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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創新  素養領航

做公益不用等長大，I CAN ！
─小學生公益行動 DFC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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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做得到嗎？」到「我可以做得到！」將自己的天賦發揮出來，幫助身邊的人，相信當你願意投入自己

想改變的事情，就能擁有源源不絕的熱情，因為你知道，你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小學生公益行動 DFC 挑戰」為國民教育輔導團與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規劃，首次攜手「DFC
臺灣」教師團隊研發素養導向課程。首場專題演講暨教師培力計畫說明會於9月30日假承辦此計畫之松山國小舉行，

當日邀請 DFC 挑戰臺灣發起人―許芯瑋小姐進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你的力量，超乎想像」，演講內容包

含 DFC（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簡稱 DFC 挑戰）起源、DFC 核心價值以及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的脈絡。

接著 11-12 月由老松、松山、舊莊、福德、興華、光復、明德、太平、內湖、大直等 10 所國小辦理本市教師

培力計畫共備課程 - 素養導向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 研習，研習內容主要讓教師了解 DFC 教學四步驟：感受、想像、

實踐、分享，培養學生「我做得到」的精神，讓孩子面對問題、願意勇於不斷嘗試。

藉由課程，教師除了學習新課綱素養精神、融入探究式研究、跨領域整合、社會智能等教學法，也可以使學

生找到學習的意義與動機，進而參與公益行動，為世界帶來改變。

性平輔導小組成員由一群國中小教師組成，聘邀劉淑雯教授專業指導與陪伴，成團迄今，以研發性平議題融

入各領域的課程教學活動設計為主，夥伴們透過各自在不同領域專業成長的自發學習、交流對話的互動成長，以

及辦理公開課等方式與全市教師們共學，落實性平議題的生活融入。

近年來，本組成員在淑雯教授及召集人明郁校長、素惠校長帶領下，辦理了多場性平議題融入各領域的公開

教學活動、用視聽媒材教導情感教育的課程與講座、分享以女科學家為主題的桌遊融入課程教學…等，也透過跟

中央輔導團、各縣市性平團夥伴的交流研討，以及性平地景、特色學校、異業團隊的實地參訪體驗…等學習，不

論是組內輔導員的自我成長，或是與各校教師的課程精進共好，都有豐盈的收穫。本學年度的團務精進計畫除前

述重點工作外，尚有配合 12 年國教課綱素養指標的性平議題課程融入，團員正分組進行以繪本融入教學的性平素

養教學設計，期能以分享、交流的成長方式為性別平等教育盡一份心力。

「性平即生活。」

唯有從生活中落實，陶

養尊重、接納、與人為

善的共好心，性別平

等，幸福平安非夢事。

p參訪桃園市陳康國小
性平教育特色課程

p以女科學家為主題的桌遊融入課程教學 p小組成員合照

p老松國小研習場次p舊莊國小研習場次
p邀請 DFC 臺灣發起人 

許芯瑋小姐演講

p參訪歐比斯繪本跨域探究中心 p參訪親子天下雜誌社 p辦理全市教師增能研習
暨公開觀課

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小組召集人
士林國小 吳明郁校長

「幸」福「平」安～性別平等輔導小組
p何雅娟參事參與教師培力課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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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度以「未來公民行動家」推展主題微課程，主題聚焦為高齡關懷及其他議題兩大類，

引導學生研究老人高齡化議題，提升學生識老、親老、敬老、扶老及顧老等學習知能，並能擬定與策劃可行的改

進策略與方案，轉化為實際參與公共政策的提案與行動之能力，本次活動計有 26件成果作品、18所學校提出申請。

本活動於 11 月 3 日下午 1 時 20 分起，由各校學生上臺發表實施歷程與成果，邀請教授、專家、相關人士、

家長及全市各校一同給予講評與鼓勵，評審們對於各校團隊皆能發揮自發精神關懷高齡長者，且能主動與長者互

動關心高齡者的需要，例如 : 學生能體貼長者的聽力及視力的退化等，會用較慢較宏亮的聲音與長者對話，進而能

思考如何提升跨世代共好的生活品質，進而營造高齡長者的友善環境。

永春國小 < 伴老達願我來行 > 活動，起因學生常聽到長輩說 :「沒有胃口不想吃」、「食物太硬無法咬」、「我

吃的營養嗎」等在飲食上的問題。爺爺奶奶因咀嚼功能退化、牙齒不好、飲食習慣改變及慢性病用藥等，造成飲

食不均衡、營養攝取不足等現象，透過觀察長者常吃的便當菜色，發現市售便當又油又鹹，對於高齡長者的身體

是負擔，長久下來健康也會亮起紅燈，課程中讓學生認識高齡飲食並實際製作健康便當，專業廚師引導介紹六大

類食物的營養素，學生設計便當菜色並且在討論後得到共識，進行實際體驗與製作，再親手交給學校樂齡學堂的

爺爺奶奶。用食物好好照顧我們所愛的長輩，為他們的營養打好基礎，讓長者吃到健康又美味的料理，營養健康

跟著來，才能迎向健康樂活高齡生活。

萬福國小 < 看不見的城市與記憶再現 > 透過訪談地方耆老與家人，重新認識在地故事與歷史，由學生擔任社

區導覽分享在地故事與環境變遷，以線條繪圖方式呈現社區地景故事，製作故事燈箱的片段亦從社區故事摘錄，

最後學生提出三個對未來的期待：建造簡易碼頭、出版社區繪本故

事、公園設立景點解說，期待讓社區的故事讓更多人了解，並能關

心在地的文化。

士東國小 < 青銀童．樂共活 > 活動之一由吳秉儒、曾予亭、李

永璇、鄭丞玲發覺現代人習慣用手機及網路來溝通，及習慣以手機

記錄生活，因此希望透過《心聞台》讓大家能夠有話大聲說 ! 期待

重新建構各自與家人跨世代交流的媒介與橋樑，並藉由交流更緊密

連結彼此的情感聯�。藉此反思自己與跨世代家人的交流，鄭丞玲同

學回饋透過《心聞台》能幫助我們更理解長輩以前的辛苦 ! 讓我更

有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
p其他議題組 / 特優 - 萬福國小
（看不見的城市與記憶再現）

p其他議題組 / 特優 - 長安國小 
（臺北居大不易，珠頸斑鳩在我家）

p高齡關懷組 / 特優 - 永安國小（「永」保
「安」康讓你爺奶都 HAPPY）

p其他議題組 / 特優 - 市大附小
（愛不孤單，「移」起幸福吧！）

p高齡關懷組 / 優等 - 士東國小
（青銀童．樂共活）

p高齡關懷組 / 特優 - 永春國小
（幸福好時光，「呷奔」顧健康）

活動報導
臺北市未來公民行動家

主題微課程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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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青春期生理衛教觀念，本局及遠見 ‧ 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金百利克拉克臺灣分公司

共同推廣「青少年青春期生理教育計畫」，合作辦理國中健康教育教師研習，發展一套符合教師教學需求補充教材，

配合現有教材，幫助老師教導生理期知識，讓學生正向面對生理期身體變化，接納自己並能尊重不同個體獨特性。

現場教師參與非常踴躍，共有 71 位臺北市健康教育教師參加本研習，約占全市國中健教老師七成以上。

這次研習特別邀請健體領域輔導小組輔導員敦化國中李美玲老師分享生理教育教學，胡芷寧老師實際帶領操

作青少年青春期生理教育手冊及「經期冒險 28 天」桌遊教學，以及臺大婦產科康巧鈺醫師分享生理期健康教育正

確觀念，老師們可以從中增長豐富專業知識與紮實教學技術。

李美玲老師指出青春期的孩子很敏感，有的特別害羞，透過

實物的實際操作，孩子們才能瞭解外漏是怎麼一回事、使用

過後的衛生棉應該怎樣處理，上過課程之後，男同學更能同

理女同學經期的困擾，更知道如何體貼身邊的女性。

本局持續推動教育與企業資源聯結合作，藉由研習讓老

師們回到學校將這套教材及教具運用在健康教育課程中，使

學生能夠學習正向、健康生理期知識，成為能自我悅納、彼

此尊重，有素養的社會公民。

108 課綱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成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

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身為國教輔導團幼兒教育小組的輔導員更以身作則，開放

自己的課室，進行公開授課及觀課，透過設計、教學、研討、對話等活動，彙整教學實務經驗，提供教保服務人

員參考及帶領現場教師研討反思，精進教師之課堂教學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本小組公開授課的進行方式，首次透過視訊進行現場直播呈現教學，這對授課者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必須克服對機器的不確定性，第一次議課時，有觀課老師提及，一臺攝影機擺在固定的位置，

不足以拍攝到不同小組以及不同角度的孩子，所以我們在第二場公開授課時做了調整，改以教室內走動拍攝的方

式錄製教學過程，再透過直播方式進行觀課，感受授課教師用心細膩的呈現豐富有意義的課堂風景。

疫情對教育界是一種挑戰，我們視危機為轉機，將科技融入公開授課中，透過教學方案之分享，建構教保服

務人員學習社群，積極進行教學研究，創新教學方法、改進評量策略，期待藉著分享提升幼兒學習成效。

活動報導

活動報導

幼兒教育輔導小組召集人
福林國小 李嗣蕙校長

p線上說課 輔導員網紅初體驗 p新冠肺炎改變觀課模式
遠距觀課

p透過鏡頭 仔細觀察學習歷程 p公開觀課前輔導員多次
共備歷程

p教師們實地操作生理教育教材
p臺大康巧鈺醫師分享生理期健康教育

正確觀念

p青春期生理教育研習全體教師合影

p敦化國中李美玲老師分享青春期

生理教育教學

「青春期生理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打開電腦，看見專業」
─幼兒教育輔導小組疫情下的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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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圖書館閱讀利用教育的價值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率全國之先，設立國中圖書館教育輔導小組 ( 以下簡稱本小組 )，依據我國的圖書館法規定

「中小學圖書館，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供應教學及各類學習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以積極的

團務運作協助各校發揮圖書館的功能，推廣各項閱讀活動。

為符應圖書館法以及學校圖書館的實際需求，本團團務的經營

方向與相關服務如下︰

一、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精進老師及學生各科學習方法與策略。

二、培訓圖書館館員知能，並積極鼓勵各校設置圖書教師。

三、開發圖書志工培訓與運用機制，落實館務推動。

四、落實圖書館自動化運用，提升館務效能。

五、推動圖書館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的目標。

六、引導圖書館館舍與設備更新，支援師生教與學。

本小組也透過各項相關活動的辦理，以達成上述團務方向。除了建置臉書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tptrct/) 提供本市國中圖書館館員與教師即時的互動服務與實用資訊外，每學年依訪視時間遠近挑選五至六

所學校圖書館進行輔導諮詢服務，有兩次前導輔導諮詢與一次正式訪視，透過滾動式前導小組輔導諮詢的建議與

改進調整，各校在正式訪視時都能展現具體而有效的進步，而非僅是一次性的走馬看花的虛應故事。其次，每學

期辦理新進圖書館員暨精進教學能力研習，除了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安排圖書館

員、圖書教師或學科教師所需要的研習主題 (如圖書館利用教育、閱讀推廣活動、

線上資料庫應用、優質圖書館精進方案執行成果分享…等 )，也邀請表現優秀的

圖書館員進行實務分享，同時安排參訪公共圖書館。

每學年的微型博覽會則是邀請圖書館自動化、軟硬體設備或線上資料庫等廠

商展示先進的設備、資源，以提供學校圖書館館員推動館務時的參考。而本團團

員每學期也安排多次專業成長研習以及外埠參訪，並與國小圖書館教育輔導團進

行交流、對話，以強化館員的專業知能，進而提供各國中圖書館與時俱進的優質

服務。而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大力推動「圖書館優質化精進方案」，本團也

積極協助各校諮詢輔導，提供專業建議，為美化校園閱讀空間情境、增進閱讀的

書香校園目標貢獻心力。

創造圖書館價值，精進館員能力，深耕閱讀推動，國中圖書館教育輔導小組

歡迎您與我們聯繫，一起來為提升臺北市國中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以及圖書館

利用教育的品質共同努力。

國中圖書館教育輔導小組召集人
東湖國中 柯淑惠校長

p到校服務 - 指導學生建立班級圖書管理

p到校服務 - 提供館藏編目管理諮詢服務

p到校服務 - 提供圖書館員專業諮詢輔導

p圖書利用教育 - 線上資料庫研習

p輔導人員增能研習 - 活字排版體驗

p到校服務 - 提供館舍規劃專業諮詢服務

p圖書館員增能研習 -二代校務圖書管理系統

p
輔導團員增能研習 - 從選書師視角看繪本裡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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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點子科學競賽今年已邁入第 6 屆，今年競賽方案為「實踐團隊創意，智能點子科學競賽」，以「跨領域 X 人

工智慧」為主軸，符應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及「共好」新課綱的跨領域精神，培養學生探究實作的科

學素養，引導學生連結各科領域所學，透過「動手玩科學」的概念，激發學生的科學 5C 能力（Collaboration、

Critical Thinking、Complex Problem Solving、Communication、Creativity）。今年由仁愛國中承辦國中組競賽，景

興國小承辦國小組競賽，皆已順利辦理完竣。

國小組智能點子科學競賽於 10 月 24 日（星期六）假景興國小圓滿完成，共有來自 19 所國小，26 組參賽隊伍，

計有 101 位喜愛科學、想像力無限的國小學生分組合作，以 「我的智慧分類機」為主題，運用各科各領域所學，

融合 AI 人工智慧的精神，連結生活情境問題，體現團隊合作及問題解決的素養，設計出獨一無二的智慧分類機。

每隊學生在有限時間內運用現場提供的材料，手腦並用完成作品，更要陳述構思設計與科學原理的運用；現場安

排分享與觀摩，由學生與評審委員共同票選出最具創意人氣的作品。今年競賽中也安排了 PowerTech 雷切仿生獸

製作活動，學生實際製作簡易機器人。

國中組智能點子科學競賽於 11 月 7 日（星期六）在仁愛國中盛大舉行，共有來自 18 所國中，104 名喜愛科學

的國中生分組合作完成競賽。以 「侏儸紀公園－搶救恐龍蛋」為主題，引導學生創作「解決生活問題的作品」為

方向，讓國中生運用所學的科學原理與原則、社會人文與美感教育等領域之概念，結合邁向未來 AI 人工智慧生活

的精神，動手設計出各隊成品。過程中極富挑戰性且充滿趣味性，現場告知競賽規則，考驗參賽學生的臨場應變

與團隊合作，各組須通過陸、海、空三道關卡之考驗來保護恐龍蛋，不僅能將學科知識應用於生活情境，更激發

科學探究的熱情及解決問題能力，共創一場精彩豐富的藝術科學饗宴。

教育局陳素慧副局長表示本競賽符合十二

年國教科學探究實作的素養精神。學生在比賽

過程中的發現、體驗及面對挫折時的態度，是

這次比賽最重要的學習。

臺北市教育局多年來推動卓越科學教育計

畫，辦理點子科學競賽，提供實踐發揮的舞臺，

引導學生透過科學概念操作，引入創意發想，

透過有系統規劃動手做的真實學習，讓學生展

現創新思維、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的素養。

p國中智能點子科學競賽全體師生合影

p國小學生合力製作
智慧分類機 p國小學生智能點子科學

競賽教授評審

p國中學生分組製作創意成品
p國中智能點子科學競賽須

挑戰陸海空三道關卡

p石牌國中榮獲國中智能點子
科學競賽特優

p國小學生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獲獎學生成果分享

p永春國小榮獲國小智能點子
科學競賽特優

實踐團隊創意
第6屆國中小學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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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7 日，天空飄著綿綿細雨，仍然有蒸騰的熱情集聚在松山工農操場上，這是千人走讀的出發點，

也是許多對於記憶中與發展中的松山有著懷鄉故情、探索閑情、踏查熱情的人們，共同參與大松山走讀的美好盛會；

已辦理第三屆的金車千人走讀活動，在今年格外具有意義，因為今年也正恭逢臺北市設市 (1920 年 ) 屆一百年的特

殊機緣。

由金車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大松山千人走讀活動，以松山區及信義區 (1990年由松南地區畫出獨立設區 )為範圍，

規劃含括：建築文創、廟宇經典、商圈風華、四獸山下、眷村文化、在地人文、城市美學、自然生態等８條主題路線，

由 31 位在地引路人，帶領千位民眾一起認識巷

街裡的歷史，聆聽隱藏在松山、信義區的城市故

事，也創造了精采的親子共享之文化饗宴。

今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臺北設市百年

之主題，亦發展出口述歷史教案徵件活動及社區

踏查課程，並選出 22 件跨域整合、充分展現學

生統整學習及素養的優秀教案，藉由對在地社區

的觀察、探索與融入式參與，持續落實十二年國

教自發、互動、共好，及終身學習的願景。

教育部於民國 70 年頒布「國民小學設備標準」，圖書館在國民小學有了定位，臺北市教育局繼而在國民教育

輔導團內成立「圖書館教育輔導小組」，以教師為主要輔導對象，開始到校訪問與輔導。民國 80 年起，教育改革

時代來臨，家長進入校園成為教育合夥人，圖書館自動化、館舍空間更新成為校務行政重點推展工作，輔導服務

對象由教師擴及學校行政人員、圖書館館員與志工家長迄今。

輔導小組依據臺北市中長程教育施政綱要「迎向幸福未來，躍升臺北教育」願景，以及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

團精進教學輔導方針，擬定輔導模式及服務內涵。每學期 10-12 次的到校輔導服務於週四進行，輔導員與本市國小

圖書館館員、志工進行專業對話、經驗分享，協助釐清專業與解決問題；結合 108 課綱，輔導教師從事圖資及閱

讀素養課程、教材、教法研究及教學資源應用；協助學校推展閱讀計畫，提供館舍空間規劃諮詢，打造圖書館經

營特色。

感謝各校對圖書館教育的重視與努力，歡迎賡續提出到校輔導申請。期待共同精進學校實施圖書館教育多元

面向，為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攜手前行。

p 31 位在地引路人悉心導覽 p建於 1820 年的霞海城隍廟

p千人集結自松山工農出發

p松山車站前的景觀藝術

p公共圖書館資源運用專題分享 p圖資教育課程設計討論實作p每學期到校輔導服務 10-12 校 p進行新課綱閱讀素養專業對話

提燈引路～圖書館教育與您同行
國小圖書館教育輔導小組召集人

民生國小 李金燕校長

千人走讀，戀戀松山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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