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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設計單元活動設計單元活動設計單元活動設計    

一一一一、、、、    單元選擇：鮪魚不見了  （自編教材） 

二、本組組員：  
劉秀蘭、林瑞英、王志芳、陳慧蓮、李郁芳、鄭莉貞、曾佳雯、邱淑珠 

三、本組成員的教育理念： 

本教材結合語文、自然生活科技與綜合活動領域。期望藉由三個子單元的 

活動教與體驗，建構孩子珍愛自然資源及愛護環境的觀念，進而落實在生活中，從周遭的生

活環境做起，發現人類行為決定生活環境的好壞，並且了解潔淨環境與海洋生態的關係。深

植孩子的環保意識，身體力行，還給海洋自然生態一個美麗的家園。 

（一）語文： 

孩子具有很強的好奇心。在畫畫課的時候，常常會畫出奧妙的海底世界，可見他們很想

揭開海底世界的祕密。透過老船長說故事，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喜歡上多采多姿的海洋世界，

同時讓孩子們明白，愛它就不要傷害它，這美麗的海洋世界需要我們一起來愛護。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 

每年的四、五月是鮪魚盛產的季節，此時，東港都會舉辦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的踩街活動，

電視新聞也會大肆報導東港漁船捕獲黑鮪魚的盛況。吸引了很多好奇的遊客前往觀望，希望

對黑鮪魚有更多的認知。 

（三）綜合活動： 

     學生經由聆聽老船長說故事之後，對鮪魚海洋生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透過實際走訪

漁港，親眼目睹海洋生態環境的面貌，再藉由一連串的體驗活動，了解海洋環境的好壞對鮪

魚的重要，進而願意當個保鮪小達人，為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盡一己之力。 

（四）學習者 
適用於中年級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 

四、活動設計原則： 

（一）愛我愛我愛我愛我，，，，不要害我不要害我不要害我不要害我：：：：人為的破壞使海洋生態產生了變化，也影響了鮪魚的產量。藉由老

船長說故事，讓孩子了解鮪魚的生態，培養孩子愛護海洋環境的情操。 

（二）黑鮪魚知多少黑鮪魚知多少黑鮪魚知多少黑鮪魚知多少：：：：透過本單元活動，對黑鮪魚的介紹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黑鮪魚對人類生活的貢獻，明白黑鮪魚與人類生 

活息息相關，體會到有黑鮪魚真好。 

（三）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學生能在闖關活動中，感同深受鮪魚面臨人為生態破壞的危機，激發孩子

的同理心，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海洋環境的道理，期能從日常生活中做環保，以實

際的行動來愛護環境。 

    

    



 

 3 

工作分工表工作分工表工作分工表工作分工表    

時程 工作項目及內容 負責人 

第一階段 

單元名稱 
確定：單元名稱、三個子單元課程架構表。 

全組人員 

（志芳統整） 

第二階段 

教學目標 
確定：能力指標、單元目標、具體目標。 全組人員 

第三階段 

教案敘寫 

 

確定：分成四個小組，針對所負責的子單元敘寫教

案。 

子單元一：老船長說故事。 

子單元二：鮪之旅。 

子單元三：生生不息。 

（一）、漁港巡禮 

（二）、保鮪小達人 

全組人員 

 

瑞英、秀蘭 

志芳、慧蓮 

 

郁芳、莉貞 

淑珠、佳雯 

第四階段 

課本習作 

確定：分成四個小組，針對所負責的子單元敘寫教

案。 

子單元一：老船長說故事。 

子單元二：鮪之旅。 

子單元三：生生不息。 

（一）、漁港巡禮 

（二）、保鮪小達人 

全組人員 

 

瑞英、秀蘭 

志芳、慧蓮 

 

郁芳、莉貞 

淑珠、佳雯 

第五階段 

教案整合 

將分組敘寫的教案整合成一個檔案。 

（一）、教師手冊統整 

（二）、教學活動設計統整 

 

瑞英、秀蘭 

佳雯 

第六階段 

課本習作整合 

將分組敘寫的課本習作整合成一個檔案、並設計封

面封底。 
志芳 

第七階段 

教學演示 
演示單元：子單元二「鮪之旅」。 

教學者：志芳 

協助者：瑞英、秀蘭 

第八階段 

成果發表 

將整組設計成果及教學演示與教學視導班同學分

享。 

全組人員 

（瑞英、秀蘭、志芳報

告） 

第九階段 

教案評析 

評析教學視導碩二甲綜合領域自編教材「情緒維他

命」 
全組人員 

第十階段 

省思撰寫 
敘寫個人省思。 全組人員 

第十一階段 

整合評析與省思 
整合評析與省思 全組人員 

ps 總務 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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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評教案評教案評教案評析析析析    

一、 評析對象：「情緒維他命」 

二、 領域科目：綜合領域自編教材 

三、 適用年段：國小高年級 

四、 編輯者：夜教學視導碩二甲：邱筱雯、李青秀、林秋美、麥明祥、陳永岑、薛玉綢。 

五、 評析： 

（一）優點： 

1. 教材選擇：補足了現有生命教育議題教材失漏的ㄧ環。 

2. 設計理念：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切入日常生活中有效指導學生學習。 

3. 教學流程：設計平順流暢，利於教師教學。 

4. 版面設計：活潑有趣，充滿原創性。 

5. 教案敘寫：層次分明，ㄧ目瞭然。 

6. 課程實驗：試敎完整，提供充分回饋。 

（二）缺點： 

1. 教師手冊： 

（1） 連結活動：一、表演藝術：以肢體、表情傳遞情緒在高年級教學中不易實施。 

（2） 教學法的說明及引用有誤。如 P17。 

（3） 所列舉的教學法有缺漏，應補列發表教學法。如 P17。 

（4） 在活動一「人生四色」中，藉由聆聽不同的曲調，讓學生發表樂曲之中所蘊藏的情緒。

此點對比較沒有音樂素養的學生，要其說出情緒的感受，實屬不易之事。 

（5） 心情練習曲中依據學習目標應無法在ㄧ節課中完全達成。 

（6） 小天使信箱中，學習目標 3-1 能說出抒發情緒的管道。除了回信的方式外，是否可提

供更多蔬發情緒的管道。 

（7） 概念圖中次概念分類陳述只有一大項，較難從中看到教學內涵。



 

 

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林瑞英林瑞英林瑞英林瑞英（（（（KA098101KA098101KA098101KA098101））））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組一共有八人，採自編課程，以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第四大主題軸「保護

自我與環境」為主要設計理念，參考教育部九十七年頒布的一百課程綱要，所設計的課程，

單元主題為鮪魚不見了，分為老船長說故事、鲔之旅和生生不息等 3個子活動，一共十節課。 

    課程內容有：教師手冊、學生用課本和習作。教師手冊需包涵：編輯理念和要旨、課程

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的理論依據、教學原理、課程架構圖、教材的分析、兒童的經驗、以及

老師一看就知道怎麼教的詳細教學活動設計……等。原則上，湯教授要求課程設計完後，必

須將全部課程試教一遍，才能知道所設計的課程、教材的選擇、教學的方法、教學時間的分

配、學生的評量等是否得當，但因為本組考量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只做了第二子單元

「鲔之旅」的教學演示。 

二二二二、、、、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一波三折的課程設計過程 

    整個活動下來發現：課程的設計、教學活動的編寫及教材的選用，沒有想像中容易。無

怪乎，教授您會在課堂上建議「教師應與教科書的作者對話」，真的一本書的產出，是要花掉

作者非常多的心血。本組在志芳試教之前一共聚會討論有 10次之多（其中一次只有我跟秀蘭

兩人利用一整個星期天下午，產出我們兩負責的子單元）均在做課程的設計。 

    光是訂定單元主題由原先的「海之生」繪本導讀，到確立以東港為立足點的「鮪魚不見

了」，就花一個下午的時間；接著上網找綜合領域和海洋議題的能力指標，再依據能力指標編

寫單元目標、具體目標，結果產出的單元目標和具體目標太過空泛，修修改改又花了二次的

課堂時間；最後根據目標設計課程架構圖、教學活動、選擇教材、教學評量又差點難產，真

可謂一波三折。經過這一次的洗禮，讓我更加體會和佩服現有教科書的出版業者。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所幸在教授耐心的指導以及全組組員共同的努力下，終於在今年的一月三日有了小組辛 

苦結晶─ ─課本、學習單、詳細的教學活動設計終於出爐了，雖然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 

畢竟是自教書以第一次的自編教材，我以「她」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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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邱淑珠邱淑珠邱淑珠邱淑珠（（（（KA098105KA098105KA098105KA098105））））    

自從有學校教育制度以來，教科書就位居於教學活動中的主要的角色之一，用以輔助師

生間的授課與學習，並且以其作為達到教學目標而編纂發行的教學教材。因此，教科書影響

學習形態與教學方式的程度既深且遠，其重要性當然不言而喻。 

這學期承蒙湯教授的指導，使本組成員在期末時能交出了以「鮪魚不見了」為主題的教

師手冊、學生用的課本及學習單。以下就將課程設計個人省思分別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課程設計省思課程設計省思課程設計省思課程設計省思：我與佳雯負責「保鮪小達人」的課程設計，我們考量闖關時的安全性及

適切性，教案修改很多次，以期進行分組闖關體驗活動時能流暢，並能達到其學習目標。 

二二二二、、、、    教材編輯省思教材編輯省思教材編輯省思教材編輯省思：從無到有最難，還好小組組員齊心齊力、並且在互相腦力激盪及修改了 

又改之下，最後以綜合活動領域： 4-2-3：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

適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海洋教育：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

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兩條能力指標為基準點，以自編方式發展出了「鮪魚不見了」

的課程架構→教案及學習單→教師手冊→課本。在這個歷程中，曾經因自己原本擔任設

計有關「非法洗魚」讀報的教案設計，在收集很多相關資料後，因不適合主題被抽掉後

而傷心難過了很久，但是就是因為閱讀了很多相關的資料，原本完全不懂「非法洗魚」

意義的我，對其意義已有相當的瞭解了，應驗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一句話。 

三三三三、、、、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課本設計程序及美編統整所遭遇的困難課本設計程序及美編統整所遭遇的困難課本設計程序及美編統整所遭遇的困難課本設計程序及美編統整所遭遇的困難： 

1.由於現代科技之演進快速，相對的電腦軟體的更迭也很快速，因為組員們互相利用電

子信箱傳遞課程設計的相關資料，因為自己的電腦沒有「非常好色」這套軟體，以致讀

不到利用此軟體編製成的學習單來設計課本。在教師手冊、課本設計程序及美編統整方

面也因電腦或格式上的問題調整很久，還是無法稱我們組員的心，但是我們還是努力地

做調整，以期達到更完美的程度。 

2.組員共八個人，平常上課時能互相討論研究的時間相當有限，面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

式就是利用週休二日，大家從四面八方齊聚在一起共同研討完成此份課程設計作業。 

「鮪魚不見了」教材底定完成的這一刻，內心五味雜陳，看著本組大家嘔心瀝血的

設計成品，就好像看到自己辛苦地生下的小孩似的，不禁感動的紅了眼眶。在此感謝湯

教授的指導及都瘦了一圈的組員們，大家都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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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我的省思————李郁芳李郁芳李郁芳李郁芳（（（（KA098106KA098106KA098106KA098106）））） 

    臺灣是個被海洋環繞的海洋國家，國民應具備充分認知海洋、善用海洋的能 

力，另一方面，地球暖化及全球氣候變遷為當今全球最關心的議題，而海洋在這個議題裡扮

演著最關鍵的角色。有鑒於此，教育部將海洋教育納入97課程綱要，並即將在100學年實施。

本學期課程設計研究的重頭大戲，便是要大家協力合作，完成一份海洋教育融入綜合活動的

教案，組員們開始蒐集資料，各自帶來相關的繪本、影帶、報紙及參考資料，大家千頭萬緒，

意見紛雜，幸而湯教授提醒了我們，整個課程設計的重點在於綜合活動，整個課程架構才抵

定下來。 

    這份教案共分成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三個部份，其中，我和莉貞負責校外

教學和成果製作的六節課。除了每週一課堂上的討論外，我們也另外找時間蒐集資料和共同

討論。我們認為，現今的教育易陷於將知識片面的教導，在教育現場如果欠缺實際體驗的填

鴨式教育，無法養成由孩子們自行找尋課題，自主性的掌握事物關連性的學習能力，或自行

解決問題的能力，應朝向讓孩子自主思考的教育邁進。此外，我們也不希望校外教學活動成

為只是走馬看花的休閒活動，而是可以藉由對漁港環境的深入觀察，體認到人類行為對海洋

的影響，因此參觀地點的選擇、在學習單和成果製作的教案設計上，我們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們希望學生透過蒐集資料、行前規劃，找出成果製作的主題，在觀察體驗時，針對主題提

問和思考，最後才討論完成一份有意義的成果和大家分享。 

    課程設計不能紙上談兵，實際教學後才能發現內容是否適切，但由於時間緊迫，我們還

來不及實驗完整份教案，所以設計內容、地點選擇、活動時間安排、、等等，都還有修正和

補充的空間，但是參與了整個教案編寫的實作過程中，讓我更加了解課程設計的原理和模式，

在往後教職生涯中，面對制式化的教材，也懂得思考、評析和選擇，大大提升自己課程設計

的知能和態度，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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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省思省思省思省思————劉秀蘭劉秀蘭劉秀蘭劉秀蘭(KA098107)(KA098107)(KA098107)(KA098107)                                    

 

階段一一一一、、、、對對對對「「「「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本身本身本身本身────────喜孜孜的開始喜孜孜的開始喜孜孜的開始喜孜孜的開始    

其實，當老師提出這項期末作業時，我並不覺得特別生疏、有難度；因為，其實一般我

們在執教學校中，不是常要配合學生狀況、學校行政工作向度、節慶、既定例行校務或突發

單位之參與等，規畫許多課程實施嗎？只是應該更精緻、我很開心的朝著自己的預想前進，

佐以老師指導釐清的種種概念，與同學們互相努力。 

 

階段二二二二、、、、材料的收集材料的收集材料的收集材料的收集────────感覺幸福感覺幸福感覺幸福感覺幸福    

小組成員在擬定大方向之後，便各自源源地提供了覺得可能〝有用〞的教材或資源，供

討論，供刪改，供驗證等。然後便開始以小單元分小組，進行規劃設計、敘寫。 

 

階段三三三三、、、、所設計之小單元的統合所設計之小單元的統合所設計之小單元的統合所設計之小單元的統合────────波折發生波折發生波折發生波折發生    

因為是以八位同學分成四個小單元小組，分別設計敘寫其負責課程後，再統合起來的方

式，來完成整個課程設計的；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開始遭遇到屬於行政分工時，同樣也會遇

到的〝三不管〞地帶的問題────因為除了對小組自己所負責的小單元內容、詳案等的提出外，

其實，一份完整課程設計的提出，還有諸如 書籍內外美工，表格及敘寫的格式統一，實際實

驗教學支援人力、物力，中心理念查驗及說明，對所參考教學的評析…等，都也需要嚴正的

產出，需要一些討論與協力支援，需要控制時間，才能使後製之全貌體現。 

我們在這一點上，栽了個跟頭。 

於是，在”群策”而不一定能控制好協力時間的”不群力”之下，睡不好，戰戰兢兢…… 

 

階段四四四四、、、、雖不完美雖不完美雖不完美雖不完美，，，，但曾經走過但曾經走過但曾經走過但曾經走過────────峰迴路轉峰迴路轉峰迴路轉峰迴路轉、、、、柳暗花明柳暗花明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終於捧出我們的作品了！其實還真有成就感呢！ 

雖然心知肚明的了解，依然有哪些「梗」，是尚未平順的；哪些點點角角，是不完整明白的，

但終究有個樣子了！YA！ 

    

五五五五、、、、感謝篇感謝篇感謝篇感謝篇    

    

真感謝組裡的同學，大家辛苦了！革命情感喔！ 

真感謝忠孝國小校長、主任、老師，願意讓我們在連續幾個假日裡，借用學校設備來工作。 

真感謝中正國小文雄老師，幫忙做影片後製，還在寒夜迢迢送到來。 

真感謝家中小兒女，姐姐和弟弟，在媽媽忙著做功課時，把自己本分照顧得很好，還是爸爸

的好幫手喔！ 

真感謝好脾氣又用心的老公，百分百支持我這駑鈍的太太。 

真感謝湯老師，不倦不厭的逐一指點、說明，深切誠懇的肯定、支持。 

真感謝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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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陳慧蓮（（（（KA098115KA098115KA098115KA098115）））） 

一、單元教學目標或能力指標的達成？  

透過學生有興趣的主題，培養主動參與的精神與態度，且能投入主題活動中。在對鮪魚

生態環境的基本認知上，學生對海洋世界有豐富的好奇心，聽完老船長說故事及觀看東港黑

鮪魚文化觀光季活動的照片、黑鮪魚圖片與珍愛美麗的海洋資源影片十分專注，在主題結束

後，對「鮪魚」的認識增加不少。 

由於主題是學生有興趣的，學生在積極參與主題的討論，發表自己的見解及投入體驗活

動。因此本單元目標對全班學生大致上是達到的。 

二、教學策略有是否發揮預期的效果？ 

由於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策略，學生能持續專注於課程和問題的討論上。因此在主題活

動中，變化個人、小組及動態活動，對學生來說是十分適合的。 

「漁港巡禮」、「保鮪小達人」的體驗活動中，運用觀察、討論、接觸、體驗、探討、分

享的教學策略，老師可透過觀察學生活動的過程，瞭解學生學習程度，且這些活動與切身生

活環境有關，對小學生而言更是新鮮有趣感。因此在「鮪魚不見了」的多元學習活動中，讓

學生能身涉其境，發揮預計的效果。 

三、在教學資源運用方面遇到的問題？  

在教學資源的運用上最大的困擾是：因涉及著作版權，故教材資源圖片的取得不易，來

源有點紊亂。學校的永續臺灣 幸福屏東的 DVD 內容與本課程有關的題材較分散，老師需要先

看過，找到介紹鮪魚的精華部分，才能讓孩子專心欣賞。對於實地走訪漁港的校外活動，攸

關學生安全，故需向學校提計畫報備。不論是參觀地點、行程路線、時間安排、安全事宜皆

須事先妥善的規劃與聯繫。 

傳統的教學，常以教室為活動場所，以教師為主體，重視記憶和以正確概念的解釋為核

心，讓學生反複練習的方式已不適合知識極速爆發、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 e世代。現在的教

學，應是生活面面觀，走出傳統的教室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透過教學方式的多樣化，由學

生主動發現問題，而後進行思考，提出解決的策略，以培養學生高層次認知、思考與問題解

決的能力。 

    自然界中充滿美麗、驚險、複雜、奧妙、有趣的現象和事物，加上學生的本質是好奇新

潁的。本課程選擇與生活環境有關的教材，以海洋生態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接觸、認

識自然環境，了解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並藉由直接的參訪、觀察與體驗，能從中獲得感動。 

最後，經由這次自編課程設計的參與，了解到要一門課程的產出實是不容易。除了團隊

合作精神的發揮，對教材的選擇更須結合當地的文化背景，與兒童既有的生活經驗，設計成

有趣的情境，以利兒童學習，這得花多少心思，心力和時間啊。不得不敬佩那些勞心勞力課

程編輯的的幕後工作人員。 

    也非常感謝湯教授的指導讓我從「不懂到懂」，「不會到會」課程的設計，了解課程設計

的不易。感謝同組的同學，大家腦力激盪，團隊合作完成這份作業，從中學習，獲得寶貴、

豐碩的經驗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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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鄭莉貞（（（（KA098119KA098119KA098119KA098119）））） 

這次做【漁港巡禮】的課程設計及編寫，主要利用鷹架理論，配合中年級學生好問的特

質以「歷程模式」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蒐集資料並發現問題，形成學生主動學習、研

究、規劃自己的主題並進行內容探索的過程，而達到學習成效。 

（一）【漁港巡禮】是運用生活中自然的情境，發自於對鄉土的關心、互動，使其顯示

真正的價值。生活的本質是如何解決問題，能鍛鍊學生的組織能力，並抓住重點把想和

別人分享的內容與經驗，清楚且明白的表達，在現在講求快速及效率的社會中是很重要

的。藉由「戶外教學及成果展」，能使學生更深入問題的核心，找出真正形成的原因及

可行的方法，盡量讓學生主宰並驗證假設的學習過程。老師提供協助並引導孩子，用一

些原則及舊經驗、資訊索引的方法，讓孩子做出一份自己的研究成果。 

（二）【漁港巡禮】單元的節數為六節課，可依各班級學生的不同學習程度加以彈性調

整。使學生在熟悉的的生活、環境中，抒發情緒，並提升自己的研究實力。對於綜合課

程的學習，能使學生將課堂習得的知識結合到日常生活中，使用之、練習之，成為帶得

走的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年級教科書的主題上大多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課題，注重學生能詢問、回答及

正確的描述，且因主題內容與自己平常生活週遭的經歷相似性大，和中年級學生活潑好

問、樂於參與之特質不盡相符，故不易引發學生主動學習、創造性思考、發現問題、分

類資料，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故希望學生能藉由教學現場的實境參訪，小組組織的力

量將所得到的照片、資料等，透過實地觀察、採訪等方式將他人在過去的經驗及未來自

己在遇見、從事相關活動時，建立出應有的態度及觀念。配合成果展將整個研究結果做

一個具體呈現，不僅能使學生對其研究內容有一清楚慨念，並能藉由下課期間展覽時的

解說，更清楚研究的內容、更肯定自己辛苦研究及製作成果的貢獻。老師如何去引發學

習、給予學生機會探究疑問，協助問題重點的發展，不僅能誘發其內在學習動機，建立

兒童學習的信心也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頗具學習價值。 

（四）此外，此教學活動的成果展將呈現於教室之走廊上兩星期，做為同年級其他各班

互相觀摩、學習，每日一至兩位於上午第二大節解說，成為師生送給學校同學的成果禮

物，形成良性循環的學習。 

（五）透由這學期老師的引導，使我們在這一學期中，能將所學的理論模式與教學實務

相結合，發現自己在教學整體上有很大的進步。以前每次帶中年級的綜合活動課，實在

不知道要上些什麼內容才好，因課程內容重複性大，對社會、自然科任教學內容也沒有

時間去多了解，只是疲於奔命的配合學校的各種活動。當時心裡很虛，不清楚自己給了學

生什麼，很害怕學生在銜接不暇的活動中，玩完就什麼都沒了。在這一次期末的課程設計中，

我學會了如何將學校的例行性活動與教學課程相結合，只要利用學生的學習特質及一些心思

的設計就能使教學的目標、內容，清晰而具體化；並藉由社會資源的運用使孩子更明白自己

應有的責任。在一個月的綜合課程教學中，完成戶外教學、成果發表，事半功倍，並增廣孩

子的信心及視野真是一舉數得。非常感恩老師，新的一年，祝福您 闔家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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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王志芳（KA098120） 

ㄧ、前言--「船到橋頭自然直」 

    學期初就知道有教材設計產出的期末作業，但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對於作業沒有任何

概念，直到開始分組，才有備戰的感覺，又仔細端詳了學長姐的報告後，才猛然驚覺這是一

件充滿了挑戰性的大工程，而時間又已迫在眉睫，所以沒有調整心態的情況下，小組的戰鬥

力立即展現。 

 

二、歷程 

（一）「萬事起頭難」 

    ㄧ開始瑞英提議以「海之心」為主題，隔週經老師指導說明後，「海之心」王朝正式結束。

「鮪之旅」就是大家共同激盪出的火花。幾經討論後，為符合綜合活動「反省」、「體驗」的

精神，「鮪魚不見了」終於正式產生，全組共識至此底定。 

（二）「團結力量大？？？」 

   八人共分四組，小組工作亦分成四個部份，各組先行依主題設計教案，再依教案將教師手

冊、課本、學習單依序完成，屆時有如「金剛戰士」般合體，並訂於 12/26（日）聚會，將

各自成果完成並畢其功於一役。ㄧ份看似簡單的計畫，卻因當天 12/26 其中一組教案無法按

時完成且未出席聚會，出現了所有作業停滯的危機，個人深深感受到--人多，不一定好辦事！ 

（三）「新年快樂」 

    在 1/1 日，大家終於收到新年禮物—教案到齊了，「金剛戰士」終於合體，透過聯繫，決

定 1/3 再聚會，沒想到人還是沒到齊，但是組員們還是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終於將教師手

冊、課本完成，趕上 1/4 的成果發表，「眉毛—總算留住了，沒被燒掉」。 

 

三、有感 

（一）學習 

    除了課本、教師手冊，其他諸如設計理念、連結活動、都是事前沒想過的元素，以致我

們的分工出現了漏洞，導致於日後不愉快，此一歷程讓有志於行政工作的我，著實上了ㄧ課。 

（二）發現 

    雖然過程不是很順利，卻看到組員們可愛的ㄧ面，秀蘭的好修養、瑞英的積極、佳雯的

沉著耐操，而我呢？則處於崩潰的臨界點，原來除了能力，人生還有好多堂課等著我去學習。 

（三）突破 

    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原本不擅美工的我，竟也能設計封面和封底，可說是我最得意的

ㄧ件事，得意的不是設計得美不美，而是自己竟有勇氣挑戰自我。 

（四）感恩 

    教材產出的過程，除了感謝小組成員通力合作外，也感謝學校校長、主任提供我們舒適

的場地與充足的資源及陳淑琳老師提供電腦技術協助，更感謝老婆在背後默默支持，讓我無

後顧之憂。原來ㄧ本教材的產生，除了看得見的編輯群；背後更有ㄧ群盡心盡力的無名英雄。

這都得感謝湯老師，讓我上了ㄧ堂寶貴的課程教學與設計，改變的不止是態度，還有看待事

情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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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省思-曾佳雯（KA097121） 

    在知道有這項期末時，心想我是幼稚園老師，所以我應該一個人為一組進行課程設計。

原因是幼稚園課程設計的考量點和小學有一些相異之處，例如：幼稚園沒有能力指標，要使

課程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是由教學的老師自訂，又教學對象不同教學內容的呈現也與小學不

同，但其實最直接的想法是，想利用此次編寫課程的過程，藉由教授的指導，檢視自己在課

程設計上的盲點。 

但後來教授建議全班能否試著跟得上教育部目前推行的海洋教育議題，設計綜合活動領

域教學活動。又屏東縣的教師們善心體諒的表示，一個人一組會很累的唷！自己轉念想到課

程設計，不論那一個教育階段的教師要遵循的原則，其實是通用的。 

首先是進行資料蒐集階段，教授建議要先了解教育部推動海洋教育的理念，九年一貫課

程融入海洋議題的課程目標，及各年段的能力指標。以上資料在國民中小學海洋育議題課程

綱要中有詳盡呈述。個人為了能跟上小學教師課程設計的「腳步」，所以聽從教授的建議，找

到課綱並仔細閱讀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五大主題學習內容、融入學習

領域之建議及海洋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等課綱六大項內容。如此一來，小組在討論就教學

主題要設定教學能力指標時，自己才能清楚的掌握到可能使用的何項能力指標，及學習內涵。 

主題的訂定，小組原訂是由繪本教學做為課程出發點，但由於繪本內容對於設定教學對

象中年級生顯得太生澀，又重新討論。在對象與學科都抵定的條件之下，考量社會需求及社

會資源這個前題，小組成員開始拋出每個人住在屏東曾經從事過與海洋相關的活動，又組內

有老師任教地點是在東港，想到東港大部份的人第一個反應就是，每年五月到八月有黑鮪魚

可以吃，會為了吃它，還有一個很好的理由那就是舉辦黑鮪魚文化季，但近來年也愈來愈多

關心黑鮪魚的船家或是海洋生物學家，開始討論為何黑鮪魚數量逐年銳減的原因，最後訂定

以「鮪魚不見了」為小組課程設計的主題，主題軸是海洋資源，細類為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主題訂定之後開始產出教學概念圖，分出各小單元主題再分組進行教案編寫，依據教授的指

導及組內設定的單元目標做出教案整合及修訂。 

此次作業編寫過程中，就個人在課程編寫的部份，學習到的是課程設計不只是，教案編

寫有了目標；有了教學內容，就實踐在課室中。在教學研究的部份，是自己在課室教學活動

過程中，比較不會花多心思去反省的部份，但這個部份會是在課程評鑑時，可以直接比對出

成果的資料，故藉此次作業砥礪自己，能將學習到知識實踐在下學期的課程設計中，尤其是

課程架構圖和教學研究這二個部份。 

此次作業分組工作過程中，從主題設定到分組教案產出，最後整組能完成教師手冊、課

本和省思及分工三本報告書，過程是花費了小組成員很多的時間和每個人能力的付出才有的

結果。團體行動中磨擦難免，不能相互配合的情形難免，但大家的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希望

能把作業能順利完成，甚至是能做到更好的程度。 

每一個學習機會，都是知識的累積，經驗的重組，智慧的再生。感謝教授讓學習的機會

降臨，感謝小組成員的體諒和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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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魚文化觀光季活動介紹 台灣常見鮪魚種類介紹 

  

學生踴躍發表鮪魚的外形特徵 觀賞鮪魚洄游路線 DVD 

  

說明鮪魚的分布圖 小朋友分組討論鮪魚和人類的關係 

教學活動翦影教學活動翦影教學活動翦影教學活動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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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成果二 

學習單翦影學習單翦影學習單翦影學習單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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