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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生活課程輔導小組 102年度辦理 

生活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7年 5月 23 日台國(二)字第 0970082874B號令修正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生活課程之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 102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三、宜蘭縣 102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總體計畫。 

貳、緣由： 

過去，師資培育機構並無生活課程師資培訓課程，教師對生活課程若不夠深入了解，

恐無法掌握生活課程課綱精神。課稅減課後，又造成生活課程被切割授課的問題，失去

統整課程的意義。為達成教師在生活課程的增能，並期盼經由精進教師的專業知能，提

升教師對生活課程的了解，確保教學品質，讓學生能真正達成生活課程教學的目標，特

規劃辦理此教師增能研習活動。 

此項研習活動課程內容包含四層面：ㄧ、生活課程之課程綱要精神與教學實踐；二、

生活課程教科書分析與主題教學；三、主題教學之案例分析；四、主題教學之實作與分

享等課程。在專家、學者的帶領下，讓現場老師對於生活課程理論基礎與課程實務運作

內涵能有深入的了解。 

叁、目的： 

一、提升生活課程教師教學能力，落實課程綱要之精神與理念。 

二、培養教師生活課程教學知能，深化課程品質與內涵。 

三、提升學校生活課程教學品質，促進正常化教學。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三、承辦單位：生活課程輔導小組 

四、協辦單位：光復國民小學、三民國民小學  

伍、研習對象（含正式及代理代課教師）：各校符合下列所述研習對象者， 

務必派員參加。 

ㄧ、101 學年度、102 學年度初次擔任生活課程授課教師 

二、97 年迄今，參加生活課程研習未達 12 小時之生活課程授課教師 

三、其他有興趣之教師或未來有意願擔任生活課程之教師。 

陸、研習名額： 

每梯次錄取名額 60名(額滿為止)。 

柒、報名方式： 

請教師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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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研習地點、時間及課程內容：102年度辦理三梯次，每梯次共四場次(12 小時)，可

選擇任一梯次報名參加。 
第一梯次/  全教網研習代碼：1318371 

場次 日期 時間 研習名稱 講師 地點 

第一場 
102.07.04 

(四)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之課程綱

要精神與教學實踐 

國家教育研究院 

秦葆琦教授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二場 
102.07.04 

(四) 

13：00 
～ 

16：00 

生活課程教科書分

析與主題教學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三場 
102.07.05 

(五)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案例分析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四場 
102.07.05 

(五) 

13：00 
～ 

16：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實作與分享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二梯次/  全教網研習代碼：1318373 

場次 日期 時間 研習名稱 講師 地點 

第一場 
102.08.06 

(二)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之課程綱

要精神與教學實踐 

國家教育研究院 

秦葆琦教授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二場 
102.08.06 

(二) 

13：00 

～ 

16：00 

生活課程教科書分

析與主題教學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三場 
102.08.07 

(三)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案例分析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四場 
102.08.07 

(三) 

13：00 

～ 

16：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實作與分享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三梯次/  全教網研習代碼：1318375 

場次 日期 時間 研習名稱 講師 地點 

第一場 
102.08.19 

(一)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之課程綱

要精神與教學實踐 

國家教育研究院 

秦葆琦教授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二場 
102.08.19 

(一) 

13：00 

～ 

16：00 

生活課程教科書分

析與主題教學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三場 
102.08.20 

(二) 

09：00 

～ 

12：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案例分析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第四場 
102.08.20 

(二) 

13：00 

～ 

16：00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

之實作與分享 

宜蘭縣四結國小  

吳明素老師 
教師研習中心 

三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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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研習時數： 

每場次核發三小時研習時數，四場次全程參與核發十二小時研習時數。 

拾、研習證書： 

研習辦理完畢後，會將研習通過名單(全程參與研習達十二小時之教師)造冊呈報教育處

備查，並取得由本縣教育處發予「生活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證書。未全程參與者，

依規定核給實際研習時數，但不核發研習證書。惟於其他梯次，補足所缺課程時數後，

再發予證書。 

拾壹、預期效益： 

一、協助各校生活課程授課教師專業成長，落實生活課程之課綱精神與理念。 

二、透過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研究與發展，提升生活課程之教學能力。 

拾貳、附註說明 
說明ㄧ： 

101 年度第一梯次宜蘭縣各校參與「生活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取得研習證書之概況 

學校名稱 

證書

取得 

人數 

取得證書之教師 

宜蘭國小 3 人 呂孟珠、游麗萍、鄭嘉莉 

南屏國小 10 人 方惠玲、王惠玲、何玟萱、吳亦欣、呂季霏、李淑娟、崔明圓、陳旖旎、許雅琪、羅安倫 

新生國小 1 人 張修瑜 

四結國小 1 人 林淑霞 

公館國小 1 人 莊沛潔 

員山國小 4 人 林小菁、林雪卿、游素如、諶美玲 

五結國小 3 人 張秋慧、許玉儀、鄭景怡 

竹林國小 1 人 李寶惠 

永樂國小 2 人 吳靜涵、張淑君 

士敏國小 1 人 謝宜珍 

東澳國小 1 人 許麗秀 

總計 28 人 

說明二： 

已於 101年度參與第一梯次生活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但未全程參與四場次(12 小時)課程

之教師，請於今年度辦理的三梯次研習中，選擇任ㄧ梯次報名參加，補足所缺場次之課程時

數後，再發予證書。 

說明三： 

本培訓工作被列入 102 年度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統合視導訪視重點項目。懇請學校業務單位

務必提醒任教生活課程之教師或未來有意願任教生活課程之老師前來參與研習，取得生活課

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證書。 

拾叁、本計畫陳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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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課程課程綱要 

(一)基本理念 

兒童從生活中開展學習。他們在生活中遊戲、在生活中探索、在生活中觀察，而認識了

世界的樣貌；他們在生活中與人互動，學習社會規約，在大人的照顧引領下，身心順利發展。

對孩子們而言，生活不是學科知識的加總，而是發展各方面知能的源頭。生活課程以生活為

主軸，視生活為整體。 

兒童天生好奇，喜愛探索。他們從探索過程中獲得樂趣、遭逢問題並解決問題。對孩子

們而言，生活從自發的活動開始，生活是孩子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他人互動後不斷調整

與成長的過程。生活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在真實的情境中，開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

奇，引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生活課程時時感動孩子的心，讓他們發現周遭人、事、物的美

好，進而喜愛探求未知；生活課程帶領孩子發現與探究問題，讓孩子嘗試以建設性的方法解

決問題、感受成功的經驗，並進而提升想法。 

生活課程讓兒童繼續透過生活中的遊戲、探索和觀察來認識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與行動來探究問題、組織知識、學習做事的方法並提升美感

經驗；生活課程讓孩子進行創造、感受美的形式，以擴展他們的想像；生活課程讓孩子在人

群互動中，體察人與人、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重要性，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

的態度；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經營自己的生活。 

 

(二)課程目標 

1.培養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主動學習的態度。 

2.學習探究生活的方法，並養成良好的做事習慣。 

3.覺知生活中人、我、物的特性，並瞭解彼此間的關係與其變化現象。 

4.察覺生活中存在多元文化與各種美的形式，並養成欣賞的習慣。 

5.察覺自己生活在各種相互依存的網絡中，能尊重並關懷他人與環境。 

 

(三)能力指標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童經由生活中的種種活動，開啟其視野、增廣其覺知的

領域，並發展其表達的能力，其結果在於學童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能力的增強。我們以五個

能力主軸來架構能力指標的內容，分別是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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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態度與情操。 

「探索與體驗」在於表述學童能發展出對事物好奇、敏銳觀察以及增廣視野的能力；「理

解與欣賞」用來表述學生具有建構重要概念、瞭解簡單因果關係、知道人事物具多元豐富的

面貌，並能加以理解及欣賞的能力；「表現與運用」則是表述學童能自發的表現其感受、應用

其所學以及養成行動與實踐的能力。透過生活課程的各種活動，可以培養出學童能承擔任務、

勇於負責、認識自我與群體關係以及能與他人作良好的互動，此項素養稱之為「溝通與合作」

的能力；而「態度與情操」則在表述學童能發展出自信、負責、尊重與關懷的人格特質。 

 

1.探索與體驗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2.理解與欣賞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其長處。 

3.表現與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加生活

的趣味。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溝通與合作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態度與情操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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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課程之課程綱要與教學實踐 

國家教育研究院 

秦葆琦副研究員 

102.7.4 

一、生活課程的性質 

生活課程是九年一貫課程中所設計的一門新課程，包含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

與生活科技三個領域，然而在 89 年暫行綱要和 92 年課程綱要中，生活課程都是由社會、

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個領域第一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分列後再統合而成，並未呈

現統整「生活課程」的主體性，因此生活課程在實施面便遭逢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吳璧純，

2008）。 

教育部自 96年進行課程綱要的修訂工作，生活課程在召集人陳文典教授的領導下，匯集

全體修訂委員的智慧，在數年來課程實施的回顧與檢討基礎上，經過不斷的討論與研究，從

「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統整課程」著手，意圖再建構生活課程的面貌，使兒童成

為學習的主體，在成人的適切協助下，得以在生活中學習（in the life），透過生活學習（by 

the life），以及為了生活學習（for the life），而獲得經驗的開展與轉變（中華民國教材

研究發展學會，2009：8）。 

以下將從生活課程綱要微調的基本理念、三個領域的特質以及課程統整等三方面來分析

生活課程的性質。 

（一）從生活課程綱要微調的基本理念來看 

生活課程經過課程綱要的微調，將「基本理念」做了比較具體、明確的表述。依據「92

年版與微調版課程綱要對照表即修改說明」（教育部，2008），基本理念分成三段：第一段闡

述的是「生活課程的特性」，說明兒童從生活活動中獲得的學習是多面向的、是整體性的，因

為人的知識、能力也是整體的。第二段則以「兒童學習的特性」為重點，提醒這種學習是兒

童自發的、自然而然發生的，但是，若有教師的啟發和引導，則將使學習方向更清晰、更具

成效，也因教師的肯定和讚賞而受到鼓勵。第三段則在描繪一個願景，也是生活課程的目標，

在於表述一個多面向的認知個體及其整體性、周延性的處理問題能力的養成。 

在「生活課程的特性」方面又有如下的闡述：兒童從生活中開展學習。他們在生活中遊

戲、在生活中探索、在生活中觀察，而認識了世界的樣貌；他們在生活中與人互動，學習社

會規約，在大人的照顧引領下，身心順利發展。對孩子們而言，生活不是學科知識的加總，

而是發展各方面知能的源頭。生活課程以生活為主軸、視生活為整體。 

在「兒童學習的特性」方面則有如下的闡述：兒童天生好奇、喜愛探索。他們從探索過

程中獲得樂趣、遭逢問題並解決問題。對孩子們而言，生活從自發的活動開始，生活是孩子

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他人互動後不斷調整與成長的過程。生活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在

真實的情境中，開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生活課程時時

感動孩子的心，讓他們發現周遭人、事、物的美好，進而喜愛探求未知；生活課程帶領孩子

發現與探究問題，讓孩子嘗試以建設性的方法解決問題、感受成功的經驗，並進而提升想法。 

在「生活課程的目標與願景」方面亦有如下的闡述：生活課程讓兒童繼續透過生活中的

遊戲、探索和觀察來認識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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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究問題、組織知識、學習做事的方法並提升美感經驗；生活課程讓孩子進行創造、感受

美的形式，以擴展他們的想像；生活課程讓孩子在人群互動中，體察人與人、人與生態環境

之間相互依存的重要性，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的態度；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

經營自己的生活。 

因此 97生活課程綱要，提出下列五項課程目標： 

    1.培養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傾向 

2.學習探究生活的方法，並養成良好的做事習慣 

3.覺知生活中人、我、物的特性、關係與變化現象 

4.察覺生活中存在多元文化與各種美的事物形式，並養成欣賞的態度 

5.察覺生活在各種相互依存的網絡中，並養成關懷與尊重他人與環境 

    在此五個課程目標之下，以五個能力主軸來架構能力指標的內容，分別是「探索與體驗」、

「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態度與情操」。其下並各自發展出 3-5條不

等之能力指標，做為教科書編輯和教師教學的依據。 

 

（二）生活課程涵蓋三個領域的特質 

生活課程的內涵包括三個領域，因此我們還可以從這三個領域的特質或基本理念，來深

入了解生活課程的特質。 

1.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從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來看，強調自然與生活科技包含三種性質（教育部，2003a）： 

       1)他是一種實作、或經由實地觀察、實驗等活動，即經由「實作活動去體驗」的方式

來學習的。 

       2)科學是一種具有可質疑、可創設、可更改的開放性格，而另一方面又是一種有邏輯

的、可推論的、講證據、重信實的知識體系。 

       3)自然現象或科技應用發生在生活四周，與生活息息相關，是一種可立即應用於生活

的知識。 

    從這三點有關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性質來看，在國小一、二年級實施的生活課程，應與「經

由實作活動去體驗」、「與生活息息相關」等兩項特質，關係最為密切，而「有邏輯的、可推

論的、講證據、重信實的知識體系」方面，則是第二、三、四學習階段的特質。 

   2. 社會學習領域 

從社會學習領域來看，社會學習領域是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

的知識領域。廣義而言，人的環境包括：(1)自然的物理環境（如山、川、平原等）；(2)人造

的物質環境（如漁獵、游牧和農耕所使用的工具，商業的貨幣，工業用的機器設備，交通的

車子、輪船等）；(3)人造的社會環境（如家庭、學校、社區、國家等以及政治、法律、教育

等制度）；(4)自我（如反省與表達）與超自然的精神環境（如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

（教育部，2003b：19）。 

    這段敘述中所陳述的自然的物理環境、人造的物質環境、人造的社會環境及自我（如反

省與表達）與超自然的精神環境，在生活課程中兒童都會有初步的涉獵，可見社會領域的學

習，與兒童生活的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3.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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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來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教育部，2003c：19），

在第一學習階段的生活課程中最值得重視的應是「陶冶生活情趣」、「分享源自生活的思想與

情感，並從中獲得知識，建立價值觀」、「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念與情感」、「藝術源於生活，

也融入生活」、「均衡科技文明與藝術人文的全面、多元及統整的肇始」的理念。 

    因此生活課程的內容，必然與兒童的生活及其環境中的人、事、物息息相關，並透過實

作活動去體驗，分享源自生活的思想與情感。 

 

（三） 生活課程的統整性質 

包含三個領域內涵的生活課程，在教學上將呈現此三個領域的教學特色，使教學的面貌

多元而富於變化。但是如果三個領域各自為政，就沒有成立「生活課程」的必要，因此既合

而為生活課程，必然需要有整合此三個領域的機制，使生活課程不是三個領域各行其事，而

能統整為一個新的課程，這樣的統整課程可以幫助兒童深化學科知識的意義，可見「統整」

是生活課程重要而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質。 

老師們在面對 97生活課綱時，要掌握所謂「統整」的意義，在課程發展與教學上，要能

做到以主題切入，而非以某個學科知識考量來發展課程。依據周淑卿（2001）的分析，最常

見的三種主題式統整課程設計分別是：多學科課程、科際整合課程與超學科課程。這三種主

題式課程設計架構都是以一個主題為中心，經過連結與拓展之後，形成學習的內容網路。 

吳璧純（2008）認為其中的超學科課程設計以主題作為概念的連結與拓展的起點與終點，

不考慮主題的概念連結應在哪些學科領域範圍，也不必然確認概念的學科屬性；整個課程目

標在探討中心主題，由主題來構築相關學習內容的脈絡，是探索與解決問題導向的，所以主

題所構築的學習脈絡是真實的生活脈絡，選擇主題時應考慮學生的經驗如何進入整個主題學

習的意義架構中。 

可見生活課程強調以生活為中心，學生為主體，使學習者能體驗與人融洽相處之道，觀

察瞭解事物的真相，感受和諧、韻律、節奏之美，藉由「科學上的求真」、「人際間的求善」、

「藝術上的求美」之訴求，體悟與實踐生活中的真善美。 

 

二、生活課程的三個面向 

吳璧純（2010：7-8）分析生活課程的圖像，提出生活課程的三個面向： 

（一）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 

（二）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 

（三）拓展兒童對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 

上述生活課程 97課綱的特色，在 100學年度課程正式實施之時，必須透過各種管道、方

式與策略，不但要讓現場實際擔任生活課程教學的教師們瞭解，更要培養他們將此特色在教

學中運作的能力，才能將生活課程的特色落實在學生的經驗與學習之中。 

 

三、 生活課程的教科書轉化 

（一）課程轉化的理論 

古德拉和克雷恩與泰氏等學者（Goodlad, Klein, & Tye,1979），從課程的「層次」上來

論述五種課程，分別為理想的（ideological）、正式的（formal），知覺的（perceived），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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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operational）和經驗的（experiential）課程。 

1.理想的課程 

    理想課程是「由一些研究機構、學者團體和課程專家所提出來應該開設的課程，這種課

程的影響取決於是否被官方所採納」（施良方，1997:11）。 

2.正式的課程 

    正式的課程是理想的課程以官方批准後的形式所呈現的課程，具有一些書寫的文件，在

美國是經由州或地方的學校董事會而獲得官方認可的課程大綱，在我國教育部公布的課程綱

要、經過審查通過的教科書等均可稱為「正式的課程」。 

3.知覺的課程 

    知覺課程是「屬於心智的課程（curriculum of the mind）」，（Goodlad et al., 1979：

61），其中尤以教師的知覺（perception）最具意義。因為當知覺產生改變時，教師往往會將

之殆盡課程修正中，因此知覺課程又可稱之為「教學的課程（instructional curriculum）」，

這是因為教師知覺到學生們有特定的需要和興趣（Klein, et al., 1979:245）。 

4.運作的課程 

    教師對於課程在教學中應該如何呈現的知覺，與他實際進行教學的情況可能是相當不同

的。古德拉等人認為運作的課程就是在學校與教室中，日復一日、時時刻刻所發生的情形，

我們沒有辦法很精準地去了解（Goodlad et al., 1979：62）。這種運作的課程，對於研究者

或觀察者而言，是他們「知覺的課程」。 

5.經驗的課程 

    經驗的課程是學生所經驗到的課程，包括他們所「知覺」到的，以及「實際的學習成果」

（Klein, et al., 1979:245），學生從學習活動中「尋找自己的意義，構築自己的經驗，他

們會自我抉擇、會創造」（黃政傑，1989:84），也就是說不同的學生通同一門課會有不同的體

驗或學習經驗。 

    由此可知，課程從規劃、設計、實施到學童的經驗，經歷了學者、政府、教師等不同層

次的認知，勢必無法百分之百呈現理想課程的面貌，因此在每一種課程中，必須思考如何精

準的呈現課程的理想精神，而將不盡理想的部分加以轉化，以保證學生學習到理想課程的精

髓。 

這五種層次的課程經過層層轉化，從「理想課程」到「經驗課程」必然產生落差。若從

課程轉化的理論來看，生活課程 97課綱以及依據此課綱編輯的教科書，均為「正式課程」，

教師們對此課程綱要的瞭解可視為「知覺課程」，教師們將此特色在教學中的運作即為「運作

課程」，最後兒童在課堂上所學習的課程即為「經驗課程」。至於「理想課程」則可視為學者

專家對於生活課程的詮釋與期待。 

     

（二）生活課程教科書轉化的重點 

生活課程輔導群歷經 97-101年的持續研發，在每年的年度研討會中，各縣市生活課程輔

導團都發表了他們針對教科書所採取的具體轉化策略與成果。他們針對生活課程的「正式課

程」---97課程綱要，闡述自己對生活課程的「知覺」，並針對各版本的科書，進行 97課程

綱要的檢視，闡述他們在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和策略、教學評量等方面所採取的「運作」方

式，同時在教學的過程中，也記錄了兒童所「經驗」的生活課程。為了清楚呈現輔導員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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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轉化歷程，他們將自己的課程轉化歷程整理成下列三個重點，： 

1.為什麼要將教科書做轉化---呈現對生活課程的「知覺」，檢視現行教科書（教學文本）

中無法符應 97生活課程綱要精神的部分，並加以分析。 

依據老師們的分析，大概可以包括下列幾點進行教科書轉化的理由 

1）脫離兒童自身的經驗，無法引起學習的興趣 

2）與兒童的生活情境格格不入，無法引起共鳴 

3）以成人觀點由上而下安排教學活動，教師主導性強，忽略兒童的體驗與感受，無法吸

引兒童主動參與活動 

4）以知識的學習為主，無法培養兒童的能力和態度 

5）為了課程的完整，將藝文、自然與社會的活動逐項安排，彼此之間卻欠缺聯繫與脈絡，

成為跳躍式的進行 

 

2.如何進行轉化---包括教師們在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和策略、教學評量等方面所做的改變，

及其在課堂中實際「運作」的情形，此即「將教學文本表徵為可以傳遞給學生的形式」的表

徵，以及「對特定文本選擇適切的教學方法或策略」的教學選擇，也是「依據學生的不同特

性調整與修改教學材料」的調適。當然在轉化的過程中，難免遭遇到困難，教師們也會提出

省思，做為未來改進的參考。教師們轉化的方式包括下列幾種方式： 

1）保留教科書中可用的部分 

2）刪去上述不符合兒童經驗與興趣、不符合生活情境、欠缺聯繫與脈絡的內容或活動。 

3）從兒童的生活經驗和生活情境中尋找可用於教學的適當素材。 

4）重新設計以兒童的學習為主體的活動，提供兒童探索、體驗、理解、欣賞、表現、運

用、溝通、合作的機會，引發兒童的想像、逐漸培養情意與態度。 

甲、順著兒童的好奇與疑問，調整教學計畫。 

乙、設計符合兒童能力的學習單、作業與評量方式，以呈現兒童多面向學習的成果。 

 

3.轉化後與 97課綱的符應---再一次闡述對生活課程的「知覺」，以肯定轉化的價值。 

教師們為自己的設計尋找相關的能力指標，描述其所展現的 97課綱精神，展現兒童學習

的成果與反應，並對教學過程進行省思，闡述自己的成長與不足之處，期待下一次的嘗試會

更好。 

    上述三個教科書轉化的重點，引導教師思考自己對 97課綱（正式課程）的瞭解（知覺課

程），分析教科書可用與不合用的內容與活動（正式課程），並將不合用者重新設計，並在課

堂中實際進行教學（運作課程），最後再從兒童的學習成果（經驗課程）中確認與課綱能力指

標相符之處（知覺課程），教師們所採取的具體行動，都是課程實踐中最寶貴的經驗，值得向

第一線的教師推廣。 

 

四、 透過教科書的轉化在教學中實際呈現的生活課程三個面向 

    現場教師最關心的應該是：生活課程這三個面向如何在教學中呈現？生活課程之縣市輔

導員以其對課程綱要的理解，數年來在輔導群教授和中央團教師的陪伴下，分別發展與實踐

了生活課程的各式主題（秦葆琦等主編，2008；秦葆琦等主編，2009；秦葆琦等主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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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葆琦等主編，2011；秦葆琦等主編，2012），大部分可以呈現上述的生活課程三個面向，以

下將分別以實例加以說明。 

（一） 以兒童的學習為主體 

    以兒童為主體的教學，需符合學習的程度，接近生活的經驗，引發學習的興趣，引導自

主的學習，運用多元的學習媒材，連結學習的情境。從教科書和教學的實際脈絡中，可以做

下列的分析： 

1. 教科書中所選擇的主題，如學校、家庭、社區、季節、風水雲雨、植物、動物、聲音、

光影---等，大都與兒童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較容易引起兒童學習的興趣。 

2. 但是在教學時，教師必須思考兒童在這些主題上已有了哪些經驗？利用兒童的舊經驗，

可以吸引兒童的注意力，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和體驗。例如： 

1）談「學校」，從兒童平常最喜歡去的場所談起。 

2）談「家庭」，從兒童的家人談起。 

3）談「社區」，從兒童每天到學校途中的所見所聞談起。 

4）談「季節」，從兒童衣著的轉變、校園植物的變化談起。 

5）談「水」，從兒童平常的用水洗手、喝水談起。 

6）談「植物」，從校園中所種植的樹木、花草談起。 

7）談「動物」，從兒童最喜歡的動物或校園中常出現的動物談起。 

8）談「聲音」，從日常生活中聽到的各種聲音談起。 

9）談「影子」，從兒童自己的影子談起。 

3. 上述種種兒童的舊經驗，往往需透過教師向學生提問來引導，兒童的經驗與教科書中

所呈現的圖片，極可能是不同的，教師若重視兒童學習的主體，很自然會捨棄教科書

中與兒童生活距離較遠、兒童較不熟悉的圖片，轉而帶領兒童從生活情境中直接進行

觀察、探索與體驗。 

4. 兒童經過了對生活環境的觀察、探索與體驗後，很可能有許多發現與疑問，這些發現

與疑問，就可以帶領兒童進入更寬廣、更深入的學習，如：    

1）歸納兒童的發現，可以建構相關的概念或更高層次的原理原則，形成兒童對

知識的「理解」。 

2）從兒童的體驗中，可以讓兒童「感受」各種不同的情緒、美感。 

從兒童的理解和感受中，可能導引出下一個兒童有興趣的題目，這題目可能和教

科書很快進入另一個小單元的內容是有所差異的。 

5. 在「以兒童的學習為主體」的思考中，教師角色的定位如下： 

1）教師要進入到兒童的心理世界，才能引導兒童發展重要的能力，並建構知識。 

2）教師透過專業更敏感於兒童的學習方式與想法，並能調整教學。 

3）讓兒童成為學習的主角，老師則扮演協助孩子拓展多面向生活意義的角色。 

4）教師自己要常常補充能量，在喜悅中兒童一起成長。 

 

（二） 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 

兒童的生活能力是能在真實生活情境中表現的，而非只是事實知識的記憶與理解。兒童

的生活能力包含生活的習慣、探究知識與做事的方法、主動學習的態度、欣賞與感受美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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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能力、表達與創作的能力、尊重與關懷人與環境的能力、與人溝通和合作的能力、在生

活上運用所學的能力等，讓兒童從體驗、探索、感受、欣賞、創造、探究、發表與合作中學

習如何生活，並具備生活能力，這些能力涵蓋個人自我、個人與社會環境、個人與自然環境

的互動，是在對兒童進行智育（真）、德育（善）、美育（美）的陶冶，也是在培養全人發展

的兒童。 

上述能力的培養，絕非閱讀教科書可以奏效，必需安排各種機會讓兒童實作、練習，再

從兒童練習和實作的過程和成果中，瞭解學習的成效，使生活課程的教學與評量，相互連結

無法分割。 

依據生活課程的能力指標，生活課程的輔導員們發展出豐富而多元的主題與教學活動，

以下將舉數條能力指標為例，加以說明： 

1-1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新竹縣的「長大吧！種子」透過學生要求在真實情境中種豆的教學，發展出「以種豆活

動觀察種子發芽的過程」和「以蚯蚓實驗觀察蚯蚓在土裡對豆子的影響」兩條學習目標，學

生瞭解種子發芽的過程，也瞭解蚯蚓具有鬆土的作用。 

1-2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興趣。 

基隆市的「下雨天，好玩」發展出「能在校園中體驗下雨天活動的樂趣」和「能發揮創

意，找尋解決問題的策略」這兩條學習目標，喚起兒童豐富的想像力，進行各種雨中遊戲，

如鬼抓人、老鷹抓小雞、踢水窪等，用自己的方式體驗下雨天穿雨衣玩遊戲的樂趣，並創意

發想各種雨衣造型，體驗學習的樂趣。 

2-1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台東縣的「排灣我的家」發展出「認識五年祭祭典內容及禁忌」、「能唱出祭典歌曲」、「能

說出刺福球的意義」和「能說出祭竿的種類及其意義」等一系列的學習目標，透過練唱五年

祭祭典歌曲及練刺福球等活動，了解排灣族五年祭及其活動的意義，讓兒童體會五年祭中文

化、藝術的豐富性。 

3-1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澎湖縣的「瘋節奏---我的破銅爛鐵打集團」，引導學生用不同線條和色彩來表現聽到的

聲音，達到「透過對點的大小、線條的粗細、顏色的冷暖來表現聽到的聲音」這條教學目標。 

    新竹市的「來去新竹甲米粉」發展出「能利用視覺、聽覺與觸覺的方式，呈現對米粉的

了解與情感」的學習目標，則是一種運用各種素材，表達對在地素材---米粉感受的設計。   

台東縣的「我們的社區---瑞源」發展出「能將瑞源的特色改編進歌詞」和「能唱出改編

的瑞源之歌」兩條學習目標，讓學生在經過社區巡禮、訪問社區的人、打掃社區等活動後，

真正感受到社區的可愛進而運用「山上的孩子」這首曲子的旋律，創作「瑞源之歌」歌詞，

並演唱歌曲，表現自己對社區的喜愛。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 

增加生活的趣味。 

    宜蘭縣的「春天的花朵」發展出「能發現花和花的圖案在生活中的應用」、「發現路邊、

菜園的花，經過修飾後，也能展現另一種美」兩條學習目標，達成能力指標中的「美化生活

環境」的內涵。至於這條能力指標尚未達成的內涵如解決生活問題、增加生活趣味等，則需

以其他教學活動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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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的行動。 

    嘉義縣的「摺紙玩具屋」中，教師掌握孩子對摺紙最有興趣的時刻，進行這個主題，教

學中不斷提出關鍵性的問題，引導兒童思考，維持兒童學習的熱忱，讓兒童進行實際的行動

來展現能力，並讓兒童將探索的過程進行反思、記錄和成果的展現，使教學的過程就是一種

評量。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新竹市的「好玩的飛機」發展出「能上台分享自己設計的紙玩具，並說明遊戲的方式」

和「能說出或寫下在參觀模型館後對飛機有新的發現」等兩條學習目標，是一個透過 1-1能

力指標的觀察和探索活動後，再來完成 4-1能力指標的示例。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新竹縣的「美味的早餐」發展出「能與組員共同畫出一間外部與內部的早餐店」、「能與

組員共同用黏土製作早餐餐點」、「能與組員共同組成一間早餐店」、「能與全班共同進行早餐

店辦家家酒活動」的一系列學習目標，可達成能力指標中「（能與團體成員）一起工作，並完

成任務」的內涵，至於「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在這些學習目標中則沒有出現，

有待其他的學習目標來完成。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屏東縣的「葉子和春天」發展出「能依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提出自己認為可能的原因或

結果」這條學習目標，讓兒童透國觀察和調查，探討學校大樹落葉的原因，來達成 5-3這條

能力指標的前半段「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但是後半段「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

態度」這部分，則還需以其他的學習目標來達成。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金門縣的「鳥兒，我的朋友」發展出「能體會鳥和人一樣，也必須有好的生活環境」這

條學習目標，透過「寫給鳥兒的一封信」，可以看到兒童對鳥兒的喜愛，並展現保護鳥兒生活

環境的意願。 

 

（三）拓展兒童對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 

生活課程包含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內涵，但因為兒童的生活是一個整

體，因此在課程綱要中將這三個領域統整起來，從整體的、統整的角度來看待生活課程，加

以兒童的生活能力包括了知識、情意與技能等，因此課堂上所進行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從多

面向的意義上加以拓展。如： 

1）屏東縣柯惠青老師在「校園探險家」中，提供兒童「觀察校園植物的葉子，包含了形

狀、大小、顏色（自然）」的機會，從中可以發現與欣賞葉子的美麗（藝術），比較不

同葉子的異同（自然），尋找樹媽媽（自然）及其在校園中的位置（社會），還可以利

用撿拾的落葉進行創作，無論描繪、著色、拼畫、拓印，甚至吹奏或裝扮自己（藝術），

都是可行的。 

2)基隆市中興國小吳玲珼老師在「歡喜來作伙」中，由兒童自行討論準備歡迎一年級的

小弟弟、小妹妹的活動（社會），主動製作小禮物送小弟弟、小妹妹（藝術），和同學

合作畫歡迎海報和邀請卡（社會、藝術），小組討論如何歡迎小弟弟、小妹妹（社會），

製作闖關的遊戲玩具〈自然〉，表演節目歡迎小弟弟、小妹妹（藝術），手牽手帶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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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小妹妹闖關（社會、自然），注意他們的安全（社會），心變得更柔軟。 

    3）宜蘭縣吳明素老師的「鏡子好好玩」，以「鏡子」為主題，引導兒童從「哪些東西可

以看到自己」的實地探索中，認識鏡子的特性（認知），從鏡子和光的遊戲中進行光

的接力遊戲（技能），最後以模仿鏡中人的肢體動作，進行創作，體會學習的樂趣（情

意），不但將社會、自然、藝術等領域，流暢而不著痕跡的融入以「鏡子」為主題的

教學設計中，更從多樣的活動中，達成認知、情意和技能等目標，是一個不錯的嘗

試。 

 

四、生活課程中常被忽略的地方 

（一）教師以教科書的內容主導教學，忽略兒童的生活經驗、興趣和年齡特質 

    這是依據教科書教學較容易發生的問題，需透過任課教師對於「正式課程」的理解（課

程綱要），「知覺」生活課程的性質及其主要面向，考量兒童的興趣和能力，利用生活環境中

的素材加以轉化、「運作」，才能讓兒童「經驗」到學習的喜悅，達成生活課程的目標。 

（二）將三個領域的內容以拼湊的方式進行 

為了兼顧三個領域的內容，各自發展與三個領域相關的活動，但各活動之間卻毫無關連。

例如在「秋天」的單元中，從落葉的蒐集到合作製作風車、唱「風而吹過來」，再彩繪石頭，

幾個活動看似包含了自然、社會、藝文，但彼此之間卻欠缺教學的脈絡，予人拼湊的感覺。 

（三）活動與活動之間缺少關聯，形成兒童經驗的斷裂 

    活動與活動之間經驗的連結，是生活課程設計(發展)最難的部分。在設計後面加上(發展)

兩個字，是因為前後經驗的連貫，主角是人不是環境。所以「下雨天，好玩」活動一與活動

二之間的連貫要考慮的是活動一的學習經驗，如何帶入活動二，並成為活動二學習的基礎。

這個部份的處理痕跡不夠明顯，所以感覺上是換一個地方，再做一個不同的體驗觀察。所以，

在前面提到活動一的結束要收個尾，作為活動二的學習基礎。活動二在雨天讓兒童瘋狂遊戲

的創意不錯，問題是這些創意如何收尾？在「通通都濕了」、「再出去」這兩個心智構圖的呈

現，線索都不夠充分。這些線索要能夠成為活動三「雨在哪裡？我知道！」的學習基礎。所

以活動三應該借種活動一和二作為討論的基礎，而這些基礎的建構，是要仰賴前面完整的討

論與表達。例如雨在草地上形成一顆顆水珠，雨在蜘蛛網上形成一串串的珍珠；雨流過小水

溝發出嘩啦啦的聲音……。活動四將前面「發現雨的秘密」，將前面三個活動作一個綜合整理，

這個構想很好。題目如果能夠改成「雨水小偵探」，效果會更傳神〈秦葆琦等，2011：319〉。 

活動之間的關連性，前一個活動所學習到的概念與能力，應當作為下一個活動學習的開

端，這樣才是好的設計。如「我長大了」活動一我的小檔案完成之後，有機會替別人閱讀、

分享他人經驗，孩子關注的焦點會被打開，進而好奇別人是喜歡什麼，這樣才有機會接續做

後面優點大集合的活動（秦葆琦等，2011：332）。  

在「賢北生活綠動」主題中，調查樹種的活動與孩子種植地點的選擇等活動的連結性不

強，推測老師可能規劃要依樹種來分配種植的地點，但最後因孩子感情的因素或土質而改變

了老師的預設課程。如果在知道要移植植物時就來進行地點的討論和探查，似乎更能找出一

個孩子喜歡且適合種植的地點，也更能看出孩子對於適合種植地點的理解。（秦葆琦等，2011：

121） 

（四）為遊戲而遊戲，未思考前後活動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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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會打電話」主題中，傳聲筒會混淆「有線」和「無線」的概念，並不合適在「電

話」的單元中出現（秦葆琦等，2011：272）。 

     在「生活中的水」主題中，教師發現教科書中原設計的製作水車和「水的特性」、「水的

功能」以及「愛護水資源」間的相關性都不高，於是將此活動略而不教，轉化為參觀學校附

近的「淨水廠」，提供兒童探索雨水變成自來水過程的機會，更能符合生活課程統整的特性（秦

葆琦等，2011：213）。 

五、結語 

    生活課程從有理想的設置，到課堂上的實施，已經經歷了十年。如果每一位老師，都能

思考和知覺課程的精神，動手設計；如果每一位老師，都能思考學生的需求和能力來進行教

學；如果每一位老師，都能做有意義的紀錄與反省，一定可以將生活課程的理想逐步實現，

讓兒童在學習中體會生活中的真善美，並為未來的生活奠定繼續學習的基礎。 

此外生活課程的教學設計，從各項性質與面向的掌握，以符應課程綱要的精神，到最後

整個一、二年級課程的組織與架構，是一個逐漸生成與發展的過程，需要一步一步的嘗試與

累積，無法一蹴可幾。如果每一位老師都能將教學設計與過程中的轉化、觀察、發現與省思，

詳細記錄，教師的成長必定是快速而充滿驚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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