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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順安國小校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發開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為推展十二年國教，教育部自108學年起逐年實施新課綱，其內涵與九貫課

綱最大的不同，在於明訂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校訂課程又稱彈性學習課程，乃

由各校以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議題探究、跨領域學習專案或是安排其他適性

課程為主；亦即表示學校教師團隊必須具備研發課程的專業，並且規劃讓學生具

有核心素養及面對未來生活能力的課程，方能彰顯學校特色。筆者所服務的宜蘭

縣冬山鄉順安國小（以下簡稱本校），因應新課綱之實施，即思考以閱讀為本位

的校訂課程，如何結合在地茶產業，讓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如何運用閱讀理解

策略的方式，瞭解家鄉的特色及發展。 

二、閱讀素養教學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當前的閱讀教育已提升為素養教育，成為一個人能

夠「閱讀生活，理解世界」的重要能力（王惠英，2018）「素養」是指知識、技

能與態度的群集整合能力，是在特定情境下能有效行動的能力或潛力（蔡清田、

陳延興，2013）。閱讀素養教育係指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

能力、涵育樂於閱讀態度、開展多元閱讀素養（教育部，2019）。林慧玲（2018）
依據認知學習理論的觀點，指出強調互動性的閱讀本質與建構性的理解本質，透

過個人的知識和社會文化共享的文字以及情境線索對閱讀的內容產生意義。因

此，本校規劃「找茶趣」的閱讀素養教學校訂課程，根據108新課綱的理念及閱

讀素養的學理內涵，以在地「茶」產業為主題，透過問思、引導、討論、擷取、

分析、比較、統整、實作體等綜合性的學習方式，厚植孩子的閱讀能力。 

三、課程設計與實踐 

     本校「找茶趣」的課程，包括閱讀素養教育及社會領域兩部分，為校訂課

程中的第一類「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茲就本案課程設計目標、架構與實施策

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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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設計目標 

茶是冬山鄉的特產，富有「素馨茶」美稱。不論是採茶、泡茶、茶具或是茶

製品，皆與在地生活息息相關。課程設計目標有六： 

1. 從探究過程中，學習各種不同閱讀方法及策略，並能加以實際應用。 
2. 能運用圖書館、科技與網路檢索資訊、獲得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3. 以不同文本，瞭解寫作步驟，運用資料寫出符合主題、段落分明的作品。 
4. 能學會表達分享，把握說話主題，且能聆聽他人發言，簡要紀錄。 
5. 學生能依照自己的專長及興趣，以多元創意的方式表現。 
6. 學生能分享探究成果，透過課程認識茶與生活的相關性。 

(二) 課程架構 

前述課程設計目標，為本校推動閱讀素養教學之期待。復以所擬的課程架

構，如下圖所示：從找茶王、採茶、品茶、腦力激盪、選定主題、蒐集資料、資

訊運用、整合報告、成果分享、思考資源等十節課的時間進行教學。 

 
圖 1 課程架構圖 

(三) 實施策略：以跨領域主題探究為主軸，有四項實施策略 

1. 在地出發，探索參與，由生活中的真實情境為出發點 

(1) 安排社區茶農到學校分享，介紹「素馨茶」的由來、茶樹的種類、製茶的方

式、茶在食材料理上的應用以及茶業未來的發展。 
(2) 體驗採茶活動，瞭解採茶、製茶的步驟及茶農的甘苦談。 
(3) 在課堂上品嚐各種茶點及茶飲，察覺自己與「茶」的距離。 

2. 心智運用，多元創作，運用心智思考方法選定主題 

(1) 透過曼陀羅九宮格，進行腦力激盪，思考關於茶想到哪些人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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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著將「茶」歸納為幾個主題，包括：茶的種類、茶的人物、茶的料理、茶  的
歷史、茶的經濟、茶的生長環境、製茶的過程、泡茶的方式等。 

(3) 應用「KWL」方格，請學生針對茶主題構思。利用「六何法」把想知道的問

題寫在方格內。例如：哪個季節適合種茶（when） ？如何種茶（how）？哪

些地方適合種茶（where）？各地區有哪些茶種（what）？ 
(4) 透過圖書館找書，或是上網利用關鍵字檢索找資料，以便獲得相關資訊。 

3. 資料統整，文本仿寫。運用不同寫作手法的文本，提供學生寫作鷹架仿作 

(1) 帶領學生找出文本特色，例如：「建築界的長頸鹿」、「動物的尾巴」、「美味的

一堂課」、「引人注目的 Google 標誌」。 
(2) 思考探究的主題，適合哪一篇文本。例如：介紹茶的歷史，可參考「引人注

目的 Google 標誌」。 
(3) 將寫作素材換成自己蒐集整理有關「茶」主題的資料，以海報製作或簡報分

享，整合資訊後發表呈現。 

4. 深度學習，主題專家，學生發表分享及辦理主題活動 

(1) 教師指導學生撰寫主題活動報導，從下標題、導言撰寫到活動內容說明，學

生分組完成後，上台分享各組成果。 
(2) 結合社區資源，商借各式茶具、茶葉實物等物品，舉辦「找茶趣」書展。 

(四) 課程回饋與省思 

經過課程實施後，筆者觀察學生的發表及實作報告，發現孩子們能以合作學

習的方式，針對學習方法與策略進行主題探究學習，也期待學生們的回饋能夠轉

化為實際的應用能力。 

S1 說：我認為上了關於茶的課程後，不僅使我更加了解茶的相關知識，也

讓我體會到一杯小小的茶能改變一個人的品味，我發現在分組報告時，對我來說

很緊張，但上玩了整個茶的課程後，我覺得茶意外的有趣。 

S2 說：我發現我們這次上課，都在說關於茶的地理環境、茶的種類.....等，

都是有關「茶」！這對我最近上茶藝課很有幫助！再加上我們所查的資料是自己

查的，我們的知識就增加更多，對我們的生活很有幫助。 

四、結語 

每一所學校所在的區域皆有不同的風貌，如何規劃符應 108 新課綱的校訂課

程，則是各校可以構思研發的議題。因為校訂課程是十二年國教賦予學校開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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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課程的機會，閱讀則是打開學生視野的工具。本校閱讀素養教學的設計與實

施，以在地的茶產業為主題，以閱讀為媒介，設計跨領域的校訂課程。讓孩子除

了可以在閱讀的學習中，發現家鄉的美麗和產業文化的發展，連結真實的生活情

境，讓學習產生意義，不僅擁有能力展現及合作互助的機會，更可以彰顯在地產

業亮點。進而培養帶得走的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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