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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培養學生「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等核心素養，研發體驗式和與

生活密切相關之課程，以發展適合鄉村學生的適性學習模式，並調整校本課程之發展方向，以跨

領域、跨專業協同教學，結合校內外教學資源，突破教師專業社群之發展困境。 

一、北林國小基本資料 

(一)、學校概況 

北林國小為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全校共六班，一至六年級各一班，目前全校學生人數 32人。位於花蓮縣鳳林鎮

北林里，鄰近新光兆豐農場，距鳳林鎮約 10分鐘車程。其次，校園氣氛和諧，學校無霸凌、性平等校安事件，師生

皆能在友善校園的氛圍下學習。在班級人數上，老師在教學與生活照顧上能兼顧每一位學童，尤其是對特殊需求學

童的生活與學習照顧，比大班級來得全面，適合發展鄉村小校之「適性化」、「差異化」教學。 

(二)、社區、家庭與家長概況 

學區內無任何工廠、大型企業、網咖及電玩等不良場所，環境樸實單純。家長絕大多數務農、幫農或打零工，

謀生不易、收入僅以溫飽。弱勢學生的比例達六成以上，其中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學生多，以及新移民母親比例高，

約有四成左右的新台灣之子，由於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使其母職及家庭教育之功能面對很大的挑戰，然多數新移民

母親勤奮而努力，為家庭與孩子謀求最大利益。學區內里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及總幹事熱衷學校教育、關心學

校發展，對學校事務多所助益；家長仍關心子女學習，願意配合老師與學校，親師生溝通良好。 

(三)、學生學習概況 

受限於家庭背景、城鄉差距、外籍親代、失親失養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無法亮麗理想。普通學

生有上述一項因素即造成學習困擾，學生至少有兩項不利因素，甚至三項四項，學習對他們是高難度的活動。學校

教育是他們全部的學習，全靠白天學校老師對他們的「推、拖、拉」。 

鄉下孩子天真質樸，同學之間普遍存有親戚關係，相處和睦。然而多數學生假日較少幫忙家中農事，已經失去

鄉下務農孩子的勤奮本質。在多年幼童軍教育推展下，學生多能有合作、服務的態度與習慣，越來越具備民主素養

與自信。普遍而言，學生在校均能快樂地學校，近年來校內沒有學生曠課、逃學或輟學情形，上課出席率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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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教育願景 

教育願景在親師生三方互相腦力激盪下，我們的共識為「智、仁、勇」，其具體的教育行為為：智—創造力，

發展多元智慧；仁—感受力，充滿人文關懷；勇—行動力，實踐健康生活。希望透過以下之教育活動達到本校之教

育願景，展現學校特色。 

 二、申請 107課綱轉化項目及 104年度計劃重點 

(一)、課綱轉化項目 

1.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2.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3.學校本位課程 

4.校訂課程 

5.跨領域課程 

(二)、計畫重點 

1.計畫目標 

（1）培養學生「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等核心素養。 

（2）研發體驗式和與生活密切相關之課程，以發展適合鄉村學生的適性學習模式，並調整校本課程之發展方向。 

（3）以跨領域、跨專業協同教學，結合校內外教學資源，突破教師專業社群之發展困境。 

2.行動兩大主軸 

（1）「藝匠教育」課程計畫 

（2）「二手物學習&二手商店經營」主題式探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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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策略 

（1）校外教學資源之開發與整合 

（2）以協同教學營造跨領域教師社群 

（3）整合校內執行之其他政策與計畫 

（4）考慮教師團隊能量的循序漸進模式 

（5）橫向與縱向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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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課程開發） 

一、課程實施時間 

木工與陶藝課程實施時間：與藝術與人文課程結合，全校學生跨年級分成兩組，每組每週兩節課。外聘師資為主要

授課教師，本校之原藝術人文課程老師為協同教師。木工與陶藝課程的重點在學生的實作、體驗與合作，對於學生的作

品不加以評分，重視每堂課學生的歷程參與、心得發表與學習改變。 

二、木工課程實施狀況 

去年的木工課程重點為，利用生活周遭可拾得的木材廢料與大自然中的枯枝，完成生活中實用之物件與擺飾目的在

培養小朋友愛物惜物的情操與發揮創意。本年度之木工課程重點為，讓小朋友利用木工創作最基本之工具～線鋸、簡易

電鑽、烙燒筆、鑽孔機、砂紙，利用松木板材製作生活中實用之木製品。 

在製作過程中，除了教導小朋友如何正確的使用工具，讓自己在安全不受傷的情況下創作（讓小朋友了解，任何看

似危險的器具，只要正確的使用，都可成為方便自己的利器）。在利用線鋸鋸大塊木材時，小朋友自然而然與他人合作，

並自行協調彼此之間的工作順序（小朋友無法獨力完成，勢必與他人合作）。用砂紙磨細木頭粗糙面的「漫長」過程中，

也看到了小朋友的耐心。 

本學期的木工作品，在木工老師與本校協同教師的討論下，決議以生活中實用木作為主，讓小朋友在學習與創作的

同時，還可將作品實際帶回家中使用，讓家長也看到孩子的成就。 

 

本年度學生木工作品： 

 木工創意玩具車～小朋友將木材之邊角料，分工合作利用線鋸鋸成大小不一的常方體或正

方體，再發揮創意拼接成玩具車。 

 手機架～連小朋友都人手一機的時代，利用木工榫接技法，手機製作一個家。 

 四格置物櫃～利用榫接技法為自己製作一個書架，在製作這個作品時，因牽涉鋸木、組

裝、鑽孔、砂磨與榫接等較多之木工技法，孩子們的分工合作與互相協助的情形，也比其

他作品來的多。 

 我的娃娃屋～此項木工作品結合空間立體概念與小朋友之生活經驗，創作屬於自己的立體

娃娃屋，此項作品雖然不大，但是做工繁複，花了小朋友進一個月的時間才完成。製作此

項作品，所需技法與工具並不難，但是需小朋友耐著性子做著重複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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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工課程剪影: 

   

至木工老師工作室，學習利用榫接並結合烙燒與馬賽克拼貼技法，製作屬於自己的一張木椅。 

   

利用木材邊角料發揮創意，製作獨一無二的木製玩具車。 

   

利用線鋸與鑽孔機為手機製作一個安穩的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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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最多時間製作的娃娃屋，所需工具、技法與耐心最多，但每一個小朋友都屏氣凝神專心的製作。 

   

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屬於自己的萬用四格置物櫃。 

 

三、陶藝課程實施狀況 

去年度的陶藝課程重點為，利用生活陶的製作讓小朋友熟悉捏陶之各項技法。今年的課程重點則為，與北林社區合

作，結合社區辦理之相關活動，創作相關之陶藝作品，如： 

 百鬼夜行～百鬼夜行為北林社區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動，但學校相關之課程並無和此活動有

所連結，因此利用陶藝課程，讓小朋友創作百鬼臉譜，在陶藝創作中與社區活動作連結。 

 鳳林慢城～鳳林為全臺第一個受國際認證通過的慢城，「蝸牛」為鳳林慢城之代表。促成鳳

林慢城認證的北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李美玲，也至本校針對小朋友進行慢城宣導，陶藝

課程也搭配慢城主題，讓小朋友製作陶製蝸牛，之後的成品也將放置社區各角落，凸顯慢

城的意象。 

 食蛇龜保育～鳳林山區早年隨處可見的食蛇龜，近年在人為大量的捕捉下，數量大幅減

少，食蛇龜的保育刻不容緩。在食蛇龜保育團體至北林宣導食蛇龜之保育觀念後，陶藝課

程也進行陶製食蛇龜的製作，讓小朋友不只是用陶土捏出食蛇龜，更清楚食蛇龜需要大家

的保護。 

 陶藝課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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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北林社區百鬼夜行活動，製作百鬼臉譜。 

    

呼應鳳林為國際認證之慢城，製作鳳林慢城之標示–蝸牛，燒製完成的作品也展示在北林鄉間。 

   

結合食蛇龜保育宣導，製作陶製食蛇龜。 

   

配合農曆羊年，製作喜洋洋陶製花器，讓生活陶美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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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行發現（學校最想跟大家分享的經驗） 

一、教師成長 

本校教師的成長～第一年執行計畫時，本校教師的角色多為「旁觀者」與課堂秩序的「維護者」，對於課程的進行

則由外聘之教師全權規劃與設計。但是經過一年的「觀察」，本校教師對於外聘教師的授課方式與課程進行有了一些「不

同的意見與看法」，因此「討論」因此而產生。本校教師雖然不是木工與陶藝課程的專業，但是老師們對學生的了解與

班級經營的掌控，確實優於外聘師資。因此，當本校教師的教學專業與外聘師資的藝術專業開始有的對話的同時，課程

的改變也就開始了。在今年，本校協同教師，開始與外聘師資共同討論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在課程進行中，本校教師

的角色也由「旁觀者」與「秩序的維護者」，成為了協同「教學者」，在課程結束時能引導小朋友反思與分享，也給予

外聘師資授課上的回饋，並且在本校的教師學習社群中分享課程之所得。 

二、學生的成長 

學生在接觸木工與陶藝之初，雖然展現相當高的興趣，但是在一開始創作的過程中，很容易將「我不行」、「我不

會」、「我做不好」、「你幫我好嗎」、這幾句話放在嘴邊，外聘師資身邊常圍上好幾位想被幫忙的學生。但是，在老

師的引導、堅持與接納下，學生開始有了轉變，他們開始想要自己完成作品，而非等著別人來幫我做；在與他人合作完

成作品的同時，他們關注的不再是作品的「完成」，而是從中學習他人與自己不同的好方法；他們開始用欣賞的角度看

待自己努力完成的作品，不再把「我可以得幾分」掛在嘴邊。更有小朋友如此回饋： 

「好奇怪喔！一直算數學寫國語，我會覺得煩，但是，鋸木頭鋸很久我卻不會煩。」 

「當我把我的四格櫃帶回家時，看著爸爸把杯子放進我的四格櫃，我覺得好有成就感！」 

「上其他課的時候，總覺得會忍不住要背著老師和同學說話，但是上陶藝和木工課時，我常常忙得沒空說話。」 

「以前，我看到我的陶土作品沒有別人做的好看，我會想把我的作品丟掉。但是我現在不會了，我會問他們要怎麼

做才會作的和他們一樣好。」 

「我的數學很不好，總要別人教我，但是木工老師說，我有木工的天分，所以請我當小老師，所以我非常希望每天都有

木工課。」 

從小朋友的回饋，可得知木工與陶藝課程帶給學生的啟發、感動與正向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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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對未來執行本案的建議） 

本校執行計畫 2年以來，教師、家長與學生對於木工與陶藝課程均給予高度的評價，外聘師資進場不管是給予教師

或學生在教學或學習上均有不同的啟發學習，更可貴的是，我們透過藝匠課程的實施，我們看到了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的

改變~悅納自己肯定自己、有恆心且願意合作與分享、願意從失敗中再給自己機會嘗試等令人激賞的態度轉變。 

但針對藝匠課程，本校教師也有因應本校狀況所提出之建議與擔憂： 

1. 本校教師均不具有藝術專長，若要老師進修木工或陶藝知相關技能，也有些緩不濟急，充

其量只能在「賞析」的部分作著墨，但是在「技能」的教學上卻有很大的困難。因此，若無

經費長期的資助鐘點費，陶藝與木工課程就並非是可長可久的課程。 

2. 本校並無相關木工與陶藝知相關設備，有些課程必須到外聘師師資之工作室進行，同時材

料費也相對的高，需要經費支應擴充校內設備與材料費。 

3. 協同教師均給予藝匠課程高度評價，但老師們在肯定藝匠課程的價值時，同時也提出授課

時數的問題，藝術人文課程也有其教學目標與內容，在時數分給藝匠課程的同時，其他單

元與類型的課程授課時數勢必受到影響，需要全方位檢視與調整本校藝術人文課程的教學

目標與課程計畫。 

4. 現階段的計畫實施，有很大的部分倚賴外聘師資，但若要成為北林可長可久的課程，必須

提升校內教師的相關知能、態度與視野，並且不只侷限在藝術人文課程，藝匠課程只是一

個開端，其最終目的應該是擴及至所有的學科領域以及所有的教師。 

 

承辦人：教導主任陳淑芳  單位主管：教導主任陳淑芳  機關首長：羅彣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