲並
運用中音直笛演
奏旋律，同時結
合木箱鼓與學生
個人專長，體驗
合奏的樂趣

以班級為單位報
佳音，透過合奏
與歌唱，進入社
區展演，傳達感
恩與祝福，體驗
與人互動的美好。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全班分組票選書籍，將書籍內容改編成劇本，拍攝成微電影或小型舞台劇。

好書戲劇（國文領域＋藝術領域）

閱讀共同書籍
《青春第二課》，
上台發表自己在
書中人物中所學
習到的精神與處

事態度

練習從短篇文章
中摘錄可供成為
劇本的段落，全
班分成小組，上
臺發表屬於自己
的青春劇本。

體會書中人物生
活困境與情懷，
票選出最佳劇本
及適合演出角色，
將劇本與自我的
生命連結。

跨領域學習進行
劇本發表、製作
道具、影片剪輯，
共同創作紙偶微
電影或大型舞台

劇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每位學生自選熟悉且感興趣的題材，重新賦予每一件藏書票新的視覺經驗。
•。

美麗印記藏書心（國文領域＋藝術領域）

藉由感興趣的題
材內容，結合可
運用的創作元素，
運用在藏書票畫
面的主視覺中。

練習從可運用的
創作素材中，篩
選後結合藏書票
的三個主題：愛
書、惜書、藏書

理解題材中角色
的生命情懷或生
活困境，嘗試將
故事題材與自我
的真實生命經驗

做連結

以手繪、剪貼、
拼貼或複合媒材
的方式完成作品，
進而完成屬於自
己的藏書票創作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無數練習與合作交織而現的成果。讓我們一起創造舞台，展現最美好的自己。

班班音樂會（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透過學生曾經到
過演唱會或參加
演出的經驗，引
導學生思考音樂
會需要什麼元素

與資源。

思考自己在音樂
會中能夠呈現的
方式。同時認識
幕後工作的分工，
探索自己的潛能。

分組練習，與人
合作，親自體驗
與人的合作過程。

實際的展演與呈
現，享受舞台的
燈光與掌聲。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每位學生自選喜愛服飾，用主觀創作的視角展現出自我最美好的一面。

創意伸展台（綜合領域＋藝術領域）

以不同時期服裝
照片引起學生對
服裝穿搭興趣

從學生平日穿著
樣貌來討論如何

穿搭

了解合宜服裝要
點後，利用新聞
畫面點出合宜的

穿著方式

依每位同學服裝
屬性分組，依同
學服裝設計搭配
音樂及走秀展現

自我。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藝術公民 Art  citizen
•音樂、舞蹈、藝術的表現，展現出生命熱情的活躍力，突破自我展現處多能的自己！

樂舞藝廊系列課程（語文領域＋藝術領域）

柏拉圖：音樂可以陶冶精神。



課程結構圖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課程

議題關懷城市探索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漫遊臺北城

世界地球村

世界趴趴走

城議

資訊統計密碼

文化萬花筒

議起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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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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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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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公民 人與自己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親近自己所在的土地，關懷它、包容它，請聽它給我們得故事，了解它、體會它，最後愛上它！

城市探索系列課程（社會領域＋語文領域，104－）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漫遊臺北城

世界地球村

世界趴趴走 議起看世界

資訊統計密碼

文化萬花筒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從歷史中細看一座城市、一群人、一件事，認識自己生活的城市：臺北

古城巡禮－漫遊臺北城（社會領域＋科技領域，104－）

利用「北城講古」
的音樂，從閩南、
客家和國語，三
種不同的語言，
來認識臺北發展

的歷史。

歷史中所學習的
臺灣發展歷程，
來理解台北發展
脈絡，透過資訊
系統尋找並安排
旅程及交通方式。

經過實際走訪臺
北歷程中的重要
古蹟，利用網路
收集資料，理解
臺北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

利用學習到的資
料蒐集、簡報製
作等能力，與同
組的夥伴一起準
備、分工合作，
共同完成這份報

告。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從各國歷史中特有的職業去了解文化差異，認識彼此的不同

世界地球村－Culture and career （語文領域＋社會領域，104－）

以介紹國外特有
的職業與及台灣
特有的職業(如八
家將)，讓學生能
認識各職業背後
的文化特色

由老師分配觀看
專屬影片，討論
影片內容及特殊
之處，並上網搜
索相關職業歷史
起源及工作內容

各組分享討論內
容後，開始小組
競賽回答由老師
在上課前設計好
的題目，勝負以
分數加總評定。

老師將題目匯整
至quizziz網站，
讓同學搶答，統
整與複習，讓孩
子們了解文化語
言與職業的關聯。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利用網路查詢旅遊景點資訊，設計深度理解社會風情的路線

世界趴趴走（社會領域＋科技領域，104－）

選定喜歡的國家，
找出該地豐富自
然景觀及文化特
色，設計小組的
國外旅遊行程。

透過各種旅遊資
訊，查詢該地的
風俗民情特色，
了解、尊重各地
多元文化，引發
實際前往的興趣。

認識各種交通工
具的特性，並評
估包含所費時間、
金錢經費，設計
出適切的行程。

小組製作簡報並
口頭報告，分享
報告內容後互相
討論給予回饋。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八年級
國際視野

九年級
全球關懷

議題關懷系列課程（社會領域＋語文領域，104－）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七年級
本土情懷



•把難以理解的數據變得一目瞭然，透過圖表和有趣的圖像來傳遞生硬的資訊

資訊統計密碼（數學領域＋科技領域，104－）

歸納並繪製成含
有原始資料的圖
表，比較各種不
同的統計圖表，
判讀出資料的分
布情況與特性。

分析生活中的資
訊內容，進而去
調查相關的數據
資料，整理且繪
製成適合的統計

圖表。

選定其欲分析的
主題、製作圖表
之相關步驟及收
集數據資料的過
程，發表欣賞或
需再做微調之處。

將各組所匯集的
數據資料上台發
表，資訊課程學
習電腦軟體，利
用試算表繪製成

統計圖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利用Culture Box與國外的學生，分享彼此的食衣住行育樂，推廣台灣文化

文化萬花筒culture in a box（語文領域＋社會領域，104－）

認識何謂「文
化」。以介紹各
國文化、節慶為
基礎，比較和台
灣文化不相同的
地方和特色。

選定的台灣文化
特色，並將其特
色像是食物烹調
方法、音樂、故
事、活動以影片
或音檔方式記錄。

說明選定其主題
代表台灣特色，
其他人可表示贊
同與否，或有其
他更具特色的選

項

拍攝文化影片，
把實體的東西裝
並箱，變成富含

台灣文化的
culture box，寄
出給合作的韓國
夥伴學校。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由觀察人類消費行為對於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進而珍惜自然環境

議起看世界－打擊塑膠微粒 Beat the Micro Bead（語文＋社會，104－）

從認識商品中的
「塑膠微粒」對
海洋生態造成的
影響，提起學生
的環境保護意識。

觀看塑膠微粒對
海洋造成影響的
影片，引起主動
關懷海洋環境的
換保意識。

閱讀相關議題的
文章，分組討論
心智圖，歸納此
議題的重點，思
考在日常生活中
執行對海洋環境
更友善的行動。

尋找生活中使用
含有塑膠微粒的
產品，並找尋回
收管道，上網至
環境機構提出聯
署，主動關懷的

環保意識。

知識公民 Knowledge Citizen



課程結構圖
生態公民(Ecology citizen)課程

CCD蜜蜂迷航事件STEAM蜜蜂擺尾舞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中山寶可夢

城市探險家

世界小偵探

蜜密

田園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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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盤好菜

溝通
定向

人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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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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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公民 人與自己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感應

溝通行為

蜜蜂擺尾舞

樂高機器人

程式撰寫

樂高機器人

零件組裝

蜜蜂迷航事件

欣賞策略之美

生物世界裡

的數學遊戲

跨領域

•以蜜蜂擺尾舞為例說明蜜蜂的溝通行為，並利用機器人模擬蜜蜂舞蹈，最後探究其中的數學奧妙。

STEAM蜜蜂擺尾舞

•以蜜蜂擺尾舞為例說明蜜蜂的溝通行為，並利用機器人模擬蜜蜂舞蹈，最後探究其中的數學奧妙。

STEAM蜜蜂擺尾舞（自然領域＋科技領域＋藝術領域104－）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以蜜蜂擺尾舞為例說明蜜蜂的溝通行為，並利用機器人模擬蜜蜂舞蹈，最後探究其中的數學奧妙。

STEAM蜜蜂擺尾舞（自然領域＋科技領域＋藝術領域104－）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 透過樂高機器人EV3之組裝與程式的撰寫，讓機器人能模仿蜜蜂舞蹈，並闖關解決數學問題。

STEAM蜜蜂擺尾舞（自然領域＋科技領域＋藝術領域104－）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認識直角
座標系

認識極
座標系

相似三角形

邊長值不變

利用相似三角形進行

極座標與直角座標轉換

•從蜜蜂的舞蹈引導學生發現蜜蜂定位的關鍵角度及距離，到抽象化的極座標表示法，最後引

入直角座標與直角三角形放大縮小邊長比值不變的性質，解決機器人闖關問題。

STEAM蜜蜂擺尾舞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 透過樂高機器人EV3之組裝與程式的撰寫，讓機器人能模仿蜜蜂舞蹈，並闖關解決數學問題。

STEAM蜜蜂擺尾舞

覺知生活中的各
種動物溝通行為，
並了解蜜蜂擺尾

舞

關切蜜蜂如何以
擺尾舞與同伴進
行溝通行為並定

位蜜源

理解蜜蜂舞蹈裡
的摩斯密碼並探
究蜜源與巢穴間

的關係

透過機器人組裝
與程式撰寫使蜜
蜂機器人跳擺尾
舞以達仿生學之

功效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 透過校園環境進行定向闖關活動，並結合校園生態、美學設計、防災教育與校園安全之議題。

STEAM蜜蜂擺尾舞系列課程-中山寶可夢

說明定向運動規
則，並透過地圖
判讀、記號認識
讓學生了解定向

運動

結合校園環境生
態認識、校園安
全等議題進行校
園環境定向活動

透過團隊闖關讓
學生能在校園環
境中探索校園的
生態環境、美學

設計

將所學知能轉換
成學生需要的素
養能力，從學校
出發並探索校園

環境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 透過社區地圖進行定向闖關活動，並結合社區文化、耆老分享、生態環境與城市設計之議題。

STEAM蜜蜂擺尾舞系列課程-城市探險家

透過社區地圖讓
學生了解社區活
動的變化輔以社
區環境結合定向

活動

結合社區文化耆
老分享、城市設
計等議題進行社
區地圖定向活動

透過團隊闖關讓
學生能在社區地
圖中探索社區的
生態環境、程式

設計

將所學知能轉換
成學生需要的素
養能力，從社區
環境並探索社區

文化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 結合世界地圖與世界文化，承接世界趴趴走與議起看世界等課程，培養學生愛護世界珍惜地球之心。

STEAM蜜蜂擺尾舞系列課程-世界小偵探

結合世界地圖及
世界文化等知能，
讓學生可以了解
世界地球村概念

結合世界趴趴走
及議起看世界探
討不同國家背景
及社會文化上的

差異

透過分組活動議
題探討，讓學生
能在察覺世界環
境中所面臨危機

將所學知能轉換
成學生愛護世界、
珍惜地球的素養，
並從生活中實踐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藉由「蜜蜂迷航事件」分組探究系統性農藥對蜜蜂生態造成的影響。

•了解蜜蜂迷航事件的成因後整理事件報告並撰寫改進措施。

•欣賞他人改進措施並揀選自身未來能身體力行之方案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

CCD蜜蜂迷航事件

有蜜蜂的世界 無蜜蜂的世界

愛因斯坦說：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也活不過四年

為什麼蜜蜂會從地球上慢慢消失，甚至迷航回不了家呢…

全世界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作物需要仰賴蜜蜂授粉才能存活
糧食短缺 物價上揚 全球飢荒蜂群崩潰症候群

CCD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我迷路了

O
•客觀事實：閱讀蜜蜂迷航事件之數據資料

R
•主觀感受：寫下個人對事件之反應與聯想

I
•衍伸詮釋：分析事件成因並撰寫改進措施

D
•做出決策：欣賞他人想法並具體力行實踐

ORID焦點討論法

•藉由「蜜蜂迷航事件」分組探究系統性農藥對蜜蜂生態造成的影響。

•了解蜜蜂迷航事件的成因後整理事件報告並撰寫改進措施。

•欣賞他人改進措施並揀選自身未來能身體力行之方案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

CCD蜜蜂迷航事件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藉由「蜜蜂迷航事件」分組探究系統性農藥對蜜蜂生態造成的影響，並提出改進策略身體力行。

CCD蜜蜂迷航事件

覺知蜜蜂存亡與
人類生活的關係
與對人類生活造

成影響

關切蜜蜂迷航事
件對於糧食作物
與人類生活造成

的影響

理解益達胺等系
統性農藥對於蜜
蜂生態與人類生
活造成的負面

影響

透過欣賞同學提
出改進策略進而
將其付諸行動落
實於日常生活

之中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學習田園相關知識，進行時令植物實作栽培與烹調，進而延伸至全球暖化與糧食議題，守護自然。

CCD蜜蜂迷航事件系列課程-田園知多少

認識校園植物的
種類和分布並製
作屬於自己獨一
無二的葉脈書籤

能關注氣候變遷
瞭解氣候變遷所
帶來影響及其所
引發的糧食危機

透過改變消費行
為與生活型態，
減少碳足跡的排

放量。

學生分組設計減
碳方案，思考如
何低碳飲食並於
日常生活中實踐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農業的一大重點：水，透過水的過濾方法了解水的淨化過程，並跨國比較不同國家水質的差別。

CCD蜜蜂迷航事件系列課程-水知多少

以日常的自來
水為出發點，
帶學生討論日
本自來水與臺
灣自來水異同

關切我們日常
所需用到的自
來水需要經過
許多關卡淨化
才能被人使用

比較臺灣與日
本水質標準並
透過數據證明
臺灣用更嚴格
的標準把關

利用ppm觀念實
際計算水質中
氯氣濃度並進
一步檢視水源
是否符合標準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認識各國美食，讓學生了解料理特色與背後動人的故事，進而為料理發想一個充滿創意的新名字。

CCD蜜蜂迷航事件系列課程-說一盤好菜

一料理一風景
學生分享各國
特色料理並以
文字呈現料理
的動人故事

從食材的產地
與產地環境特
色、語文涵養
等關心了解各
國飲食文化

了解廣告設計
過程，學習以
文字巧飾料理
增加一盤好菜

的吸引力

呈現料理特色
以及料理背後
動人的故事並
以廣告呈現一
盤好菜的設計

生態公民 Ecology Citizen



課程評鑑



具體作法







中山國中
謝謝指教



金華國中未來人才
彈性課程

課程核心小組—校本課程團隊
報告者：教學組長林欣儒



這是一段師生共學的歷程

課程規劃

彈性課程研發社群建立

凝聚共識

研發校本學生願景圖像

課程設計

課程目標與架構訂定

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發

學習評量的設計

教學材料與資源的共享

課程實施

社群教師相互觀議課

課程滾動式修正

確認教學評量

01 02 03

成效評估

每周課程實施檢討

注重學生學習成效

進行課程評鑑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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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彈性課程研發社群建立

凝聚共識

研發校本學生願景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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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政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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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祐主任
(教務主任/地科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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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司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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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才共備社群發展歷程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社群轉型
確認社群成員
學生願景建立

主要研發課程模板

課程正式實施
固定課程共備
擬定評量標準

主要進行課程實施
及成效評估

課程修正
新成員加入共備觀課

主要進行課程實施及
成效評估

原有課程繼續實施

主要研發
新的課程模板



金華學生願景
品格力

Character

思考力
Thinking

表達力
Presentation

創造力
Infinity

美感力
Aesthetic

移動力
Mobility



六力 六力定義 表現面向
品格
力

Chara

cter

對於個人之事能展現自制
與負責的態度，能以同理
與尊重的方式與他人相處，
並能落實自我學習與精進。

1-1擁有自我管理的想法與相關的技能。
1-2理解道德與法律的尺度界線。
1-3能對於他人的處境、文化、背景……展現同理心與尊重的態度。
1-4對於交付之任務能展現實踐力行的行動力。
1-5能在任何領域持續不斷參與、合作，並追求自我實現與卓越。

思考
力

Think

ing

具備提升認知的相關重要
技能，透過建立知識間的
連繫、用法與意義，建立
屬於個人獨特且有意義的
認知模式。

2-1能夠廣泛蒐集知識或資料。
2-2能夠在諸多現象中提取重要或必要的資訊。
2-3具備個人的思辨分析、批判與論證的認知模式。
2-4具備開放與廣納不同訊息的心胸，以及反思、自省的態度。
2-5不斷修正並強化自己的心智模式。
2-6透過思考的各種方式，協助處理及解決與生活相關的問題。

表達
力

Prsen

tation

透過對生活訊息的理解，
以個人化的詮釋方式，呈
現內心的想法，並透過溝
通技巧展現對他人的影響
力

3-1能理解各種語言、文字、符號、肢體藝術的含意。
3-2使用適當的方式呈現想法。
3-3透過別人的回饋反思自己在想法呈現上的有效性。
3-4能態度大方與他人分享個人對事件的詮釋與想法。
3-5能同理、包容不同思維，並願意與他人進行溝通，甚或展現影
響力。
3-6口條清晰，能精煉且有條理表達意見。



六力 六力定義 表現面向
創造力
Infinity

對於生活的事物擁有好
奇心，面對問題能夠提
出不同以往經驗的解決
方案，不怕挑戰並有承
擔風險的勇氣。

4-1具備好奇心。
4-2具備多元及彈性開放態度。
4-3對於生活不同需求，能夠連結所學，尋找不同以往的解決
方式。
4-4具備創新與試誤學習的勇氣與正向的態度。
4-5善用資源，不斷修正看法，尋求最合適的解決方案。

美感力
Aesthetic

理解與美相關的展演與
符號語彙，探索美的特
質與風格，理解美可能
的呈現形式，並透過個
人的呈現形式來表達對
美的詮釋。

5-1理解美的各種可能形式。
5-2賞析各種與美相關的事物。
5-3願意接納多元美感的呈現方式
5-4能對於生活中的美學進行省思
5-5參與美感相關的活動，體驗探索美的特質與風格。
5-6透過個人的實踐，傳達、分享有關美的想法與情感內涵。

移動力
Movement

能具備宏觀、正面、彈
性的思維，適應與融入
多元的社會，以實際行
動、運用資訊科技或相
關資源與世界聯繫。

6-1能理解、分析社會多元現象/價值及其背後的成因。
6-2具宏觀、正面且彈性的思維，面對自身所處的多元世界。
6-3從自我認同出發，運用不同管道(如資訊、文字符號、實際
訪查)，主動積極關心全球議題，理解並欣賞不同的文化。
6-4能積極參與並體驗跨國學習的機會，進而以實際行動尋求
改變。







課程設計

02

課程目標與架構訂定

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發

學習評量的設計

教學材料與資源的共享





課程設計

閱讀理解與文本摘要
分析(文章、影片、圖表)

演說力

觀察力
進行觀察與訪談分析

思考力
(六頂思考帽、科學研究分
析、價值澄清法)設計思考流程

合作力

實踐力

說服力

創造力

簡報力

同理心、移動力We try to do the right thing.







教學材料與資源的共享

雲端資料教材共享
教師可以共備討論
教材互相精進



項
目
組
別

臺風(10%) 口條清晰(10%)
口頭報告內容完
整度(20%)

時間掌握
(5%)

聽/講者互
動(10%)

規
準

◆穩重有禮、態度得
宜(8-10分)
◆有禮貌、但略為膽
怯/浮躁(4-7分)
◆不穩重有禮、態度
扭捏(1-3分)

◆口條清晰、聲音
大小適中(8-10分)
◆聲音大小適中但
口條要再加強(4-7
分)
◆口條不清晰、聲
音過小/過大(1-3
分)

◆報告內容完整
(11-15分)
◆報告內容不夠完
整(6-10分)
◆報告內容過短/過
長，或無主軸(1-5
分)

◆得宜
(4-5分)

◆不得宜
(1-3分)

◆很有互動
(8-10分)
◆偶有互動
(4-7分)
◆無互動
(1-3分)

統一設計評分規準



課程實施
社群教師相互觀議課

課程滾動式修正

確認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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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
板載具
自己檢
索資料



利用平
板載具
自己檢
索資料

是教知
識還是
教方法?



資料分
析的方
法教學





成效評估
每周課程實施檢討
注重學生學習成效

進行課程評鑑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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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給予的回饋
沒有考
試意願
不高

習慣
講述

合作能
力較差

覺得實
作麻煩

以為只
教塑膠

差異化
過大

學習動
機延續

特殊生
困境



分組討
論的教
學模式

分組學習需要注意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成效
提出待解決問題：
1.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不一。
2.分組方式須根據班級屬性微調。



精彩的
PPT與
自信的
報告

總結性評量之上台報告
提出待解決問題：
1.清楚的評量表準。
2.學生互評機制設計。



教師協
同與報
告回饋

觀課教師參與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帶回社群檢討精
進。



導師協
助進行
學生小
記回饋

蒐集意
見進行
課程的
修正



108年的狀況
透過完成學習單，
讓小組思考主題
及訪談大綱，老
師收回批閱。

學生成效檢討



根據上述缺點，109年
的課程實施採用
「Padlet」即時回饋
系統。
Padlet 擁有變化多端
的模板，可以提供老
師跟學生共同整理學
習資料。

學生成效檢討



融入方法：
將學生編輯設計思考主題及訪談大綱轉
至「Padlet」共編完成。

期望成效：
教師能及時給予學生回饋，並留下紀錄。

學生成效檢討



實施情形



學生操作



融入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狀況：
學生面對新的軟體大多感到陌生及好奇，
教師需額外花時間讓學生習慣操作。

解決方式：
學生面對新的軟體大多感到陌生及好奇，
教師需額外花時間讓學生習慣操作。

別擔心
七年級
現在很
上手囉!!



融入成效

 發想主題時，學生可以互相參考，由
全班共同腦力激盪，組合主題。

 小組設計訪談大綱時，老師可以不用
行間巡視，就能及時給予回饋，過程
皆能留下紀錄。

 學生的訪談大綱設計得比上一屆的學
生完整且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