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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模 全校共 32班，小學部 30班，幼兒園 2班。 

課程發展 

經驗 

一、104、105、106 連續三年教育部補助前導學校計畫，

全面性試辦十二年國教。已完成共讀總綱、領域綱要、

認識素養導向教學、建構教師社群，並初步建立校訂

課程架構與試排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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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研發。 

三、103、104、105、106 學年度分組合作學習深耕學校，

藉以翻轉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成效。 

四、101~106 連續六年獲教育部補助國際教育 SIEP 計畫，

曾申請的項目包括「國際交流」、「學校國際化」、

「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等四軌，與國際

夥伴學校交流，發展國際教育文化課程，培育學生為

世界公民，建置本校為國際教育亮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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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立大學附屬實驗學校的定位特殊，附小教師具有「堅持教學領先、重視典範

傳承、勇於創研究」的優良傳統。正因為有理想，所以有所堅持，因為教師由「心」

出發，學校才能保有「新」氣象。本校在國家推動重要政策之時，皆是承擔重要實

驗研究的種子學校。 

本校參與此研究計畫，目的是藉此機會活化本校課程發展機制，以盤點整合從

九年一貫課程以來的課程革新作法。採全校參與、全面實施的策略，期望能走得沈

穩、堅定而持續。歷程中不斷檢視修正以最佳的方式開啟一個核心素養課程的變革，

以及如何延續與落實這樣的變革。 

過去兩年多參與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計畫的努力，全學校教師對總綱與領域已

有所認知，素養導向教學與公開授課、議課等亦開始執行，也擬出了校訂課程的初

步架構，惟內涵仍待全校教師共同研發。透過任務型教師社群的共備來開展校訂課

程的內涵，期待發展出符合本校學生需求且更具素養導向的課程。 

 

貳、執行情形 

一、強化課程發展機制，納入全校各相關處室參與學校課程發展，並精進各領

域之素養導向教學 

(一)105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 教務處課發會從九年一貫即擔任課程發展之任務，本學年度依據十

二國教總綱精神完成課程計畫編寫與審查。 

2. 研究處主要規劃本計畫進程，進行八次十二年國教產出型的工作坊，

重點工作是將既有的教師社群轉型為以領域共備為主要任務，並將

全校教師分配到不同領域已完成一次全校性的素養導向教學「共備-

說課-觀課-議課」，並邀請教授、協作夥伴蒞校指導。 

(二)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1. 建立年度盤點工作機制：教、學、輔、研、總各處室共同檢視並精

緻化學校各類教育活動與設施，以呼應學校願景。 

2. 落實日常共備機制：發展彈性課程為本學年度主要目標，強化共備

機制。 

全校持續參與課程發展：課程研發機制擴大至全校，並結合各項計

畫，包含分組合作學習深耕學校計畫、國際教育 SIEP計畫、教專



計畫、社群計畫、科學教育計畫、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

畫等。 

社群共備：以任務型社群規劃全校社群，以年級/年段為單位研發

校訂彈性課程(本校彈性課程規劃如下表)之素養導向教學案例。共

六次社群，含一次學期末社群成果發表，同時結合說課-觀課-議課。

期間有二次邀請協作夥伴(教授)協助、陪伴社群共同備課及課程地

圖的組織與建構。 

強化素養導向教學之評量實施：邀請校外講師來校帶領評量實作，

每個社群每一學期至少完成一個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教學案

例。 

二、 依據總綱「課程架構」之各領域時數模擬排課              

(一)105學年度期末教務處已依據總綱課程架構摸擬各領域排課，經

全校教師討論及於課發會討論通過。 

(二)106學年度依排課結果實施，並於學期中蒐集教師的建議，記錄

解決排課問題的策略，並於學期末進行檢討，以作為第二學期的

必要微調參考。 

東華附小十二年國教領域及節數表 
  

年級 低 中 高 

部定課程小計 20 25 26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

課程 

語文 

國語 6 5 5 

本土語言/ 

新住民語 
1 1 1 

英語文   1 2 

數學 4 4 4 

自然 

6 生 3+音

1+美 2 

3 3 

社會 3 3 

藝術(美勞,音

樂各半學期) 
3 3 

綜合 2 2 

健康與體育(健

康 1+體育 2) 
3 3 3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課程 

校訂課程小計 2 4 6 

文化走讀 1 1 1 

閱讀 1 1 1 

生活科技   1 1 



社團   1 1 

數學探究     1 

行動探究與生活實

踐 
    1 

各年級學習總節數 22 29 32 

 

参、執行成果 

一、建構課程發展與推動雛形 

   延續過去兩年的推動策略，凝聚教師共識與認同，整合現有的課程發展機

制(如教師專業社群、年級課程團隊、課發會、分組合作學習計畫、共備-觀課-

議課等等)，循序漸進的發展十二年國教課程，已見課程發展與推動的雛型。具

體而言，即在藉重以下機制推動新課綱之轉化任務。 

(一) 行政核心團隊：由校長領導與統籌，擴大處室參與，教務、研究、學

務、輔導和總務各處主任，從各處室業務面向共同支撐課程轉化所需之配套措

施與環境需求。並和校外專家學者密切合作，共同領導本校推動新課綱。 

(二) 課發會及年級課程團隊：由教務處主導，研究處協助。是凝聚校內共

識、發展課程的重要組織，其中課發會還包含了校外專家學者及家長課程代表

的角色，運作中可提供客觀回饋，亦延伸向家長宣導的觸角。 

(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備：全校教師依年級團隊為單位共備學校彈

性課程，以建構學校本位彈性課程及發展領域課程案例。期間除了社群內備課

外，也促成年段間、低中高年級間縱向的相互對話與討論，以建構整體的學校

課程地圖。 

(四) 分組合作學習：以深耕學校的模式推動分組合作學習計畫，結合社群

共備，讓分組合作學習成為課堂的風景。 

(五) 使「共備-觀課-議課」成為常態活動：為了讓教學研究逐漸成為校內常

態活動，將學校目前正在推動的各種教學研究，如分組合作學習、大型教學觀

摩、教師專業社群等結合，以「共備-觀課-議課」的方式，讓教師習慣打開教

室，熟練教學觀察，直接汲取同儕的教學智慧，並促進彼此教學反思，進而形

成行動或改變。每位教師都必須有一場包含「共備-觀課-議課」的公開授課，

由教師自己決定公開授課的時間，並依據研究處規定進行登記與公告。 

二、促成專業對話激發課程轉化與實踐的動力 

課程轉化需要機制及策略外，更需要動力。在這一段時間的課程轉化歷

程中，發現教師間的專業對話是促成教師行動力的主要關鍵。藉由專業的經驗

恩想與傳承，相互腦力激盪或共同解決問題，促使教師保持動力持續前行。同

時也能在教師有疑義或擔憂時藉由對話消弭恐懼與困惑，更能產生團隊共好協

力同行的氛圍。在促進專業對話的分享上，有以下三種實踐: 

(一) 年級間的專業對話 

在發展年級校訂彈性課程時，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讓年級

的導師與科任教師自由的對話，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目的在發展校訂彈

性課程的課程方案與教學實踐與反思。學校規劃一個學期六次的下午時間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間。除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外，教師們還會利用年級的

共同空堂形專業對話。 

(二) 年段間的專業對話 

年級內的專業對話外，由學校行政安排時間，促成同年段間(分低、

中、高三個小組)的專業對話，目的在藉由同年段教師教學經驗與背景相近，

互相提供經驗與回饋，相互檢視與觀摩，檢視、調整促進課程的可行性，

也檢視課程橫向連結的檢視。 

(三) 全校的焦點專業對話 

縱向課程的邏輯發展是整體學校課程地圖建構的核心。由行政促成全

校間的專業對話，聚焦在各年段課程的縱向發展的討論。在全校的專業對話

運作上，採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將全校教師依一三五年級與二四六年級

分為兩大組，先分別討論與對話，因為同一大組的學生會隨年齡升上高年級，

老師們知道低中高年級的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情形，有助於課程脈絡的掌握

與進行課程的修正與調整。第二階段的對話是全校性的發表與分享，目的在

讓全校教師了解整體學校課程的樣貌。 

 

 

 

 

 

 

 

 

 

 

 
 
 
 
 
 
 
圖一:東華附小促進教師專業對話的三種模式 

 

三、 建構彈性課程地圖與教學實務 

透過課程轉化機制，課程地圖草案逐漸成形。以下為初擬的文化走讀、

生活科技課程地圖，以及兩個教學活動設計。 

(一)文化走讀 

 跨越隔閡 規劃實踐 視野交融 

學習目標與實

施策略 

透過 iEARN 平台、小規

模的專案式參與交流

活動，跨出理解與對話

的第一步。 

學生實際參與走讀文

化課程之規劃與實

踐，初階課程全校參

與，進階課程特定對

象參與。 

以全球文化視野重新

理解自身定位，建構

分享平台以提升文化

溝通能力 

經驗(低) 泰迪熊計畫(Teddy 

Bear)—生活領域、校

社區探險隊—生活

課程 

從《地圖》看世界—

校本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校分享與討論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全校分享與討論 

模式一:年級間的專業對話 

各年級討論再全校分享 

模式二:年段間的專業對話  

各年段討論再全校分享 

模式三:縱向年級的專業對話 

縱向年級討論再全校分享 

全校分享與討論 

一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本課程  搭配 世界的一天 

覺察(中) • 節慶賀卡計畫

(Holiday Card 

Exchange) 

• --語文領域、校

本課程 

 

• 校園探索與主題探

究 

—社會領域、校本課

程 

• 校園特色地圖(觀

察、走讀能力的養

成) 

• 社區探索與主題探

究 

 

社區特色地圖(在地文

化本土認識與理解，

海洋、歷史、老樹、

建築、生活) 

社區探索與主題探

究—外交小尖兵社團 

理解與實踐

(高) 

• 一日生活計畫(One 

Day in the Life)--語文

領域、校本課程、社

會領域、生活科技 

 

• 海洋課程— 

生活與海、生態與

海、環保與海、藝

術與海 

校本課程、語文領

域、藝文領域、資

訊融入 

• 外國的店舖地圖 

• 美崙社區 PAPAGO 

 

海洋課程—出訪與接

待來訪交流活動 

外國人的店舖地圖 

Homestay 的文化交

流(結合 One Day in 

the Life—學校、家

庭、社區、假日休閒

生活為主題) 

 

(二)生活科技 

 



 

 

 

 

(三)彈性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案例 

領域/科目 文化走讀 設計者 

韓淑慎、連安青、郭書蓁、戴莉如、

許貞雯、鍾佩怡、林慧芊、陳宜彥、 

林美齡、周子宇、李昕潔、賴榮興、 

李瑜霏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17.5 

單元名稱 親海、識海、護海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視1-Ⅱ-2 

能探索媒材特性與技法，進行創

作。 

核心 

素養 

環C1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

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

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

展。 

海 A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

影響 ，並採取行動有效合宜處理

海 洋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學習內容 

視E-Ⅱ-2 

媒材、技法及工具知能。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海洋教育: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質內涵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過漁等環境問題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部定課程: 語文       社會     藝術    綜合  
校訂課程: 閱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Google classroom 網站平台、影片、投影機、簡報、社區資源(黑潮文教基金

會、東昌定置漁場) 



學習目標 

1. 了解世界是地球村，海洋汙染、過漁休戚與共 

2. 透過海洋課程探究，形成海洋汙染、過漁問題解決方案與實踐 

3. 觀察並依石頭形狀與紋路特性，進行創作 

設計理念 

全球責任感 

海洋，環抱著世界地球村；世界地球村靠著海洋彼此牽繫。海洋資源是共享的，不專屬任何一個

國家，海洋汙染亦同。本方案從海洋魚資源與污染兩個向度進行課程設計，期望學生正視這個重

要的全球議題，產生全球責任感。也從欣賞海洋之美的角度設計一個視覺藝術課程，共同以海邊

的石頭進行藝術創作，期盼引發孩子親海、愛海、護海的情懷。 

。 

來自過去的課程的延續發展 

這個方案的形成主要源自過去課程的反思與調整。104年我們邀請姐妹校日本池田小學共同參與

「水資源」專題課程，透過雲端的 google classroom 平台共做，可以即時共享資源，互相觀看

不同國家觀點的探究，且可以相互回饋。過去實施成效不錯，希望繼續延續這樣的網路資源平台

作為相互學習與分享的媒介。且海洋是水的家鄉，水資源與海洋息息相關，大阪和花蓮都是靠海

的城市，飲食上與「魚」都有密切的相關，魚是海洋的旅行家，跟隨洋流環遊世界，透過對魚資

源的探究也可提醒學生世界各國在事應該一起攜手保護海洋的。 

103 年我們曾經在與新加坡星爍小學來訪的師生共同以鹽寮的寄居蟹為主題認識花蓮生態之美的

課程探索，卻遺憾的發現寄居蟹居然以寶特瓶殼為寄居的殼，當時即震撼著所有的師生；近年我

們推動環保減塑運動不遺餘力，全校推廣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減少塑膠袋的使用量，尤其今年「怒

海控塑」影片問世更提醒我們必須有更進一步的行動來保護我們的海。海牽繫著世界地球村的國

家，海洋汙染是全球議題，我們可以靠著國際間的攜手合作一起形成世界共同體的意識，也一起

攜手實踐。 

為了讓學生更加領略海洋之美，進而產生愛海之情，最後設計一個「聽!七星潭的石頭在說話」

的活動，讓學生親近海，認識海的石頭之美，結合藝術課程進行創作。 

 

課程架構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親海、識海、護海 

17.5節( 700分鐘) 

環遊世界的魚 

7.5節(300分鐘) 

聽!七星潭的石頭

在說話 

3節(120分鐘) 

魚

從

哪

裡

來 

 

 

如

何

開

始

創

作 

大

地

畫

布 

海洋的控「塑」 

6.5節(260分鐘) 

異

國

魚

料

理 

 

 

怒

海

控

塑 

 

 

七

星

潭

淨

灘 

 

 

文化走讀 4.5節 

閱讀 1節 

綜合 2節 

文化走讀 4.5節 

社會 2節 
藝術 2節 

國語 1節 



主題一 環遊世界的魚 

世界為海洋所環抱，食魚人口眾多，然而知道或關心

魚從哪裡來的人恐怕不成正比。將魚捕上岸的工具，是釣

竿、圍網、拖網、流刺網，或定置漁網？影響著漁業環境

的永續發展，關心的人恐怕更是寥寥可數。 

花蓮靠海，漁業是經濟生活重要的一環。所以從這個

主題在引導孩子覺察我們的魚從哪裡來?了解這些魚隨著

洋流環遊世界而來。而這些瑜又是怎樣被捕撈?全世界有哪

些捕撈方式?他們對於全球魚生態有怎樣的相互影響?也探

討我們要怎樣選擇食用魚，才能兼顧新鮮、健康與全球環

境的永續發展。 

 

活動一: 魚從哪裡來 

【引發問題意識】 

一、利用閱讀課，學生閱讀下面的文章: 

1.《漁獲量最新研究： 過度捕撈導致全球「每年少一個漁場」》，

資料來源: 

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news/show/2297 

2. 《拿到歐盟黃牌後，臺灣漁業的未來在哪裡? 》，資料來源: 

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news/show/2256 

3.《「台灣快成無魚島」 北海岸魚種剩 4分之 1》，資料來源: 

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news/show/2156 

 

二、閱讀文章後討論我們餐桌上的魚是從哪裡來的?目前全球漁

業面臨的問題與感受。 

 

三、到資訊教室，學生分組蒐集世界各地捕魚方式或非法捕魚、

濫捕等問題，及其對世界魚生態的影響的相關資料。作為

下堂課報告與討論的內容。 

 

二、教師說明並引導學生討論 

1. 教師說明全世界正面臨漁獲量減少的困境。不同的捕撈

方式或非法捕魚、濫捕等問題，影響著全世界的海洋生

態。然後讓學生分組就蒐集到的不同捕魚方式、非法、

濫捕等進行資料整理、報告與討論。 

2. 讓學生思考、討論各類捕魚方式的優缺點，及對海洋生

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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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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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news/show/2156


3. 教師說明將參觀定置漁場及準備事項。 

 

補充資料: 

早在 1927年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即在當時的花蓮港廳海域

大量設置定置漁網，目前花蓮縣共計有 7 場定置漁場，13 組

定置漁網，定置漁網是種陷阱類漁具，固定設於沿岸 30~50 公

尺水深海域，當魚群洄游經過時，將其誘引入網而捕獲之，是

一種被動的捕魚方式，不會有魚源枯竭的問題產生。且在捕魚

部內滯留的時間增長，不需留人看守，增加海上作業安全性，

且每天作業可定時化，且揚網時只需揚起箱網，可節省大半人

力。定置網大量漁獲單一魚種時，可將部份漁獲物暫時蓄養於

捕魚部箱網後面之金庫網中，視情形捕撈漁獲物供應，以調節

市場供需。且魚網的網目較大，並不會大小魚通抓，所以是較

環保的捕魚方式。 

 

【發展活動】 

實際參訪花蓮七星潭附近的「東昌定置漁場」與「洄遊吧」 

實地到訪定置漁場並透過解說與參觀了解: 

1. 定置漁網的設置原理與捕撈方式 

2. 洋流(黑潮)與洄游魚類、魚獲的關係 

(特別運用世界洋流地圖，在地圖上指出黑潮流經台灣

海峽後，往北流過琉球、九州東岸及本州的路徑，並說

明靠著洋流，台灣與日本、與全世界早已緊密相依。藉

由地圖，再次加深認識台灣與日本地理位置的關係) 

3. 如何挑選新鮮又符合當令的食用魚 

(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漁，在此要強調不過漁，太小的

魚不食用，也不要食用食物鏈較頂端的漁，容易有重金

屬過度累積的問題，同步這是提醒海洋環境汙染的後

果) 

 

從聆聽解說與參訪中就捕魚、護魚、過漁或食用魚的選

擇等主題中找出問題，繼續蒐集資料，完成一個簡單的

主題報告。下次上課前上傳中日共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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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置漁場模型 

 

定置漁場中的作業船，橘色桶子裝的是魚貨 

 

竹筏接駁魚貨中 

 

竹筏上岸了 

 

世界洋流分布圖 

資料來源:引自 http://hualienstone.com/3813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rrientes-oceanicas.pn

g 

 

【行動與實踐】 

教師說明任務: 

1.將今天學習到的較佳的捕魚方式、挑選食用魚的方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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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家人分享 

2.和家人一起上市場買魚，並練習做一道魚料理(若有吃素

同學則以市場觀察為主)，下次上課要實作驗收。要將料理

魚的歷程與成果照片上傳雲端。 

 

課堂任務: 

1. 完成主題探究簡報，上傳與日本姊妹校共作的網路平台； 

2. 在課堂上報告自己的發現。 

3. 閱讀平台上日本姊妹校關於海洋捕魚議題的相關探究簡

報，魚料理的歷程與成果，討論中日在對於捕漁、食用漁的

情形有何異同。 

 

【歸納整理】 

經過這次的課程，期望學生了解護魚的重要，以及不過漁

的重要性，學會選擇食用魚的方法。透過平台與日本姊妹

校進行交流，產生不同國家對於海洋漁資源的保護或食用

文化雖然不同，但愛護地球的用心是相同的。 

 

活動二: 異國魚料理 

學校有一個簡易廚房，是為推展食農教育建置的。運用這

個設施，讓學生練習做一道魚料理。 

一、教師說明規則與安全事項 

二、開始料理 

1. 準備當令的食材(每組一份):魚、蔥、薑、豆腐、洋蔥、

作料(鹽、堂、油、胡椒…)…等。 

2. 由學生小組合作完成一道魚料理，由學生決定料理方

式。 

三、評量 

學生自評及老師評量，評分內容包含: 

1.料理過程的衛生 

2.上菜擺盤的美觀程度 

3.實際品嘗的美味程度 

4.環境收拾程度 

四、異國魚料理比一比 

一起上平台看看池田小學上傳的日本魚料理，討論: 

1. 他們的魚料理和我們的有何異同(鼓勵學生從生活的環

境、氣候、飲食習慣等方面來討論) 

2. 探討這些異同可能的原因。 

 

五、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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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海洋的控「塑」 

活動一: 怒海控「塑」 

【引發問題意識】 

向綠色和平組織申請《怒海控塑》A Plastic Ocean 中

文版本影片精簡版播放，邀請講師為全年級的學生進行影片

欣賞與導覽討論。引發學生覺察我們人類因為自己的經濟發

展與方便，造成了海洋的災難，塑膠已經無所不在的入侵我

們的生活，拋棄式的塑膠產品有許多將命喪大海。但是，進

入海洋後因紫外線、海水鹽份和波浪作用，這些塑膠逐漸碎

解為微小碎片，吸附有毒物質，被魚蝦貝類後吞食進入食物

鏈。海洋和海洋生物們正對人類發出無聲控訴，不但汙染整

個海域，食物鏈循環的結果，我們自己也將許多塑膠吃進人

類的肚子裡的相關問題意識。並感受到改變是刻不容緩的需

求。 

【發展活動】 

1. 以各班為單位進行討論，分享在影片導讀之後的感受。以

及思考我們環境中還有哪些相關的問題是造成海洋塑膠

污染的來源。 

 

教師提供閱讀補充資料: 

到底這些垃圾是哪裡來的呢？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為垃圾

進入海洋後，隨著洋流不斷地漂移，又因為許多的垃圾是

難以被自然分解的塑膠、石化製品，所以長期累積的結

果，甚至在大洋上形成面積廣大的垃圾浮島。宛如電影瓶

中信的情景，台灣的寶特瓶漂到了南韓東岸，台灣的醫療

廢棄物在日本海灘上被發現，甚至遠從夏威夷，傳回來鑑

界用的塑膠土地界樁照片，再再告訴我們海灘廢棄物的污

染已經不是某個國家某個地方的問題，而是全世界人類共

同的責任(引自張泰迪(2008.12.01)ICC國際淨灘行動介)

紹)。 

 

2. 閱讀後，引導學生討論、覺察海洋的塑膠汙染不會是單一

國家的問題，隨著洋流漂移，我們共同的海，汙染是不分

國度的。因此，必須全球一起來減塑。 

3. 利用課餘時間，找一個中大型的賣場(如家樂福、愛買、

農會超市…等，觀察一段時間，紀錄購買者使用塑膠

用品的情形) 

4. 從觀察紀錄中，察覺待解決的問題。 

5. 在班級中進行小組討論，說明在觀察中發現的問題，並

思考解決的方案。 

【行動與實踐】 

1. 鼓勵學生依自己擬定的減塑行動方案，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並記錄心得。 例如:購物時可以自備購物袋外出購買

餐時可以自備環保碗筷，自己帶環保杯出門…減少一次性

環保用具的使用。讓學生記錄減少使用量，察覺集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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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是這麼的驚人。(勿以善小而不為，積少成多眾志

成城啊)。 

(相隔一週之後) 

2. 小組及全班討論與分享自己減塑行動的實踐，並再度思考

我們還可以在生活中如何影響他人，一起為環境教育盡份

心力。 

【歸納整理】 

海洋汙染是不分國界的，為海洋減塑刻不容緩，面對這個

全球永續發展的議題，必須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的相互依存

感，以及發展跨國的解決方案與實踐。我們雖然是小學生，但

仍是有努力的大大空間與責任。 

 

 

 

 

 

 

活動二: 七星潭淨灘 

 

花蓮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就在學校所在的社區，是我

們認識海洋文化與海洋環境保護的最佳社區資源。 

基金會於 1998年成立，以從事海上鯨豚調查及紀錄工作

為開端，進而關懷台灣海洋環境、生態與海洋文化，盼匯集

台灣愛好海洋民眾的心力，如同一股陸地上的黑潮洋流，以

穩定、溫暖、堅持的態度，宣揚與實踐海洋環境保護理念，

並以非營利方式落實研究教育工作，期待讓大家親近、認識

而珍惜海洋(引自基金會臉書)。 

【引發問題意識】 

經歷前一個活動的學習後，學生已經有了生活中必須減塑

的意識，將安排全年級學生一起到七星潭淨灘。行動之前，邀

請長期協助東區進行海洋淨灘活動的黑潮文教基金會到校為孩

子進行解說，讓孩子覺察問題以及知道全世界已經有許多人憶

起在為海洋減塑做了許多的努力，以期引發學生覺察接下來我

們要去七星潭淨灘的動機與意義。 

黑潮海洋文教基會會參與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簡稱 ICC)國際淨灘行動多年，ICC 是長期且規模龐大

的淨灘資料收集計畫，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要找出廢棄物的來

源並想辦法解決。利用標準的紀錄表，涵括各種可能的來源及

廢棄物種類，ICC才有可能彙整全球各地的廢棄物資料與淨灘

成果。依垃圾來源作分類紀錄，將海洋垃圾並區分為五大來源：

「海岸遊憩與日常生活」、「海上活動與船隻」、「抽煙」、「傾倒

廢棄物」、「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行動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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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準備工作 

1. 學生裝備要齊全:棉布工作手套、遮陽帽、夾子、飲用水、

裝垃圾的大桶子……。 

2. 提醒學生注意安全，只在沙灘淨灘，不近海水。 

(二)開始淨灘 

1.每班負責一個區塊。 

2.淨灘時間 30分鐘。 

3. 將海灘上所有的人為垃圾都撿拾乾淨，讓漂流木、樹葉、海

藻等天然物留在原地 

(三)分享與討論 

1.將撿拾的垃圾分類與紀錄 

2.討論發現的問題與感受 

3.分享想法 

【歸納整理】 

經由實際淨灘的體驗與服務，期待學生能產生更強烈的全

球公民責任感，在生活中更能實踐環保減塑的行動，更能發揮

責任心影響周遭的人一起來實踐。 

提醒學生將這次活動的相關問題與發現，整理之後以小組

為單位，上傳中日聯手控塑雲端平台。 

 

補充說明:淨灘之後接著進行活動二之二「大地畫布」石頭創作。 

 

 

 

 

主題三: 聽!七星潭的石頭在說話 

 

石頭會說話嗎? 

一般人印象中寂靜無聲的石頭，透過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眼睛、

活潑的想像力...不但會說話，還能講故事呢！ 

活動一 如何開始創作呢 

 

【引發問題意識】 

教師說明七星潭的歷史與石頭的相關知識。引發學生對七星潭

創作的動機與興趣。 

一、 七星潭的由來 

在七星潭是「海」不是「潭」。 七星潭的地名最早出現

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因為七星潭地區羅列有著大小不等的小

湖泊。七星潭原位於現在飛機場一帶，為了興建花蓮機場，將

原本住在七星潭附近的居民遷移至今的海灣處，而遷移到海灣

處的七星潭居民，因為習慣自稱七星潭居民，外人便叫此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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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星潭。七星潭又稱月牙灣，是個湛藍的礫石海灣。原

本只是一處平靜的小漁村，因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地

理環境，現在變成花蓮著名的觀光景點。  

二、 美麗的石頭展示場 

七星潭受大陸板塊與歐亞板塊造山運動擠壓形成星月型

海灣。海灘遍佈著河流所遺留下來的大小石礫，這些石礫在海

浪經年的來回淘洗下，成為渾圓的鵝卵石或晶瑩剔透的小石

子，由於海浪回洗力量大，沙都被帶回海底，留在灘上的，是

一大片潔白、晶圓的美麗小石頭。這些石頭充滿粗細不同的線

條，這是石頭中的礦物被擠壓後再凝結的結果。也是我們將進

行創作課程時，最特殊的媒材。 

 

 

【說明與示範】 

老師說明與示範如何進行石頭的創作。 

【步驟一】 撿石頭 

七星潭的石頭被海浪淘洗磨去了銳角，形狀多半橢圓，顏色偏灰，但

還是夾雜著許多特別的形狀，看到讓你聯想到 "某樣東西" 的石頭就

先撿起來，多檢幾個，不用再淘汰，讓石頭引領你找出創作的主題。 

如果想搭配一些其他的材料，現場看得到的東西，都可以善加利用。

● 範例一：利用石頭的外形： 

 

 

一塊大石頭被埋在礫石中，只露出類似腳掌的形狀，我找了五個大小

適當的腳趾頭放上去，變成一隻腳。如果換個想法，撿一顆圓形的石

頭放在下方，我想，就會像一個驚嘆號 "！" 

 

 

 

 

 

 

 

 

 

 

 

 

 

 

 

 

 

 

 

 

 

 

 

 

 

 

 

 

 

 

 

 

 

 

 

 

 

 

 

 

 

 

 

 

 

 

 

 

 

 

 

 

 

 

 

 

 

 

 

 

 

 

 

 

 

 

 

 

 

 

 

 

 

 

 

 

 

 

 

 

 

 

 

 

 

 

 

 



 

還像什麼呢? 再想想看，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喔！ 

●範例二：利用石頭上的紋路 

頭上的線條玩 "連連看"，連出了好多種符號。

 

 

 
 

 

 

 

 

 

 

 

 

 

 

 

 

 

 

 

 

 

 

 

 

 

 

 

 

 

 

 

 

 

 

 

 

 

 

 

 

 

 

 

 

 

 

 

 

 

 

 

 

 

 

 

 

 

 

 

 

 

 

 

 

 

 

 

 

 

 

 

 

 

 

 

 

 

 

 

 

 

 

 

 

 

 

 

 

 

 

 

 



 

●範例三：最好是紋路和外形都能用上： 

我先撿到一塊形狀像 "茶海" 的石頭，然後為它尋尋覓覓，搭

配了一個大小適當的杯子，不是颱風季節，找不到雅緻的漂流

木，就找了一段枯木當茶盤，組合起來，就是一件簡單有趣的

作品了。 

 

 

有些石頭的形狀、紋路很類似，我喜歡先撿放一堆，再邊欣賞

邊想：可以組合成甚麼圖形？蝴蝶的翅膀由四個部份組成，是

不錯的題材之一，還有呢？ 

 

石頭上平行的線，讓我想到蜻蜓細長、優雅的身形，由大到小排列，

加上扁長的橢圓形翅膀和眼睛，就是一隻蜻蜓了。 

 

 

 

 

 

 

 

 

 

 

 

 

 

 

 

 

 

 

 

 

 

 

 

 

 

 

 

 

 

 

 

 

 

 

 

 

 

 

 

 

 

 

 

 

 

 

 

 

 

 

 

 

 

 

 

 

 

 

 

 

 

 

 

 

 

 

 

 

 

 

 

 

 

 

 

 

 

 

 

 

 

 

 

 

 

 

 

 



 
 

【步驟二】 尋找適合呈現主題的位置。 

 背景適合細沙、礫石還是大石頭的表面？ 為了安全，請不

要選擇太靠近海水的地方。 

【步驟三】盡量保持材料原有的樣子， 用堆疊、排列、組合等

方式完成作品。 

【步驟四】拍照：每人至少一件作品(可多件)。每件作品從不

同角度多拍幾張，再從中選一張最喜歡的上傳。                   

【步驟五】寫出你的作品想說的話。 

●範例一： 

我們是圓形，也是方形。 

單個的時候，我們是圓形，跟同伴牽起手來，就可以變出方格

子，因為合作，我們可以做到自己一個人無法完成的事。 

 
 

●範例二： 

我飛了數十億光年，好不容易才落到這裡，好累啊，請讓我休

息一下吧！海浪唱的催眠曲真好聽，請別打擾我，讓我安安靜

靜的再睡一會兒。 

 

 

 

 

 

 

 

 

 

 

 

 

 

 

 

 

 

 

 

 

 

 

 

 

 

 

 

 

 

 

 

 

 

 

 

 

 

 

 

 

 

 

 

 

 

 

 

 

 

 

 

 

 

 

 

 

 

 

 

 

 

 

 

 

 

 

 

 

 

 

 

 

 

 

 

 

 

 

 

 

 

 

 

 

 

 

 

 



 

 
 

●範例三：我們是圓桌武士，這張桌子讓我們更友愛、更團結。 

因為桌子是圓的，沒有高低之分；因為我們都面向圓心，所以

面向著每一個人的正面，也用正面對著每一個人。 

 
期待． 聽一聽 ~ 七星潭的石頭 跟你說了些什麼．． 

 

活動二:大地畫布 

(一)實地創作 

全年級學生一起到訪七星潭的石礫灘，先完成淨灘活動

後，依照老師在課堂中分享教導的原則開始創作。鼓勵學生除

了找尋合意石頭外，可以結合多元媒材與環境來設計。 

創作完成拍照做紀錄。提醒學生，除了拍照，什麼都不能

取；除了欣賞，什麼都不能留。創作完畢的石頭回歸自然，不

能帶走；也不能留下任何垃圾。 

 

(二)聽石頭在說話--文圖創作與分享 

回到學校，生活科技課，運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為你的作品寫

一段文字，聽聽你的石頭要說些什麼呀! 

 

作文完成後將圖文上傳雲端共享平台，全班一起欣賞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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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努力與堅持，必能留下成果，然而歷程並非一帆風順。期間最大的困難來

自於教師的動機與對新課綱的深入理解與掌握的不足與抗拒。所以，行政核心團隊

必須不斷地聆聽、檢視與修正，同時，藉由外部協作夥伴(幸好有許多教授成為我

們堅強的後盾)的提供諮詢，提點可行的策略與迷津的解決，甚至陪伴老師們專業

對話的討論。在內部，我們組織行政核心團隊，掌握整體學校課程轉化的策略與方

向。且透過不斷的專業對話與社群運作，藉由教師間互相看見教學的實踐，產生相

互學習與相互激盪的作用，產生一股繼續向前行的力量。慶幸附小的教師自我要求

高，雖然難免因為壓力或面對課程改革不確定性的焦慮偶會有些抱怨，然而優質的

師資，以及高自我期許的教師特質，總能在團隊運作中，緩步的、共好的前行。 

改變需要時間、需要策略、需要資源的支持；更需要堅強的行政團隊一起耐

煩、耐勞，一起思索共好的方向與策略。 

肆、 建議 

在執行研究案的歷程中，有一些經驗提供給其他學要在執行課程轉化與實踐時

的參考。 

一、校訂課程的形成一定要從盤點現有課程開始。確定學校的願景、依願

景與目標盤點與新增，才能延續原有的優勢，形塑新的光景 

二、組織行政核心團隊與教學核心團隊，絕對是課程改革能堅持的關鍵。

行政核心團隊掌握航行方向、教學團隊由下而上從教學實務中發現問題、發展

課程。兩者相互交融、統整，逐步建構整體的學校課程地圖。 

三、教師專業對話是必要之必要。藉由多面向與持續的對話，引發教師更

多的教育想像及減輕焦慮。 

四、整合學校的計畫或研究案。一來減輕教師負擔，二來教育原本就是整

全的，各種方案的目標都在促成學生學習成效。如果不能整合各計畫，不但力

量分散、勞心勞力而且效果打折。但這些計畫案的整合必須在有共同目標與有

系統的連結。 

五、教師動機與能力的同步成長是課程轉化中必須不斷檢視與努力的。 

六、外部資源的協助很重要。不論是教授提供的諮詢、經費或資源的挹注。

但是，這些協助都必須奠基在學校的願景與需求，自己必須先檢視我們的需求，

而尋求支援，不是等待外來的救援或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