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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一版教案與修訂後教案

 

 

 

 



 

附件二: 

資料來源:自然領綱研習學員分組討論 

 
 

  

 
 



 
 

 
 

  



  

 

 

  



 

 

 
 

 

 

 



附件三:領綱中的探究 

以九貫為基礎 

 

 

現行三個版本教材之異同比較與分析，並著眼於「學習共同體」的精神，因為此堂公開課的要求；同時嘗試注入新課綱的核心價值，從學習內容與

學習表現上搜尋符合之要件。 



 

 



 
 

 

 

 

 

 

  
 整個課程重點落在「情境布置上」，為的是提供學生自學與互學的機會，觀課重點亦在於「學生的學習產生與發現」，結果出乎意料的好，不論

是學生的學習表現或是老師們觀課的回饋。但事後深究新課綱的重點選擇(在學習內容上)有一個更符合的那就是從 INe-Ⅲ-6換成 INd-Ⅲ-2是更

貼近課程設計之內容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EidHAZuww&list=PLoKs3Gyi8z5YANlg8edJiY5xE2vKoeiCG&index=6(教學影片供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EidHAZuww&list=PLoKs3Gyi8z5YANlg8edJiY5xE2vKoeiCG&index=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