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
朋友

十二年國教之核心理念「自發」、「互動」、
「共好」及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以此為基礎有了生活課程的七

大核心素養。此次《我和我的椿象朋友》課程，著重
在探索事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與人
合作等核心素養的發展。以椿象做為學習素材，學童

從生活中開展學習，在生活中觀察、體驗，在老師的
協助、引導下，滋養其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並透過多元評量，看見其成長。

宜蘭縣宜蘭國民小學陳惠美教師、宜蘭縣光復蘭國民小學強怡芬教師

壹、教學模組亮點

貳、教學模組架構

肆、教學模組開發困難及突破

伍、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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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
課程綱要草案網路公告版。

二、評量說明
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主軸，

而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並非僅評量知識層面內涵，而

是評量學生應用及實踐知識的方法、能力與態度。
此次課程，在形成性評量方面，以學習單、圖文

日記、發表、表演、實作、教室觀察記錄等方式，了

解學童學習進展的情形。例如：從飼養椿象活動，除
了學習餵食椿象、清理飼養箱等的照顧工作，也培養
觀察探究、記錄能力，並與椿象建立情感面的關係；

透過「寫給椿象的一封信」活動，反思如何正確對待
椿象的方式；以同儕合作，編創椿象長大歌、椿象之
舞，讓學童運用不同表徵方式，如音樂、肢體律動來

表現想法、從中感受學習樂趣。
而在總結性評量方面，透過「為客人介紹椿象」

的實作評量活動，學童必須統整對椿象外觀、習性的

認識，再以口語及圖像的表達方式，展現學習表現的
達成情形。

探究問題 解決策略

1.夾鏈袋可以養椿象嗎？

怎麼養椿象？

團體討論飼養椿象的方法

、實際飼養。

2.怎麼將椿象安全的抓至

飼養箱中？

團體討論、同儕示範、

說明，實際操作。

3.椿象吃什麼？ 課後搜尋資料、詢問家人。

4.飼養椿象的發現：

(1)椿象是怎麼吃東西？

(2)椿象長的樣子？

(若蟲、成蟲)

(3)椿象為什麼會脫殼？

(4)椿象怎麼生寶寶？

觀察：輪流飼養與觀察。

記錄：記錄本、學習單。

表達：口說、文字、肢體

模仿、圖像等多元方式，

表現對椿象的發現。

一、飼養椿象的經驗對師生而言都是陌生的，在教學
準備時，教師除了蒐集椿象生長的相關資料；另
外，教師採取了先行飼養的策略，更能了解椿象
習性、生長情形。這樣在後續學生進行飼養觀察
活動時，較能掌握可能遭遇的問題。

二、大部分時候，椿象都是靜止不動的，這對小一學
生來說，要他們提出觀察發現，是困難的。老師
適時鼓勵學童的發現，並以拍照、攝影輔助記錄
椿象生長情形，當學生們提出觀察發現時，老師
透過照片、影片補充說明，會幫助其他學童更聚
焦觀察重點，也讓兒童充滿觀察的動力。

三、飼養椿象的照顧工作，不像學童所想的那般簡單。
學童亂餵食、椿象被養死、飼養箱發出惡臭等等
，狀況層出不窮。老師協助學童克服困境，帶著
孩子們面對問題並解決，從做中學，讓學童能扮
演好椿象小主人的角色，感受成功的經驗。

仔細觀察椿象 畫下所認識的椿象 創作飼養箱

動手清理飼養箱 寫給椿象的信 為客人介紹椿象

參、教學模組試教過程

一、教學實施
為實踐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教學實施根據

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等，以多元教學策略，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學習同儕合作、讓學生成為主
動學習者。此次《我和我的椿象朋友》的課程，因學
童覺察到校園中椿象的存在並引發其好奇心而開始，

帶著學童展開和椿象建立關係的飼養旅程。飼養椿象
的歷程中，學童不斷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與同儕
合作達成各項學習任務；透過多元表徵的方式，口說、

文字、圖像、音樂等，表達想法、進行創作與分享；
來來回回走訪的校園花圃，覺察動物、人與環境間的
依存關係，情感在這片椿象棲息地扎根。歷程中，學

生引發之問題及解決策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