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國中彈性課程：話我家鄉
表現任務設計與運用

實踐國中

智慧有愛、實踐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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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簡介 表現任務
評量規準

學生表現 回饋和省思

報告大綱



翻閱世界~話我家鄉

01

課程內容簡介



翻閱世界~話我家鄉設計理念

•在全球化的競爭下，走向國際已成必然趨勢，而本校學生普遍

缺乏國際視野、跨文化的理解和對外發展的企圖心，為了培養

具有全球素養和國際競爭力的地球公民，上學期的課程，我們

企圖讓學生從自我生長的家鄉出發，透過文獻資料和社區踏查，

認識自身和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化和環境有何不同，體認自身

家鄉的美好，並試圖能將家鄉之美，透過地圖/ARVR的作品呈

現給其他外國友人，藉此培養學生的國家認同與全球素養。



課程名稱：翻閱世界~話我家鄉

授課時數：一週一節

課程目標：

藉由用多種管道蒐集地方史的資料，透過實地進行社
區的田野調查，解析社區的人地互動及地方特色的形
塑過程，體認家鄉之美，並進一步思考土地利用的合
理性，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學習利用主題地圖或
ARVR將家鄉之美介紹給外國友人。



課程規劃

文山區的前世今生

歡迎到我的家鄉來

家鄉特色指南(主題地圖)

神遊家鄉之美(A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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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
評量規準



話我家鄉表現任務(總結性)

1.內容:蒐集文山區與住家附近的人文歷史和自然環境等相關資料，找出
社區的亮點與特色。

2.方式:(1)繪製一張主題地圖，最好能中英文對照，讓其他地方的人
(包括外國學伴)能夠藉由地圖來認識家鄉之美甚至能按圖索驥來
體驗家鄉之美。
(2)製作ARVR的作品，來呈現家鄉特色，藉由引導題目或敘述(中
英對照)，讓觀賞者能夠透過虛擬實境來認識家鄉特色與美好。

任務要求：

任務說明：將線上蒐集的資料、社區踏查及採訪家鄉長輩等資
料統整，將家鄉特色以地圖或ARVR的方式呈現

任務說明：



話我家
鄉學習
單

實察
手冊

主題
地圖

ARVR
作品





話我家鄉學習單表現任務及評量規準

表現任務：分組查詢學習單上關於家鄉(社區)發展的題目，討論答案，回
答教師提問，並能將學習單上「社區小旅行」組員分享的景點整理在海報
上發表。

項目與
尺規

優異(90以上) 良好(89-75) 普通(74-60) (待加強60以下)

話我家
鄉學習
單

1. 能蒐集資料，
分析統整，經
過小組討論找
出適切答案，
完成學習單上
的探究問題。

2. 小組上台報告，
清楚有條理

1. 能蒐集資料，
分析統整，經
過小組討論，
能大致完成學
習單上的探究
問題。

2. 小組上台報告
尚清楚

1. 能蒐集資料，
分析統整，經
過小組討論，
僅能完成部分
學習單上的探
究問題。

2. 小組上台報告
但不夠清晰完
整

1. 能蒐集資料，
但無法分析統
整，小組少有
討論，回答大
多錯誤。

2. 小組上台報告，
但內容模糊不
清或錯誤。



話我家鄉學習單



小組討論的學習單回答大多都能正確，彙整大家分享的景
點海報製作也大致OK，上台報告的口條和態度因為有評
量規準，所以有些小組有不錯的表現，但也有些還是太害
羞需要訓練。



家鄉實察手冊表現任務及評量規準

表現任務： (1)分組依據任務目標設計訪談單，能在社區踏查時採訪家鄉
社區居民或是利用課餘時間規畫採訪社區長輩，將資料蒐集彙整。
(2)在社區踏查(實察)時，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觀察環境，運用所學回
答手冊上的問題。

項目與
尺規

優異(90以上) 良好(89-75) 普通(74-60) (待加強60以下)

家鄉實
察手冊

1. 能根據小組任
務目標設計訪
問單，內容詳
適切。

2. 能觀察環境完
整正確回答教
師實察手冊上
的問題

1.能根據小組任務
目標設計訪問單，
內容尚稱完整。
2.能觀察環境回答
教師實察手冊上的
問題，但有部份錯
誤。

1.能根據小組任務
目標設計訪問單，
但僅能完成部分問
題。
2.能觀察環境回答
教師實察手冊上的
問題，但僅能完成
部分問題。

1.無法根據小組任
務目標設計訪問單。
2.無法觀察環境回
答教師實察手冊上
的問題。



話我家鄉實察手冊



實踐國中

實察路線圖

整隊出發 觀察景美溪地形及堤防

從霧裡薛圳到現代水利
對當地居民產生何種
影響?

為何考試院會設置在
這裡?

木柵為何會種茶並且
有尪公信仰?

介紹木柵公園、萃湖

社區走查，小組報告探究結果。

有請同學要做小組分工，和各景點的報告。
事先在教室裡將各觀察點的題目給小組，小組先製成海報，
到景點報告。
報告時，其他小組做記錄、錄影錄音，將答案寫在手冊裡。
有的景點是需要觀察，測繪。實察回來時，再讓小組彙整
討論答案完成實察手冊。



同學比較不願意
去採訪人物，該
如何突破呢?

很多同學說家中長輩不是在這裡長大
的，或住家不在學區，也羞於去找人
詢問，不然就是沒時間，理由百百種，
所以就從最低階的挑戰開始，給他們
提供對象：學校有些老師或主任是在
地土生土長的居民，請學生利用下課
時間去採訪。



家鄉主題特色地圖表現任務及評量規準
表現任務：學生1~3人為一組，依據社區特色找出一個有興趣的主題，利
用課餘時間進行環境觀察，並繪製出家鄉特色的主題地圖(中英文並呈)。

項目與
尺規

優異(90以上) 良好(89-75) 普通(74-60) (待加強60以下)

家鄉主
題特色
地圖

1. 學生能各自找
出家鄉主題特
色，蒐集資料
並做適切分類，
設計適合的圖
例和圖表。

2. 能設計出清楚
而美觀的地圖，
並有中英對照
的說明。

1.學生能各自找出
家鄉主題特色，蒐
集資料並做分類，
設計圖例和圖表，
但不夠完整。
2.能設計出主題清
楚的地圖，有中英
對照的地圖。

1.學生能各自找出
家鄉主題特色，會
蒐集資料但無法分
析和分類，僅能設
計部分設計圖例和
圖表。
2.地圖設計主題不
夠明確構圖亦不美
觀，部分文字有中
英對照。

1.學生無法找出自
己認為的家鄉主題
特色，不會蒐集資
料也無法分析和分
類，須協助才能模
仿設計部分圖例和
圖表。
2.地圖設計主題不
明確、構圖亦不美
觀，無法有中英對
照的文字說明。



實察紀錄及觀察心得

因應疫情，讓同學自行去觀
察環境，但許多同學沒看到
重點!

共備反思：可以像實察手冊那樣給予
學生觀察重點的提示和引導問題，讓
同學去思考，探究現象背後成因，最
後回到主題地圖的設計。



話我家鄉主題地圖

但有許多同學不太會抓比例尺，
或者將資訊分類設計圖例，也
有同學找到網路地圖就照描，
該如何解決呢?



是很認真同學的
作品，有認真做
實察與分類，但
構圖不佳，對圖
例的定義搞不清
楚。

共備反思：視藝老師雖然有教導他們配
色與圖例設計，但學生最大的問題在於
沒有將主題內容調查清楚並做詳細分類，
圖例設計上也需要提供更多範例激發同
學的靈感。還有的學生比例尺和位置沒
有弄清楚，構圖上也有狀況。發現手繪
地圖這個任務需要花更多時間，一步一
步帶領同學去做才行。



家鄉主題特色地圖表現任務及評量規準
表現任務：學生4~6人為一組，討論ARVR作品的主題，設計故事腳本，討論呈現方
式(需要的場景及互動方式)，分工製作，讓觀看者能夠在虛擬實境中感受家鄉之美。

項目與
尺規

優異(90以上) 良好(89-75) 普通(74-60) (待加強60以下)

ARVR
作品

1.學生能夠自主利用
網路或實察活動，蒐
集適合放在ARVR中的
家鄉特色風景，包括：
相片、短片和環景照
片。
2.學生能夠依循學習
單進行小組討論並分
工，完成編寫腳本，
分鏡，安排ARVR作品
場景的展現和旁白，
將家鄉特色完整精美
的呈現出來。

1.學生能夠利用網路、
實察活動或詢問教師，
蒐集挑選適合放在
ARVR中的家鄉特色風
景，包括：相片、短
片和環景照片。
2.學生能夠依循學習
單進行小組討論並分
工，完成編寫腳本，
分鏡，安排ARVR作品
場景的展現和旁白，
將家鄉特色大致呈現
出來。

1.學生能夠利用網路
或教師提供的實察資
料，蒐集挑選部分家
鄉特色風景，包括：
相片、短片和環景照
片來製作ARVR作品。
2.學生需要教師協助
才能完成小組討論分
工，但僅能大致完成
腳本，分鏡，安排
ARVR作品場景的展現
和旁白，且僅能呈現
部分家鄉特色。

1.學生僅能夠利用教
師提供的實察資料，
挑選部分照片影片或
環景相片來製作ARVR
作品。
2.學生需要教師協助
分工，才能大致安排
ARVR作品場景和旁白，
作品粗糙，僅能呈現
部分家鄉特色。



引起動機，教導需要的技巧，促進小組按專長與興趣分工，設立進度表。



家鄉走查，蒐集製作ARVR照片和影片素材

同學資訊能力的落差很大，分工、
溝通，共編腳本，統整，按進度
執行，真是一大挑戰。幸好有夥
伴一起協同帶隊，分擔許多細節
工作，團隊合作真是很重要啊!



ARVR作品截圖

用VR眼鏡可以跟著問題的導覽認識家鄉特色，旁白為英文。



回饋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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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興趣的還是能出去實察，最沒有興趣的是在課堂上了解文山區的歷史
發展，即使有讓他們自己去查詢答案小組討論…..，孩子們還是比較喜歡在
真實生活中學習並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沒想到他們認為對他們學習最有幫助的事情是遊戲式的測驗活動，其次是
實察，對於寫學習單覺得對學習幫助不大……



大多數覺得製作ARVR的作品很難，還有團隊合作分工不容易，也有許多
人覺得彈性課程設計的活動都很難，應該是相較於一般課堂上的講述式學
習而言。



跨域彈性設計需要共備

做中學視學生需要調整

以終為始訂定評量規準

明確步驟與提問很重要



實踐國中教學團隊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