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勵藝術教育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 

作品編號： 

（由國立台灣藝術教育館統一填列） 

 

作品名稱：美麗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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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教學課程設計以藝術與人文課程為主，輔以資訊教學融入其他領域教學。

唯有透過與土地的親近與接觸，付出與回饋等互動過程，才會讓自己與土地產生

深厚的情感。理解自己的故鄉，不只是透過知識記憶，而是活生生的生活體驗。

所以期待透過課程，學生可以將自己所得的知識內化為對內湖生長地的情感。內

湖位居新竹市邊陲，新台灣之子佔十分之ㄧ，家長社經背景較低，故本校學生的

優勢是本性純樸，劣勢為所能得到教學資源相較市區有限，但教師群設計課程可

提供孩子學習機會。  

課程實施結果，發現 1.透過視覺藝術教育，助於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力及

藝術欣賞能力。2.整合視覺藝術與鄉土資源，提昇學生人文素養，了解社區的歷

史人文。3.使學生認識生長的故鄉，同時增加其認同感。4.學生口說能力藉由課

程獲得提升。5.透過教學檢討，分享教師教學經驗及對課程的反思，增益了教師

群間情感。 

導覽手冊於九十五學年度九月出刊。當孩子們看到自己的觀點、對社區的想

法、分享，印製出來，陸續以「好喜歡課程」、「住在內湖真好」、「老師你好棒」、

「我們真厲害」、「原來我們也可以」…等自信開心的正面語彙，表達自己的自信。

教育是一個希望工程，一個小摺頁的產生，讓我們看到孩子對自己未來與居住地

充滿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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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設計理念： 

一、設計源起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一切文化滋長的泉源，因此藝術教育提供學生機會探索生活環

境中的人事與景物(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網，2006)。 

教育的目的不是只有傳達給孩子單一的價值，透過本教學設計，希望孩子在學習各項知識、認識各

地名勝之餘，也能對內湖也能有深刻的認識。 

唯有藉由對居住地的認同，方能提升孩子對內湖的熱愛。所以本教學設計由帶領孩子實際走訪內

湖，經由認識社區，豐厚孩子的人文素養，也因為認識，週遭ㄧ切就有了生命，每天擦身而過的一磚一

瓦、一草ㄧ木，便具有意義，和孩子的生活產生了真實的聯結。 

本教學設計同時企劃以內湖國小為中心的導覽說明，以建立孩子對家鄉的認同，進而帶動整個內湖

社區及學區內的居民對家鄉及內湖國小的認同，一方面建立社區居民與孩子對內湖國小良好的印象，另

ㄧ方面則期待營造高度融入的內湖人。 

在製作導覽手冊之後，孩子對於生活當地有進一步的認識，所以將學校週遭遊憩景點與活動融入教

學活動中，並試圖打破學校圍牆藩籬，以當地生活為內容，讓學生運用創意思考，觀察社區環境，同時

利用陶土創作解決社區目前所遭遇的問題，或是表達孩子對於社區改善的想法，達到學校教育與社區鄉

土議題融合的教學目標，也嘗試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美食議題出發，希望引導孩子藉由觀賞與談

論生活環境中各類藝術品、器物及自然景物；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辨識藝術的特質，建構意義；了解

時代、文化、社會、生活與藝術的關係；我們也會提供學生親身參與探究各類藝術的表現技巧，鼓勵孩

子依據個人經驗及想像，發展創作靈感，再加以推敲和練習，學習創作發表，豐富生活與心靈(九年一

貫課程教學網，2006)。 

二、發展過程 

 

（一）主題的發展 
本教學設計以孩子生活經驗為教學重心，由認識內湖社區為教學核心，同時以內湖國小為教學中

心，同時嘗試結合「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教育議題，將本教學主題命題為：「美麗新家

園」。 

 

（二）面臨的問題 
本教學設計為八堂課，其課程時間安排以不影響平日課程進度；與融入各領域應用的恰適時機

進行各項資源支持，人力資源方面，如：導覽資源、耆老配合、教師協商，經濟資源，如：導

覽手冊製作皆為本課程設計考量重點。 

 

（三）方向的確立 
本教學設計經學校行政、教師群、親師、耆老協商後，除獲得經費補助印製導覽手冊與人力資源

外，亦配合本位課程實施與融入各相關領域中進行，同時搭配資訊融入教學，以期引導學生更強

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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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活動設計架構 

 

一、以音樂、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為核心的統整架構圖 

 

 

 

 

 

 

 

 

 

 

 

 

 

 

 

 

 

 

 

 

 

 

 

 

 

 

 

教學主題：美麗新家園 

【活動一】（3 節） 

內湖放大鏡 

【活動二】（2 節） 

內湖小導遊 

【活動三】（3 節） 

內湖心樂園 

1.帶領孩子實際參訪

社區內街道、商

家、公共建築或相

關人事物等。 

2. 請 學 生 分 組 討 

論，將觀察資料彙

整報告觀察紀錄

（記錄社區裡聽到

的聲音，印象深刻

的事）。 

3.完成社區生活地圖

繪製。 

4.請孩子將成果紀錄

用自己方式呈現：

肢體表演、音樂演

唱…等。 

1.請孩子分組彙整

以前所蒐集的地

圖與解說摺頁資

料及紀錄。 

2. 展示孩子蒐集的

地圖，讓孩子了解

地圖內容與構成元

素。 

3.創作導覽手冊。 

4.上台發表。 

5.公開評選。 

1.回顧內湖地區街

道、建築、及人事

物，討論社區自己

最喜愛和不喜歡的

地方，原因為何？ 

2.請學生分組將社區

  重新規劃，利用陶

  土創作解決社區目

  前所遭遇的問題，

  或是表達孩子們對

  於社區改善的想法 

3.寫出自己為社區所

  盡的責任。 

◎ 音樂 

◎ 視覺藝術 

◎ 表演藝術 

◎ 視覺藝術 

◎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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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統整與聯絡架構圖 

 

 

 

 

 

 

 

 

 

 

 

 

 

 

 

 

 

 

 

 

三、教學總目標 

 
1. 透過視覺藝術教育，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力及藝術的欣賞能力。 

2. 整合視覺藝術與鄉土資源，提昇學生人文素養，進而了解社區的歷史人文。 

3. 透過課程的設計，豐厚學生人文素養。 

4. 透過教學課程實施，使學生認識生長的故鄉，同時增長其認同感。 

5. 透過課程設計，訓練學生口說能力。 

6. 建置教學社區導覽網頁，提昇學童學習興趣，提升教師教學效益。 

7. 辦理研習提升教師藝術及人文的專業智能與家長的藝術人文涵養。 

8. 透過教學檢討討論，分享教師教學經驗及對課程的反思。 

 

 

語文 

數學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統計與圖表 

 ◎認識家鄉自然景觀 

◎ 待人接物的禮儀 

 

 

◎ 中、長距離健走 
◎ 認識與介紹社區

特色，豐厚人文素

養 
◎ 社區行動與公民   

責任 

◎口語表達的能力 

◎撰寫遊記 

◎報導文學 

   

    綜合活動 

 

  ◎資料查閱與蒐集 

    美麗 

新家園 
◎內湖放大鏡 

◎內湖小導遊 

◎內湖心樂園 

◎招牌欣賞與店面布置 

◎繪製社區地圖 

◎繪製導覽地圖 

◎陶土創作 



 4

四、課程能力指標 

 

 

 

 

 

 

 

 

 

 

 

 

  

伍、課程計畫表 

（一）教學對象：四年級學生 

（二）實施時間：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 

（三） 學習領域：以藝術與人文為主（融入社會、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數學、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四）教學節數：8 節 

主題 活動名稱 
實施

對象 
節數 課程內容 

媒體使用 

時機 
備註 

 

 

 

美 

麗 

新 

家 

園 

 

 

 

內湖放大鏡 

四 

年 

級 

學 

生 

3 

1.帶領孩子實際參訪社區

內街道、商家、公共建築

或相關人事物等。 

2.請學生分組討 論，將觀

察資料彙整報告觀察紀

錄（記錄社區裡聽到的聲

音，印象深刻的事）。 

3.完成社區生活地圖繪製。

4.請孩子將紀錄成果用自

己方式呈現：肢體表演、

音樂、演唱…等 

拍攝學生完

成地圖作

品，利用魅

力四射製成

檔案，與學

生共同討論 

◎ 準 備 數 位 相

機、錄音機、

壁報紙、彩色

◎ 融入社會、自

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健康與

體育、藝術與

人文、數學領

域 

基本能力 

主要能力 能力指標 

＊欣賞、表現與創新 

＊表達、溝通與分享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索與研究 

◎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 認識居住城鎮的古蹟或考古 發掘，並欣賞地方

民俗之美。 

◎ 參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錄所獲得

的知識、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 參加團體活動，了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

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 了解認識自我及認識周圍環境的歷程，是出於主

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討論和溝通，可以

分享觀點與形成共識。  

◎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

術等藝文資料，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 能用輕鬆自然的態度說話。 

◎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 能將分類資料整理成長條圖，並抽取長條圖中有
意義的資訊加以解讀。 

◎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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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小導遊 

四 

年 

級 

學 

生 

2 

1. 請孩子分組彙整以前所

蒐集的地圖與解說摺頁

資料及記錄。 

2. 展示孩子蒐集的地圖，讓

孩子了解地圖內容與構成

元素。 

3. 創作導覽手冊。 

4. 上台發表。 

5. 公開評選。 

利用自製電

子導覽地圖

與學生討論

製作導覽地

圖的內容元

素 

◎ 準 備 數 位 相

機、壁報紙、

各項圖色原料

◎ 融入社會、自

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綜合活

動、藝術與人

文、語文領域

 

 

美 

麗 

新 

家 

園 

內湖心樂園 

四 

年 

級 

學 

生 

3 

1. 回顧內湖地區街道、建

築、及人事物，討論社

區自己最喜愛和不喜歡

的地方，原因為何？ 

2. 請學生分組將社區重新

規劃，利用陶土創作解

決社區目前所遭遇的問

題，或是表達孩子他們

對於社區的改善想法。

3. 寫出自己能為這社區所

盡的責任。 

將學生完成

地圖作品拍

攝，利用魅

力四射製成

檔案，與學

生共同分享 

◎ 準 備 數 位 相

機、學習單、

陶土 

◎ 融入社會、自

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藝術與

人文、語文領

域 

 

六、預期成果 
 

1. 提升學童對傳統藝術的認知及對鄉土文化的關懷。 

2. 能增加學童及教師對藝術文化的欣賞力。 

3. 社區導覽電子地圖提供良好的教學平台，使教師樂於教學，學生樂於學習。 

4. 促進教師藝術人文領域的專業能力。 

5. 經由學校行政、授課教師協商與合作完備的課程設計。 

6. 以內湖國小為核心之社區導覽手冊正式付梓。 

 

七、教材來源：自編 
 

八、教學 

（一）教學活動一：內湖放大鏡 

（二）教學活動二：內湖小導遊 

（三）教學活動二：內湖心樂園 

（四）家庭活動：請爸爸媽媽利用假日，陪同孩子進一步觀察發現社區

裡的秘密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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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內湖放大鏡 適用年級 四年級 教學節數 3 節 

設 計 者 許蕙真、林佑瑾 

教
學
重
點 

引起動機：告訴孩子要去郊遊（拜訪社區） 

發展活動：請孩子分組合作將沿途所見記錄在學習單，並將資料彙整觀察紀錄 

綜合活動：利用各式表演方式分享搜密心得 

教
學
能
力
指
標 

社 會 方面：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2-2-2 認識居住城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藝術與人文：1-2-3 參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錄所獲得的知識、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

感受。 

語文領域：C-1-1-3-2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2-5-2 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自然與人應對。  

數學領域：D-2-2 能將分類資料整理成長條圖，並抽取長條圖中有意義的資訊加以解讀 

健康與體育：6-2-3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認知：1-1 使學生認識社區街道分佈 

      1-2 使學生說出社區裡的相關設施 

      1-3 使學生完成學習單與海報製作 

情意：2-1 培養學生觀察生活周遭環境變化的能力 

      2-2 培養學生專心聆聽他人發言的能力 

      2-3 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精神 

教
學
目
標 

行為：3-1 訓練學生遵守外出守秩序的規範 

3-2 訓練學生遵守合作學習的規範 

教學活動流程設計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教學時

間 
評量方式 

 

3-1 

2-2 

1-1 

1-2 

1-3 

2-1 

2-2 

 

2-2 

2-3 

3-2 

一、準備活動 

1.事先通知家長與孩子將舉行拜訪社區活動。 

2.分享教師自我童年郊遊的經驗引起孩子興趣，並和

孩子約定遵守愛自己條款。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們協同帶孩子們拜訪社區，行經路線由學校後

門出發，經市集、順天宮、老街、內湖路、長興宮

、龍正宮。 

2.請孩子分組沿途記錄。 

3.回教室後，分組討論，並將資料彙整，同時製作社

區搜密大海報。 

三、綜合活動 

1.請孩子分享沿途所見與合作的心得，以發表組別計

算，發表越多與海報地點上載明愈詳細，其得分也

愈高。 

 

通知單 

數位相機 

 

 

學習單 

 

 

海報紙 

彩色筆 

蠟筆 

 

小禮品 

 

10＂ 

 

 

 

90＂ 

 

 

 

 

20＂ 

 

 

95%的學生能表示願意

遵守愛自己的約定 

 

95%的學生能注意遵守

秩序 

95%的學生能細心觀察

記錄街道景物 

95%的學生能專心海報

製作 

95%的學生能積極與教

師產生互動 

95%的學生積極投入搶

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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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放大鏡－活動成果 

 
探訪老街，認識社區古蹟 走訪順天宮，認識土地公信仰 認真聽當地耆老解說 

 
分組合作，製作社區海報 細心繪出連街道的轉角  孩子筆下縮小長興宮 

 
數十家店舖都擠在這學習單中 小小的學習單，其實包羅萬千 共同完成屬於社區圖像的地圖 

 
孩子利用表演演出市場所見 彈出拜訪社區時聽到的聲音 小組表演拜訪社區見聞 

內湖放大鏡－活動觀察紀錄 

當孩子發現光明燈上有自己熟悉的名字，又叫又跳的剎那，身為師者的我們，

其實有掩不住的感動，因為看見自己平時的教學，引導孩子在生活發現，然後融入。

雖然內湖是孩子們生活很多年的地方，但是因為過度習以為常，往往容易忽略

週遭有趣或讓人感動或記憶深刻的人事物，藉由這次巡禮，孩子回到教室後，開心

的分享所見所聞，聽到他們讚嘆或驚訝的語氣，讓自己都忍不住感覺開心了起來。

孩子詮釋所見所聞的方式，更是令人讚嘆，表演的方式出乎我們想像的多元，

肢體表演、風琴演奏、小組集體演出，從孩子的眼光看他們觀察所得，是一種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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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內湖小導遊 適用年級 四年級 教學節數 2 節 

設 計 者  

教
學
重
點 

引起動機：請孩子蒐集旅遊相關之導覽手冊。 

發展活動：運用海報設計，讓孩子進行分組創作，提出巧思為我們內湖設計一份解說摺頁。 

綜合活動：請孩子公開評選，老師再進行綜合講評。 

教
學
能
力
指
標 

綜合活動 ：3-2-2 參加團體活動，了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社會領域 ：5-2-2 了解認識自我及認識周圍環境的歷程，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

討論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識。  

藝術與人文：1-2-3 參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錄所獲得的知識、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

感受。 

資訊教育：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認知：1-1 使學生知道內湖社區分佈概況 

      1-2 使學生說出內湖社區分佈概況與風貌 

      1-3 使學生思辨並說出內湖社區特色與景點風情 

情意：2-1 培養學生合作的情懷 

      2-2 培養學生專心聆聽他人發言的能力 

      2-3 培養學生尊重他人發言的情懷 

教
學
目
標 

行為：3-1 訓練學生溝通之技巧規範 

      3-2 訓練學生培養繪圖的技能 

教學活動流程設計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教學時

間 
評量方式 

 

1-1 

2-3 

 

1-2 

1-3 

2-1 

3-1 

3-2 

2-2 

2-3 

 

一、準備活動 

1.請孩子蒐集旅遊相關之導覽手冊。 

2.教師利用自製電子導覽地圖，分享介紹社區具特色

之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二）發展活動 

1.兩班教師實施協同教學，並鼓勵兩班孩子共同創作

，製作一份自己認為最酷、最能吸引人，同時又解

釋詳盡的導覽摺頁大海報。 

2.同時告知孩子可以參考自己蒐集的範例或相關資料

。 

（三）綜合活動 

1.SHOW TIME 時間：讓孩子上台發表解說海報的製作理

念與使用說明。 

2.鼓勵孩子公開投票評選。 

3.教師進行最後綜合講評。  

 

 
電子解說地

圖 

 

 

 

 

海報紙 

繪圖工具 

 

 

 

 

評分表 

 

10＂ 

 

 

 

 

55＂ 

 

 

 

 

 

15＂ 

 

 

95%的學生能專心聆聽

教師的解說 

 

95%的學生能注意遵守

團隊秩序 

95%的學生能專心投入

摺頁製作活動 

95%的學生能用心思索

解說折頁之呈現方式

 

95%的學生能積極與教

師產生互動並參與搶

答 

 



 9

 

 

 

 

 

 

 

 

 

 

 

 

 

 

 

 

 

 

 

 

 

 

 

 

 

 

 

 

 

 

 

內湖小導遊－活動成果 

 
用媒體引起學習動機 自製電子導覽地圖 導覽地圖中景點解說 

 
分組作業及說明 仁佑老師給孩子建議 傾聽孩子的問題 

 
孩子溝通討論 兩班孩子分工合作 思索如何下筆比較好 

 
開始動手製作 負責的擔任分工角色 皮卡丘版內湖解說摺頁 

內湖小導遊－活動觀察紀錄 

要求兩班的孩子打散後，攜手合作，的確有其限制，但卻可以幫助孩子在知識

學習之餘，也學習如何和初識的朋友溝通合作。 

這些年，重視孩子學習責任的作法，成為教學的主流。而教師在合作學習的過
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不僅要配合學習目標選擇學習的素材，而且要在孩子
的學習動態的過程中，引導孩子使用舊有的知識主動去探索新的知識。所以教師的
引領技巧，也扮演合作學習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孩子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孩子要綜合運用交談
、書寫、解決問題、藝術表現……等等行為，才能有效建構起自己的知識。「合作
學習真的是門大學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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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內湖心樂園 適用年級 四年級 教學節數 3 節 

設 計 者  

教
學
重
點 

引起動機：由鹽水港的故事說起。 

發展活動：運用陶土製作，讓孩子進行分組創作，創作原本的家鄉風貌，同時結合自我對家鄉改建

更美好的巧思，融入其中。 

綜合活動：請每一組孩子將自我創作的作品，提出富巧思的分享。 

教
學
能
力
指
標 

綜合活動 ：3-2-2 參加團體活動，了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社會領域 ：5-2-2 了解認識自我及認識周圍環境的歷程，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

討論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識。  

藝術與人文：1-2-3 參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錄所獲得的知識、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

感受。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料，並嘗試解釋其

特色及背景。 

認知：1-1 使學生知道內湖社區分佈概況 

      1-2 使學生說出內湖社區分佈概況與風貌 

      1-3 使學生思辨並說出對於內湖改造的巧思與做法 

情意：2-1 培養學生欣賞自己鄉土的情懷 

      2-2 培養學生專心聆聽他人發言的能力 

      2-3 培養學生尊重他人發言的情懷 

教
學
目
標 

行為：3-1 訓練學生遵守團體合作的規範 

      3-2 訓練學生培養動手捏製陶土的技能 

教學活動流程設計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教學時

間 
評量方式 

 

1-1 

2-3 

 

1-2 

1-3 

2-1 

3-1 

3-2 

2-2 

2-3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陶土、並將內湖社區劃分為九大區塊。 

2.教師說一段鹽水港溪的故事，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二、發展活動 

1.三至五人為一組，運用捏塑陶土的方式，讓學生進

行分組創作，形塑家鄉原本風貌，同時結合自我對

家鄉改建更美好的巧思，融入陶土創作中。 

 

三、綜合活動 

1.SHOW TIME：教師準備與社區改造內容題目，讓孩子

進行搶答遊戲，答對者可進行爬分遊戲，得分愈多

者，則將得到劉品高造形系列書籤 

 
陶土 

 

 

 

 

陶土 

捏陶小工具

 

 

 

 

爬分格 

 

10＂ 

 

 

 

 

95＂ 

 

 

 

 

 

15＂ 

 

 

95%的學生能專心聆聽

教師的故事 

 

95%的學生能注意遵守

團隊秩序 

95%的學生能專心投入

陶土製作活動 

95%的學生能用心思索

如何將巧意化為行動

 

95%的學生能積極與教

師產生互動並參與搶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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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心樂園－活動成果 

 
分組作業及說明 準備大展身手囉 細心的形塑長興宮 

 
大家合作很有趣呢 眼看著老街就要完成了 鹽水公園也接近成功囉 

 
我們精心捏製的順天宮 宣布內湖老街正式竣工 栩栩如生的香山溼地 

 
孩子細心完成的廟宇 順天宮上的三仙翁也在其中 廟宇前的香爐也規劃其中 

內湖心樂園－活動觀察紀錄 

濕搭搭的手，混合著陶土的黃，師生都一樣。 

孩子們一邊忙著替自己分配到的地區進行形塑，一邊又高聲大呼：「老師，請你來幫
我的一下，好嗎？」整個教室鬧哄哄的，但是呈現出來的是和樂的和諧，兩個老師像孩子
一樣，在教室裡竄來竄去，顧及每一組孩子需求與需要，手和嘴巴都沒閒下來，透過對話
、討論，讓孩子親手呈現對內湖的情感與記憶中的風貌，再加上巧思的改進，讓內湖社區
風貌得以如同小人國陶土世界般呈現。 

孩子的細膩精緻表現在陶土創作上，創意的加入攝影機或是空中咖啡廳，說明著孩子
點子無窮，的確比成人的思考還來的遼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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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學評量 

 

活動名稱 項目 內容 方法 

認識社區  學習單完成（地圖） 
問答／發表／觀

察／討論 

社區互動  學習單完成（問答題目） 
問答／發表／觀

察 

上課參與  同學間互動、互助、主動發表 觀察／問答紀錄

審美與理解 
 能感受社區中所聽到的聲音、能用自己的方

式表達想法 

問答／發表／觀

察 

探索與表現  運用媒材從事藝術表現（社區地圖海報）  美術作品創作 

肢體展現  能盡情展現身體的律動 
討論／發表／觀

察 

內湖放大鏡 

線上評量 利用遊戲進行線上評量，測試學習效果 觀察 

課前準備  解說摺頁與地圖的蒐集 紀錄 

探索與表現 運用媒材從事藝術表現（解說海報完成） 
美術作品創作／

問答 

上課參與  同學間互動、互助、主動發表 觀察／問答紀錄

審美與理解 
對同學製作解說摺頁的欣賞，並能表達出自己

的看法或感受 

討論／發表／問

答 

內湖小導遊 

認識社區問題 學習單完成 
問答／發表／觀

察／討論 

   社區營造 運用陶土表現營造的創意 美術作品創作 

探索與表現 運用媒材從事藝術表現（營造社區陶土完成） 
美術作品創作／

問答 

審美與理解 
和同學用陶土營造社區的創意欣賞，並能表達

出自己的看法或感受。 

討論／發表／問

答 

上課參與  同學間互動、互助、主動發表 觀察／問答紀錄

內湖心樂園 

課後收拾  ㄧ起收拾陶土與坯布、環境整理 觀察 

※ 以上為學習評量之重點項目，均以五等第評量之。 

※同時依參與度、合作度、認真度、創作表現、環境收拾要求學生互評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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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反省與檢視 

 

自我檢核項目 自評摘要描述 

一、課程實際執行內容

與原課程計畫相符

程度 

課程實施內容幾乎完全依原計畫執行：教師們秉持著一顆

愛內湖的心，深刻的發現這個地區的美，希望能引領孩子

更珍視自己的家鄉，並能以「內湖」為榮，也希望藉此在

孩子的心田種下一顆懂得欣賞、尊重、珍惜傳統藝術並能

包容不同宗教的種子。 

二、教學方案內容 1. 配合學校特色課程發展本教學方案，能力指標依教育

部九年一貫綱要訂定。 

2. 教材生動多元：除了傳統的紙本教學之外，教師研發

編製多媒體教學（如：Powerpoint、自製導覽地圖），

讓學生加深對課程的認識。 

三、教學活動進行 1. 教師將多媒體適當的融入教學之中，讓學生以多元的

方式進行評量與學習。 

2. 由班級導師及藝文領域教師進行協同教學。 

3. 選擇彈性課程進行跨班級教學活動，一方面增加班際

間競爭力與榮譽感，聆聽不同班級的意見；另一方面

讓教師能發揮所長，減輕單一教師備課壓力。 

四、教學方案品質控管 定期討論：安排每週參下午為教師的課程討論時間，分享與

修正上週課程進行的狀況。 

五、學習評量 1. 評量方式彈性多元： 

兼採學習單、書面報告、實作、課堂發問報告、成果

發表及線上評量。 

2. 評量人員： 

以教師評量（含線上評量）占比較高的比例，亦納入

學生自評及互評，部分佐以家長評量。 

六、達到預期目標情況 1. 課程進行後，可以發現學生除了知識層面內化為對內

湖的認同以外，行為與個性都有內化作用。一些學業

低成就的孩子，在這項課程中找到自信。 

2. 發現孩子對班級的向心力變強，他們期待著有共同表

演或學習的機會，也將所學的知識運用在生活之中，

對生活周遭的觀察角度及面向變寬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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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成果推廣應用 

價值 

1. 提昇學童有關傳統藝術的認知及鄉土文化的關懷，有
明顯的提升；對培養兒童人本關懷的情操及對文化資
產、傳統藝術的保存，也有實質的幫助。 

2. 教育的大地需要更多種子發芽、生根、茁壯，付出與

感動是一系列的骨牌效應。希望能感動更多學校的夥

伴，當大家都動起來，我們的教育充滿無限可能！ 

 

伍、關於導覽摺頁計劃 

 

一、導覽手冊 

導覽手冊目的：孩子在內湖成長，有一朝他們的孩子也可能在同樣的土地生根、茁壯。只有藉由對

居住地的認同，方能提升民眾對內湖的熱愛。所以嘗試以不須社區居民付費的方式，純粹由內湖教師帶

領著孩子，製作以內湖國小為中心的導覽說明，企圖建立孩子對家鄉的認同，進而帶動整個內湖社區及

學區內的居民對家鄉及內湖國小的認同。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一切文化滋長的泉源，因此藝術教育應該提供學生機會探索生

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網，2005)；所以我們將學校週遭遊憩景點與活動融入教學

中，並試圖打破學校圍牆藩籬，以當地生活為內容，讓學生用玻璃、蚵仔殼、瓷磚製作鑲嵌畫，達到學

校與社區融合，如：鑲嵌畫中的宋江陣、犁牛陣等內容，希望記錄過去先民生活形態，充分傳達團結、

純樸、溫馨、向心力與人情味的溫暖。我們也嘗試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美食議題出發，希望引導

孩子藉由觀賞與談論生活環境中各類藝術品、器物及自然景物；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辨識藝術的特

質，建構意義；了解時代、文化、社會、生活與藝術的關係；我們也會提供學生親身參與探究各類藝術

的表現技巧，鼓勵孩子依據個人經驗及想像，發展創作靈感，再加以推敲和練習，學習創作發表，豐富

生活與心靈(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網，2006)。 

 

導覽手冊規劃：雙面設計－成人版：其目的為方便成人閱讀，分為內湖柑仔店（簡介摺頁製作目的）、

小報馬仔（內湖小資訊）、吃香喝辣（美食景點）、溼地嬉遊（香山溼地景點）、老街訪古（介紹內湖老

街）、廟宇巡禮（簡介順天宮-土地公廟、長興宮-王爺廟、龍正宮-媽祖廟三間廟宇）六大區塊。孩童版

－中間是由內湖教師自行設計 Q版地圖，同時由孩子的眼光去看內湖，並寫下自己的心事物語，讓這份

導覽手冊對孩子產生實際意義的生活連結。 

 

導覽手冊產生：很開心導覽手冊在學校行政與社區家長支持下，順利於本學期(九十五學年度九月)

落實產生。當孩子們看到自己的觀點、對社區的想法、分享，成為刊物印製出來，甚至知道有可能被廣

為分享時，他們陸續以「好喜歡課程」、「住在內湖真好」、「老師你好棒」、「我們真厲害」、「原來我們也

可以」…等自信的正面語彙表達自己。教育是一個希望工程，雖然只是一個小摺頁，我們卻看到孩子對

自己未來與居住地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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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手冊執行： 

 

 

 

 

 

 

 

 

 

 

 

 

 

 

 

 

 

 

 

 

 

 

 

 

導覽手冊成果： 

 

解說摺頁(一) 解說摺頁(二) 

 

導覽手冊內容規劃 

導覽手冊孩童版 導覽手冊成人版 

訪問當地耆老、蒐集相

關文獻與實地勘查探訪，收

集相關資料撰寫而成。 

運用學習單與課程設

計，和孩子共同討論，寫下

對內湖家鄉的感動與回饋。 

導覽手冊運用規劃 

校園 商家 課程 

提供外賓參訪時介紹

使用，可提升外賓對內湖地

區的認識同時提升社區居

民建對家鄉的認同。 

提供日後教師從事相

關教學時，可作為教學上的

參考，同時運用之，引導孩

子認識欣賞內湖。 

放 置 於 內 湖 社 區 商

家，例如：玉海樓、五福電

器行、中日超商，提供過往

遊客認識內湖與行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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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們學過的統計圖，把社區裡的書店，餐廳，學校，畫出來。

 內湖放大鏡
附件一 



 

社區營造大家一起來 
 

                                                

年    班  姓名：                    

你在社區裡可能遇到的環境問題有哪些？       

                                                                                     

請畫下你所營造出來的新社區

你對自己的社區做了哪些改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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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參考資料 

1. 王派人，2002，走出教室學更多，天衛文化出版社。 

2.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教育部 

3. 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網站 http://tech.eje.edu.tw 

 



、 導覽手冊 、 社區營造  

        （最多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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