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國民小學一百學年度下學期 學校特色課程  三 年級單元活動教學教案 
一 龜山朝日 

單元名稱 龜山朝日 設計者 莊慧敏 教學對象 三忠學生 教學時間 10節 教材來源 自編 

課程分析 

龜山朝日為蘭陽八景之首，地理景觀和人文風情豐富，身為開蘭第一城的我們，尤當

加以認識。利用網路的功能，去搜尋龜山朝日之相關內容資料，並把”龜”字整個形音義認識清

楚，利用荼葉蛋製作龜裂現象，再回到校徽上龜山朝日。 

教學方法 

１上網搜尋龜山朝日之相關內容資料並整理分享 

２搭配社會課介紹龜山島的傳說 

３利用荼葉蛋製造龜裂效果 

４自製餅乾做出徽上龜山朝日 

教學資源 電腦、網路、書籍、茶葉蛋材料、製餅材料 

能力指標 
自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和樂趣 

健 4-1-5 透過童玩、民俗活動等身體活動，瞭解本土文化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１能運用網路搜尋資料 

 

２能對“龜”字有深入了解並能舉出龜裂事項 

 

３能找到校徽上的龜山朝日 

 

１－１能查得所需資料並存檔 

１－２能將資料內容整理出重點分享 

２－１能講出“龜”字的意義並會正確書寫 

２－２能合力煮出一鍋茶葉蛋 

３－１能找到校徽上的龜山朝日 

３－２能合力做出校徽餅 

活動名稱 學習目標 活動流程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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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活動 

1.課前準備：老師製作學習單 

2.引起動機：利用望遠休息時間請小朋友觀察龜山島 

二、發展活動 

1.請小朋友利用網路搜尋有關龜山朝日之資料。 

2.請小朋友就所查得資料存檔列印。 

3.整理至學習單上並做發表與討論。 

4.依社會課的傳說故事整理加插圖 

三、整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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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活動 

1.課前準備：老師準備煮茶葉蛋所需材料並製作龜字筆順寫法

檔案 

2.引起動機：請小朋友先自己寫寫龜字 

二、發展活動 

1.請小朋友查字典把龜的形義查清楚。 

2.讓小朋友仔細學會正確龜字筆順寫法。 

3.猜謎~龜裂也有好事~製作茶葉蛋。 

三、整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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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活動 

1.課前準備：老師提示小朋友校園裡也有龜山朝日 

2.引起動機：請小朋友在校園裡找找 

二、發展活動 

1.請小朋友畫出校徽。 

2.讓小朋友用餅乾做出校徽。 

三、整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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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可能是已進行了幾屆了，操作起來，在時間的控制上還算滿意。 

其實自己對歷史人文地理並無多大的興趣，要教到有深度，真的做不來，而且，小朋友應該也是

學了轉眼就忘了吧？基於此，我把課程內容簡單化，能講出龜山島的地理位置，是個休火山，再加上

俗諺及傳說，就可以了。尤於登島不易，這一部分真的就只能紙上談兵。 

再就龜這個字，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難寫字，常是想辦法畫得差不多就好了。上網找到了”教育

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連結快速產生器”，用這個讓小朋友練個幾遍，寫起來的字就漂亮多了。

再請小朋友查查龜字還有沒有其他的讀音意思，並就龜裂一詞，希望讓小朋友能讀對音，且留下深刻

印象，所以我們猜謎，接著煮了茶葉蛋，還煮了兩次，這下印象可以留得久一點了吧！ 

第三單元又回到龜山島來，利用學校的校徽，用烤餅乾做出來。上一屆做的是串珠校徽，花了太

多的時間，這一回班上在做時，前一屆都會聞香而來，且抗議他們當年怎麼沒做？我想，下一回，可

能還是維持烤餅乾吧！好做又受歡迎！ 

   

第一單元 
 

 

第二單元   

第三單元 



滿意度調查表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國民小學 100下『學校特色課程實施自我檢核表』 

課程名稱：龜山朝日 

階段 評鑑指標 優
良 

滿
意 

待
努
力 

NA

或
NP 

補
充
說
明 

1.研討與準備 

1.課程方案設計前之溝通與演示      

2.教學者能確實了解課程內涵      

3.課程實施之協同與分工      

4.所需行政支援之協調與聯繫      

5.教學資源與情境佈置      

6.所需自然與社會資源之聯繫      

7.教學準備所遇的問題之解決      

2.實施階段 

1.參照課程方案設計實施      

2.課程設計符應規劃之目標與架構      

3.本課程教學教材      

4.本課程所採用的教學方法      

5.本課程教學資源的運用      

6.本課程教學評量的實施      

7.學生學習反應與氣氛      

8.教學自我反省      

9.教師協同互動情形    NP  

10.行政支援情形    NP  

11.課程實施問題因應      

3.回饋與修正 

1.因應學生需求調整課程      

2.教師再學習與專業成長之回饋      

3.學校行政支援之修正    NP  

4.課程設計方案之修正      

5.教師教學方法之修正      

6.教學評量方式之修正      

7.學生學習成效之回饋（如補救）      
※NA：代表不適用；NP：代表未呈現 

◎自評者：莊慧敏                                     ◎日期：101 年 6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