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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跨域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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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信任

時

間



KWLQ社群

班經社群 KWLQ

以品格
迎向未來

閱讀素養

97~101學年度 103學年度~~



我們是一群熱血教師

陳建華(數)

藍淑珠(國)
黃崇葳(英) 許皓雲(數) 徐俊富(數) 陳盈如(史)

人文與數理的思維激盪



我們經常……
撞擊思維 思考課程

三面九項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行動學習 主
題



我們跨域合作的課程

歌詩變奏曲

快樂K歌詩

2008年行動

研究特優

幸福的滋味

2009年祖孫共

學教案第一名

青春鬥陣行

阮ㄟ歌詩

2010年行動

研究特優

國文 & 英語 國文 & 英語國文&輔導&家政

97學年度 98學年度 99學年度



我們跨域合作的課程

跨域共備──

科普閱讀「氣體

爆了嗎？」

103年有效教案

優選

教學與評量的對

話---YES！閱史，

閱來悅有趣

2015年行動

研究特優

3R人生──探見

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的生命情志

105年有效教案

特優

國文 & 理化 國文 & 歷史國文 & 歷史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我們跨域合作的課程

幸福的滋味──

發現愛，表達愛

106年有效教案

特優

走入社區挖掘加

蚋仔水水夢—跨

域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2016年

行動研究優選

走入社區挖掘加

蚋仔水水夢

2017年天下雜

誌微笑台灣創意

教案貳獎

國文&歷史&綜合 國文&綜合

105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5學年度

國文&歷史&綜合



走入社區挖掘加蚋仔水水夢
——跨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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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語文能力：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

情感，表達意見。

•文學素質：接收並創作各類文本，加強審美與

感知的素養。

•文化涵養：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

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國語文課綱重要內涵說明



強化自學能力

策略導向

自學篇章

適性教育

連貫學習經驗

1-12年級連貫

跨領域統整

文字

文化

學習

內容

文本

國語文課綱重要內涵說明

素養導向

連結經驗世界

展現學習信心



學習表現舉隅-閱讀

第三部分：國語文課綱重要內涵說明

第四學習階段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整
合跨領域的知識，增進學
習效能，轉化為日常生活
解決問題的能力。





愛ㄟ感動，毋甘ㄟ行動



堀仔頭的水水夢



105學年度寒假
105學年度

暑假
106學年度

三階段實施

播種

•認識

•感受

萌芽

•探究

•體驗

記錄

•繪本

•影像



105學年度寒假



105學年度暑假



106學年度
 在暑假體驗營隊課程中，學生以

ORID焦點討論法探究加蚋仔的美麗

與哀愁。

 並以DFC的活動理念，進行感受(覺

察問題)→想像(解決方法)→實踐(身

體力行)→分享(實踐心得)。

 在學生有所「感」，有所「動」之後

，我們希望學生能持續感動、實踐

守護我的的社區。

 將課程轉化為整學年的規劃，陪伴學

生走入社區→觀察社區→改善社區環

境。



課程設計動機

105 學年度寒假



傳承 守護



1.新挑戰---什麼是素養導向？

環境在改變、世界在轉動，教育現場不能一成不變！

我們團隊嘗試跨領域的課程設計，透過情境脈絡化

的課程規劃，嘗試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可能性；並

將孩子帶出校園走入社區，透過情境體驗，將在學

校的學習落實於社會行動當中。

情境
體驗

社會
行動



2.有可能嗎？關於我們要做的事？
我們想要讓孩子在走、讀、聽、問的過程中，覺察出問題，

進而變成一種改變的發想，甚至成為一種行動方案；當孩子

在形成行動前，蒐集資源、資料及思考各種方法，過程中，

孩子就能夠成為知識的組織者，甚至也許在哪一天，孩子成

為責任的承擔者，這是我們團隊想要給孩子的學習體驗，也

是我們團隊的「水水夢」。

認識

加蚋仔

獲得

知識
覺察問題

建構

意義

• 表達想法

• 體驗行動

遷移

應用



課程設計探討



發想階段

• 如何感受加蚋

仔的文史底蘊

與守護的價值

探索階段

• 從零開始

• 蒐集資料

• 規劃課程

課程實踐

• 導覽

• 心理地圖

• 多元文本比較









課程設計目的



透過營隊課程，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1.「認識/感受」

—社區的特色、樣貌及歷史淵源。

2.「探索/體驗」

—融入遊戲式學習於課程中，探索社區環境變遷的歷史

脈絡。

3.「事實確認/觀點建立」

—覺察社區的資源以及現有的問題，並轉化成行動方案。



對應的核心素養內涵

社-J-A2 思考當前社會、環境生活等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培育改

善或解決困境之素養

國-J-A2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

應用於日常生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

、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國-J-C1透過文本選讀，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

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單元學習目標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

(Knowledge)

1.了解加蚋仔的地理位置及

自然環境的特色

2.了解社區的產業特色

3.了解加蚋仔的歷史發展

4.了解社區當中的歷史故事

及歷史遺跡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1.透過踏查了解社區

2.以對話及自主學習了解彼此

對於社區的認識

3.繪製心理地圖並區辨異同

4.能夠提出改善的行動方案



評量標準 實作任務

口語表達

圖像表達

文字表達

統整能力

發展解釋

資訊運用能力

1.能繪製加蚋仔心理地圖

2.能說明繪製在心理地圖上的記憶點

3.比較同學間心理地圖的差異並說明原因

4.分享自己「最有感」的導覽點

5.能完成街景遊戲地圖活動

6.能夠完成學習單、並進行省思

學習表現的評量



我們希望在能在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過程中，設計

出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讓學生將所學應用在生活

情境中，培養學生溝通互動、自主行動及社會參與

的能力。



課程實踐



教材組織分析



第一個單元主題課程「加蚋仔時空之門」，

我們規劃請地方文史工作者高傳棋老師為

孩子進行深入淺出的導覽，透過走訪社區、

踏查社區，了解我們的生活空間，與生活

環境進行對話及互動，也就是核心素養當

中強調的「溝通互動」。



節次 學習重點

一

加蚋仔時空之門

走入社區—「萬華國中-西藏路-西園國小-保甲路-

防空洞公園-公路總局-內土地公廟-大勝戲院-西園

醫院-豆芽巷-保德社區-雙園教會-楊家古厝-堀仔

頭-楊聖廟-東園國小-店仔街-萬華國中」，認識社

區樣貌與歷史淵源。



當孩子走入加蚋仔的時空之門





第二個單元主題課程「加蚋仔心理地圖」，

則是透過社區的訪查，將外在空間轉化為內在認知，

並透過「學生自學→學生共學→師生共學→學生自學」

之歷程，透過「溝通互動」的方式，運用「符號表

達」，將地圖上複雜的地理事物經由探究活動，從地

圖冊中提取出來，並以自己的地圖語言，對這些地理

事物進行重新組合，表達在自己的「心理地圖」這個

知識載體上，對空間環境的理解。



二

加蚋仔心理地圖

將外在空間轉化為內在認知，並透過「學生自學

→學生共學→師生共學→學生自學」之歷程，透

過「溝通互動」的方式，運用「符號表達」，將

地圖上複雜的地理事物經由探究活動，從地圖冊

中提取出來，並以自己的地圖語言，對這些地理

事物進行重新組合。

節次 學習重點



建
立
加
蚋
仔
的
心
理
地
圖





第三個單元主題課程「加蚋仔歷史防衛戰」，

則是透過平板載具，對社區進行更進一步地探索及體驗

課程，先由教師示範，等學生熟悉操作方式後，再透過

「自主行動」、「系統思考」來解決問題。



節次 學習重點

三

加蚋仔歷史防衛戰

導覽回顧：將昨日的導覽行程利用街景編輯器帶

領學生再回顧一次，加深對各地點的印象，以利

後續的遊戲進行。

三階段的合作闖關遊戲體驗：

清領→日治→國民政府



三階段闖關遊戲體驗：學生分組利用平板來進行街景遊戲的體驗活動



加蚋仔歷史防衛戰



後續的遊戲課程





第四個單元主題課「加蚋仔走讀趣」

則是透過多文本閱讀的模式，走讀西藏路及走讀堀仔頭，

以討論互動的方式，了解社區的前世今生，進而進行社會

參與，培養公民意識，並能發現問題，提出看法。



節次 學習重點

四

加蚋仔走讀趣

走讀西藏路：

回顧昨日導覽行程，透過文本閱讀比較、探討、

分析對於西藏路相同及不同的解讀。

走讀堀仔頭：

透過堀子頭的水水夢報導，了解社區現階段面臨

的問題及挑戰。



以ORID焦點討論法，引導學生聚焦文本與影片內容思考、討論

導入

走讀西藏路

課程說明

回顧導覽行

程

開展

比較分析

高老師導覽

西藏路文本

表格統整

提出看法

挑戰

走讀堀仔頭

堀仔頭水水

夢報導

我所知道的

堀仔頭

表格統整

總結

我學到了什

麼









學生的學習心得

我學到了什麼？







105學年度暑假的課程
有了寒假課程的經驗，我們團隊認為孩子們既

然「有感」，也要讓孩子有所「感」、「動」；

因此我們在暑假，再度規畫了二十小時的課程，

仍以營隊方式進行。希望能夠學生透過走入社

區、體察、典範學習，發現、感受後進行行動。





課
程
架
構

日期/節次 單元主題 課程內容

7 / 10
(一)

1-2 1加蚋仔的美麗與哀愁
營隊課程說明
新聞導入：覺察社區的美與憂

3-4 2加蚋仔的街景探索
運用街景地圖，進行街景任務，發現生活動線
的問題。

7 / 11
(二)

5-8
3走入社區
加蚋仔的時空之門

社區導覽→發現社區的問題→感受社區的溫度
→思考傳承的行動

7 / 12
(三)

9-10 4加蚋仔的社區走讀
議題導入：覺察堀仔頭、南機場的美與憂
觀點對話：環境生態與社區發展的對話

11-12 5加蚋仔的社區診斷 以臨床講義概念，診斷社區問題。

7 / 13
(四)

13 參訪活動行前說明

參訪主題說明及參訪禮儀
1.認識南機場社區歷程與人口生態
2.探討都市發展與社會議題
3.臻佶祥協會長期耕耘社區所導入的資源

14-16 6參訪「南機場樂活園地及食物銀行」
典範學習：認識南機場社區歷程與人口生態，
學習方里長耕耘社區的行動力。

7 / 14
(五)

17—20 7加蚋仔的診斷處方
利用週三臨床講義的診斷，擬定可實踐的行動
方案。



課
程
學
習
任
務



單元一
加蚋仔的美麗與哀愁







活動三：綜合活動—學習任務分享

最需改善的是



單元二
加蚋仔的街景探索









單元三
走入社區

加蚋仔的時空之美



萬中→西藏路為何不是直線→遠眺萬華車站→

西園路與東園街的夾角度數→外土地公廟→東

園街兩側的彎曲保甲路與直線巷弄→內土地公

廟→防空洞公園的前世今生與保存守護社造歷

程→東園街上的地方日常生活老店→楊聖廟→

堀仔頭的守護歷程→海綿城市→如何找尋新店

溪的舊河道（古地圖、老樹群）孵豆芽菜→東

園國小→東園市場→水谷藝術→賦歸。

導
覽
路
線



海綿城市是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
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
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
並加以利用。海綿城市建設應遵循生態優先等原則，
將自然途徑與人工措施相結合，在確保城市排水防澇
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現雨水在城市區域的積
存、滲透和凈化，促進雨水資源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
護。在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應統籌自然降水、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系統性，協調給水、排水等水循環利用
各環節，並考慮其複雜性和長期性。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6JBoA5.html

https://read01.com/6JBoA5.html










單元四
加蚋仔的社區走讀



活動一：引起動機—社區踏察活動對話
◆對話分享：











單元五
加蚋仔的社區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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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都是
你說話

現在也輪到
我做主了

每組發表三分鐘

現症 主訴

活動三：綜合活動—報告分享
依照指定順序，各組進行發表，
教師與他組同學同時給予回饋。







單元六
參訪

南機場樂活園地及食物銀行



典範學習: 方荷生里長
1.參訪前，學生搜尋方荷生里長資訊。
2.提供學生參訪觀察與思考重點，供學生隨行筆記。
3.導覽地點: 樂活園區、食享冰箱、食物銀行
4. 學生整合方里長對社區貢獻與其心得感想。
5. 引導學生思考「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單元七
加蚋仔的診斷處方





打掃環境體驗行動

萬華國中

萬
大
路

西藏路

西園國小
1
9
9
巷

華
江
高
中

1

2 435



孩子們默默打掃街道的身影





透過這一系列的課程規劃，我們希望除了可以含
蘊學生的素養之外，還要能夠累積他們關懷社會
的能量。
在過程當中，我們希望
給予學生「覺察問題」的機會、
給予學生「嘗試錯誤」的機會、
給予學生「回饋調適」的機會、
給予學生「組織知識」的機會，
進而讓學生體認到自己在這社會上，除了是知識
的學習者之外，也是責任的承擔者，這也是我們
團隊的水水夢。



 「有感才會毋甘」，這是我們KWLQ社

群團隊設計「加蚋仔」系列課程的初衷。

 我們陪伴著孩子了解社區、關懷家鄉，

毋甘這塊土地所受到的傷害，希望孩子

能將這樣的毋甘，轉化為起而行的能量。

 今日，我們陪伴孩子撒下療癒土地哀愁

的種子，期待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可以

成為遮蔭的樹群，守護著加蚋仔。



106學年度的課程

正在進行中……



社區

導覽

影音

媒體

景點

文本

典範

人物

體驗

行動



邀請
國教院范信賢研究員

蒞校指導



課程對話—范信賢研究員指導



課
程
重
整
省
思



◆課程組織脈絡
課程組織的連貫統整與學習任務，應聚焦大概念
的脈絡。

變遷

• 單元一~三

• 聚焦今昔文化

與生活的變遷

衝突

• 單元四~五

• 聚焦環境生態與

議題觀點探究

光與影

• 單元六~七

• 聚焦典範人物的

實踐行動與自我

省思的實踐行動



努力方向
課程

組織

大概念

關鍵問題

課程

定位

彈性學習

領域學習

資源

連結

DFC協會

領域、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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