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術師與我旅行奇遇記

旅行中之我見、我思、我想

生活課程中，孩子是個魔術師，因此在探索自己生

活環境中，像施展魔法讓課程延續，然而在過程中，教

師所提問的關鍵問題，提供孩子進行探索及思考，進而。

一、發現影子

(一)體驗-蒙眼赤腳體驗-體驗中發現影子。

(二)關鍵問題：哪裡有影子？(尋找更多影子)

二、影子遊戲

(一)遊戲-和自己的影子玩遊戲。

(二)關鍵問題：你可以創造不同的影子嗎？

三、影子說故事

(一)思考-如何把影子留下來。

(二)表現、創造與合作-影子接龍。

(三)表達-故事創作。

(四)表達與聆聽~說故事聽故事

四、影子的聯想

(一)回顧-對所知影子進行聯想。

(二)分類-全班進行影子的概念性分類

五、影子的方向

(一)觀察澄清~好奇寶寶

(二)確認概念~再看一看

(三)進行評量~畫畫看(太陽、自己及影子的相對位置)

六、尋找影子的顏色

(一)現象澄清-好奇寶寶

(二)確認概念-找找看

(三)進行評量-每個人針對歸納出來的概念，

進行對影子現象的陳述。

七、我是小詩人

(一)語文融入-小詩唸讀。

(二)表現與運用~進行影子詩書寫。

魔術師的旅程

魔術師的旅行裝備

魔術師的課程地圖

摘要

在生活課程的教學中，往往因為孩子對生活周遭各種事物的好奇與爭辯，而引導出與孩子共同探究的各式主題，而這
樣的歷程，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揭櫫的「自發」基本理念。此次『光影魔術師』的主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發展
的教學旅程，一方面依據教科書原有的主題進行轉化，一方面利用生活的真實情境走出脈絡性的活動。

孩子是課程的魔術師，發現孩子的興趣，提供孩子施展魔法的空間，讓學習回歸於孩子。

光影魔術師
盧雅惠

新北市雙溪國民小學 新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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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第一哩路：從課綱轉化到學校課程的系統性變革

在影片教學後，科任老師忘了將單槍投影燈關掉就開了教室；好奇的
孩子走向布幕前的玩著；不久，一個孩子吆喝著同伴：「你看那裏有影子
耶！」不一會兒，布幕變成孩子的玩具，那兒擠滿了人。而正在教室內批
閱作業的我，看見孩子對影子的好奇，也跟著討論影子來了。

師：「為什麼影影子呀？」
孩子：「因為有燈呀！」
師：「還有哪裡可以看到影子呀？」
孩子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說著答案，但大家口中的影子是清晰的、是明

顯的；突然有人說：「教室裡的桌子、椅子都有影子呀！」
那微弱模糊的影子竟被孩子發現了，但也引來一連串的爭辯。
上課前，看見孩子對影子的理解與爭辯，於是與孩子來了一趟『光影魔術
師』的旅程。

一、以生活課程為起點
生活課程是一個脈絡性非常強的課程，著重學生學習經驗

的連結。此次為教師和學生在課堂外的對話而發展出來，教師
隨時關心孩子的關注，站在孩子的視野觀看學習。引發學生對
事物的好奇及興趣，提供探索與體驗的機會，讓孩子在無形中
產生自發性學習。
二、尊重個體的差異化學習

生活課程著重學生經驗與經驗的連結，因此在進行課程時，
孩子必須在完成經驗後才能進行下一個單元。在學生學習的過
程中，教師不斷的關注每位孩子的學習，透過學生的差異化，
尊重差異學習。
三、語文融入生活課程學習

藉由孩子親身探索體驗後，有了深刻的印象及感受，以文字
書寫，整理自己所學及心得，深化學生學習外，亦能增加語文
能力。
四、多元智慧學習評量

尊重孩子的各殊性，每位孩子都有自己的優勢，從生活課
程的多面向教學中，來看見孩子的多元能力，引導多元思考能
力，亦以形成性評量，看見學生的學習。

從觀察孩子在生活中的經驗及其所感的興趣開展課程，並

於課程中，以師生互為主體，尊重即看見孩子有生成課程的能

力，走出一條這群孩子自己的學習路徑，其課程如下：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揭櫫的「自發、互動、共好」基本理
念下，將生活課程草案中的學習表現，具體落實在教學活動中，並
透過形成性評量，看見與記錄孩子所展現的態度和能力，最後透過
總結性評量，瞭解孩子在整個主題的學習成效。此課程中發現：
一、生活課程的開展必須從孩子生活裡自身的經驗中出發。
二、教師對課程中的教材內容知識必須充分理解與掌握，且教材來

自生活中，能提供孩子探索，並深化學習的內容。
三、探索後提供學生表達及溝通的空間與機會，讓孩子從中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自我釐清概念化知識。
四、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提問，必須能讓孩子進行探索與思考，並

提供鷹架學習，讓孩子從低層次思考奠基，到高層次問題思考，
進而解決問題，並進行創作。

五、生活課程的學習，著重經驗的連續性，因此進行下一個單元前，
孩子必須學會前單元的學習，才能順利進行，接續的課程，因
此生活課程在每一個課程展開的過程中即進行形成性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