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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導覽地圖 

◎陶土創作 

美麗新家園 

一、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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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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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設計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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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單元架構 

  （一）課程統整： 



教學主題：美麗新家園 

●音樂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活動一】（3 節） 

內湖放大鏡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活動二】（2節）

內湖小導遊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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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寫出自己為社區所 

盡的責任。 

（二）課程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與人文 設計者 許蕙真、林佑瑾 

實施年級 國小四年級 總節數 共   8   節   320   分鐘 

單元名稱 美麗新家園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Ⅱ-2能探索視覺元素，並

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

想像力，豐富創作主題。 

 1-Ⅱ-7 能創作極短的表演。 

 2-Ⅱ-2 能發現生活中的視

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感。 

 2-Ⅱ-5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

術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

的創作。 

 3-Ⅱ-5能透過藝術表現形

式，認識與探索群己關係及

互動。 

核心 

素養 

 藝-E-A1 參與藝術活動，探索生活

美感。 

 藝-E-B1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

意觀點。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

藝術與生活的關聯，以豐富美感經

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

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學習內容 

 音 E-Ⅱ-5簡易即興，如：肢

體即興、節奏即興、曲調即

興等。 

 視 E-Ⅱ-1色彩感知、造形與
空間的探索。 

 視 E-Ⅱ-3點線面創作體驗、

平面與立體創作、聯想創作。 

 視 A-Ⅱ-1視覺元素、生活之

美、視覺聯想。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 

實質內涵 
 環 E1參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了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社會、語文 

教材來源  康軒社會第 2冊第 2單元-居住地方的風貌 

學習目標 

（1）經由社區走訪，表達自我的觀察和感受。 

（2）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力，創作導覽手冊和與相關主題的作品上。 

（3）運用藝術符號或元素，在作品中表達情意觀點。 

（4）從社區走訪觀察體驗→黏土創作社區景觀→懂得鑑賞社區之美→實踐對社區的關懷和回饋。 

（5）透過藝術實踐和團隊創作，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6）能珍視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創作。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內湖放大鏡（3節） 

 【課前準備】 

●老師:通知單、海報紙、繪圖用具、學習單(附件一) 

●學生:準備帽子、筆記本、文具 

【引起動機】：（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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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提問：社區走訪需要注意什麼禮貌？觀察重點?

要注意的秩序和規矩? 

【發展活動】 

 活動一:走訪社區（60分鐘） 

1.帶孩子走訪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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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孩子分組記錄沿途觀察重點。 

3.聆聽地方耆老講解社區故事。 

   ◆教師提問：注意聆聽重點，可以用文字或圖像做紀

錄。 

 活動二:社區搜密海報製作（40分鐘） 

1.分組討論社區觀察重點，並將資料彙整。 

5.將資料呈現在社區搜密大海報製作上。   

【統整活動】：（15分鐘） 

1.請孩子分享沿途所見與合作的心得。 

  2.小組發表。 

  3.小組互評。 

  4.老師解評和課程統整。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需事先規

劃好社區

走訪路線 

 邀約社區

耆老 

內湖小導遊（2節） 

 【課前準備】 

   ●老師：校網導覽地圖、海報紙、評分表 

  ●學生：繪圖用具、蒐集旅遊相關之導覽手冊。 

【引起動機】：（10分鐘） 

1.教師利用校網導覽地圖，介紹社區具人文特色，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提示： 

  1.你們去過導覽地圖上什麼地方? 

  2.這地方的特點? 

【發展活動】（55分鐘） 

1.小組討論導覽手冊要製作的樣式，書寫內容，並

進行分工。 

2.開始在海報上製作導覽手冊。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如果

導覽地圖

速度較慢

可以利用

下課繼續

完成 



   ◆教師提示：可以參考所收集的導覽手冊樣式和規劃

內容。 

     【統整活動】：（15分鐘） 

  1.小組發表導覽手冊內容。 

  2.小組互評。 

  3.老師講評和統整學習內容。 

   ◆教師提問：請就同學活動過程中表現進行客觀互評。 

 

 

 

 口頭評量 

內湖心樂園（3節） 

【課前準備】 

  ●老師：學習單（附件二）、陶土、搶答題目、獎品 

  ●學生：陶土用具 

【引起動機】：（10分鐘） 

1.教師說一段鹽水港溪的故事，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2.教師準備陶土、並將內湖社區劃分為九大區塊。  

  ◆教師提問： 

   1.誰知道鹽水港溪的故事? 

   2.提問家鄉的特色和人文景觀。 

【發展活動】：（90分鐘） 

  1.五人為一組，討論對家鄉改建的想法，並記錄在學習

單上。。 

  2.分組進行形塑家鄉風貌創作，並將討論的想法呈現在

作品中。 

◆教師提示： 

1.要注意建築結構。2.外觀樣式的呈現。 

【統整活動】：（20分鐘） 

  1.小組作品發表。 

  2.搶答時間:統整課程內容，讓孩子進行搶答遊戲，答對  

    可獲得獎品。  

   ◆教師提問：發表組要說明改造的前後的差別和用

意。發表完畢，由他組發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不可以用

陶土做為

嬉鬧玩具 

 注意環境

善後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 

 內湖社區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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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附件一學習單一 

 附件二學習單二 

 

 

 

 

 

http://tech.eje.edu.tw/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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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廟宇建築 老街店鋪 

  
 

以表演方式呈現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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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觀察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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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孩子的眼光可以看見不同於大人

的收穫。透過活動還對自己生活的社區深入認識，並增加情感連結。 

內湖放大鏡－ 活動成果 



內湖小導遊－ 活動成果 

   

用媒體引起學習動機 校網電子導覽地圖 小組分工 

  

導覽摺頁解說 導覽摺頁解說 

   

老師聆聽和指導 老師聆聽和指導 小組討論 

   

小組討論 合作製作海報 皮卡丘版內湖解說摺頁 

內湖小導遊－ 活動觀察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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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小心樂園－ 活動成果 

  
 

分配小組社區區塊 用黏土創作社區景觀 分工合作 

   

內湖老街 香山濕地 鹽水公園 

   

內湖廟宇建築 內湖廟宇建築 內湖廟宇建築 

內湖心樂園－ 活動觀察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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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除了形塑原本的社區景觀外，並將自己想改造社區的創思呈現在作品中，例如:加入攝影機增加社區安

全；開設咖啡廳聯絡社區居民情感；成立社區服務站，提供社區居民生活諮詢和服務，並讓遊客容易獲得資訊......

等等，孩子一方面可以觀察到老舊社區的缺失，灌入新的人文思維，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孩子愛鄉，願意為

家鄉付出的情感。 

 



附錄 

附件一：學習單一 

 

＊把社區裡的學校、商店、老街風貌......等畫出來。 

  內湖放大鏡  



附件二：學習單二 

 

 

     年      班   姓名              

 

你在社區裡可能遇到的環境問題有哪些？ 
 

 

請畫下你所想融入社區的新元素，並在旁邊說明。 

 

你對自己的社區做了哪些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